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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達志影像  

大師兄和二師兄發生激烈爭吵，吵完之後，大師兄跑去找師父評理，大

師兄告訴師父說，二師弟是如何的可惡，師父聽完之後說：「嗯！你是對的。」

大師兄於是開心地離開。過了不久，二師兄也跑來找師父評評理，師父聽

完了之後，對著二師兄說：「嗯！你是對的。」 

在師父房門外掃地的小徒弟看到了整個過程，心中感到大惑不解，忍不住

跑去問師父：「師父您說大師兄是對的，後來又說二師兄是對的，怎麼可能

兩個人都是對的呢？一定是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錯啊！那麼到底誰才是

對的呢？」師父對著小徒弟說：「嗯！你是對的。」 



立場與觀點 

上面這個故事是一個流傳廣泛的禪學故事，該怎麼解釋，就看要站在什

麼立場，或是對人生有多少體悟。換個角度說，許多的爭執只不過是立場

不同罷了，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 

說完故事的洪老師，發現學生的眼神充滿著迷霧，顯然並不清楚這個禪

學故事所要表達的內涵，於是洪老師隨手拿起一個板擦，將板擦有文字的

那一面對著學生，接著問學生：「如果請你們描述所看到的板擦，你會怎麼

說呢？我想你會說，它是用紙做的長方形物體，表面有白色文字且底色是

黃色。你相信你說的是真理，因為你相信自己看到的是事實。」 

洪老師繼續舉著板擦，「存在於你我之間的板擦，如果讓我來描述，我

會說板擦是長方形這一點我同意，但它絕對不是用紙做的，很明顯地，它

是用布料做的，而且表面並沒有文字，只有各種顏色的粉灰黏附在上面。

如果各位僅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事實，必定會認為老師是睜眼說瞎話；如果

我也只相信眼前的事實，同樣會覺得各位根本就是無理取鬧。假設我們都

很堅持，一定會為各自所相信的真理吵得不可開交。」 

說完後洪老師將板擦翻轉過來，「現在各位看到我剛剛所見的板擦的另

一面，而我也看到了各位所見的另一面，你我應該都會恍然大悟，原來對

方說的也是事實。那麼，剛剛的爭執到底誰對呢？你可以說都對，因為我

們都在敘述著所看到的事實，既然都對，那為什麼還會有爭執呢？因為你

我都沒有站在對方的立場來看眼前的板擦。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受教育的

目的之一，透過教育，我們學著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一件事，當我們能夠比



別人運用更多的角度來看一件事時，就是這件事的專家了。如果社會上每

一個人都能用不止一個角度來看事情，那麼許多不必要的爭執肯定是會減

少的。」 

別縱容自己當兼差心理諮商師 

羽平是班上的特殊生，雖然是男生，長相卻清秀得像女生，說話、動作

也很斯文，大概是因為這樣，所以常常被同學背地裡嘲笑「很娘」。羽平有

一次走過欣雅的座位旁邊，不慎把欣雅最心愛的保溫瓶打破了，當時欣雅

並不在場，因此不確定情況是不是如同羽平所說的「不小心」，或者根本就

是存心不良，因為羽平「很怪」，說不定他是故意打破。欣雅告訴同班好友

這個想法，好友又告訴班上其他人，說羽平絕對是故意的，同班同學間開

始互傳羽平「最愛故意」打破別人的東西；社團課不同班的好友會聚在一

起聊天，羽平的話題再度「不小心」被提起，使得他在同學閒話中，變成

了一個看到漂亮女生就會很變態地去破壞人家東西的神經病。 

這些話語有一天終於傳到了導師的耳裡，導師很驚訝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趕緊找羽平來談談。羽平聽到老師轉述「欣雅認為你故意打破了她的保溫

瓶」這句話時，感到老師偏心欣雅（若老師是以轉述的語氣說：「欣雅告訴

我，你故意打破她的保溫瓶，這是她的說法，我現在想聽聽你的說法。」

羽平會感到被公平對待），於是在敘述這件事時，不自覺地產生了防衛心，

措辭帶有攻擊性，而這總會夾雜著不少難聽又偏頗的言辭，導師也很自然

地將偏頗、難聽的部分延伸，開始糾正羽平需要注意口氣，說話要有同理

心等。 



當學生之間發生衝突，通常老師都不會在第一時間知道，也就意味著摩

擦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不論是透過何種方式知道，老師都未必全盤了解

衝突雙方的爭執過程，如果斷然介入衝突，並且當一個「仲裁者」，反而可

能引發出更多的「未來衝突」。 

學生需要的是可信賴的傾聽者，可信賴的關鍵是要讓學生相信老師絕對

不會將他的話和別人講，當然更不會稍微包裝後貼在 Facebook 公諸於世。

老師若有機會，可以適時當個不同觀點的引導者，這個機會不一定會出現，

若是沒機會，千萬別「驕傲」地自認很專業而不斷說教，不斷「灌輸」觀

念，一旦忍不住說教，立刻會從傾聽者轉變成惹人厭的嘮叨者。 

老師若是稍稍縱容自己擔任起「心理輔導諮商」的工作，那將會是一個「大

膽」而「高風險」的舉動。心理輔導諮商是一門專業活，非擔任心理諮商

輔導的老師承認自己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乃是天公地道，沒什麼好慚愧，再

說導師與導師班的學生有相當強的連結關係，基本條件上就已經不適合擔

任學生的心理諮商師。 

老師該做的就是傾聽，說白了也就是讓學生倒垃圾，垃圾倒出來了，就

加以分類一下，若判斷屬於細菌嚴重滋生，已經腐敗到會傷害身心靈，就

轉介到輔導室，是的，就是只有這樣。這是尊重輔導專業，就像輔導老師

不會來教國文、英文、數學一樣。那麼，如果輔導老師的專業也不足呢？

別擔心這一點，至少輔導老師擁有比一般科老師更多的管道可以再轉介出

去，有更大的機會能找到正確的人來幫助孩子。 



不要問誰「欺負」你 

小晨的父母管教很嚴厲，當小晨做錯事時，除了嚴厲制止，還會長篇大

論講道理，告訴小晨背後的原因。小晨很聽話，也把父母的行為準則加以

內化，所以當他與同學相處的時候，同學若是犯錯，小晨也會很嚴厲地指

正，同時說出長篇道理，這種狀況使得同學不喜歡小晨，有些男同學是非

常直接地嗆小晨，對於這種態度，小晨倒覺得還好，因為父親比同學更嗆；

不過對於女同學的集體排斥，小晨就感到難以忍受了，這是一種無影無形

的情緒虐待，於是小晨開始不斷討好大家，但是愈討好地位就愈低，討好

行為等於把自己確確實實地擺在隨時可以被羞辱的可憐小跟班位置上。 

當導師的人，大約都經歷過學生突然哭哭啼啼跑進辦公室的狀況，這時

導師千萬別問是誰「欺負」你，因為這樣等於一開始就直接把問題定位在

黑與白、是與非、對與錯的二元對立思維，學生之間發生摩擦本來就是他

們來學校的目的之一，學校教育的重點本來就在引導學生思考該如何處理

摩擦，若處理摩擦失控，則再更進一步地學習處理如何解決衝突。因此一

步一步來，一開始先直接問「怎麼了」，了解片面的說法後，再逐步從不同

學生的個別談話裡，拼湊出較完整的面貌，核心方向是找到關鍵性的學生

做個別的「引導」，並創造出學生們可以自行努力解決問題的空間。 

「自行努力解決問題」非常重要，這就是學校教育的主要價值之一，若

是費盡脣舌一個個「教訓」，或是全班一起集體教訓，只會弱化學生間的情

感，強化個別學生間的對立，並且創造出更多不必要的微妙裂痕，而且也

剝奪了學生學習成長的機會。 



過分稱讚反而害學生被孤立 

許嘉惠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導師很喜歡她，經常在班上公開稱讚她，

可是班上選班長、選優良學生都不會找嘉惠。說實話，嘉惠在班上的人緣

不太好，她並不是一個討人厭的學生，也不是同學口中所謂的無腦白目。

之所以會被同學孤立，主要是因為新生入學時，同班同學彼此都還不熟悉，

老師看到嘉惠上課非常認真，因此特別喜歡她，一直在班上公開說嘉惠真

聰明、嘉惠很認真、嘉惠這個好、嘉惠那個棒，讓嘉惠瞬間成了大家的眼

中釘。 

如果嘉惠再聰明一點，聰明到足以了解老師的稱讚與寵愛，會給自己帶

來一堆敵人和不必要的麻煩，或許可以私下和老師溝通自己的憂慮，只是

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而且超齡的任務。 

從老師的角度來說，成績優異的學生實在不需要刻意錦上添花，學生有

驕傲之心時，需要適時提醒虛心的重要(當然老師能力必須夠強大，才能服

人)，學生有狂妄言行時，需要適時喚起同理心，學生有自掃門前雪的態度

時，需要適時教導吃虧也是占便宜的哲學。 

班上成績落後的學生反而才需要老師刻意從旁關注，對於成績落後、自

信心不足的學生而言，老師一句鼓勵與肯定，有時會讓學生一輩子記住。

有些成績落後的學生根本不適合走升學之路，卻又因為能力與信心不足，

無法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他們迫切需要老師指引一條「成就自我」的道

路，每當這類學生聽到老師贊同他們去當廚師、美髮師等技職訓練的選擇



時，你會看到他們的臉上突然有了光，眼睛都亮起來了，覺得生命終於有

了一線希望。 

希望是一種能量，可以點燃年輕學生對生命的熱情，希望加上熱情，你

會看到平時暮氣沉沉、上課總在睡覺、考卷總是空白的學生，開始願意吸

收知識，願意學習他想要的資訊，開始積極尋找一條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開始真正關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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