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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chan 

看見孩子亮點的實戰之路 

 

一、緣起：種下善觀念的種子，走向認識自己之路 

輔導並非我的專業，六年前在初階班學到一些不錯的概念，但在教育現場卻常用不出來，

感覺自己仍受長久以來的慣性模式綁架。那時主要的獲益，頂多是在我心中種下善觀念的種

子，心裡多出一些空間，比較理解教訓輔的角色分工，和專輔合作比較順利。後來為了尋找

人我衝突的答案，以及想擺脫長久以來的情緒困境，在初階班結束後，參加文學與生命覺醒

讀書會，透過閱讀文學文本，學習中性閱讀生命的細節，進而從生活中所有細微的體驗自我

覺察，慢慢認識自己，逐漸看到自己對於自身議題的無明蒙昧，阻礙了自己展現社會情懷，

也造成教學和輔導工作難以開展。是初階班的學理讓我走向認識自己之路，幫助我體驗覺察

的力量。但是五年後走到一個瓶頸，於是報名進階班。 

    明白了故事的隱喻 

在進階班，督導和講師們有系統地教授阿德勒的理論，令我發現阿德勒的許多概念和生

命覺醒課程的體驗不謀而合，但又更具體而系統化，頗有相見恨晚之感。於是，帶著探索的

好奇心，閱讀《阿德勒心理學講議 2 兒童的人格教育》，越讀越開心。因為看到自己的早年經

驗如何形塑了生命風格，以及講求效率的優越目標造成過於急躁，無法耐心傾聽和理解學生，

阻滯了我和學生進一步情感連結。於是又讀了《傾聽生命故事與敘說的療癒力：阿德勒學派

心理治療》，明白了故事的隱喻透露說故事者的生命風格，這和我五年來從閱讀文學文本學習

認識自己和他人，是異曲同工。接著，再讀《跟阿德勒學正向管教》，學到一些可具體用於班

級經營的策略。 

    恍然大悟我握著名叫〝效率〞的槌子 

報名這個課程是因為工作現實的困境，需要增能。沒想到在學習理論中，不斷的遇見未

知的自己。例如有一個自我覺察的練習：什麼樣的言語，什麼樣的人或什麼樣的情境，特別

容易勾動自己的情緒？這個練習在告訴我們：如果你手裡拿的是槌子，就會傾向於把所有事

物都看成好像釘子。我看到的釘子是談話不對焦，接著恍然大悟我握著名叫〝效率〞的槌子。

然後下一步看到這也是我的優越目標，而這目標又源自我的生命風格。我是一個有愛，可是

很難讓別人靠近的人，就是因為講求效率的生命風格，讓我沒有耐心傾聽和理解，阻礙我展

現社會情懷。 

 

二、看見孩子亮點的旅程 

先連結情感再管教孩子 

開學前幾天唸《阿德勒心理學講議 2 兒童的人格教育》，明白：沒有壞孩子，只有受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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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心的孩子，而嚴格要求會加重孩子的挫敗感和自卑感。於是，花了點時間思考：開學可以

跟孩子說些什麼，鼓勵他們展開新的階段？ 

當天，我讓他們閉上眼睛，思考一下：過去的自己是怎樣的？有什麼優點？21 個人當中，

只有 6 個人想得到自己的優點。接著，我說他們是很良善、友愛、有潛力也願意努力的孩子，

只是課業上的不斷挫折，變得不相信自己做得到。他們表示同意後，再請他們想像一下：未

來一年，想要變成什麼樣子（不是考上哪間學校，而是擁有什麼特質）？問他們是否願意接

受我的〝邀請〞：放下過去，歸零，一起為自己想要的努力？絕大多數的孩子都舉手同意。然

後跟他們說我最近上了一些課，唸了一些書，〝要求〞自己：少嘮叨，逐漸放權給他們，請他

們思考一下：想要自己作主，應該怎麼做？ 

當我掙扎著：最後一個課輔科目到底要排英文，還是地理？先向學生分析英文課跟地理

課的條件，提醒他們以全班最需要什麼，而不是個人喜歡什麼課，去做判斷，最後尊重他們

選了地理課。 

以前巡堂，都惡狠狠的瞪那些不專心的學生，這次卻對他們微笑。看新老師上課很用心，

隨時注意全場反應，下課問學生：有沒有比較聽得懂？是否對英文沒那麼絕望，願意再努力？

有幾個學生說是，我問：那之前選加強地理課，是因為害怕英文，覺得自己的英文沒救了吧？

當他們誠實面對，我說已經提出地理課的申請，鼓勵他們：以現有的英文課堂數，只要願意

努力，就可以改變現狀。 

其實在開學前兩天，先去找新的科任老師，提醒他們注意比較特殊的個案，強調其中一

個孩子會情緒暴衝，卻沒有提到她的亮點。事後覺得這跟我唸的阿德勒理論相悖——應該要

找到孩子們的生命力，而不是一直去看他們的缺失。於是，拜託數學老師多鼓勵那個原本考

前三名，八下全面放棄課業的孩子。 

帶著新的眼光去看孩子 

這是二十多年來，心裡最沒有負擔的開學，因為帶著新的眼光去看孩子，他們做什麼都

變得有趣和可接受。例如：當他們拖拖拉拉，看到自己火氣漸漸升起來，先回頭看自己情緒

背後的念頭是甚麼。看懂自己看不順眼他們沒效率，是用自己設定的「應該」在評價學生，

期待他們讓自己滿意和工作順遂，於是反思：他們的作為是「不好」，還是「不夠」？而他們

的不夠好和我之間的關係是甚麼？當我認定他們「不好」或是「不夠」，生命的主體是誰？能

停下來看這些，就能減少脫口斥責，改成停下來，請他們回想：是否承諾了自主負責？然後

提醒他們怎樣會比較有效率。結束之後，問他們是否發現：花一點時間停下來思考，之後再

動作，效率變好了？我終於看懂他們不是不做，而是不懂如何改善效率，需要老師引導——

導師的角色應該是從旁陪伴和引導的駕訓班教練，而非高高在上壓迫、批評。 

又如：學生遲到，不問他原因，而是先關心他吃飯沒？提醒他：開學有很多事要忙，要

先填飽肚子。他卻趁機溜去閒晃，我不生氣，只說「我們缺人手，需要你幫忙」，他就願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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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一些忙。第三節正式上課鐘響，他說想去買早餐，我不像以前說話酸他，只說：已給過你

時間，現在只能忍耐到下課，他就乖乖坐下，一整天配合度比以前進步很多。我發現：少了

大腦裡設定好的「應該」，較能平穩而堅定的點出事實（不加情緒性字眼配料），比較不會激

起孩子的反抗。也如阿德勒說的：沒有情感連結之前，無法管教孩子。 

接納孩子的情緒和理解其私人邏輯，才有機會協助他開展格局 

週四讓學生讀報，讓他們思考〝談話〞跟〝溝通〞的差異，並且去看自己和父母之間的

溝通，小 A 的回答讓我很感動。 

這個孩子經歷過很辛苦的過程。七年級時，曾經被罵而痛哭兩節課，完全沒辦法對話。

七八年級學才藝的過程有很多情緒，不知道怎麼面對而痛苦、迷惘。她的課業很普通，只是

中下程度，但是在學習上很努力，每一次讀報都很用心思辨，慢慢累積眼光看自己。把自己

的混亂看懂了之後，彷彿打通任督二脈，面對九年級的忙碌，能量大躍進，成績頗有進步，

且能在痛苦中梳理自己而前進。 

面對她，我只做對了一件事：從面對她的情緒化而煩躁不耐，急著離開那樣的情緒而指

責她，到慢下來站到她那裡去，允許她哭泣、難過。在幾次的情緒化事件，慢慢聽懂她帶著

過去的歷史在難過。接著，拋出問題，幫她看到她一直在追求大人的肯定，得不到就心碎、

受傷。然後，她慢慢懂得自我肯定而堅韌。 

曾經為了砍斷她對讚美的依賴，很狠地敲她、點她，也曾加重她情緒的負荷。現在回首，

那是多麼魯莽的嘗試！至於我告訴她的那些道理（誇張的情緒強度不是由於當下的事件，當

乖孩子背後的信念是什麼？……），這些誰不會說？真正轉變的關鍵是：當我願意給予，哪怕

只是多一點點空間，聽懂關鍵的一句話，接到她的情緒變化球，就能幫對方找回力量，她自

己會找出解藥。回頭看這個歷程，其實是她每次都多敞開一點點，陪著我練習實踐讓愛流動。 

不急著回應學生的情緒，試著閱讀學生的生命風格，尋求新的可能性 

當學生不去打掃，問他是否有困難，他不說。跟他說我陪他一起倒垃圾，他說：不要！

提醒他：這樣子對夥伴不公平，學校環境的整潔是大家的責任……他都聽不進去，只是一直重

覆他不要。最後我說不分擔班上的責任就不算團體的一份子，他一整個下午坐在桌子上背對

大家。放學前跟他說：我很受傷，包容他，陪著他，一直幫他跟同學說好話，讓大家試著理

解他的困難，他卻完全不考慮我和同學，好像我把他寵壞了。他聽了眼眶紅，什麼也沒說。 

週一他又繼續坐在桌上，想到週五急著處理，更激起他的對立，就先冷處理。隔天問她

想成為怎樣的人？再請他想一想：一再做出類似的行為，他跟同儕的關係會變得如何？我的

角色該如何處理？ 

擔心自己直言會傷到他，又怕給他太多空間，不能幫他建立團體生活的基本概念。認輔

老師認同我用我訊息讓他面對現實，心比較安定下來，然後看到自己可以更相信生命的韌力

——一旦有了擔心，就會綁手綁腳。還是要讓孩子面對自己的選擇，重點是陪著他建立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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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他每一次出的新功課（戲劇化文本）中，看著自己被勾動了什麼，一次次練習不急著

去回應，不把自己過往經驗投射進去，一次比一次穩一點。有時候功力會倒退一點，也練習

接受自己不够好。這也包括：不知道哪個學生默默把那一袋垃圾偷偷處理掉，以前我會生氣

學生怕事、息事寧人的做法。這次，跟全班說謝謝他們心疼我受傷，請他們不要擔心——受

傷也是成長的轉機，我總是會再站起來，只是有時候累了先休息一下。 

這週四，小子問：很想睡，可不可以只倒垃圾不掃地？我溫柔堅持。禮拜五半路遇到開

溜的他，不問為何不打掃，笑著瞬間勾住他的手說：來得正好！我們一起去打掃。他傻眼怎

麼變這樣，火不起來。突然領悟：教學工作每天都在收妖，但妖就在自己心中，孩子只是照

妖鏡——幫助我看懂自己真實的樣貌。感謝阿德勒讓我慢下來，試著去看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風格，在事務繁雜中少一些急躁的無明怒火。 

多用鼓勵，少了情緒性的評論 

發火的頻率少多了，有時面對學生不講理，還反常地有耐性。因為我明白孩子不是壞，

只是有其私人邏輯和行為動向，所以孩子挑釁的言行不是針對我，只是自我防衛。 

在國文教學方面，認知到學生才是學習主體。以前對於學生學習態度不佳，大多責備，

現在則多用鼓勵，肯定他們已做到的部份。對於學生的缺失，則盡量中性陳述，不帶入情緒

性的評論。 

 

三、體驗：阿德勒是一門實踐的學問 

同事之間：學習阿德勒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社群討論時，當彼此意見不同時，往往變成小我隱隱攻防。 

回家沉澱後，發現：這些不就是練習阿德勒精神最好的機會嗎？試著去理解對方為何聽

不懂題目或急著發表……，不就在練習對話的力量——幫我開啟和學生不同的對話模式做準備？

至於想換人對話的心念，又是優越目標（小我）〝效率〞作祟，把我拉離當下。起先覺得以小

組對話驗證和釐清自己對理論理解的正誤，才是最重要的。當念頭停下來，發現阿德勒是一

門實踐的學問啊！原來對立不在於外，而在我心中。一談起就湧動的情緒是抗拒：我不接受

某些人的狀態是那樣。當我不接受，就不願費力去理解對方的思維來自其生命風格，和有其

必須護衛的底層根源。那麼，距離就拉開了。觀察到許多夥伴的文本，不停覺察到自己的鳥

德性，一次次練習歸零、回正，然後聽到不同的思維和了解大家的內在世界（世界觀）。 

師生之間：被外境綁架的機率變少，減少在關係中築牆 

學習阿德勒也改變了我和他人的合作模式，像之前帶學生去畢業旅行，都對旅行社的安

排感到困擾，而且怨念很多，又放心不下學生，累得半死。這次，主動跟領隊說明自己的需

求，看彼此如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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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己換了一副眼鏡，覺得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事，欣賞每一位工作人員的付出，並

讚美他們，盡可能體貼他們。也不再擔心學生而一直跟著，信任他們都能自理。暈車也坦白

跟學生說，不怕他們作怪，而非要表現出一副自己很強的樣子。他們體貼我，不好意思在車

上大肆歡唱。鼓勵他們唱，他們客氣地唱了一堆抒情歌，也很開心。即使走音，我也不像以

前覺得刺耳。 

當他們沒有禮貌或違規，堅持要他們守行前規範和承諾，但不用罵的，也不像以前會一

直生悶氣，不想說話。以前是覺得很丟臉——都九年級了！我沒有把他們教好。現在就是如

實接受——的確不夠好，just do it，然後放下。前兩年看懂：以前總把學生表現不好，等同於

自己不好，是用外在的評價來看自己。現在進一步看到：從前氣學生、罵學生，是抗拒收評

價，立刻將責任往外推，內心有很多〝我都有教啊！是他們不受教〞這一類的雜音。現在自

動對焦到當下該做什麼，就不會浪費力氣和現狀對抗。這是學著愛自己後，有了自信，被外

境綁架的機率變少，減少在關係中築牆。 

親情之間：理解對方，創造新關係 

面對家庭糾紛，以前往往生悶氣，或是急著說我的不滿，直接告訴對方應該怎麼做才對。

現在會稍微停下來，聽聽對方的難處，理解他為何做出那樣的選擇。面對很壓抑的家人，會

用問問題的方式，讓他多說一點，再提醒他去看一下自己在關係中的模樣，並且尊重他還不

想面對認識自己的功課。學了阿德勒後，明白令人頭痛的姻親是受困於早年經驗，才發展出

扭曲的生命風格。如今再看她予取予求，而另一方照單全收，實是他們對各自生命議題的無

明。即使仍舊無法接受對方的撒潑蠻橫，但多了理性的理解，少一點憤恨。 

其實改變最多的是和我的毛小孩的關係。養了貓老大三年都摸不到，牠隨時警戒到不敢

在人前睡著。之前看牠被一點小動作嚇到，總是脫口而出：有甚麼好怕的？膽小鬼！即使明

白牠的膽怯和從小生長環境的多種威脅有關，但仍覺得牠膽小得太誇張。當我讀了《阿德勒

心理學講議 2 兒童的人格教育》，看到自己的急燥、憤怒其實來自童年的恐懼陰影——那種

「怕」深植在潛意識裡，影響著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動向。然後，試著接受兒子有我無法理

解，但對牠而言無比真實的恐懼。最近牠受傷，歇斯底里抗拒醫療，找了經驗豐富的朋友協

助我理解哪些動作對貓的壓迫會較小，然後一次又一次鼓勵貓兒子：我們一起勇敢，每天勇

敢一點點就好。當牠害怕或自己沒信心時，就不勉強上藥。雖然療程因此拉長許久，但牠漸

漸相信我，變得能享受肢體接觸，突破很多以前牠不敢做的事。 

 

四、帶教師社群的成長 

個人的成長：跨出舒適圈，學習展現社會情懷，更認識自己 

在工作上，不擅長和同事互動。但是成立社群是參與課程的必要條件，只好硬著頭皮做。

一開始只求達到最低人數，一年後夥伴問我是否繼續，起先單純想陪伴某個有困擾的夥伴。

後來，前輩針對學校當下的議題，提出異於眾人的看法，也提醒我難得有機會和不同科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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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調性的同事深入對話。於是，和前輩、伙伴一起再邀幾個新進老師加入，想聽聽年輕人的

想法，也想試著關懷他們——如同從前前輩陪伴我們，又或許可以讓學校裡不同的聲音多一

些被聽到的機會，少一點踽踽而行的孤獨。 

在社群討論時，看著夥伴的言行，看到自己心中的評斷和情緒，停下來看那些背後的念

頭是甚麼，然後練習歸零。同事提供的討論文本，讓我了解他們，也更認識自己。 

社群教師的成長：破除成見，互助共進 

透過某些議題的討論，夥伴們看到彼此不同的世界觀，對於一直深信不疑的理所當然，

有一點鬆動。 

夥伴工作有困擾，有經驗豐富的前輩來幫忙解惑，彼此敞開心聊，覺得頗受益。原來不

必單打獨鬥，各自戮力以赴卻疲憊無力。看到夥伴明白自己是不孤單的，而且能坦誠求助，

成立社群就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