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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範例架構 

一、名稱：許他一個未來 

二、目標： 

1. 改善作業缺交狀況，增進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成就 

2. 輔導個案人際關係，導正其行為，學習與人和睦相處，進而提升品德 

3. 進行語言治療，以求發音、咬字正確 

4. 協助個案明辨是非、口說好話，進而尊重他人 

5. 妥善安排個案放學後的時間 

6. 提供安全無慮的居家生活，使其樂在學習、喜好上學 

7. 健全個案家庭功能，尋求社會有利資源 

8. 發掘個案優點，肯定自我價值 

三、對象：國小四年級學生阿煌（化名） 

四、問題類型： 

1. 作業缺交、成就低落 

2. 同儕紛爭、品德缺陷 

3. 行為偏差、學習低落 

4. 發音不正確、語構困難 

5. 口出語穢、偷東西 

6. 課後未按時回家 

7. 曠課、輟學 

8. 社會功能不彰、家庭功能不健全 

9. 認知功能缺乏、欠缺自我認同 

五、情境說明： 

（一）個案背景： 

個案出生三個月時，由母親帶回交與阿嬤撫養（父母為未婚生子）（沒

有報戶口，亦無戶籍）。父親入監服刑，阿嬤嗜賭博酗酒，且居無定所。雖

西定路有祖厝，但破爛不堪無法居住，暫承租於國家新城社區內。阿嬤平

日靠撿拾資源回收維生（但大部分皆拿去買酒或賭博）。甚而會命令個案於

閒暇之餘，到處撿拾回收物，供其買酒賭博。（而該生平時食用，皆由附近

鄰居給予） 

時而該生已屆入學年齡，且已逾兩年；因平時於社區內遊蕩，經學校

老師發現，透過里長將其強制入學。一年級時，於承租處因好奇點燃火柴

而引起火災。也因住家堆滿了回收易燃物，故火勢一發不可收拾。後經里

長出面協調另覓現之居所。 

 

（二）前提： 

這是一個風和日麗的日子，依往例我必須送小女兒去褓母家。又遇到

了這個孩子，還是用那種口齒不清、憨厚的表情向我說了聲「老斯早」；這

個孩子，我已經見過了許多次面；但不是見他回收物品，就是到處嬉戲，



彷彿「天公囝仔」四處為家，卻也難免心生不捨！ 

開學了，這次學校派我擔任四年級導師。突然，我看到了一個熟面孔

對著我傻笑；就是這個孩子，為何這麼有緣？卻也開始後悔暑假期間，沒

有與他多聊聊、多詢問他--為何整天在外遊蕩？為何須到處撿拾資源回收

物？又為何沒有當下多關心他？？內心的後悔讓我忽起煎熬！但旋即被孩

子們的驚喊聲震住…… 

 

（三）案發原由及輔導過程： 

「阿煌打人了！」「阿煌打人了！」「他就是這樣，沒人喜歡她」，我問

阿煌：「你爲何打人？」但他的回答及神情卻讓我相當的驚訝，「沒有啊！

我只是跟他打招呼，跟他玩啊！」，孩子在認知上有相當大的差距。 

「不罵髒話」、「不說謊話」、「不偷東西」是本班的「班訓」，只要違反

「三不」中的任何ㄧ不，皆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但「阿煌」不僅觸碰到三

不，且極力地欲挑戰它；這讓我的班級經營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也對我

的耐心有著很大的打擊。 

每天，「上班」是我最苦惱的事，而面對「阿煌」，更是極端的痛苦；

我好想哭！好想逃避！好想請假！但，ㄧ天又一天，我還是鼓足「為人師

表」的勇氣去面對這ㄧ切。 

我開始想著許多方法來「對付」其行為： 

無上課意願，意興闌珊—隨時警告、罰站、提醒 

作業不交—下課禁足，增加作業份量，並強迫完成 

整潔工作不做—利用午休，經衛生股長監督補做 

捉弄同學—不斷告誡，且行恐嚇（叫警察來） 

說謊罵髒話—面壁，且誦讀「好話」 

這些作法皆是治標不治本，且「阿煌」的不良行為一直週而復始、反

覆再犯。說實在的，每天光是處理他的事件，就弄得我人仰馬翻、心神不

寧，且不知所措；於是開始抱怨—我怎麼這麼倒楣！ 

但旋即，被自我道德良知給拉回來。孩子沒有錯，錯在於沒有一個良

好的環境，及完好的照顧；孩子本來就應該擁有適時的關心和安定的生活。

於是，我開始賦予自己一個偉大的使命--「許他一個未來」。這才是根本之

計！ 

首先，我想找出「阿煌」的優勢點，由於他大同年齡孩子兩歲，故長

得較為高大。因此，請他協助一些較為粗重的工作；意外地，他做得相當

地好。我藉機在旁不斷地鼓勵他，他也以笑容來回應我；賓果！就從這裡

開始。但學校上下課的時間相當緊湊，每天要面對的事也層出不窮。於是

乎，我要求「阿煌」於放學後留下來「幫老師的忙」，如掃地、拖地、搬東

西、送資料……；另一方面，事先與學校老師套好，如果「阿煌」有到其

班級服務，請給予正面的鼓勵。就這樣，「阿煌」收到前所未有的許多讚美；

也因為沒有同儕間的比較，讓他的表現更受肯定。 

第二天，當孩子們到校時，我請孩子們感覺一下環境的變化，並歸功



於「阿煌」的努力。且特地於眾人面前給予「阿煌」白點的鼓勵。這時，「阿

煌」臉上閃露著燦爛的笑容！而我，卻感動的想要哭！ 

接下來的日子，「阿煌」都會主動要求留下來幫忙，並期待著第二天的

獎勵，以及同學們的正面回應。但是，上課不專心、課業不交、打鬧同學…

等種種不良的情況，ㄧ直不斷地出現；貼上去的白點，也因此ㄧ個個被拿

下來。我開始憂心在這緊要關頭時刻，要如何再推他一把，讓他得到正向

的改進。 

放學了，「阿煌」憨笑著走過來，「老斯，我要幫忙掃地」。「『阿煌』很

會掃地耶！也得了許多白點，很棒哦！現在，老師要和約定，假如一天當

中，你幫了同學三個忙，老師就讓你留下來，好不好！」他，躑躕了一下，

但旋即答應了。賓果！這讓我忐忑不安、害怕破功的心放了下來。 

這個可愛的孩子，真的開始思考要如何幫同學的忙。與人打鬧的事件

減少了。雖然偶而會因認知不足而有些微的小事故；無論如何，已讓我滿

意了。我深切知道，「阿煌」是會改變的。 

接下來就是課業了。上課，對他而言，簡直是天方夜譚。老師教授的

內容，彷彿像天外的雲，樹間漂移的風；總之，他是鮮少專心注視著黑板

的。怎麼辦？尋求資源班的協助。 

雖然「阿煌」已是「資源班」的成員，我認為應與資源班老師再進行

溝通；最後決定安排一套專屬他的課程，配合班上運作情形及獎懲辦法，

最重要的是—隨時聯絡。就這樣，我非常清楚「阿煌」於資源班上課的情

形，且適時給予正向的鼓勵；而資源班所設計的課程，也讓他在課業上有

了長足的進步。 

無論在學校安排的如何完善；一放學，「阿煌」就轉身變為遊牧民族到

處處遊蕩。甚至於有一次，因顧著玩而將書包弄丟。這讓我相當的頭痛，「回

家課業」若無如期完成；那麼，所做的一切等於徒勞無功，效果也大打折

扣。 

感謝政府的德政--「攜手計畫」，針對弱勢家庭及成就低落的孩子，提

升了他們的學習意願（每星期一、四），加以資源班星期三課後加強；但是，

星期二跟五呢？我突發奇想，商請學校球隊老師幫忙，對「阿煌」則施以

善誘，使其認為參加球隊是一件光榮的事！進而要求須完成每天的課業，

方可參與球隊。 

關於課後，我自認做了一個妥善的安排。 

有關「阿煌」的「老斯好」，我知道可尋求相關的資源。很快地，「阿

煌」開始定期的「語言治療」，老師僅需遵循「回饋單」上的建議來做調整

即可。此外，請班上同學可隨時糾正他。 

剛開始，「阿煌」顯得很不耐煩，經由師長及同學的鼓舞，亦有明顯的

進步。此外，也為他安排定期的「心理治療」，以增進認知及社會功能不足

的缺陷。 

另一方面，我想藉由「阿煌」給班上孩子們一個生命品格的教育。於

是，利用「阿煌」上資源班的時候，以「謝崑山」的故事及社會時事，搭



配了「我永遠愛你」和「小星星的願望」兩本書，引領孩子們知道「擁有」

的珍貴。在少子化的社會狀態下，親情的擁有，對孩子而言是理所當然的，

父母的付出是天經地義的。漸漸地，孩子失去「感恩」、「惜福」的心，不

懂付出、相互扶持的重要性。而孩子若失去這方面的思維，就算再大的成

就，對社會國家而言，也非助益。 

孩子們應該知曉「擁有」的可貴，了解「知福、惜福、再造福」的重

要，「阿煌」是我們現行可成就的人，我們應該感恩他給我們學習的機會，

讓我們明白「助人為快樂之本」的道理。 

至此以後，同學們對「阿煌」的態度改變了，大家爭相想要幫忙他、

協助他，這也在他無父母愛的心靈上填補了些許的空洞。 

總是在與時間賽跑著，雖然有了班上及資源班的課程，還是覺得「阿

煌」有許多的不足，但又不想剝奪其與同儕下課互動的時間，於是我以班

上一位小女生想當「老師」的動機，交予她一個重責大任—擔任「阿煌」

的「小老師」，於上課、活動時隨時提醒「阿煌」要專心，且每天檢閱「阿

煌」的回家課業，這位「小老師」相當盡責。另一方面，資源班老師也利

用晨光時間，為「阿煌」安排一個「快樂閱讀時間」；由愛心媽媽帶領「阿

煌」閱讀，每次填寫「成果單」給導師，這對我糾正「阿煌」的發音及平

時的指導，皆有很大的助益。 

經過二個月，「阿煌」在各方面有了明顯的進步。但最讓我頭痛的，可

算是每個星期一的「阿煌」無故不來學校。經查原因，奶奶會因無錢買酒；

於每周五帶著「阿煌」到父親住處索錢，且不管「阿煌」是否需上課而耗

在那哩，但父親卻是避不見面。這樣的家庭，這樣的情景，只能讓人搖頭。 

往後，「黑色星期一」變成可怕的代名詞。每個星期一的到來，我就有

強烈的心理準備—找孩子；因無通信設備，我無法以電信聯絡；需在課餘

時間敲門碰運氣，但總是無功而返。 

今天沒來，應該是我得意輕鬆的日子才對，至少不用處理「阿煌」所

惹出來層出不窮的事故，亦或是孩子怨聲載道吵得我心神不寧。 

第三天了，直覺反應--「阿煌」怎麼了？會不會中途發生事故？會不

會遇到壞人，將他作為犯案的工具？會不會遇到壞朋友，去做一些壞事？

憑他這麼單純，什麼事都無法判斷的孩子（根本無法分辨對錯），他到底在

哪裡？這些種種的不安，讓我越來越緊張，心中不禁吶喊著「『阿煌』你在

哪裡？到底知不知道老師在想你？」 

我開始進ㄧ步覺知：這個孩子是多麼需要人疼愛、需要人關心，處在

如此的環境中，他是多麼的百般不願意；ㄧ般孩子在父母的呵護下平安成

長，而「阿煌」卻需為自己的三餐而懊惱；做了壞事、偷了東西，不是他

的錯，他只是為了填飽肚子而已。我相當清楚明白，「阿煌」現階段面臨最

大的問題即—家庭功能不健全。 

他是我的學生，他是我的孩子。當務之急，就是想辦法幫他。「同理心」

是我對待他的方式；從他的角度，去看待任何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並設身

處地的去解決。想到這裡，我雀躍不已。孩子嘛！就是單純，所遇到的事



情，其實就是大人、環境給予的。改善它，問題就解決了，「見招拆招，好！

就這麼辦！」 

由於社工人員的人力不足，和礙於老師時間的受限，我開始尋求有利

的資源—慈濟。這是一個有愛心及熱心的慈善團體，聽說社區間的連絡網

相當緊密，事到如今，只好向他們尋求支援了。 

當我和師姐聯絡上時；出乎意料外地，位居「阿煌」家附近的師姐已

在那裡等我們；並如數家珍的向我們訴說「阿煌」家的情況，且說明曾關

懷過「阿煌」阿嬤，但結果是「失敗」。這情景當場讓我瞠目結舌，且不得

不佩服他們之間的功能性及機動性。 

雖然如此，師姐們還是很有耐性地聽我分析孩子的狀況；因我語氣帶

著些微的懇求，其中一位師姐被我感動了，她說願意嘗試看看。 

我們開始對阿嬤道德性勸說，並曉以大義，分析著孩子受教育的重要

性及應孩子的未來；但這些彷彿都沒有他飲酒來得重要。「阿煌」還是時常

沒來。 

這的確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好在師姐們有著處理事件豐富的經驗，並

且具有相對的耐心。我們研討著要如何面對接踵而來的考驗。最後決定，

我全心負責「阿煌」在校的一切；學校以外，則交由師姐們來處理。師姐

也一再地勉勵我要振奮努力，做好教育路上一切的考驗。 

這對我而言，如同打了一針強心劑；往後日子，我與師姐相互回報「阿

煌」在校與居家的情形，並分享著孩子的成長，以及關於「阿煌」的趣事。 

我再也不用為找「阿煌」而疲於奔命了，並開始坐收辛苦後的成果。 

「阿煌來了！阿煌來了！」。「阿煌」是否到來，已成孩子們最為關心

的事；我依然問「阿煌」為何沒來？方知他生病且沒錢就醫。在帶他就醫

途中，意外發現「阿煌」竟然沒有健保卡。讓我警覺到—沒有戶口，當然

沒有健保卡，這應是接下來該做的事。 

在與師姐聯絡當中。進一步發現「阿煌」是「家扶中心」關懷的孩子，

每月固定領有兩仟元的關懷金，但全數被阿嬤拿去買酒喝掉了。因「家扶

中心」已有「阿煌」相關的資料，要申辦較為快速。於是我請「家扶中心」

給予這方面的協助。首先要做的就是驗 DNA，確認「阿煌」為其父的親生子

（感謝家扶中心負擔了這方面的費用，約一~二萬元）。接著，「阿煌」具身

分了，我也開心的在輔導卡上填上他的身分證字號。而健保卡的申辦也就

顯得得心應手了。 

在做了許多之後，阿嬤竟挑戰我們的「慈悲心」。以「阿煌」為幌子，

開始對我們予取予求。好在，我與師姐平時有連絡，且約定好，學校一切

的費用由我來想辦法；居家的費用由「慈濟」來安排。就這樣，我們為「阿

煌」的食、衣、住、行作了一完善的安排。 

相關「阿煌」的費用，在此略為一提。由於阿嬤於西定路尚有一破爛

不堪的屋子，故未具有「低收入戶」補助的身份，「阿煌」每學期註冊費及

書籍費皆由本校家長會委員熱心捐助；午餐費則透過里長開立「清寒證明」

接受補助（晚餐則打包學校午餐用畢後之餐點），其他有關班級共同參與的



費用（如戶外教學…），透過班親會告知並一致通過，由班上同學平均分攤；

文具用品由好心的老板娘提供；就連醫藥費也因上次健保事件，由醫生免

費看診。此外，早餐、水電瓦斯、房租費皆由「慈濟」負擔。 

「阿煌」是一個有福氣的人，他接受了許多人的祝福。現在的「阿煌」，

每天到校，且顯得英氣風發；看他快樂的迎接每一天，讓我非常的心滿意

足；這不也就是—教學的最大成就！這對接續「阿煌」五年級的導師也算

有一個交代了。 

開學的第一天，「老師好！」。還是那張憨笑的臉；但，不一樣的是，

在他臉上我看到了—未來。 

 

（四）其他情境： 

（情境一） 

班上同學正排隊等候老師對他們的簿本訂正。這時，「阿煌」竟無故拿原子

筆，將前ㄧ位同學的衣服，塗得到處都是。追究原因，其理由卻只是--「好

玩」。 

（情境二） 

校內年級較「阿煌」小之同學，因手部受傷至保健室敷藥，手中並握著溫

度計。「阿煌」見狀，對溫度計充滿好奇，竟而朝其受傷的手部猛打猛捶，

希藉由此舉動而取得該溫度計；致使受傷同學的家長到校理論，認為該位

孩童受傷已夠可憐了，怎麼會由如此惡劣行徑的學長，再加深其傷害。校

方費了好大一番功夫，一班一班查詢，追查了好幾天，並循線找到「阿煌」，

並迫使「阿煌」承認） 

（情境三） 

某一天，居住學校下方的一位老阿伯，怒氣沖沖地跑來學校找校長，指說

本校學生於放學途中，時常丟石子至其住家屋頂上，他已經忍無可忍，並

已收集許多大小石子作為證物，要告校方管教不當並告毀損。後經查證即

「阿煌」所為。 

（情境四） 

帶瑞士刀到校，切割書桌，並作勢嚇唬同學，問其瑞士刀來源？說是資源

回收檢來的；問其用途？告知可切割如紙張、水果、桌面，還有「好玩」…… 

（情境五） 

一次為戶外教學、多次留校加強課業，以及由老師帶隊至救國團領獎助學

金，皆無直接回家，而在外遊蕩；直到晚上，奶奶想到了，才向導師要孩

子。（奶奶時常不在家） 

（情境六） 

時常未到校；阿嬤其實不希望「阿煌」到校，因如此就減少回收的收入；

不然，就是帶著至台北縣向「阿煌」的父親要生活費，（通常為五百、ㄧ仟

的）（時父親已出獄，靠打臨時工維生，但對於「阿煌」亦無生養育之責）

致使「阿煌」翹課成性。 

（情境七） 



「老師阿煌打我！」小朋友心生委屈地向我告狀，指見「阿煌」生氣又顯

得不知所措地站在遠方。待我問清原由，原來「阿煌」口齒不清，同學聽

不懂而誤解其意；而「阿煌」一直想解釋，又越描越黑、越說越氣，還是

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思。最後，乾脆一拳打過去，打得同學好生委屈！ 

（情境八） 

會到 7-11 偷取玩具或零食，好在店長有惻隱之心，沒有將其送至警局。在

校見到同儕喜愛的玩具、文具…，也會占為己有。甚至有一次上課輔班，

看到課輔班同學的眼鏡置於桌上，居然見機帶回家，使得這位同學當天幾

乎是摸索而回。課輔老師無計可施，只好向我求救；最後，搬出「班規」

令他折服。 

 

（五）情境分析 

1. 個案也想要找同伴，欲尋求同儕間的認同，但往往使用的方式不對。對

於他人的認同及人際關係上亦有相對的問題；個人認知上與同儕亦有相

當大的差距，最後形成「社會功能不彰」。 

2. 很明顯地，個案行為有非當明顯的偏差。常常為了欲得到的物品而不擇

手段；無法明辨是非，致個案所表現的行為偏頗，且皆令人感到突兀。 

3. 個案因已逾期入學，年齡較同儕年長兩歲，但行為表現顯得無知且幼

稚。而個案的家庭功能無法正常啟動發揮，對於該不該、對不對之行為

亦無從判斷，甚而會因取得他人的憤怒而感到愉悅（個案口中的＂好

玩＂）。 

4. 個案一有閒暇，即會四處收集回收物，往往也形成個案手中把玩之物；

然而回收之物品琳瑯滿目，易形成潛在的危機。 

5. 因阿嬤時常不在家，個案乏人關心照顧，故總在放學後四處遊蕩。明顯

顯示家庭功能不健全，未受到課後妥善的安排。 

6. 個案家庭經濟困頓，層次較為低落。在衣食不飽之下，當然無心於教育。

加以家庭不健全，故「上課」變成學校與個案家長的拉鋸戰了。 

7. 個案文化刺激及同儕互動不夠，致使口展發展不健全、語構困難，並影

響其與人互動溝通的能力。相對地，也易造成同儕間的紛爭。 

8. 個案認知不足且經濟結倨，平時三餐已顯堪憂，更遑論零食玩具了。故

凡個案看到喜愛的玩具或物品，皆會使用不被認同的方式取得。 

 

六、採行策略： 

【班級獎懲：以白點、黑點作為區分；白點累積三點可換學校獎章一個；累

積學校獎章十個，可至電腦教室一次；除此之外，尚可向老師換獎品。另外，

累積學校獎章二十個，可換榮譽卡一張，二張榮譽卡可與校內喜愛的師長合

照，並於朝會上公佈，且貼於學校佈告欄上。（學校的獎勵與老師給的獎品

不抵觸）】 

1.作業缺交、成就低落 

資源班加強學習：採一對一（或少數）根據個案的學習能力，設計出專屬個



案的課程。 

小老師督導協助：請班上同學擔任個案的「小老師」，於上課、活動時隨時

提醒專心及完成應做的事，且每天檢閱回家課業。 

晨間導讀：由「愛心媽媽」導讀，藉以提升個案閱讀能力。 

攜手課輔：針對弱勢家庭及成就低落的孩子，提升其學習意願。 

積點獎勵：完成回家課業，即給予白點獎勵。 

 

2.同儕紛爭、品德缺陷 

賦予「大哥」責任：個案年紀較同儕年長，希能以「大哥」做好榜樣、照顧

弟妹的精神對待班上同學。 

希「同理心」對待：希望個案與同儕相處時，可多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藉

以感同身受。 

積點獎勵：每逢熱心服務、幫助同學，即給予白點獎勵。 

口頭鼓勵：只要個案有不錯的表現，即給予正向的回應--你好棒！藉以激勵

個案明辨是非的能力。 

音樂、故事利導：利用抒情音樂緩和情緒，再以相關品德CD、故事，亦或老

師課堂引導，漸漸陶冶其身心，使其導入正向。 

剝奪「正增強」物：「留校打掃、下課禁足、禁上資源班、不能參加球隊」

為輔導個案的策略，用以作為「正增強」；故當個案有不當行為出現時，即

剝奪其「正增強」物。 

 

3.行為偏差、學習低落 

積點獎勵：幫助同學、熱心服務，易或上課勤於發言、勇於表達，皆可獲得

白點鼓勵。 

優點大轟炸：利用課堂的時間，進行「優點大轟炸」，使個案清楚明白何為

「優點」，什麼是被認同的。 

同儕利導：利用同儕相處時間頻繁；對於個案的偏差行為，由同學及時修正、

因勢利導，進而改正其行為。 

個別關懷：找時間與個案晤談，實際關心與瞭解個案的所需及想法，找出行

為動機，進行修正。 

自我認同：適時的肯定個案表現，提升個案的自我認同、增進自信心。對自

我認同後，相對地，即減少惡作劇及與同學間的紛爭，且會提高學習意願。 

剝奪「正增強」物：「留校打掃、下課禁足、禁上資源班、不能參加球隊」

為輔導個案的策略，用以作為「正增強」；故當個案有不當行為出現時，即

剝奪其「正增強」物。 

 

4.發音不正確、語構困難 

語言治療：定期請「語言治療師」到校進行治療，導師再根據「回饋建議單」

做適度的調整與執行。 

適時糾正：藉由同儕力量及互動關係，隨時提醒個案說話及發音的方式。 



晨間閱讀：利用晨間時光，由愛心媽媽以一對一方式進行「引導式閱讀」； 

並將當天閱讀情況紀錄回報。 

特別任務：安排個案擔任小義工，於送交物件當中，得到是當的讚美及糾正。 

鼓勵發言：無論上課亦或課後時間，不斷鼓勵個案勇於發言。 

 

5.口出語穢、偷東西 

【針對偷竊行為】 

剝奪「正增強」物：下課禁足、禁上資源班、不能參加球隊，重要的是無法

幫老師的忙。（剝奪「正增強」物之策略應適可而止） 

道德勸說：告知未經允許而拿他人的物品是不對的行為。 

滿足所需：與個案協商，需要、想要的東西可告知老師，老師想辦法。 

投其所好：個案的志願是「警察」，利用警察捉小偷、打擊犯罪來鼓舞他走

往正向。 

【針對口出語穢】 

道德同理心勸說：利用眾人皆喜愛被讚美的道理，希望個案以「同理心」體

會他人的感受。 

口說好話：以輕音樂緩和個案情緒，再運用「一句好話」來改變其說話習慣。 

 

6.課後未按時回家 

積點獎勵：若有按時回家，可給予白點作為獎勵。（但非常久性） 

安排課輔：星期一、四的「攜手計畫」，再搭配星期三的「資源班」課業加

強。 

妥善安排：課輔以外時間，安排參加球隊，藉以強健體魄。 

夜光天使：無論課後輔導亦或參與球隊後，自97學年度開始有「夜光天使」

接續課後的照料。（且供應晚餐） 

 

7.曠課、輟學 

同儕關懷：運用同儕間建立的友情，藉以善誘個案到校。 

柔情攻勢：教師告知上課求知的益處，以及來校上課的許多好處（正增強），

再以個案的長處（優勢點）來強化上課對其之重要。 

喜愛學習：利用前面相關的策略（如積點獎勵、優點大轟炸、同儕利導、個

別關懷、自我認同等）讓個案喜愛學習，進而喜愛上學。 

追根究柢：深入瞭解個案曠課、輟學的原因，且逐一解決。但追根究底及家

庭功能不健全，於是透過社會資源獲得解決。 

 

8.社會功能不彰、家庭功能不健全 

尋求社會資源：里長—申請「清寒證明」補助個案學校之午餐，請里長針對

個案問題隨時給予協助。 

家扶中心—對於個案給予每月兩仟元的補助；檢驗DNA之相關費用。 

慈濟團體—住家水電瓦斯、房租費用，以及個案早餐費用。 



學校家長會—學期註冊費、簿本費、每月定期分發物資（油、米、餅乾） 

其他—文具店提供文具用品，醫師提供免費醫療服務…… 

定期家庭訪視：老師定期家庭訪視，以了解個案的居家狀況、課後學習情形。 

以「班級家庭」自居：輔導個案視「班級」為一大家庭，藉以習得一般家庭

應有的功能。 

居家關懷：「慈濟團體」深入社區的居家關懷，以隨時解決個案家庭所發生

的問題。 

 

9.欠缺自我認同、認知功能缺乏 

明辨是非：個案於認知發展上較為遲緩，故無法明辨是非；因此，往往犯錯

而不知錯在在何處；是故，需要不斷提醒何是何非，且須明確告知事情的真

相及嚴重性。當明辨是非後，即會形成「自我認同」。 

優點大轟炸：利用課堂的時間，進行「優點大轟炸」，使個案知曉自己的優

點，進而認同自我。 

 

七、延伸學習： 

1. 小老師制度：擔任「小老師」的同學，因協助成就低落的同儕，從而獲得

複習、反覆練習的機會，且獲得「成就感」。 

2. 生命教育：為協助個案，老師特別針對「生命」及「品德」教育上了相關

的課程，也讓孩子們對「生命」有更深一層的體悟。 

3. 「班級家庭」的成立：為讓個案有家庭功能的認知，故班上同學以「一家

人」自居，讓學童從中更易明瞭家中成員應有的責任與義務，進而更加明

白家庭功能的重要性。 

4. 居家關懷：因個案輔導有延伸到社會資源的利用，定期的「居家關懷」。

因此教育孩子社會的整體與互動關係，進而明白互助的重要性。 

 

八、心路手札： 

回首來時路，心中的感受可說是五味雜陳，從心生憐憫到氣急敗壞，甚至無

可奈何，一直到心懷慈悲、萌生希望，卻因阿嬤轉而痛心疾首，直至「許他未來」；

從胸懷大志，到難以招架，至埋怨自己運氣差，甚至雙手投降，直到「永不放棄」。

這一切的一切，若非當事人是無法體會的， 

曾經我也為了阿嬤的予取予求而傷心難過。所幸，師姐勸撫「能做多少算多

少，為了『阿煌』，我們應該互相勉勵！」 

每項得到的補助及贊助，我皆會向「阿煌」說明其來龍去脈，並希「阿煌」

心存感恩。「阿煌」若是有些許長足的進步，完全要感謝曾經幫助、贊助他的人

及團體，因為他們的付出，才能成就今天的「阿煌」。我知道「阿煌」心中已裝

滿了許多愛，而他也明白長大後需挑起身為社會一份子的重責大任。總有一天，

他會「手心向下」的去幫助任何需要幫助的人。 

我非常感恩「阿煌」給我這樣一個機會，他讓我在教育路上走的更為明確、

更為踏實；印證教育除了「教書」外，更重要的是「教人」，且永不放棄任何一



個「應教之人」。 

 

九、後記： 

在偶然的機會，與督學分享「阿煌」的例子。督學相當認同我的作法，並針

對善用「社會資源」這一部份而大表讚賞；有著「教育愛」的督學，亦隨即轉介

幾個個案到「慈濟團體」；我也期盼能看到更多孩子的「未來」。 



貳、圖示架構 

 

 

採行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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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導
、
個
別
關
懷
、
自
我
認
同 

語
言
治
療
、
適
時
糾
正
、
晨
間
閱
讀
、
特
別
任
務
、
鼓
勵
發
言 

︻
針
對
偷
竊
行
為
︼
：
剝
奪
最
愛
、
道
德
勸
說
、
滿
足
所
需
、
投
其
所
好 

︻
針
對
口
出
語
穢
︼
：
道
德
同
理
心
勸
說
、
口
說
好
話 

積
點
獎
勵
、
攜
手
課
輔
、
妥
善
安
排
、
夜
光
天
使 

同
儕
關
懷
、
柔
情
攻
勢
、
喜
愛
學
習
、
追
根
究
柢 

明
辨
是
非
、
優
點
大
轟
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