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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生命經驗中，總認為拿到高分，位居前幾名的強者才算成功，然這種教育體制

只成就了少數書讀得好的孩子。我們應可以允許孩子學習其喜歡之科目，並且引導探問他們

哪種能力常被讚美，讓孩子找到自己的強項並專注發展，「行行出狀元」，每個孩子都應讓自

己的強項到達狀元等級，才能具有競爭能力。 

 

「每天叫他們寫功課都不寫，上課也不專心。」「只知道揹著書包來學校，來學校也不知

道要學什麼，上課就開始講話。」「我上課那麼認眞，你們就是不想聽。」……在教育現場，

我們不難聽到老師對學生有諸多抱怨，在班級領導上顯得力不從心。約翰‧麥斯威爾的名著

《領導的黃金法則》裡，有許多精闢的領導學見解，他認為：「多數人用完全不同的標準評斷

自己與別人。」當我們在看別人的問題時，通常是從別人的各種行動、思維來判斷，然後用

一個標準的框架來檢驗別人這些行動和思維是否合乎倫理道德和法律。相反的，我們自己是

用「意念判斷」，認為出發點是善意的，他人都不了解我的苦心，故而人類有個永遠都存在的

難題，那就是「自我感覺良好」，而旁人卻「感覺不好」。 

教師是班級的領導者，必須要有自我反思的習慣，跳離自我感覺良好的思考盲點。「最能

證明一個人具有領導力的事，莫過於他日復一日領導自己。」領導者會產生危機，就是對自

己的思考太少，領導風格改進太少，以致於同樣的問題重複發生。因此，筆者將領導的黃金

法則運用到班級經營中，提出以下幾個觀點分享之：我們的角色是志業還是職業？我有讓孩

子感動的熱情？我能把孩子放在對的位置？我引導孩子專注發展強項？我眞心聆聽孩子對我

說的話語？我能和孩子共同決策班上事務？關鍵時刻我有挺身而出幫助孩子解決問題？上述

這些反思都值得我們時時檢驗。 

 

感動孩子的是熱情 

「熱情是每個人都有的驚人資產，特別是領導者，它富有感染力，會影響他人跟隨我們。」

我們把教師當成是例行性的工作或是志業？如果是前者，我們就無法發揮驚人的潛能，期待

把班級經營做到盡善盡美，當孩子出現問題時，我們會認為學生是麻煩製造者。相反的，如

果是後者，則我們會有更多的熱情，認為孩子的問題是師生共同成長的契機，是彼此教學相

長的重要原素，教學工作的能量不易就隨意結束。充滿熱情的教育者，每件事都想要去做而

不是必須去做，孩子會感受到老師的熱情，他們會受到老師的鼓舞而不輕言放棄。 

若要問世界上最敏銳的人是誰？那應該就是孩子了。教師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孩子都

看在眼裡，評價在心理，他們雖然有時候不會直接說出，但是這些心理的評價會在各種班級

經營的情境下自然流露出來。例如：如果我們上課的時候對孩子的發問顯得不耐煩，或是照

著課本的內容從頭講一次，學生的情緒就會很低落，也很難聚焦在課堂的學習上。同樣的，

當學生和我們對話的時候，沒有專注的看著孩子眼神，只是忙著批改作業，則學生出問題時，

自然就不會來找老師，甚至故意製造問題引起老師的關注。 

 

 



鴨子別送去老鷹學校 

「領導是把對的人放在對的地方，讓他們有機會成功，當一隻鴨子沒有什麼不對，別叫

牠們翱翔天際或高處獵食。」我們常看到很多家長，放學後把孩子送去安親班或是補習班，

或是要求孩子非得要上哪個明星學校，將來非得從事某種行業云云，結果孩子是「愈補愈大

洞」，一點成效都沒有。這是什麼原因？那就是把孩子放在錯的位置上。師長扮演的是引導者

角色而不是命運終結者，「天生的能力不能選擇，唯一可以做的是發展天賦。」所以，發展天

賦才是求學階段的重要課題。 

 

是以，我們要讓學生多去設定自己想要的目標，讓自己時時思考自己的生命價值是什麼，

然後允許其花時間去多方嘗試。例如：一個孩子對數學等學科沒有興趣，但是對做糕餅很有

興趣，就可以鼓勵其去參觀現場的師傅是如何製作，讓他們去體驗學習，如果可以做得比別

人好，或是做起來很有成就感，孩子就初步找到自己對的位置，則我們可以尊重孩子學科的

分數設定，不需要硬性規定學生要考幾分，這只會讓孩子從學習中逃走而已。因此，師長應

把更多時間花在和孩子探討生命的目標和自己的天賦，而不是每天反覆的考試和做練習題。 

 

支持孩子專注發展強項 

「最優秀的領導者能夠發現別人的特長與不足，並把每個人放在最適合的位置。」領導

者要知道團隊成員有什麼優、缺點，能夠引導成員在工作中有所成長並且可以發現自己的潛

能，讓成員知道自己的強項，能夠花更多時間去專精成長。有個成功方法叫做「聚焦策略」，

這個策略是說人們不可能專精所有的事物，所謂「樣樣通樣樣鬆」。 

國民教育雖然強調基本能力的培養，但是潛能的探索亦是不可偏廢的部分，在多元文化的社

會中，專業能力的確不能跟著多元，而是要「適性專業化」。因此，師長應支持孩子做自己想

要做的事情，尊重他們自己所設定的生命目標，而不是潑孩子冷水，成為孩子成長前進的絆

腳石。 

在我們的生命經驗中，總認為拿到高分，位居前幾名的強者才算成功，然這只適用走學

術專精路線的學生，這種教育體制只成就了少數書讀得好的孩子。異言之，當孩子上課很喜

歡講話或是不喜歡讀書的時候，或許是他們心中早已設定了人生目標，而我們應可以允許孩

子學習其喜歡之科目，並且引導探問他們哪種能力常被讚美，讓孩子找到自己的強項並專注

發展，「行行出狀元」，每個孩子都應讓自己的強項到達狀元等級，才能具有競爭能力。 

 

眞心聆聽者才是好的領導者 

「當人們掌握更多權力時，會對部屬不耐煩，這是人類的通病。」師長和孩子有權利不

對等的關係，故我們喜歡用上位者的身分去傳承自己的經驗，或是用說教的方式要孩子洗耳

恭聽，但這卻容易和孩子產生價值性的代溝和衝突。沒有用心聆聽，師長不知道孩子在想什

麼，不知道孩子現在心裡面最關心的是什麼，當孩子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想要

說服孩子，希望他們可以改變本位主義，多為對方設想；當孩子上學的時候，我們很快就想

要傳授他們大量的知識和訊息，快速的教給孩子教科書的內容，結果孩子的表現和我們的期

待往往產生很大的落差。「聆聽建立起信任，這是一切永續關係的基礎。」因此，當我們可以

理解和同理學生的那一瞬間，才是啟動孩子接納的開始，學生才會願意和我們共同面對問題

和學習。 



了解被領導者的狀況，除了可以讓對方產生信任關係，願意打開心扉和我們共同解決問

題，更重要的是可以預防價值衝突不會無限擴大。故而，教師和學生的對話，尤其是輔導管

教的班級面向，應保持聽多於說，並且時時檢視哪位孩子的聲音沒有被聽到，讓孩子感受到

被師長關心和尊重。 

 

少唱獨角戲 信任領導勝過威權 

「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在班級經營中，老師可以扮演臭皮匠的角色，也可

以扮演諸葛亮的角色。前者是師長和學生共同參與決策，共同制定班規，把教師的權力分享

出去，形成學習共同體關係，其植基於多人的意見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決策，孩子想法的細緻

度出乎我們所料；後者是老師一人完成決策，由老師來自己制定班規，換句話說，老師的權

力較為威權式的集中，孩子得到較少的授權。 

「如果一個人以確定開始，他會以懷疑結束；但如果他滿足於以懷疑開始，他會以確定

結果。」當我們和學生共同制定班規時，孩子會提出許多疑問和意見，也會提出很多天馬行

空的想法，甚至是制定出法律所不容許的處罰方式，但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討論，一次又一

次的澄清修正，學生可以很清楚知道為什麼要制定這樣的制度，才會確實的內化和遵守，即

使出現違反班規的情形，也會心服口服不易出現唱反調的心態。「除非很多人希望領導者成功，

否則他很難成功。」如果我們允許學生可以教學分享，授權他們可以自己組成想要的組別，

共同制定班級生活規範，則學生對於班級的認同感會增加，是以，當學生可以認同班級時，

也會連帶期望領導者可以成功領導他們向前邁進，則對領導者的信任反而往往超越威權者的

領導方式。 

 

班級經營取決關鍵時刻領導力 

關鍵時刻決定你的領導力，「領導者妥善處理關鍵時刻，不僅可以強化雙方關係，甚至終

身相繫；反之則可能導致領導者信用破產，無法再繼續領導。」班級經營中孩子會產生各種

各樣的衝突和問題，孩子會尋求老師幫助其解決各種相關的事務，這些事務可能是學業上的

問題，可能是跨班跨校的問題，甚至是家庭的問題。因此，當我們知道孩子遇到這些問題和

衝突時，就是關鍵時刻的來臨。例如：孩子被別班的同學刻意用躲避球打頭，這時候跑來找

老師，此時導師就可以帶著孩子去找相關班級的導師，共同來處理問題；又如孩子家庭遭到

變故而伸出援手，則學生也會感念老師適時關心產生信賴感。 

異言之，如果學生無法處理這些事情，而老師能夠積極協助處理這些孩子心理的沉重負

擔，則彼此信任關係就自然可以建立起來，而且孩子一輩子都不會忘記老師處理事情的態度

和方法。相反的，當孩子尋求老師的協助，我們把這些問題看成「芝麻綠豆」的小事，或是

無法讓他們可以獲得實際的解決，則老師就很容易失去孩子的信任，甚者，敷衍的處理方式

會讓他們永遠記在心裡面，成為孩子長大之後的反面教材，影響孩子心理人格之深，這是教

育和其它行業最大不同之處。期待藉由上述各種領導黃金法則的分享，可以讓我們的班級經

營有更不同的思維和改變。 

  



班級經營 
 

一、教室經營 

1. ＂孩子在，導師就在＂ 

2. 盡量利用聯絡本每天都和每一個孩子對話，表達關心。如果剛好知道那一天是某同學生日，

則附上一張小卡片或不一樣的便條紙，或在聯絡本子上以一句話祝福他。 

3. 在第一學期時，寫信給學生和家長 

4. 每天放學後，如果教師還有學生，不妨過去和尚未離校的同學聊聊。在言談中他們會透露

出許多班及訊息，有助於導師對班級的管理 

5. 早修時間盡量能在場。早修時，眼光掃過每一位同學。每天最好都能與每位同學有眼神接

觸的機會 

6. 掃地時間，剛開始時要盡量每天都在場督導，甚至可以親自把你的要求做給同學看，否則

他們不知我們我們的要求在哪裡，而會以他的標準為主。要塑造良好行為，一開始必須有

耐心的去加強，使他們成為習慣。 

7. 培養學生養成隨手撿垃圾的習慣。 

8. 善用小老師與各股漲，把權責分清楚，自己也穾在看到班級的某些現象時，立即指出由幹

部，久而久之，他們自然知道，遇到某些狀況時該由誰來擔當，而不必等老師來糾正或吩

咐。 

9. 第一學期開學時，準備一封短信給家長，或同學，說明你的教學理念，及你所希望做到的

事情，並希望孩子能朝目標去努力。 

10. 強調學習態度/實施品格教育的重要，對老師同學都要尊重，不論聰明與否，學習的態度

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11. 訂立班級公約，因為契約的建立可以引導出守法、信守承諾及有責任感的氣氛。 

 

二、榮譽卡 

12. 盡量不要把記過或銷卡掛在嘴邊，久之會引起學生反感，反而收不到效果。 

13. 銷卡或加卡要盡量節制，一次不要連加或連銷許多卡，除非真的是有需要。讓孩子感受到

加卡銷卡都是很慎重的，要謹慎看待。雖然要恩威並用，不過我認為在銷卡或記過方面要

特別謹慎。 

 

三、生命教育 

14. 蒐集一些好文章印給同學看，並且讓他們寫心得，不過盡可能事先要做些引導。 

15. ＂學校是到場＂，學生可以成就老師，老師也可以成就學生。 

16. 在學期前中後，可以做一項＂同儕鼓勵＂的活動，如每人做至少一張卡片送給你最想鼓勵

肯定的同學，不但可以加強同儕關係，又可以做到好行為的正增強，如果有同學沒收到任

何獎勵，可以由老師做給他，鼓勵他。 

17. 每學年的下學期通常我會設計卡片關懷，如孤兒院、老人院。 

18. 若有同學在某些方面表現良好，則以全班鼓掌方式為他拍手鼓勵。 

 

四、自我管理 



19. 盡量讓自己有好的情緒管理，不要用言語羞辱學生。激烈的、情緒性的用語真的不要說，

不但傷了學生更傷了自己，師生的裂痕也會行程，如果學生回去轉述給家長時，也會造成

家長的反感和不信任，如此一來，有的家長會在孩子面前批評老師，就會造成孩子對老師

的反感和不信任，那麼教室內的學習效果及氣氛會每況愈下，因為＂學習是始於信任的＂

而這些信任是家長、老師、學生三方面共同營造的關係。 

20. 生氣時在做任何決定或說任何話時，真的要有一個聲音馬上提醒自己＂等一下＂、＂再想

想＂，先不要做任何動作，或說任何話，否則我們說的通常都是氣話或是重話，兒都不是

太得體的，通常事後會讓我們後悔。 

21. 學校的孩子，心思絕大部分都是單純的，心性並不惡劣，只不過是有一些不合常理的行為，

記得有一句話說＂不要因為他的好，而忘了他的壞，也不要因為他的壞（行為），而忘了

他的好（品行）＂ 

 

五、結語 

有一句話可以告訴孩子們，讓他們知道正確觀念的重要—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人轉就是新轉；心轉就是觀念要轉；有了觀念，就會形成語言；有了語言，會出現動作；經

常的動作就變成習慣；習慣就造成性格；性格就決定了命運。（引用江和言先生的演講） 

 

*不急*不傷孩子自尊&自信* 

不隨便迎合孩子提出的需求~ 

要尊重師長~要遵守班規~ 

要培養好品格 

陪養品格參考網址 

http://tw.iblp.org/zh/resources/catalog-cf.pdf?show=true 

教室佈置~除了邀請小組共同創意佈置！公佈最新學校訊息！以傳達品格為主！ 

 

http://tw.iblp.org/zh/resources/catalog-cf.pdf?show=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