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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心‧更新

教育 

專欄

──教員加油站

文／北區宗教小組策劃 幸運草撰稿

不以分數來評斷孩子的各項努力， 

慢慢的，孩子就願意打開心房，天南地北的和我們聊一聊。我的孩子有心事

前言

霸凌事件頻傳，引起各界的關注與重視。而歸究其年代，我想這

種「欺負人」的歷史應該是「流傳」了好幾年！只是以前的孩子也許

是頑皮、搗蛋、愛捉弄人，並不是真的想去傷害無辜；然而近年來，

手法愈發兇殘，兒童會模仿影片、媒體傳遞的暴力情節，導致攻擊字

眼及行為增加。仔細分析，發現很多衝突是可以化解的，卻因為孩子

的情緒失控、過度自我中心，想要怎樣就可以任意而為的心態，讓

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大家都在憂心，都在問：「我們的孩子怎麼

了？」「我們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萬一我的小孩被欺負，怎麼

辦？」

這些相關的報導、後續的處置，政府和教育團體都在陸續關心與

宣導，我們也要多花時間了解自己的孩子、為他們代禱，讓他們可以

做個討神喜愛的基督徒、不去冒犯他人，也不要遇到兇惡，教導他們

向神尋求智慧，可以更輕鬆的面對校園裡的人際關係。



67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他們的故事

少年班的教員吳老師利用最近很夯也很

嚴肅的議題，在共習課的時候使用投影片和

小朋友一起探討幾個實例……。

恐龍來了

教室裡一群孩子正準備上課，趁老

師還沒來，大家把讀小六的小威反鎖在外

面，不讓他進來上課；小威被捉弄後便怒

性大發，一面怒吼、一面用腳踹門。而裡

面的孩子卻傳來嘻鬧聲，還不時的說：

「噴火龍來了、噴火龍來了。」

小朋友看到這樣的描述，有的竊竊私語

的說：「啊，我們班也有一個人會這樣耶，

好恐怖！」有的則哈哈大笑的說，用恐龍來

描述還真的好像喔！

吳老師要小朋友想一想，如果你是小威

該怎麼辦？

「我會叫他們開門，如果不開門我就在

外面等，不然就去告訴老師！」芷菱笑笑的

說。

「沒關係，反正老師來了，他們就會開

門。等我進去以後，把門鎖起來的那個人就

完蛋了，下次，換我修理他！」身材壯碩的

佳樺語帶氣憤的說。

「哈哈，一直敲、一直撞啊，看誰撐得

比較久。」頑皮的崇豪不甘示弱的回答。

「還有嗎？大家想想看！」吳老師繼續

說，鎖門的人當然不對，不可以惡作劇，有

時候小玩笑會鬧出人命來，真的得不償失。

另外，我們想一想，是不是小威平常就容易

生氣，因為一點小事就情緒失控，而有些頑

皮的小朋友就是要看他發飆的樣子，小威的

怒吼反而中了詭計，所以，我們可以學習控

制自己的言行，除了生氣之外，還有別的方

法；若減少了這樣的情形，不但被捉弄的機

會少，也比較有同學願意和他做朋友喔！

打不還手，是心胸寬大， 

還是太懦弱？

個性溫和的小豪在教室裡看書，有

三個小朋友從旁走過，並且故意的撞他一

下。小豪被撞後，只是輕輕的說：「幹

嘛？不要打我。」然後就繼續看著自己的

書。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為了讓小朋友身歷其境，老師請自願的

小傑就位。當第一位小朋友撞他時，小傑馬

上放下書本，語氣堅定的告訴對方：「你撞

到我了。」「對不起啦，不是故意的。」

撞人的小朋友回答著。接著，又來一個撞

他的，小傑雖然告訴對方，但這回，反而被

嗆：「怎樣？不行喔！」

老師卡一聲，畫面停格。問問小朋友該

麼處理？

大家又開始七嘴八舌的討論起來。

「好兇喔！那種惡霸最好不要理他，免

得等一下吃拳頭。」

「明明是他不對啊，小傑又沒有擋到他

的路，所以不要怕。如果他大聲，我會比他

更大聲。」

「這種不乖的小孩，會受到報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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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來處罰他。」

「來學學主耶穌和司提反，心裡默禱

說：主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

所做的是什麼。」

說完，全班哄堂大笑。因為只有「聖

人」會這樣啦！

吳老師接著說，遇到這種同學，還是要

懂得保護自己。尤其第一時間還是要勇於表

達你自己的感受，告訴他，這樣做你會不舒

服。一般而言，有的會適可而止；千萬不要

默不作聲，讓人以為你好欺負，不然遇到一

些頑皮的小孩，真的會三不五時就來找你麻

煩，反而無法有效的解決問題。如果真的遇

到嗆你的人，而四周圍並沒有其他同學時，

可以暫時不跟他爭論，避免讓自己陷入更危

險的狀態。事後找機會跟老師報告，尋求協

助。

在旁的黃老師也語重心長的說，現在的

人常常幸災樂禍，缺少同理心。我們看新聞

報導時，會看到一群人圍觀霸凌，甚至嘻嘻

哈哈的，導致打人的更囂張，而被霸凌者哀

嚎的聲音，實在令人心疼！聖經告訴我們要

愛人如己，主耶穌也講了一個「撒瑪利亞人

的比喻」（路十25-37），就是要我們有憐

憫人的心腸。也許當場我們個人的力量並不

能阻止悲劇發生，但至少我們可以向師長反

應，而且不要在一旁看熱鬧。

愛哭鬼　喝涼水

教室裡，小朋友爭相舉手回答問題，

結果小文答錯了，黯然坐下的同時，眼眶

也紅了。不小心被同學發現，還大聲宣揚

說：「喔！愛哭鬼，這樣也在哭。」這時

候的小文，滿臉羞愧又委屈，頓時眼淚像

水龍頭一樣，一時關不起來……。

看完這個例子，又引起大家的共鳴……

「啊！我們班上也有這種愛哭鬼！」

「超愛哭的，又沒怎樣。」

「不知道答案就不要舉手，自己以為很

厲害喔！」

「答錯又不會怎樣，笑一笑就好。」

老師察覺到有些小朋友並沒有參與討

論，有的還面帶羞澀，或是心有戚戚焉的樣

子。吳老師心裡想，也許這些小孩也和他

小時候一樣經歷這種委屈的痛楚吧！於是很

有勇氣的開口說：「小朋友，聽這裡喔！其

實老師以前也被人罵過愛哭鬼耶！」話一說

完，現場又是一陣嘲笑聲，不過很快地，被

老師正經八百的臉色給鎮住了。

老師繼續說：「神創造每個人的特質都

不同，有的高大、有的瘦弱；有的堅強、有

的愛哭；有的大方、有的害羞……。而且每

個人都有很多不同面向，愛哭的人通常感情

比較豐富，心地柔軟；就像比較有主見ˋ有

領導恩賜的人有時候也會讓人覺得霸道。所

以我們要多用點心想想神奇妙的創造，世界

上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一樣的眼

睛、沒有一樣的思想，就算雙胞胎看起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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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但個性絕對是不同的。」

老師也跟那些愛哭的小朋友說，忍耐也

是一種學習喔！自己可以慢慢練習，遇到問

題如果只是哭，並不能解決事情，可以試著

跟自己對話：「要勇敢，我長大了，用講

的，不要用哭的。」多幾次的練習，加上年

紀漸長，身心夠成熟了，這種愛哭的情況自

然會減少。其實適當的用哭來表達情緒也是

件好事，如果一個人不哭，是不是讓人覺得

冷血、沒有感情呢！不過如果不想讓周遭的

人覺得不舒服，甚至厭煩，自己要多多留意

改善喔！

小朋友們個個聽得入神，不管是愛哭

的，或是罵人愛哭的，對彼此都有更寬容的

心。

無端遇惡霸　無事惹塵埃?!

下課鐘一打，讀國中的小聖把書本擺

放在桌面上。突然，班上一名惡霸把他的

書用力一揮；這舉動嚇到了瘦弱的小聖，

但當他默默的把書撿起來後，隨即又被打

落在地上。第二次彎腰去撿的時候，他想

起媽媽的話，於是心中默禱，擺好書本後

笑笑的對同學說：「不錯嘛，這樣還滿好

玩的。」這時，那個欺負人的同學沒想到

小聖有這樣的反應，也酷酷的說：「這才

上道。」之後，小聖再沒有被欺負，也和

他成為好朋友了。

「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例，是某個教會的

初級班學生的親身經歷喔！你們看完覺得怎

樣？」說完，老師率先請恩佑說說看。

「國中會這麼恐怖喔！有點害怕。」恩

佑說。

晴晴：「禱告真好用。」

「好驚險，要是我，真不知道該怎麼

辦？」阿寶語帶恐懼的說著。

其實，大部分的同學都是很守規矩的，

你們不用害怕。只是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團

體裡，在學校，或是爸爸媽媽上班的地方，

都會有幾個比較「特殊」的人。比如：愛欺

負人的、愛現的，而大人的世界就更複雜

了。

這裡有講到一個重點，就是禱告。我們

想一想，如果突然遇到這種事，一定很多人

都嚇傻了。敢跟他回應的，也許最後會起爭

執，而保持沉默把書撿起來的人，可能日後

還會被捉弄。這時候真的要心中默禱，求神

賜智慧幫助我們來面對這樣的處境。我們離

開家裡、離開父母的時間很長，父母雖然關

心我們，並不能常常跟在身邊。這時候，只

有天上的神可以成為我們的倚靠，祂會時時

看顧我們，當然最重要的是，平常要養成禱

告的好習慣，不要遇到事情才想到要向神求

救，這樣把神當作「急難救助包」，是很不

對的。

×　×　×　×

看看時間，也差不多了。準備要結束這

堂課之前，老師告訴小朋友：「下次如果有

機會，我們也可以請大家用寫的方式，把自

己在學校、教會，或在家裡遇到困擾的事，

或是『心事』提出來一起討論，也許可以得



70 2011.10 409 期

到更多不一樣的解決方法，幫助我們更快樂

的過日子。」

最後，在大家同心禱告中結束了這堂寓

教於樂的共習課。

誰容易成為箭靶

就上述的例子，我們很清楚看到被欺

負、排擠，甚至被霸凌的孩子，大都有些

「特質」，其實這些沒有所謂的好壞之分，

但看在那些愛欺負人的眼中，卻成為一個可

以「下手」的對象。這些施暴者和被欺負的

孩子一樣都有了心裡的「痛」，也許是這個

隱形的痛，讓他必須藉著傷害他人的方法得

到某方面的滿足，而受害者我們也要教導他

如何保護自己，避免雙方在心裡留下不可磨

滅的傷痕。

也有些功課不好、身障，外表較不得人

緣的孩子會被排擠。這些被排擠的學生一定

感到莫名奇妙，心裡無奈的想：「難道我天

生就該如此？」他們被迫提早去面對社會的

現實面，有時候，我們也真的很難向他們解

釋得清楚，但我們可以給予他們一個樂觀正

向的人生態度和自我保護的基本方法。

根據「兒童福利聯盟」所做過的統計，

在孩子的世界裡，煩惱的事是「被同儕排

擠」。這是因為找不到歸屬或信任的團體而

感到困擾，而這項「心裡的痛楚」曾經蟬聯

了六年的冠軍。我們也常常發現學齡前的孩

子，已經喜歡擁有自己的小團體，雖然這些

只是反映「物以類聚」、「志趣相投」的一

個正常現象，但難免有人被排除在外了。當

然越小的孩子，可能剛剛跟你不好，但一下

子就又玩在一起，但是隨著年紀增長，那種

排除異己的心態可能愈來愈明顯。

施暴者的心態和心理

有些孩子欺負人會這樣告訴你：「好

玩。」但他卻沒考慮到對方的心裡感受，或

是他喜歡看人出糗、喜歡看別人反應很激

烈的樣子。這些輕微的頑皮動作，也許可以

藉著「你也被欺負」的遊戲讓他同理別人的

心，知道這樣的行為是令人不舒服的。對於

年紀較小的孩子，教員可以利用繪本、說故

事的方法，讓全體小朋友懂得互相尊重，能

夠同情較弱勢的孩子。我們知道與其和孩子

說大道理，不如讓他親自感受，或是藉助書

本讓他明白和同儕相處上要更有體諒的心。

除了好玩，我想霸凌人的，其內心的

「結」，是更需要去一層一層的抽絲剝繭來

了解其內心世界。有的可能是，曾經被暴

力相向，心生不滿，有種報復的心態；有的

是受到環境、不良的影片或書籍的影響；有

的則是認為，霸凌人是一種很「老大」的行

為，喜歡大家看到他都有退避三舍或唯命是

從的虛榮感。

宗教教育的守門員

在教會裡，或許霸凌的事不太會發生。

但教員可以利用共習課，花點時間來設計課

程，或藉由和孩子聊聊學校生活中可以得知

一二，若有跡可循，也可以從旁輔導，予以

關心。至於教會中對於個性較內向，或是容

易落單的小朋友，除了教員本身主動親近

外，也可以藉由團體活動，製造該小朋友與

同伴接觸的機會，或商請幾個比較懂事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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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多多和他聊天，相信日積月累之下，孩子

會漸漸打開心房。

關心　從父母做起

孩子放學回到家，我們常常會急著問

他：「考試考得怎樣？」「你們班考九十的

有幾個？」還是請他聊聊班上發生什麼有

趣的事情呢？一般而言，孩子都學會報喜不

報憂，他可以很高興的說：「喔！好酷喔，

我們這一隊打籃球贏了好幾分。」或是說：

「耶！我今天的英文考了全班最高分！」如

果父母平常可以和孩子建立良好互動，不以

分數來評斷孩子的各項努力，慢慢的，孩子

就願意打開心房，天南地北的和我們聊一

聊；傷心難過的事、心裡的話，或是被處

罰、被欺負也會和我們分享。因為在他知道

講出來後，父母不會責備、數落他，而受傷

的心靈就可以找到一處避風港。雖然我們認

為青少年「很難懂」，也很難有愉快的對

話，但只要父母用心，其實和孩子都可以有

溫馨的畫面，當然這一定是從學齡前、小學

時期就開始建立的親子關係，到了青少年才

發現關係不好，是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耐性去

溝通、調整的。

如此，就算孩子沒有主動打開話匣子，

在他有異樣的時候，我們也許可以察覺到一

些不太尋常的舉動。孩子的責任是讀書、分

攤家務，看似單純的環境，也是有他們自己

的課業或人際關係的壓力。不管成人或小孩

都需要紓壓的，當情緒有個出口，對自己和

周遭的人都是一個正面良好的反應。

因此，要傾聽孩子的聲音、了解孩子的

需求，成為孩子的支持力量，這些都是家長

平常就要下的工夫。但願我們隨時用禱告串

起孩子一個平安、快樂的環境，用心建立一

個「以馬內利」的家。

註：參考「兒福聯盟基金會」http://www.

children.org.tw/databas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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