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3-R 班級團體事務 

個人表現 事件描述 當下的處理 事後的檢討與反省 

如：整潔、秩序、班

規、家長溝通、

戀愛、作弊、人

際關係、缺交作

業。 

秩序有問題 

詳述單一事件始末（可將學生匿名）。 

學生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參與阿里山鐵道

文化之旅，途中，有一些同學對解說員不

禮貌之舉動。如解說員表示若是答對問題

者，則可得糖果。隨之，便有同學表示：

「反正我也不想要。」此行為對解說員相

當不禮貌。除此之外，有不少人在解說員

解說時，因講話過於大聲干擾其他同學的

聆聽。上述行為嚴重影響戶外教學教育的

本質。 

1.學生的反應。 

2.自己的狀態（或情緒）。 

3.分析自己遇到的困難（情緒、表達能

力）。 

1.學生被矯正感到不悅，態度是不想被

糾正，且認為實習教師不是正式教

師，有些聽不進去。 

2.本身語氣略帶命令式，對於同學的態

度相當不悅。 

3.由於是頭一遭跟班參與戶外教學，故

對於導務較無經驗。且現今教師的形

象已不再是權威式，而是理性溝通

式，故不知該如何將指令與理性溝通

相融合。 

1.分析自己可能不足之處。 

2.與輔導老師討論參詳（自己

的缺失）。 

1.經驗、溝通技巧欠佳。 

2.要用說理的方式讓同學知

道自己不禮貌的地方，讓

同學知道自己做錯事。而

不是以教條式的口吻責罵

學生。 

後續處理 記錄自己處理的方法與態度、學生的反應，可以改進的地方（可能需多次處理、追蹤與觀察）。 

在回程途中，我與同學們聊著當日戶外教學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接著講到那位解說員，並誇讚他很盡職，讓同

學認同這位解說員，並提到有同學對其不禮貌的事。有些同學坦誠不該有對其不禮貌之行為，並有悔過之意。聽

到同學有悔過之意的我立即心想：「這次戶外教學總算有讓這些小鬼學到些東西。」 

總結 理性溝通才是王道。 



 

反思 

反思自己對全班學生的影響… 

    同學的不禮貌行為是需要立即制止的，但或許可以心平氣和的方式處理。我想給班上同學一個概念，那個概念即在告訴同學不禮

貌的行為除了會傷害到其他人的心理之外，也會傷害到自己的名譽。 

擬定下次遇到類似事件的計畫… 

    心平氣和地面對有不禮貌行為之學生，以先前的經驗告誡學生不禮貌行為會產生嚴重的後果（被責罵、被記過），使學生警惕在心。

若是學生勸導不聽，則通知導師前往處理，在導師處理的過程中，順道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