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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隨著新世紀的教育普及發展，人們接受教育獲取知識的需求愈來愈高，導師的引

導學習就更顯得重要。因為一個導師的優劣，對學生未來成長的影響極其深遠，所以

怎樣昨一個稱職的好導師，是這波教改面臨的重大議題之一，也是班級導師經營班級

時必須深思的問題。 

教育的成敗，繫於師資的良窳。一個理想的教室，實負有一種作育英才的神聖使

命；而導師將更直接影響學生的心智成長，也間接掌握著人類未來文明的發展。以學

校教育而言，師生情感的互動，以及教師對學生心智的培養，主要還是始之於班級的

經營。因此，導師的角色更顯重要。 

二、 導師應有的教育理念 

    教育家福祿貝爾曾言：「教育者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教育工作中沒有愛，

就不會有效果。教育工作者對受教的愛就是人文主義說的「教育 

  愛」，表現於對人格發展與學識增進的關懷，對其自身教育責任的盡職， 

  對學生個性的尊重，這種創造文化價值的任務，乃是教育工作者崇高的意 

  義所在。 

   因此，針對導師的角色，歸納整理出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應有的教 

  育理念包括 ( 朱文雄，民 79：吳清山，民 85；吳武典，民 73；郭為藩， 

  民 77 ) ： 

 ( 一 )本著教育愛，尊重個別差異的存在，發展多元智慧，落實因材施教  與

有教無類的精神，依學生的個別需求、地方特色與學校本位，提 

   供適性教育，尤其不能放棄任何天生較為弱勢的學生。 

  ( 二 )以身作則，注重孩子的生活教育與良好品格的養成，營造快樂的教 

   學環境，使學生的到有效的學習。 

  ( 三 )終身學習。在知識爆發的時代，教師必須不斷地進修，提昇專業素 

   養，讓孩子成為積極、主動的學習者，養成孩子有獨立思考及解決 

   問題的能力，期望每一個學生都能達到自我實現，適應社會生活， 

   讓學生享有受教權益。 

  ( 四 )以積極的態度，堅定的決心，來推動教學創新，營造快樂的學習環 

   境，設計適性的課程，激發孩子潛能，讓學生享有受教權益。 

  ( 五 )堅持教育的崇高理想，「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為主體」，一切的教育 

   政策，均以能達成輔導學生學習與成長為依歸。  



   因此，導師本身必須澄清自己的價值觀，肯定自己的抉擇，找到自己 

  從事教育及師生互動的教育哲學理念。一個沒有理念的教師，只能稱為教 

  僕或教書匠。因此，導師應肯定教育工作的價值，從教育工作中自我實現 

  生命的理想。 

三、 導師在班級中的角色 

  老師就像班級這個家的家長。老師也像園丁，照顧著幼苗萌芽、成長、 

 茁壯、學生是幼苗，每株幼苗有不同的潛能，只要有良好的環境，得到良 

 好的照顧。都可能成長發展，園丁除了設計良好的環境，孩做鋤草、施肥 

 的工作，排除發展中的各種障礙，班級就像花圃或花園。 (吳武典，民 83) 

  現代教育改革手段再創新也無法取代教師對孩子的因材施教；現在 e 時代的

來臨，學生們利用電腦網路或取廣泛的最新知識可能使他們在某些 

 方面超過教師，所以教師由知識傳遞者轉學生人格養成的教育為現階段的 

 教育改革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因此，導師對孩子在學習歷程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導師的角色如何 

 發揮至最大，我想這是每位學生所設切期盼的。導師在班級中的角色，包 括： 

 ( 一 )多元身份的表現者 

  現代教育改革的趨勢，已由傳統的封閉式教育走向了現代的開放方式 教育，擴

大了教育的理想，提高了教育素質，增進了教育、教學的效益， 讓現代教育品質

方面更優質化，這使教師原本的知識傳遞者的角色因趨於 過時，所以必須轉變並強化

為教師的導師身分。教師的導師身份的具體表 現如下 ( 鐘鏵，民 90 )： 

1. 引導：教師是學生學習歷程的指引者、導向者，幫助學生決定適當的學 

  習目標，並確認和調整學生以達到學習目標的最佳途徑，使學生  在

現代教育條件下自覺地學習。 

2. 指導：指導學生形成良好的學習習慣與態度，掌握學習策略和發展多元 

  的認知能力。 

3.誘導：教師是學生學習動機的培養者、激發者，教師應對課程設計豐富  的

教學情境、教學活動來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充分引起學生學 

  習的動機。 

4.輔導：教師應該為學生提供各方面資訊資源，並幫助學生學會如何去蒐 

  集獲取有用的資源，讓學生學習從哪裏獲取以及如何有效地利用  資

源完成學習任務。 

5.教導：教師是學生心靈的塑造者，必須重於品格的陶冶與好習慣的養成， 

 培養孩子應有的人文素養、人格教育，特別是在現在教育條件之 

  下，教師更應該培養學生具有時代特色的精神面貌，使學生在具 

  有獲取資訊能力的同時，善於區分良莠資訊。 

所以說，導師現在是、將來也永遠是任何教育制度的基本因素。 

( 二 )創造思考的培養者 

  目前整個教育的走勢是要讓學生擁有創造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可見的具體作法是

在各學習領域中引發學生去練習推論，教師藉由佈題幫助學生 



養成對自己的思考進行自我檢視的習慣，提供其進行創造力推理的活動。 

( 柯志恩，民 92 ) 

( 三 )課程設計的開發者 

  在這波的教育改革下，教師應該有寬闊的視野，從宏觀上發揮課程設計者的作

用，也就是說，教師需要有建構主義的眼光與統整課程的能力，對於社會生活與課程

設計的融合，開發出教師在教學模式上的創新。 

( 四 )教學社群的合作者 

  因應課程統整的趨勢，教師彼此協同、互相討論的機會增多，能夠透過知識交流，

合作分享，必能增進專業上的成長。同時在教學歷程中，鼓勵多元觀點，協助學生發

現問題，提供學生多元的成功機會。( 柯志恩，民 92 ) 

( 五 )教學改進的研究者 

  現代 e世代教育取代了教師的一部分職能，當教師有效率的把繁重的教學工作簡

化，就可以有更多的時間和精力從事教育的研究，教師即教學研究者，教師必須適時

研究自己的教學實際，評鑑自我的教學，如此才能促進專業成長，落實課程與教育的

革新。 

( 六 )終身學習的示範者 

  終身學習已是一個無可避免的趨勢，一切事務都日進千里，因此使得終身學習對

一個身為教育工作者是更加的重要，除了因應不可避之的知識洪流外，增加自身的見

聞與智慧更是對在這知識爆炸的時代中，更是對學生的一個責任心。 

 

四、 做個稱職的好導師的策略 

   導師是班級經營的靈魂人物，除了教學之外，尚經常處理繁雜瑣碎的 級務，工

作負擔沉重 (廖俊雅，民 82)，面對這樣多的工作，若是沒有一 套有效的經營管

理方法，各項工作變無法順利進行，要達到神聖的教育目標，就更難達成了。 ( 徐

忠明，民 83 ) 

   營造溫馨和諧的班級氣氛，有賴於增進學習的效果與健全學生人格發展是格外重

要。營造好的班級氣氛必須仰賴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與親師關係的合作，近年來由於

家長的角色轉變，由原本的教育旁觀者轉為參予協助支持者，使得親師關係的合作也

是班級人際經營的重要工作。因此做個稱職好導師的策略是使親、師、生和諧融洽的

良性互動。 

 ( 一 )亦師亦友的師生關係 

  學生在養成教育中導師必須有義務去關懷學生，所以導師與學生間的互動是很重

要的，師生關係與學生在班級中學習成效有高度的相關存在。一般而言，若師生關係

良好，學生對班級態度是積極的、主動參與的。相反的，若師生關係欠佳或不良時，

學生會呈現消極的班級經營態度、排斥班級的活動，並對班級產生疏離敢。如此現象，

教師亦深感困擾，成就感隨之降低，最後將導致學校教育目標無法順利達成( 賴鑫

城，民 81 )，所以師生關係是教師做好班級經營的首要任務。 

  一位受歡迎的導師本身必須先培養基本的素養 － 展現親和力，與學生期望相近

的特質，讓學生樂於親近。接著創造機會讓師生情感交流，增進師生感情，再輔以適



度期望、適應增強、有效能的溝通技巧，如此才能經營出亦師亦友的師生關係。茲進

一步敘述如下： 

1. 成為學生心目中最受歡迎的教師 

    我國傳統的師生關係是強調尊師重道，由於社會快速變遷，社會環境的改變，造

成社會及個人的價值觀改變，因此在師生互動中，師生關係不斷的衍變，教師不再是

權威的化身，學生也不再是無言的受教者，教師評鑑學生，學生亦會評估教師，所以

教師必須打破傳統觀念，去調整心態，培養親和力，去親近學生，關懷學生；教師之

所以不受學生的歡迎，進而造成師生關係緊張是因為缺乏親和力，親和力本質是一種

愛的情感表現，只要發自肺腑地愛學生，關心學生，因此，學生喜歡親近老師，將增

進彼此互相溝通了解的機會，提昇師生情感的品質。建立師生之間深厚的情感，學生

方能將教師的人格特質經由認同而內化形成自己的人格，並會提昇學習成效。 

2. 營造師生情感交流的機會 

    導師可以應用在校的各項時間(班會、週會、早自修、午休或是班級輔導時間等)

或活動(校慶、運動會、家庭訪問、共進午餐、校外教學、團體活動、慶生會、寫週

記等)，製造更多與學生相處的機會，增進彼此的了解，進而發展更深入的師生關係。 

    導師的關懷與用心，學生一定能感受的到；善用在校瑣碎的時間交流情感，相信

會增進師生之間的良好互動。 

3. 使用溝通技巧、培養人際互動的能力 

    誤解的產生往往是因為缺乏溝通，彼此間多些了解，人際距離就會拉近。做老師

的要設法了解學生，同學之間也要互相了解。所以班級應透過個別晤談、班會等機會

多做溝通，班級輔導活動更是絕佳的時段。此外，鼓勵學生主動找導師或輔導老師談

話，並鎮重處理學生所提的各種意見，使教室成為一個沒有溝通障礙的溝通環境。（吳

武典，民 83）良好的溝通技巧可增進師生之間的人際互動，對於有效的班級經營是

重要的。 

    教室要善導學生從人際溝通模式中習得傾聽與接納的特質，亦可從中效法老師如

何去尊重、關懷別人，這都是無形中能同時培養學生在人際互動的能力。 

（二）營造互助合作的同儕關係 

同儕關係的重要是在於同儕關係的經驗，是無法經由親子關係或師生互動所能得到

的，這些經驗往往是學生了解自我，適應未來生活，發站社會能力的基礎，同時，它

對學生當前的學業成就，人格情緒有重要的影響。在教室內，若缺乏的良好師生關係

及同儕關係，學生必不能專注於教室中的學習，也不能含同儕共同討論與學習。吳清

山（民 85）指出同儕關係不僅影響本身群性發展，而且也影響班級行為。導師可以

在下列幾個方向努力。 

1、避免同儕間的糾紛 

學生是好動的，在他們活動中，因來自不同家庭環境的影響多少會帶來不同的觀點，造

成意見不合，有時也會有情緒上的發洩，這些容易造成學生彼此間的摩擦爭執。為了避免班

級同學之間紛爭的發生，導師可以在平時的任何的活動之下必須灌輸同學有互相尊重的觀

念，讓學生建立「己所不欲，勿施於人」的待人觀念，減少學生的自我觀念，學習彼此互相

關懷、支持、協助；制止學生之間產生糾紛實用暴力的方式來解決問題，讓學生了解這是欠

缺理性的動作。 



2、了解學生的次級文化 

班級上的次級文化有的有益學習成就，有的則有害於學業成就。導師對班級應多方面去

觀察、預防，對於有害於學生的次級文化，進而去導正班級不良的次級文化。因此對學生次

級文化應去了解，導正同儕團體中的規範，才能引導學生使其趨向積極面發展，並避免學生

因次級文化的消極影響，而產生抵制變遷、角色衝突、散播謠言及消極的順從等情形發生（徐

鶯娟，民 83），定有助於教師效能之發揮與專業理想之實現。 

3、善用合作學習的方式、建立班級凝聚力 

導師可利用合作學習的方式，來建立學生之間的同儕關係，培養學生與同學之間的良好

互動、團體精神，學生可以從中學習積極的社會行為與態度，並建立班級的凝聚力提供同學

之間善意的互動，讓學生擁有安全感、歸屬感與被尊重的環境和經驗，這是可以營造出班級

精神特色，增加對班級的向心力。 

（三）創造和諧、互動的親師關係 

家長是學生生活中最重要且最具影響力的人，其對學校教育的支持性與否，會明顯的影

響學生在校的學習行為和表現。 

1、親師共同合作，協助學生成長 

現在的這波教育改革下，提倡以學生為中心，學校是為學生而存在的，以學生為主角，

課程的設計因材施教，培養學生創新思考之能力，學生在求學階段的學習歷程中，或許碰到

課業上的困惑、人際關係互動的優劣及未來生涯規劃的迷失等等問題，造成心理上（如：沒

信心、個性孤僻、多疑、空虛..等）或生理上（如：害怕、精神緊繃、憂鬱、燥慮、暴躁等）

的問題存在，這些問題會讓孩子在人際關係上受到排斥或成為大家的笑柄，這不僅是身為導

師必須適時的關懷輔導，亦是家長必須關心配合導師處理這方面事宜，並透過家長與老師共

同合作，讓學生在被關注的環境下快樂成長。 

 

2. 營造和諧的親師關係 

    隨著社會開放，教育水準普遍提昇的情形下，很多家長開始重視「父母教育權」，家長

們想共同促成孩子們的教育成長，因此校園開放是一個不可阻擋的趨勢，教學活動也不再是

老師的專利，因此良好的親師關係，透過家長與老師的合作，可以讓教學的效果加倍；相反

的，不良的親師關係，親師不相往來、互相衝突，則會影響教學的成效，使其大打折扣。良

好的親師互動使家長成為教師教學工作的好夥伴、教學資源的支援夥伴、共同成長的學習夥

伴，彼此坦承相待、溝通良好，一起為孩子的成長盡心盡力。 

3.善用家長及社區資源 

    一個老師要經營一個溫馨和諧的親師氣氛，讓家長扮演關心孩子教學、完全支持老師、

全力支援班上各項服務義工的教育事業合夥人。 

    所以作為成功經營親師關係的導師，應有下列具體做法：1.教師需了解學生，用心經營，

家長才放心。2.與家長積極聯繫，關心孩子。3.舉辦班級親師會或親師懇親會，取得共識，

引導家長支持教師工作，並善用家長資源。 

五、 結論 

    班級就像一個大家庭，要讓學生在好的學習情境下有效的學習，主要是要仰賴班導師的

用心經營班級，養成學生之間互助友愛、競爭學習但不紛爭，師生之間沒有距離，學生可以



在有彈性的紀律中快樂自在而沒有恐懼學習應該是快樂的，教學應該是多元、輕鬆有彈性

的，而紀律應該是有空間的。所以每位導師都應該發揮教育專業的精神與經營班級的智慧，

讓每個學生都能在導師的引領下，充滿自信、充滿愛的學習、成長與成熟。(作者為高雄市

立中正高工化學科實習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