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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孩子成長的旅程中，教師如何成為

他們生命中的貴人，幫助他們從早期經驗

的負面影響中復原，並建立正向的自我概

念與價值觀？根據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理論，教師

可以透過五大核心能力來支持孩子的情感

與社交發展，這些能力包括：自我覺察、

自我管理、社會覺察、人際技巧及負責任

的決策。

　　在教學現場上，出現言行脫序、無法

專注於學習的孩子，可能是家庭或是過去

經驗有許多創傷需要被處理。孩子多數的童年負面經驗，多少跟未深刻感受到家

人的愛有關。但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如果有人可以成為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雖然無法替代家人的愛，但卻是有機會成為讓孩子

滋長內在力量的資源，這也是身為教育工作人員可以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一種

自我實現。

教師：孩子生命中的關鍵支持者

　　做為助人工作者，教師有機會成為孩子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精神分析學派強調早期經驗的重要性，認為童年經歷對

人格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然而，現代心理學，如新精神分析學派與阿德勒心理學

，提供了更具建設性的觀點。新精神分析學派的卡倫‧霍妮（Karen Horney）雖

認同不當對待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她反對弗洛伊德的「早期經驗決定論」，

強調人格的形成亦受到文化與後天環境的影響。

　　事實上，每個孩子內心深處都蘊藏著積極成長的內在力量。因此，即便早年

經歷挫折與困境，許多孩子仍能在人生道路上成長為有擔當、積極正向的成年人

。教師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支持與引導的關鍵角色。

傷痛的經驗會決定孩子的一生嗎？

　　雖然早期經驗對孩子的影響不容忽視，但個體的自我概念與價值塑造才是決

定性因素。研究指出，個體能夠透過「與經驗和解、與自己和解」，來避免過去

的傷痛持續影響未來的選擇與行為。

　　作為教師與父母，我們都希望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我們明白「溫和」的重

要性，卻時常猶豫是否該「堅定」，以致孩子在缺乏明確引導下迷失方向，甚至

孩子的傷，我們接得住！
文◎總幹事 蔡淑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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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失導正偏差行為的機會。然而，早期的負面經驗是否必然會在孩子心中留下無

法抹滅的傷痕？答案是：不一定。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並處理這些不適切的管

教經驗。

　　如果我們能夠：

真誠地向孩子道歉，承認錯誤。 

與孩子溝通，解釋我們的用意。 

從錯誤中學習，改進我們的管教方式。

　　那麼，這次經驗反而可能成為孩子成長的契機，幫助他們學習如何面對錯誤

、提升溝通能力，並培養自信、快樂與責任感。當教師願意以真誠、關懷的態度

與孩子互動，使其感受到被尊重與理解，便有機會撫平其內心的創傷，並進一步

培養其內在的正向能量。

提升孩子的挫折容忍度

　　每個孩子面對挫折的反應皆不同，有些孩子能迅速調適，而有些孩子則需要

更多時間與支持。然而，我們無需對孩子的挫折容忍度過度悲觀。

　　阿德勒心理學強調：「永遠不要代替孩子做他們能為自己完成的事。」當孩

子能夠自主設定具體且可實現的目標時，他們將在面對挫折時更具韌性。這種目

標導向的思維模式，讓孩子能夠將挫折視為達成目標的必經過程，而非失敗的象

徵。

　　此外，樂觀心理學研究指出，樂觀者傾向於將「好事」解釋為永久的、廣泛

適用的，並與自身能力相關，而將「壞事」視為暫時的、特定的，並與外部環境

相關。教師可以透過引導，幫助孩子發展這種正向歸因模式，使其在面對挑戰時

更具信心與韌性。

　　真正的教育，並非避免孩子遭遇困難，而是幫助他們學會如何應對挑戰。教

師應以尊重與關愛的態度對待每個孩子，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溫暖與支持，但在需

要堅持原則時，亦能承受孩子的情緒反應與反駁，這才是更深層次的愛。

教師的自我覺察與情緒管理

　　要成為孩子生命中的關鍵支持者，教師首先需要安頓好自己的內在狀態，才

能以平和、理性的態度面對孩子。情緒管理對教師而言至關重要，因為教師的情

緒狀態將直接影響課堂氛圍與學生的學習成效。

　　當教師具備自我覺察與社會覺察能力時，能夠更敏銳地理解學生的需求與反

應，並在面對挑戰時保持冷靜。舉例而言，當教師感受到壓力或焦慮時，若能透

過深呼吸或短暫休息調整情緒，便能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學生，進而營造支持性

的學習環境。

　　此外，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使教師在面對挑戰時能夠控制衝動、有效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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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並自我激勵。這不僅有助於教師自身的心理健康，亦能成為學生的行為典範

。當學生觀察到教師如何有效管理自身情緒，他們將更容易學會調適自己的情緒

，進而提升社交能力與情緒智力。

發展人際技巧與負責任的決策能力

　　人際技巧是教師在與學生、同事與家長互動時不可或缺的能力。能夠有效溝

通、建立良好關係並協調解決衝突的教師，將能夠更順利地管理班級，並幫助學

生發展健康的人際關係。

　　負責任的決策能力則涉及個體在不

同情境中做出明智選擇，並考量自身與

他人的需求。教師應引導學生在面對困

難時，做出不傷害自己與他人，且符合

環境限制的決定。擁有這項能力的學生

，在面對人生挑戰時將能保持冷靜與理

智，並做出適切的選擇。

結語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擁有無限潛能。教師的使命，不僅是知識的

傳遞者，更是孩子成長路上的引導者與支持者。讓我們攜手努力，成為孩子生命

中的貴人，為他們點亮前行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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