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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进
看教育

文/ 苏明进

老师，
我孩子被欺凌了……

中午，一位妈妈气呼呼地站在教室外，说想和我谈一

谈。

她说孩子长期上学都不开心，一直被同学针对、欺

凌，每回开学前男孩都表示他不想来上学。

妈妈说，上回跟老师电话沟通后，状况不知怎的，

反而愈来愈严重了；她觉得有必要来学校当面和我表达清

楚，希望我能好好处理班上同学的行为，让男孩能有安全

的学习环境。

家长和老师，理解不一样时

我先表达我的立场：“平时我在班上，就非常要求同

学之间的言语表达，应该要彼此有礼，绝对不可以有伤害

他人、乱取绰号、言语欺凌的状况。这些行为是我很在乎

且严格禁止的。”

学生们昵称他为“老苏”。毕业
于台中教育大学自然科学教育系
硕士班。除了任教，目前正在台
湾师范大学研究所攻读博士班，
著有《希望教室》和《让孩子潜
能大大发光》等书。

我说他进步很多，

这一年来，都跟那

些曾经真正言语欺

凌他的人相处得不

错。那么难搞的人

都有办法相处了，

又何况是这几位小

女生……

转载自：《交心—启动孩子的内
在动机》（教总简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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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其实男孩每天在校都笑咪咪

的，他并没有向我反应在班上有任何不舒

服的情形，在联络簿里的文字也都蛮正向

的。我们关系很好，他其实可以先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

妈妈说：“他就是一个不敢跟老师说

的孩子，但他每天都跟我讲同学又怎么弄

他，一直跟我说他不想来学校上学。”

我说：“可是他昨天才写说他舍不得

毕业耶！而且一整天下来，我看他跟同学

玩得有说有笑的。”

谈了很久，感觉这些对话不太有交

集，我们谈的孩子彷佛处在平行时空里。

我请妈妈给我一点时间和孩子聊一聊，我

会调查清楚是哪些同学、哪些行为，我才

有办法后续处理。

我把孩子找出来，和他聊了一节半的

时间。除了想了解他与同学的互动情形，

也辅导孩子如何和同学相处、怎么样做好

课题分离，不要用别人的问题来伤害自

己。

觉察自我，看清自己

晚上，我拨了一通电话给这位妈妈，

妈妈一接起电话就说：“谢谢老师有跟孩

子聊，他回来后很开心，明显松了一口

气。”

“很开心孩子回去后变得开心，看来

今天的聊天很有成效。”

不过我还是耐着性子的再把内容再解

释一遍：“我有问了他，他说在班上其实

有不少好朋友，每天来上学也算开心。他

说即使想到那些女生就不快乐，但在寒假

期间他还是会想念上学。”

“我询问男孩女生们如何排挤他，他

举了几个例子：这学期某位女生对他翻了

白眼，还有某两位男同学在谈他带了很像

幼儿园的包包，就没有其他的状况了……

再问到上学期，他说有几位女生一直躲

他，或不跟他互动往来，或误会他在挖鼻

屎……就这些，其他就没有了，我一再向

他确认，但都是一些感受的问题，而不是

真实的欺负行为。”

“我对男孩说，在班上他是我很疼

爱的学生，因为我觉得他跟我小时候很

像。个性很纤细、高敏感、很看重别人对

我们的看法，很认真，怕别人不喜欢我

们……”

人我问题，分辨清楚

“但我跟他解释，这些女孩，对待其

他人其实也都是这样，包括连跟我相处，

也一直躲着我，或用冷淡的表情与我互

动。她们这些行为，都源自于她们的家庭

出了一些状况，她们只能用‘躲’或用‘

冷漠’来武装自己……我向男孩举了很多

的例子，他才恍然大悟，女孩们平时就是

这样与人相处，而不是针对他个人。”

“我向男孩解释，男孩的心情应该是

受伤，因为他有主动释出善意，但那些女

生借完东西后就继续对他不理不睬。但我

对男孩说明，她们就是这样对待其他同学

的。她们本身在人际关系上就有状况，一

直处在小圈圈里，到最后也把自己弄得遍

体麟伤，搞得人缘很差。那真的是她们自

己的课题，而不是针对你。”

“我对男孩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过

不去的问题，因而衍生出一些课题。我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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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不要把别人的问题，变成是自己的问

题，揽在自己身上伤害自己。”

课题分离，非常重要

妈妈听完后，也发出恍然大悟的一

声“哦”。妈妈表示她听闻亲戚的小孩被

伤害过后，长大后变得很极端。她也提及

在公司或家里，自己也曾经被别人这样以

冷漠伤害过，所以她才会坚持要来学校找

我处理此事。

我都懂。

男孩的家庭破碎了，妈妈无法接受而

重度忧郁症发作，数度送医。男孩天天担

心着妈妈会出事，他整天心神不宁。他过

于高敏感的个性，复制着妈妈个性上的自

卑与不安，让他在面对来自他人不喜欢自

己的眼光时，只能一直用最负面消极的想

法往心里最深处钻……

我说：“我问男孩聊完开心吗？他回

答我心情好很多，我又问能撑多久？他回

答我一天。”

妈妈苦笑着。

我说：“所以我告诉他，心要强壮

啊！因为人生的路上，会遇到无数不喜欢

我们的人。我向他举例：在学校也有不少

不喜欢我的同事，但人生就是这样，我们

无法指着他们叫他们不可以讨厌我们、不

可以在背后弄我们。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

地做好课题分离的练习，告诉自己心脏要

强壮。”

妈妈再度“哦”了一声。

其实，这些话不单单只是在说给男孩

听，也在说给心灵受苦的妈妈听。

“我赞美男孩，我说他进步很多，这

一年来，都跟那些曾经真正言语欺凌他的

人相处得不错。那么难搞的人都有办法相

处了，又何况是这几位小女生？”

“我在他离开前，让他做了一些练

习，要他反复练习说出：‘别把别人的问

题，当成是自己的问题，拿来伤害自己。

心脏要练习强壮一些。’”

“所以我有跟他说，只要有心情不舒

服，尽管来找老师。如果老师在忙，或觉

得没什么，或没有安抚好他的话，一定要

隔天再来找我聊聊。我一定会好好地开导

他。”

“之后，我也会每个礼拜找他来聊

一聊，希望他好好地学习人际关系的课

题。”

妈妈说：“我就是怕他在这个阶段

没处理好，到下个阶段会出现更大的问

题。”

妈妈再三道谢后，就挂了电话。挂完

电话后，我的心里极度复杂。

开心的是，这事可以告一段落。深叹

一口气，是因为这男孩、这家庭，并不会

那么容易就松开这许多死结。

但肯定的是，我感受到阿德勒的课题

分离是如此的重要。课题分离，是终于愿

意好好地爱着自己，是喜欢在每分每秒做

出任何反应的每个自己。

不管大人、小孩，不管几岁的人类，

都真的要好好地学习这门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