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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衝突，溝通有術」 

花蓮縣偏遠學校社區型和平教育推動實施計畫 

壹、計畫背景 

在⼈類的歷史中，衝突未曾停息。⼈與⼈、種族與種族、國與國、⼈類與

⼤⾃然，甚⾄⼈類還因為信仰的神明不同，⽽發⽣了宗教戰爭。⾯對這個衝突

不斷的世界，我們的⽣活是經常⾯對衝突、解決衝突的⽇常。為何會有衝突？

原因可能是觀點不同、利益不同、需求不同，或是表達的⽅式不同。⽽⽣活在

衝突當中，平常⼈直接的反應是強⼒反擊。但是，這不是⼀個可以化解衝突的

做法，甚⾄會因為暴⼒回應⽽升⾼對⽴態勢，於是短期的觀點誤解、意⾒不

合，變成⾧期的對⽴對抗、暴⼒霸凌，甚⾄武⼒相向，造成難以挽回的悲劇。

如果我們能在平常就先給予學⽣善意溝通和衝突調解的技巧，做到初期預防，

讓學⽣們及⽼師們都能以不同過往暴⼒相向的⽅式來⾯對衝突。⽐如，在發⽣

衝突事件的班級中，學⽣和⽼師並沒有選擇逃避衝突，甚⾄將衝突視為⼀個練

習善意溝通和有效調解的起點，⾧期在衝突產⽣的時空環境下應⽤善意溝通和

有效衝突調解的各項技巧，讓師⽣都能成為和平的締造者，進⽽推廣到家庭和

社區之中。 

近幾年來，台灣師⽣衝突新聞屢屢被媒體報導，在教育現場，師⽣關係似

乎早已出現變化。⾝居第⼀線教學現場的⽼師，更常討論的話題是認為現在的

學⽣愈來愈難帶；但同時學⽣也有不滿想訴說。當教室變戰場，越來越失控惡

化的台灣師⽣衝突問題，怎麼尋求解⽅？ 

台灣 2022年 3 ⽉ 31⽇⾼雄鳳⼭驚傳師⽣衝突，美術⽼師遭學⽣持美⼯⼑

劃傷；據了解，該名學⽣疑似在上課時情緒失控，不慎持⼑劃傷⽼師。接續發

⽣在 2022年台中⼀中發⽣的師⽣衝突事件，因為對報告內容的認知不同，學⽣

和⽼師在⾳樂課上各⾃表達不滿，⽼師甚⾄說出「現在的學⽣可怕到極點」。⼀

切曬在社會輿論下被討論的，都是我們熟悉的⼈事物，最不熟悉的，反⽽是外

界許多透過⽚⾯資訊的臆測與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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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在 2022年末，出現師⽣教室起衝突，⼥⽼師帶菜⼑擺桌上跟家

⾧談判。⾼市某公⽴⾼中附設國中部的陳姓⼥教師，為了管教學⽣上課秩序，

跟班上曾姓⼥學⽣爆發⼝⾓衝突，曾姓少⼥向陳師潑⽔，陳師⼀怒拉曾⼥出教

室時，曾⼥不慎摔倒受傷。當家⾧趕到學校了解時，陳師竟帶著⼀把菜⼑放在

會議桌上跟家⾧談判。2023年底發⽣的新北市國中⽣因阻⽌外班學⽣到班上威

嚇同學，就遭到同校學⽣以預藏⼑刃割頸以致死亡。 

除了上述，過往也曾發⽣⾼中⽣孩⼦叛逆期不服師⾧管教，說謊汙衊師

⾧，家⾧卻溺愛護短去報復⽼師，不當抹⿊指控⽼師暴⼒管教，企圖任意帶⾵

向引導道德輿論的案例。 

從上述新聞事件中，提醒我們校園內的師⽣關係有了變化，甚⾄⽇漸惡

化，根據教育部校安中⼼統計，校園管教衝突事件的通報量，從 2018年開始⼤

幅上升，2020年多達 1921件，其中就以師⽣衝突最多。細看此報告，在 2020

年的通報件數中，師⽣之間的衝突有 470件，占⽐⾼達 24.47％，是最多的類

型；其次像是⾮體罰類的教師不當管教事件，或是教師體罰造成學⽣⾝⼼輕微

侵害事件等等。可⾒校園之間最受到關注的還是師⽣之間的衝突，多年來通報

案量居⾼不下。 

⾯對層出不窮的校園衝突事件，我們不想擔任評判者，去檢討這些衝突究

竟孰對孰錯？或是檢討體制出現了什麼問題嗎？我們想要關注的焦點是如何預

防未來的類似事件發⽣？其實校園中的師⽣衝突，這些問題錯綜複雜且很可能

根本沒有最佳解，也不容易妄下定論。⽽是想要思考，如果有⾜夠的資源投注

在課程教學上，讓校園內的師⾧們先學習善意溝通和衝突調解的技巧，再教會

https://tw.sports.yahoo.com/news/%E9%AB%98%E9%9B%84%E5%A5%B3%E8%80%81%E5%B8%AB%E8%A2%AB%E6%BD%91%E6%B4%97%E7%A2%97%E6%B0%B4%E6%9A%B4%E8%B5%B0-%E5%BC%B7%E6%8B%89%E5%B0%91%E5%A5%B3%E8%B7%8C%E5%80%92%E5%8F%97%E5%82%B7-%E8%AB%87%E5%88%A4%E6%A1%8C%E4%B8%8A%E6%93%BA-%E8%8F%9C%E5%88%80-045516604.html
https://tw.sports.yahoo.com/news/%E9%AB%98%E9%9B%84%E5%A5%B3%E8%80%81%E5%B8%AB%E8%A2%AB%E6%BD%91%E6%B4%97%E7%A2%97%E6%B0%B4%E6%9A%B4%E8%B5%B0-%E5%BC%B7%E6%8B%89%E5%B0%91%E5%A5%B3%E8%B7%8C%E5%80%92%E5%8F%97%E5%82%B7-%E8%AB%87%E5%88%A4%E6%A1%8C%E4%B8%8A%E6%93%BA-%E8%8F%9C%E5%88%80-045516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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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應⽤這些溝通和調解技巧，進⽽影響到家⾧和社區民眾。從學校⾄社會，

都能崇尚和平，讓爭端有所平息。 

創價學會池⽥⼤作會⾧認為，改善社會、實現和平的根本就在教育。池⽥

⼀向強調教育與和平之間的重要關係。他曾如此敘述：「教育的根本⽬的是在青

年胸中培養⼈類愛，和獻⾝⼈類社會的精神。」並說：「要把⼀切知識導向創造

⼈類幸福與和平，唯⼀的原動⼒就是教育。」⼀個民族、⼀顆⾏星若想⽣活於

和平之中，這和平就得來⾃於每個⼈的內在。否則這世界上絕不會存在和平。 

我們要⽇復⼀⽇地培養這和平，要避免無益的爭吵、傷⼈的話語、不必要

的擔憂。我們也要避免替別⼈思考。要為⾃⼰思考並以積極、良好的⽅式去思

考。推動善意溝通的課程，⽬前不僅僅是消弭衝突。更期待把和平的種⼦根植

於⼈⼈⼼中，讓學校的師⾧、學⽣和家⾧、民眾都能⾃我同理、進⽽同理他

⼈、調解衝突。計畫的⽬的在推動⼈道價值，並希望⼈們能察覺⽇常活動與建

⽴社會⾧久和平之間的關係。和平教育計畫會辦理教師善意溝通⼯作坊，然後

訓練後的教師回到校園內，再帶著學⽣善意溝通、⾃我同理和接納。善意溝通

⼯作坊推動對話、對多樣性的尊重、積極的包容⼒以及重視⽣命尊嚴，這些是

促進建⽴和諧⼈際關係的重要⽬標。 

總之，在學校教育中，教師師⾧如何指導學⽣⾯對衝突，並且以妥適的⽅

法來調解衝突，甚⾄消弭衝突，乃是不可迴避的課題。因此，如何在校園課程

教學中融合情緒教育與和平教育等議題，透過教師的善意溝通技巧，⽽減少師

與⽣或⽣與⽣的衝突，乃是現今學校教育努⼒的重點。 

除了學校的教師⾯臨和學⽣、家⾧衝突不斷的難題以外，學校的醫護⼈員

在三年疫情期間，也有許多糾紛產⽣。因為在疫情期間，校護每天都要管理學

校染疫師⽣，向衛⽣局處通報，在要求時效內完成⼈數統計及通報，⾯對無法

配合的家⾧，難免會有⼀些⾔語衝突。不過在經過學校說明程序後，多數⼈會

⽐較可以接受。但家⾧發現家⼈染疫後，⼼中的煎熬、害怕還是難免，尤其在

等待通報及學校回報相關處理程序期間，⼼情起伏，外⼈難以想像。是否可以

正常到校？要幾天後才能上課?篩檢的程序為何？種種疑慮和擔⼼累積的負⾯⼼

態到了⼀定程度，碰到⾔語溝通不良的時候，就會演變成實體糾紛，⽽校護並

且接受到友善溝通的專業訓練，都是以個⼈的情商來⾯對，難免顧此失彼，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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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的情況，時有⽿聞。如果能夠提供衝突調解的專業訓練，對於家⾧和學

⽣傳達出期待與價值觀，在雙向溝通下做出決策，降低彼此糾紛。 

和平始於個⼈──如果個⼈沒有辦法⽤⾮暴⼒的⽅式和週邊的親友和平相

處，那麼遇到衝突事件發⽣的時候，很容易就以批評、攻擊的⾔論因應糾紛。

⽽和平教育計畫的⽬標就是希望透過辦理各項⼯作坊，⽽能將⼈道價值的深植

⼈⼼⽽最終達到以下的⽬標──幫助⼈們擁有建構和平的能⼒。 

可⾒不論是校園的師⽣關係、親師關係到校護與家⾧的關係，都⾯臨糾紛

漸增，⽽舊有的溝通⽅式不⾜以妥善處理衝突，達到⼈我均和，彼此共好的⽬

標。所以扶輪社扶輪基⾦會未來願景計畫希望透過扶輪基⾦會地區獎助⾦來執

⾏他們選擇的當地及國際的計畫，以及申請扶輪基⾦會全球獎助⾦來⽀持下列

焦點領域的計畫：和平及預防／解決衝突、疾病預防及治療、⽔及衛⽣、母親

及兒童保健、基本教育及識字、經濟及社區發展與環境保護。這七個焦點領

域，乃是扶輪社希望建⽴國際關係，改善⽣活，創造⼀個更美好的世界的七⼤

途徑。臺北市達仁扶輪社希望專注在和平及預防／解決衝突這⼀焦點領域上，

透過宣導和平 （Promoting Peace）⽽能化解社會上的暴戾之氣，以促進⼈與⼈

之間的理解。 

貳、計畫緣由 

⾯對多變、不確定、突發事件等的⼯作與⽣活情境，常會擾亂我們平靜的

⼼緒。這時思緒不再那麼的清晰、有效率。連⾃⼰都照顧不了了，⼜怎麼能夠

好好地、有效地回應或照顧團隊成員、其他⽼師、同事及學⽣的需要呢？ 

「NVC同理」是基於⾮暴⼒溝通(NVC-Nonviolent Communication)為基底，連

結感受 (feelings)及需要(needs)，⾃我同理、化解敵⼈形象及同理他⼈的概念與

⽅法。能在短時間內平靜⾃⼰及他⼈紛擾的⼼緒，並建⽴與⾃⼰及他⼈的信任

連結關係。是公認平靜紛擾⼼緒，建⽴信任連結關係，發揮影響⼒，必需具備

及學習簡單有效的好⽅法。此外，NVC更是專注在衝突調解的領域，所以在扶

輪社的焦點領域「衝突轉化、衝突預防及衝突解決」這部分，選擇推廣 NVC，

因為「衝突轉化、衝突預防及衝突解決」是⾮暴⼒溝通的強項。 

https://my.rotary.org/en/exchange-ideas/groups/cadre-peace-and-conflict-prevention-resolution-pcpr
https://www.rotary.org/en/our-causes/promoting-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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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達仁扶輪社，在 2022-2023年的社會公益⽬標是⼈權教育，延續此

⼀⽬標，計畫在 2023年提出和平教育的 GG案，有鑑於近年來校園衝突新聞及

醫病糾紛新聞不斷，預計在 2024-2025年推動花蓮縣的校園及校護、家⾧學習

NVC中衝突調解的技巧，向下紮根⾄國⼩學⽣，橫向協助最常發⽣⼝⾓或糾紛

的親師和師⽣、⽣⽣關係，能夠在這些技巧的協助下，化解衝突，促進社會的

和諧。更進⼀步，指導每⼈⾃我同理，進⽽同理他⼈，讓和平的花朵可以在花

蓮的校園及社區中盛開。 

 

參、合作夥伴概況 

⼀、合作學校概述 

學校名稱 

 

校⾧姓名 聯絡電話 班級數 學⽣數 

吉安鄉光華

國民⼩學 
張世璿 

03-8421611#11 

0932-739280 
6 71⼈ 

壽豐鄉豐裡

國民⼩學 
張佩⽟ 

03-8652183 

0921-098388 

 

6 61⼈ 

花蓮縣卓溪

鄉古⾵國民

⼩學 

李東泰 
03-8846058 

0933-486420 
6 36⼈ 

花蓮縣⽟⾥

鎮樂合國民

⼩學 

趙振國 
03-8886087 

0935-134720 
6 30⼈ 

花蓮縣秀林

鄉崇德國民

⼩學 

謝易成 
03-8621220 

0912-311491 
6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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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條件資料： 

花蓮縣秀林

鄉富世國⼩ 
鄭嘉毅 

03-8611431 

0928-995955 
6 84⼈ 

花蓮縣花蓮

市國⾵國中 劉⽂彥 
03-8323847 

0935-212537 
48 1380⼈ 

花蓮縣吉安

鄉吉安國中 留啟民 
03-8523136 

0919-356427 
9 201⼈ 

花蓮縣吉安

鄉化仁國中 吳盛正 
03-8543471 

0972-226889 
9 183⼈ 

花蓮縣豐濱

鄉豐濱圃中 施宜廷 
03-8791159 

0975-553205 
3 47⼈ 

夥伴名稱 聯絡⼈姓名 聯絡電話 單位 會員⼈數 

花蓮縣中⼩

學校⾧協會 
劉⽂彥會⾧ 03-8323847 

0935-212537 

國⾵國中校⾧ 

140⼈ 

花蓮縣中⼩

學校⾧協會 
施宜廷幹事 03-8791159 

0975-553205 

豐濱國中校⾧ 

140⼈ 

中華民國學

校護理⼈員

協進會花蓮

分會， 

朱秋⾹理事 

 
03-8631011 

⽉眉國⼩校護 

會員 138⼈ 

花蓮縣家⾧

協會 
徐懿⾹理事⾧ 

0933-996064 

全國家⾧團體聯

盟花蓮縣家⾧協

會 
會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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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擇花蓮的學校親師⽣和校護，以及花蓮縣家⾧協會來推動本計畫，⼀

來是因為花蓮的國中⼩多半為⼩校⼩班，在推動衝突調解的學習上，較易交涉

及執⾏。⼆來是中華民國學校護理⼈員協進會花蓮分會負責⼈朱秋⾹理事，表

達強烈意願，希望能夠替學校護理⼈員的姐妹爭取有機會增進衝突調解的技

能，在強烈動機下，要⼀起合作，較易建⽴共識及團隊信任感。同時，花蓮的

校護，在疫情期間，經歷過和家⾧之間不良溝通的痛苦，亟需要溝通技術和調

解衝突的增能，也願意參與本計畫。三者是花蓮縣家⾧協會理事⾧徐懿⾹理事

⾧願意⼀起推動本計畫，讓家⾧也有機會⼀起學習衝突調解的技巧。基於上述

理由，以及臺灣未來對於和平教育的迫切需要，以及關懷、扶助弱勢的理念，

深切期盼有此計畫能在花蓮地區推動，希望在達仁扶輪社的有⼼推動下，讓校

園和醫院都能努⼒推展和平教育，讓學校師⽣、校護、醫院醫護⼈員都能成為

具備和平素養的良好公民。進⽽與影響社區，共創和平社會，締造美好的⽣

活。 

 

 

 

 

花蓮東南扶

輪社 

PP楊清基 

PP Cement 

現為東南扶輪

社區社區服務

主委 

03-8520795 

0935518859 

 

永成建材

五⾦負責

⼈ 

地址： 973花蓮

縣吉安鄉中正路

⼀段 90號 

電話： 03 852 

0769 

 

願意參與計

畫並提供⼀

顆保羅哈⾥

斯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ca_esv=597665655&cs=0&sxsrf=ACQVn0_C7Rkt1QidWUrur39-PWdm26nh3A:1705020549135&q=%E6%B0%B8%E6%88%90%E5%BB%BA%E6%9D%90%E4%BA%94%E9%87%91%E8%A1%8C+%E5%9C%B0%E5%9D%80&ludocid=17876963311173887276&sa=X&ved=2ahUKEwj8mKfB0NaDAxWQhq8BHbr1D4EQ6BN6BAgXEAI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ca_esv=597665655&cs=0&sxsrf=ACQVn0_C7Rkt1QidWUrur39-PWdm26nh3A:1705020549135&q=%E6%B0%B8%E6%88%90%E5%BB%BA%E6%9D%90%E4%BA%94%E9%87%91%E8%A1%8C+%E9%9B%BB%E8%A9%B1&ludocid=17876963311173887276&sa=X&ved=2ahUKEwj8mKfB0NaDAxWQhq8BHbr1D4EQ6BN6BAgVEAI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6%A5%8A%E6%B8%85%E5%9F%BA%E4%B8%AD%E6%AD%A3%E8%B7%AF%E5%BB%BA%E6%9D%90%E8%A1%8C&sca_esv=597665655&sxsrf=ACQVn0_Ry84CcauneVR0XK7EXJmBXgC54A%3A1705020523894&ei=a4ygZYuYNoC-vr0P3MieyAo&ved=0ahUKEwjL-aS10NaDAxUAn68BHVykB6kQ4dUDCBA&uact=5&oq=%E6%A5%8A%E6%B8%85%E5%9F%BA%E4%B8%AD%E6%AD%A3%E8%B7%AF%E5%BB%BA%E6%9D%90%E8%A1%8C&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G-aliua4heWfuuS4reato-i3r-W7uuadkOihjDIIEAAYgAQYogQyCBAAGIAEGKIEMggQABiABBiiBDIIEAAYgAQYogRIo05QtwhYikxwBngAkAEBmAFloAHcBKoBAzcuMbgBA8gBAPgBAcICCxAAGIAEGKIEGLAD4gMEGAEgQYgGAZAGBA&sclient=gws-wiz-serp&lqi=ChvmpYrmuIXln7rkuK3mraPot6_lu7rmnZDooYxI1NDQlPuVgIAIWjMQABABEAIQAxAEGAEYAhgDGAQiH-aliua4heWfuiDkuK0g5q2j6LevIOW7uuadkCDooYySAQ5oYXJkd2FyZV9zdG9yZZoBI0NoWkRTVWhOTUc5blMwVkpRMEZuU1VSVGJIQmxZMUpuRUFF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6%A5%8A%E6%B8%85%E5%9F%BA%E4%B8%AD%E6%AD%A3%E8%B7%AF%E5%BB%BA%E6%9D%90%E8%A1%8C&sca_esv=597665655&sxsrf=ACQVn0_Ry84CcauneVR0XK7EXJmBXgC54A%3A1705020523894&ei=a4ygZYuYNoC-vr0P3MieyAo&ved=0ahUKEwjL-aS10NaDAxUAn68BHVykB6kQ4dUDCBA&uact=5&oq=%E6%A5%8A%E6%B8%85%E5%9F%BA%E4%B8%AD%E6%AD%A3%E8%B7%AF%E5%BB%BA%E6%9D%90%E8%A1%8C&gs_lp=Egxnd3Mtd2l6LXNlcnAiG-aliua4heWfuuS4reato-i3r-W7uuadkOihjDIIEAAYgAQYogQyCBAAGIAEGKIEMggQABiABBiiBDIIEAAYgAQYogRIo05QtwhYikxwBngAkAEBmAFloAHcBKoBAzcuMbgBA8gBAPgBAcICCxAAGIAEGKIEGLAD4gMEGAEgQYgGAZAGBA&sclient=gws-wiz-serp&lqi=ChvmpYrmuIXln7rkuK3mraPot6_lu7rmnZDooYxI1NDQlPuVgIAIWjMQABABEAIQAxAEGAEYAhgDGAQiH-aliua4heWfuiDkuK0g5q2j6LevIOW7uuadkCDooYySAQ5oYXJkd2FyZV9zdG9yZZoBI0NoWkRTVWhOTUc5blMwVkpRMEZuU1VSVGJIQmxZMUpuR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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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暴⼒溝通衝突調解講師簡歷 

負責⼯作 姓名 簡歷 

講師 練友梅 ⽬前是專業的“創新/領導⼒/促進連結-調解衝

突”教練，樂創 教練⼯作室的創辦⼈。為台⼤農

化研究所及美國州⽴⼤學⽔⽜城分 校國際創意

研究中⼼雙碩⼠。曾任職⼯研院化⼯所⾼分⼦分

析鑑定 正研究員兼室主任及⼯研院創意中⼼創

意⼼智組組⾧。在創意中⼼ 期間，曾發展”創意

⼼法 6＋1” “有效團隊創意激盪”等⽅法，並培

訓 150 位創意思路導引師，引導創新團隊產⽣創

意。2012 年起投⼊教練領域， 2013 開始學習⾮

暴⼒溝通(NVC-Nonviolent Communication)，為 

CNVC(Center of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認證

培訓師候選⼈。她喜歡 NVC 的簡單有效，有多 

年的實修經驗，在⼈際各種問題上，⽤它即可搞

定。近年投注⼼⼒於「NVC 同 理」及「NVC 衝

突調解」的擴展，期能讓更多⼈接觸到此 “⽤

⼼”的⼈際互動的 最佳實務，回歸內在的平和，

活出正能量，發揮潛能，活出更美好的⽣命⼒。 

助教 劉育姍 育姍為國⽴⾼雄師範⼤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

⼠； 私⽴朝陽科技⼤學--企業管理系學⼠。具備

遊戲治 療、青少年諮商、家族治療、敘事治

療、合作取向 兒少保護個案、家暴與創傷議

題、兒少與成⼈團體等 專業。 曾任： 基隆市政

府社會處兒少福利課兼任諮商⼼理師 基隆市家

庭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兼任諮商⼼理師 台灣

兒童暨家庭扶助基⾦會兼任諮商⼼理師 新北市

私⽴⼤同育幼院兼任諮商⼼理師 國⽴台北科技

⼤學學⽣諮商中⼼兼任諮商⼼理師 育姍在⼼理

諮商服務約有⼗年的經驗，因重視諮商室內與外

的⾃⼰真誠⼀ 致，約於 2020 年開始學習⾮暴⼒

溝通。希望透過運⽤⾮暴⼒溝通在⽣活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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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幫助⾃⼰和他⼈連結⾃⾝感受和需要，創造

愛與對話的關係，為⽣命帶來 ⾃主與⾃由、和

諧與幸褔。 

助教 吳佩蓁 佩蓁 1991 年畢業於東吳⼤學會計系，同年年底

即進⼊台 新銀⾏。⼯作 21 年後，因要照顧孩

⼦，決定辭職。 2017 年她開始接觸⾮暴⼒溝

通，參加過國內外講師的⼯ 作坊。由於恐懼是

⾃⼰⼈⽣的課題，為了克服恐懼，接受了 同理

⼼教練的協助，體會到⾮暴⼒溝通對⾃⼰的幫

助。之後她加與 NVC 衝突調 解的推動，以及每

⽉⼀次的線上 NVC 同理圈練習⾄今。 學習⾮暴

⼒溝通後，佩蓁外還學習澄⼼(Focusing)，賽

斯， NLP (Neurolinguistics Programming)。近來

發現，⾮暴⼒溝通可以幫助她改善關係， 所以

決定再度⽤⼼學習⾮暴⼒溝通，並運⽤在⾃⼰的

⽣活中。 

 

肆、計畫執⾏⽅式 

⼀、前測 

（⼀）花蓮縣國中⼩教師衝突調解及管教態度前測問卷（⾃編） 

（⼆）花蓮縣國中⼩學⽣知覺師⾧衝突調解與管教態度前測問卷（⾃編） 

（三）花蓮縣醫護⼈員知覺病⼈衝突調解與正向態度前測問卷（⾃編） 

（四）衝突調解焦點團體討論及個別訪談 

⼆、⼯作坊 

（⼀）校園推動⽅案： 

1、113年 7 ⽉-9 ⽉，辦理 5 梯次校園「⾮暴⼒溝通衝突調解」線上⼯作坊，每

梯次預定 30⼈。第⼀梯次課程進⾏錄影，有需要時可以回看。預計有 150位中

⼩學教師參加「⾮暴⼒溝通衝突調解」的訓練，帶回教室去。參加線上⼯作坊

的教師必須在課堂上介紹「⾮暴⼒溝通衝突調解」的理念與技巧，並實際帶領

學⽣練習。⼯作坊結束後，每⽉安排⼀次的線上回流討論，⾄少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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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暴⼒溝通衝突調解的教師社群」，讓實際進⾏教學及實作的教師遇

到困難時，可以在社群中獲得幫助。 

3、113年 11 ⽉起，辦理每⽉⼀次的線上回流，讓教師同聚⼀堂，共同討論⾮暴

⼒溝通衝突調解在班上教學實作情形和困難。 

4、114年 6辦理成果發表。讓各校教師提出各⼈執⾏成果。 

（⼆）校園護理⼈員及家⾧推動⽅案 

1、針對校園護理⼈員及社區家⾧，在 113年 10 ⽉-12 ⽉，辦理五梯次護理⼈員

暨社區家⾧線上⼯作坊，每場預定 30⼈。第⼀梯次課程進⾏錄影，有需要時可

以回看。預計有 150位學校護理⼈員及社區家⾧接受⾮暴⼒溝通衝突調解的訓

練，帶回職場及家庭中。參加⼯作坊的學校護理⼈員及社區家⾧必須參加 114

年 1 ⽉起的六次線上回流，在回流中和其他⼈分享實際應⽤⾮暴⼒溝通的衝突

調解技巧，並回饋省思⼼得。 

2、成⽴⾮暴⼒溝通衝突調解的學校護理⼈員及社區家⾧兩社群，讓學校護理⼈

員及社區家⾧在練習時如果遇到困難時，可以在社群中獲得幫助。 

3、114年 1 ⽉起，每⽉⼀次的線上回流，讓受訓的護理⼈員及社區家⾧同聚⼀

堂，共同討論⾮暴⼒溝通的衝突調解的練習情形及困難。 

4、114年 6⽉辦理成果發表。讓各校教師、學校護理⼈員、社區家⾧同聚⼀

堂，提出各群組的執⾏成果。 

三、和平教室⿎勵⽅式 

對於實踐成功的學校教師或醫護⼈員，由扶輪社予以掛牌，設⽴和平教室獎牌

予以⿎勵。 

四、後測 

(⼀)花蓮縣國中⼩教師衝突調解及管教態度正式問卷（⾃編） 

(⼆)花蓮縣國中⼩學⽣知覺師⾧衝突調解與管教態度正式問卷（⾃編） 

(三)花蓮縣學校護理⼈員知覺親師⽣衝突調解與正向態度正式問卷（⾃編） 

(四)衝突調解焦點團體討論及個別訪談（教師、校護及社區家⾧） 

 

五、成果展現 

（⼀）教師的衝突調解問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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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衝突處理問卷統計 

（三）本計劃教師執⾏成果彙集 

（四）本計劃學校護理⼈員執⾏成果彙集 

（五）本計劃成果研討會 

伍、經費概算（略） 

陸、現今花蓮縣和平教育的困境 

⼀、 本縣離婚率全國第⼀，破碎家庭多，致使兒童缺乏家中⽗母給予正確溝通

及衝突調解⽰範 

（⼀）根據內政部民國 112年 1 ⽉⼾⼝統計資料分析，112年 1 ⽉離婚/終⽌結

婚對數為 3,313對，其中不同性別 3,257對，相同性別 56對，折合年粗離

婚率為 1.68‰。 就縣市別⾔，粗離婚率最⾼為花蓮縣 2.77‰：⼀旦離婚，

造成家庭破裂，單親家庭未必有⾜夠的資源，尤其是須同時肩負家 庭經濟

重任時，恐無法善盡照顧⼦⼥責任，將使⼦⼥的教養及⾝⼼發展均受到影

響。此外，離婚現象⽇益普遍，這些單親家庭成⾧的⼦⼥，特別渴望愛，

但⼜不知道如何⽤愛的語⾔與伴侶溝通，若有爭執，即以過去學習到的⽗

母離婚、切斷關係的⽅式來解決爭端，以致⼗年來，花蓮縣的離婚率及未

婚青年男⼥⽣⼦的⽐率均為前幾名，如何讓破碎家庭的孩⼦，及早建⽴善

意溝通的能⼒，實有必要。 

（⼆）隨著國內離婚率居⾼不下，⼜⼤環境不景氣，愈來愈多年輕⽗母⾃顧不

暇，只得把孩⼦「賴」給⽼⼀輩照顧，甚⾄⾃⼰從家庭⾓⾊中完全消失。

根據衛福部最新研究，國內隔代教養家庭近 8成是由祖母或外祖母⼀肩挑

起重擔；且即使疼孫⼊⼼，⾯對相隔兩個世代的孫輩，仍無法改變其在經

濟、體⼒、親⼦溝通上倍顯有⼼無⼒的事實。在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母

因為承擔孫 ⼦⼥的照顧責任，及對於⼦⼥不負責任，易引發出憤怒或怨恨

的情緒；過度的⾝ ⼼壓⼒負荷、⾓⾊束縛與失落感，使得祖⽗母易⾯臨⾝

體與⼼理⽅⾯疾病，特別 是擔憂⾃⼰死亡後的孫⼦⼥照顧問題，以及對未

來不確定性感到焦慮。加上與同 儕關係疏離、社會⽀持網絡貧乏、經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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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以及⾃⾝需求被嚴重忽略等，都是隔代教養家庭⾯臨的困境。⾯對著

隔代教養家庭⼈數漸增，祖⽗母⼜無⼒指導的情況下，對於單親、隔代教

養家庭背景的學⽣，只能依靠學校教育來加以彌補，⽽透過⾮暴⼒溝通的

課程，指導學⽣同理⾃⼰、覺知⾃⼰的需求，再以合理⽅式表達出請求，

讓祖⽗母和孫⼦⼥之間學會⽤正向表達的⽅式⽽⾮⽤暴⼒相向的⽅式，相

信可以減少不少社會不幸事件發⽣。 

⼆、少⼦化導致⼈際互動機會少：  

（⼀）花蓮縣縣⾧徐榛蔚接受《親⼦天下》專訪時，以花蓮縣政府最新統計數

據表⽰，「在地教學現場最⼤的挑戰就是學⽣數少，」⽬前花蓮縣國中⼩

6班以下⼩校的⽐例⾼達 7成，其中有 4成學校全校學⽣總數不超過 50

⼈，更有 17 校僅有 1⾄ 3 名新⽣。徐榛蔚巧妙⽐喻，學校⽼師⾯對學⽣

數少的教室，就像媽媽在家裡教孩⼦⼀樣。「孩⼦學得很緊張，我是孩⼦

的話，我不會，沒辦法問別⼈只好問媽媽，孩⼦壓⼒很⼤啊……」徐榛

蔚說。 

（⼆）花蓮⼩型學校過多、分散教育資源；代理、代課教師⽐例偏⾼；單親隔

代教養⽐例⾼、中輟⽣⼈數亦偏多，這 些都是花蓮這塊教育荒原上，⽬

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所謂城鄉差異是⽂化資源和⽣活經驗多少的問

題，是沒有提供合適機會和⽅法給孩⼦，但只要教育改變，其他也都可

以改變。」和平教育就是期望透過中⼩學教師的改變，提供合適機會和

⽅法，讓孩⼦改變對⾃⼰過低的看法，⽽願意繼續向善向上發展。 

三、花蓮縣地形狹⾧，醫療資源城鄉差距⼤，偏鄉的醫護⼈員不⾜，更缺乏處

理糾紛的應有能⼒。花蓮縣地形狹⾧，從花蓮市⾄⽟⾥鎮，⾞程約兩三

個⼩時，⽽⼤型醫療機構多集中在花蓮市，以致在偏鄉的富⾥、⽟⾥等

地的學校社區，若有急症病患，因醫療⼈員嚴重不⾜，必須北送⾄花蓮

市區。在緊急北送的狀況下，學校護理⼈員都有不能出錯的壓⼒，以致

當校園意外發⽣，不僅學校⾏政⼈員要擔⼼被告，第⼀線的學校護理⼈

員更必須⾯對不諒解的家⾧，造成關係緊張，後續冗⾧的訴訟更在無形

中踐踏了護理⼈員的尊嚴。如果學校護理⼈員未能具備⾮暴⼒溝通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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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的技巧，很容易在壓⼒⼤且要聯絡家⾧的情況下，⼀旦被家⾧無理

責備，容易引起情緒失控⽽造成衝突。要改善此種不良現象，護理⼈員

與家⾧之間要有頻繁互動，讓家⾧對學校護理⼈員之信任感可以提升

低，彼此關係才能熱絡並建⽴信任感。 

 

柒、預期成效 

⼀、落實⾮暴⼒溝通衝突調解的校園⼯作坊訓練，將和平教育由學校向社區家

庭推廣，使親師⽣及學區居民均能善⽤⾮暴⼒溝通⽽使家庭學校均臻平安

幸福的境界。預計受益⼈數：花蓮縣吉安鄉光華國⼩學⽣數 71⼈，花蓮縣

卓溪鄉古⾵國⼩ 36⼈，花蓮縣⽟⾥鎮樂合國⼩ 30⼈，花蓮縣秀林鄉崇德

國⼩ 90⼈，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 84⼈。花蓮縣壽豐鄉豐裡國⼩ 61

⼈)，以及花蓮縣豐濱鄉豐濱國中 47⼈，吉安鄉化仁國中 183⼈，吉安鄉

吉安國中 201⼈，花蓮市國⾵國中 1380⼈，合計橫跨 7鄉鎮 3764 名學

⽣，若加上⽼師，⼀校初步以 11⼈計算，10 校 110位⽼師，合計師⽣約

3874⼈。 

⼆、為學校護理⼈員辦理⾮暴⼒溝通衝突調解的⼯作坊，使其有處理親師⽣關

係的知能，減少衝突及糾紛。預計受益⼈員；花蓮縣中⼩學的校護預計

138⼈，可再邀請⾼中職學校護理⼈員參與，預計 150⼈。 

三、運⽤中⼩學教師專業社群發展和平教育，提升教師正向教養能⼒。透過⾮

暴⼒溝通衝突調解⼯作坊後的教師社群，讓⾮暴⼒溝通衝突調解成為社群

的共同⽬標，除了參與⼯作坊的教師參加外，也邀請有意參與和平教育的

教師參加。 

四、推廣親⼦善意溝通活動，請各在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共同主題是善意溝

通，引領家⾧推動親⼦善意溝通，減少家庭關係間暴⼒事件。 

。 

玖、經費概算及備案（略） 

拾、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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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對於和平教育的討論並不多，除了《教育研究⽉刊》第 114 期 

（2003 年 10 ⽉）以之為題，從多個⾯向加以引介，⽽有 6 篇⽂章之外， 數

⼗年來，總計也不過 15 篇。較之其他國家，臺灣對於和平教育的關 注，實

在不夠，這當然不是說其他國家如何，我們便要跟進，⽽是和平 教育確實是

個重要的議題。根據 Harris 與 Morrison（2003）合著的《和平教育》中有提

及達致和平的六種取向，書中提及推動和平教育，讓⼈⼈都能覺察每⼈有能

⼒改變暴⼒為與信念。⽽其途徑是透過教導暴⼒之外的變通⽅案；並且在教

育中解釋暴⼒的後果。Harris 與 Morrison 是⼤學教授，在國外開設和平教育

相關課程，達仁扶輪社有感覺於現今社會的流動，在各項科技和經濟活動快

速發展的情況下，⼈與⼈之間的衝突及暴⼒不斷，我們真的需要在臺灣推動

和平教育及善意醫院，讓兒童及成年⼈都學習更多⾮暴⼒溝通衝突調解的理

念與與技能，以求建⽴⼀個適合⼈⼈安⾝⽴命，既同理⾃⼰⼜能同理他⼈的

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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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暴⼒溝通衝突調解線上⼯作坊(每梯次：3⼩時*6 堂, 共計 18 ⼩時)，課

表 

⼀、研習時間（每梯 18⼩時）： 

(⼀) 第 1梯次：7/3、7/10、7/17、7/24、7/31、8/7（三）上午 9:00-12:00  

(⼆) 第 2梯次：7/4、7/11、7/18、7/25、8/1、8/8（四）上午 9:00-12:00 

(三) 第 3梯次：7/5、7/12、7/19、7/26、8/2、8/9（五）上午 9:00-12:00 

(四) 第 4梯次：7/6、7/13、7/20、7/27、8/3、8/10(六) 下午 1:30-4:30 

(五) 第 5 梯次：8/14、8/21、8/28、9/4、9/11、9/18（三）上午 9:00-12:00 

⼆、研習對象（每梯 30⼈）： 

(⼀) 第 1~2梯次：本計畫策略聯盟學校教職員：光華國⼩、豐裡國⼩、古

⾵國⼩、樂合國⼩、崇德國⼩、富世國⼩、明義國⼩、中原國⼩、宜昌

國⼩、太昌國⼩、鑄強國⼩、嘉⾥國⼩、三棧國⼩、中華國⼩、佳民國

⼩、明恥國⼩、稻⾹國⼩、北埔國⼩、北昌國⼩、平和國⼩、鳳林國

⼩、卓樂國⼩、觀⾳國⼩、光復國中、國⾵國中、吉安國中、化仁國

中、豐濱國中、新城國中 

(⼆) 第 3~5 梯次：112學年度初任教師優先、開放全縣對⾮暴⼒溝通議題有

興趣之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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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內容 

第 1 堂：⾮暴⼒溝通衝突調解要點及回到內在平息情緒 

時間  內容 授課⼈員 

00:00~00:10 報到及重要事項說明  

00:10~01:10  ⾮暴⼒溝通衝突調解要點說明與

與流程⽰範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01:10~01:30 ⾃我連結演練－回到內在，讓內

⼼平和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01:30~01:40 休息  

01:40~03:00  ⾃我同理說明及演練－連結感受

與需要，平息因事件引發的情緒 

學習⼼得及反思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第 2 堂 轉化批評/評斷/指責及化解敵⼈形象 

時間  內容 授課⼈員 

00:00~01:30 認識批評/評斷/指責的殺傷⼒及

如何轉化說明及演練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01:30~01:40 休息  

01:40~03:00  化解敵⼈形象說明及演練 

學習⼼得及反思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第 3 堂 同理他⼈：建⽴與他⼈連結及信任的關係 

時間  內容 授課⼈員 

00:00~01:30 什麼不是同理？ 

同理他⼈三層次(同理理解、同

理感受、同理需要)說明及⽰範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01:30~01:40 休息  

01:40~03:00  同理他⼈過程演練(分階段演練

＋六分鐘同理演練) 

哀悼-慶祝-學習 

學習⼼得及反思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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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堂 提出滿⾜需要的有效請求 

時間  內容 授課⼈員 

00:00~01:30 策略與需要的區分 

如何提出滿⾜需要的有效請求 

如何⾯對對⽅說「不」 

表達「不」背後的需要 

滿⾜雙⽅需要的協議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01:30~01:40 休息  

01:40~03:00  提出滿⾜需要的有效請求綜合練

習 

學習⼼得及反思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第 5 堂 聚焦於需要連結的衝突調解(⼀) 

時間  內容 授課⼈員 

00:00~01:30 聆聽及表達怒氣 

區分刺激及原因 

聆聽及表達怒氣綜合演練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01:30~01:40 休息  

01:40~03:00  三張椅⼦衝突調解模式 

⾮暴⼒溝通衝突調解五步驟說明

及⽰範 

學習⼼得及反思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第 6 堂 聚焦於需要連結的衝突調解(⼆) 

00:00~01:30 ⾮暴⼒溝通衝突調解五步驟，第

⼀∼第四步驟：連結雙⽅需要演

練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01:30~01:40   

01:40~03:00  ⾮暴⼒溝通衝突調解五步驟，第

⼀∼第五步驟：提出滿⾜雙⽅需

需及達成協議演練 

⾮暴⼒溝通衝突調解要點複習 

學習⼼得及反思 

講師：練友梅 

助教：劉育姍、吳佩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