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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 Happy Go 
 

    主講人：黃素貞                 地點：臺北市忠孝國中 

時間：100.09.05；100.09.06；100.09.09 

 

前言： 

對於班級經營：□ 我想要做什麼？項目可行嗎？ 

□ 我可以做什麼？能力可及嗎？ 

□ 我應該做什麼？現在可做嗎？ 

 

壹、學生的經營 

一、培養學生必備的能力 

□ 專注的能力：仔細看、專心聽、認真做 

□ 表達的能力：用字正確、正向、配表情 

□ 閱讀的能力：練習筆記、摘要、能分享 

□ 做事的能力：資源回收、創作、負責任 

□ 情緒管理的能力：不隨學生的情緒起舞 

□ 研究分析的能力：因果法則、經驗法則、多元角度 

□ 時間管理的能力：重要排序、緊急先後、時間分配 

 

二、了解學生 

（一）人性的面向： 

      ● 自私心：只為自己、不顧他人     ● 比較心：較量高下、難以滿足 

      ● 僥倖心：不盡努力、只求運氣     ● 怠惰心：喜歡輕鬆、討厭複雜 

      ● 求勝心：想當老大、求取第一     ● 榮譽心：追求榮譽、樹立榜樣 

 

（二）班級中常見的學生態樣： 

□ 話講個不停             □ 聽不懂話             □ 總是不聽話 

□ 忘記帶作業（遲交）、文具□ 搞丟了教科書或作業本 □ 喜歡頂嘴 

□ 借用他人的物品不歸還   □ 不在乎老師補充的教材或試卷 

□ 經常趴睡、呆坐、沒反應 □ 對每件事都感覺無聊   □ 課中離座 

□ 撥弄課桌椅上下所有看得到的物品                 □ 喜換位置 

□ 坐立不安：上課中喜歡走動、換位置、喝水、吃東西、上廁所… 

□ 隔空講話來騷擾對方     □ 常說粗話             □ 語言負面 

□ 喜歡重複老師說過的句子，如：請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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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從指令：不寫重點或摘要、不寫學習單、不寫習作… 

□ 不能安分地做事：交代事項打折扣、打掃時打起架來… 

□ 其他：經常梳頭、照鏡、寫信、傳簡訊、綁鞋帶、穿脫衣服、甩筆… 

□ 挑釁他人               □ 欺負弱小             □ 霸凌同學 

□ 幹部能力不足、不盡責   □ 不守班規             □ 男女交往 

 

三、善用班級生活公約進行班級經營 

（一）建立班級生活公約的好處： 

   ● 師生有共同的目標 

● 明確描繪學生做事的方向 

● 學生不需猜測規則（權威） 

● 讓學生明白如何獲得正向的關注 

● 提供衝突發生時「中立」的參考依據 

 

（二）制定班級生活公約注意事項： 

● 顧及學生權利：平等權、生命權、身體權、自由權、財產權、名譽權、

隱私權、受教權、姓名權、肖像權、資訊權等。 

● 可執行性重於生活公約條數，建議制定 10 條（最多）生活公約即可。 

● 可制定短期、中期、長期性之班級生活公約。 

   ● 正向表述生活公約文句，無恐嚇、強制言語。 

● 不罰款、不罰蒐集統一發票或乾電池、不沒收物品等。 

 

四、處置學生問題的秘訣（處置為結果階段） 

   ● 對象正確               ● 區分人數             ● 必須即時 

● 直接處置               ● 不行連坐             ● 後續安撫 

 

貳、教室的經營 

一、學習角的設立：班櫃（事務櫃）、圖書櫃（班級書庫）、放音機（加耳機） 

二、布告欄的運用：時事新聞、新知介紹、名言佳句（中、英） 

優美文章、安全通告、榮譽榜 

三、壁柱廊的應用：生活公約、溫暖情境語、教師期待（三達德、四維、八德） 

四、講桌台的使用：教師在台上；學生在台下 

簽桶、小六法、課外讀物、字典（中、英、成語） 

五、課桌椅的安排：前、後、左、右、通道、輪替 

特別座的設置；不以成績排位 

六、教科書的延伸：封面-激勵語（儀式）的運用；背面-讚美語的應用 

七、省思區的建立：利用辦公室角落，留桌不設椅；優良學生簽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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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家長的經營 

一、親師溝通守則 

使用延宕技術 先予家長肯定 掌握互動距離（1.2m） 

包容家長想法 體諒家長難為 擅用肢體語言（50%） 

控制快慢聲調（35%） 堅持教育立場 使家長說「是」（123） 

 

二、親師你來我往 

■ 教師說：妳孩子在學校裡專門搞怪，難怪會受到同學的排擠，媽媽啊，妳

在家裡可要多教一點！ 

◎ 正向表達： 

 

■ 家長說：老師啊!我孩子到學校就交給你啦，隨便你教，實在不乖就送警察

局，不用再打電話告訴我！ 

◎ 正向回應： 

 

■ 家長說：我孩子在家不會這樣欸，老師，你是怎麼帶班的？ 

◎ 正向回應： 

 

■ 家長說：老師，我孩子有這麼差嗎？你已經告過好幾次了，我看你是對我

的孩子有偏見！ 

◎ 正向回應： 

 

■ 家長說：老師，你嘛拜託一點，這樣就要記警告，事情有這麼嚴重嗎？ 

◎ 正向回應： 

 

■ 家長說：老師，你真沒有愛心欸，我孩子就是不懂事、學不會才要你教，

不是嗎？你恐嚇我小孩說今天沒寫完悔過書，就不准他回家是

吧？那麼如果他再犯錯，老師你想給他好看嗎？ 

◎ 正向回應： 

 

■ 家長說：我孩子說聽不懂就是聽不懂啊？孩子問老師第二遍，老師說的跟

第一遍一模一樣，老師難道不會換個方式教嗎？老師，你到底會

不會教啊？ 

◎ 正向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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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師溝通操練 

權威的爸爸 強勢的媽媽 單親的媽媽 
孩子的排行 

老大；老二；老三 

火爆的爸爸 弱勢的媽媽 單親的爸爸 
孩子的表現 

差異過大；相互競爭 

無言的爸爸 六神無主的父母 祖父母隔代教養 
教養的方式 

權威；民主；放縱 

 

肆、自我的經營 

一、增強美好的特質 

□ 熱情    □ 尊重    □ 關懷    □ 支持    □ 威信    □ 信任 

□ 冷靜    □ 柔軟    □ 豪氣    □ 彈性    □ 自信    □ 堅毅 

 

二、培養永續的能量 

□ 心情煩亂就站著：站立時，能量的流動容易分佈。 

□ 找出自己的儀式：放鬆地等待，讓事情自然發生。 

□ 關照自己的呼吸：呼吸韻律改變，情緒跟著改變。 

□ 承認及忽視壓力：對抗厭惡的事，壓力就越強大。 

□ 將行動變成氣氛：無論運動、坐著、說話、聽講。 

□ 享受每一個動作：以遊戲的心情做事，活在當下。 

□ 定在我自己裡面：隨時隨地保持寧靜，感覺和平。 

□ 隨時地讚美自己：讚美帶來好心情，增強好信念。 

 

結語： 

一、學習遇到事情（自己的事、學生的事…），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二、絕不能對學生的偏差行為置之不理，但是不需要以「攻擊」的方式去面對。 

三、協助學生及家長以多元角度（你、我、他）看待及處理自身或團體的事情。 

四、教師必須能和最難纏的學生及家長「發展」並且「維持」比較良好的關係。 

五、能給學生最好的禮物是「機會」；多給學生「希望」；多為學生創造「優點」。 

 

～感謝聆聽  祝各位心想事成！ 

 

後註： 

■ 學生寫「行為自述表」時，有 50％的時間在想：我會得到多大的懲罰？ 

■ 學生寫「行為檢視表」時，有 50％的時間在想：我需要負擔哪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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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行為檢視表 

班   級  座   號  表單編號  

姓   名  學   號  登錄日期  

行為自述 

違規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事件經過： 

 

 

 

 

 

 

 

 

 

 

誰該負責 
 

 

哪些責任 
 

 

對誰負責 
 

 

獎懲結論 
 

 

反省報告 

 

 

 

 

 

 

 

 

 

 

家長簽名                                             年   月   日 

導師簽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