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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學生適應學校生活的策略與同儕文化為研究主題，並擇定國中學生為研究對

象，以瞭解國中生對於學校生活的適應模式。透過資料的分析與訪談調查的結果，我們發

現，影響國中生的學校適應策略與同儕文化之因素，可歸納為下列五點：師生關係、教學

方式、課程活動、學校制度與同儕影響。而國中生為了適應學校生活，不僅會形成同儕文

化，且會發展出因應的策略。最後則提出一些思考的方向，以作為教育人員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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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adaptation strategies to school living and peer culture. Som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school life adaptation 

modes. 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results shows that �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school life adaptation strategy and peer cultur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eaching method, course activity, school system, and peer pressur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daptive skills to school life not only forms peer culture but also develops 

responsive strategies. Finally, study approaches are proposed to serve as reference for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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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統以來，學校教育一直是傳承人類文化的核心。學校的設立常被認為是促進社會流

動，有助於社會均等，以及實現社會正義的重要機構 ( 吳瓊洳，�000)。在結構功能論學

者的眼中，學校扮演社會分工體系中關鍵性的角色，它提供維持社會平衡運作所需的專門

知識與職業技術；不過在衝突理論學者的眼中，學校其實早已成為階級再製的工具，因此

在學校場域中充滿了衝突、壓榨與宰制。

前述兩大學派對於學校教育的看法雖然殊異，但前述現象確實都存在於學校真實的場

域中。以研究者實際擔任教學工作的經驗來看，結構功能論提到的「適應」，與衝突理論

提到的「反抗」，這兩種截然不同行為的發生原因，除了與學生的社經地位有關係，也可

能與學校文化有關連，或是受到同儕文化的影響，甚至於還包括家長的管教方式、老師的

教學行為等不同原因。

由於牽涉到的相關因素太多，因此研究者只擇定學生適應學校生活的策略與文化為研

究主題，並以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會有這樣的構想，一來是因為研究者服務的國小，每

每出現畢業生無法適應國中生活的情況；再者則是在入班觀察國中學生對於學校課程的看

法時，透過觀察及訪談資料的分析，發現學生為了適應學校的生活，不得不採取一些必要

的策略，且自然而然地形成相同的同儕文化。

本文除了探討相關理論外，並且從國內外相關的研究中加以歸納分析，並輔以學生訪

談資料加以佐證，最後則提出研究發現、結論與建議，以供相關人員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理論議題

本研究從結構功能論及衝突理論等不同觀點，深入探討學校適應策略與學生文化形成

的可能原因。分述如下：

（一）結構功能論

對結構功能論學者而言，社會是一個結構化的有機體，社會成員具有相當程度的「同

質性」，這指的是彼此有相近的價值觀、態度與信念，因為具有同質性，才能促使社會活

動產生「和諧」與「相互依存」的關係。簡言之，社會是一個穩定、和諧、統整與調適的

有機體（姜添輝，�00�）。

Durkheim 提出「有機連帶」的概念，他認為有機連帶的社會具有整合的能力，把分

工和分化後社會各階層的不同興趣，凝結於社會體系之內，以維持社會的團結與秩序。個

體分化反而增強了相互間的依賴性，故社會愈趨向分工，個體愈加需要倚賴他人（引自譚

光鼎，�00�：�0-��）。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運作，必須建立社會成員的「共同價值體系」與

「社會規範」，以促使社會結構持續往更穩定與功能導向的結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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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機連帶的社會中，「分化」是主要的社會特徵，教育活動的目的是將兒童與青年

社會化至成人的世界中，因此，學校要協助學生進行社會化，學習扮演各種社會角色與社

會行為，並認同社會價值，以融入社會生活，共同維護社會秩序。

在這種功績式社會的教育制度中，學生必須學習如何憑藉自己的能力，獲得師長的

認同，以成為師長眼中的「好學生」。在我國學者的研究中，亦發現我國學生確實有以

學業成績好壞作為同儕分類標準的次文化特色，並且表現出高度的順從傾向（陳奎憙，

���0）。

不過值得教育人員留意的是，結構功能論隱藏著偏差的意識型態，所謂的功績式社會

或以能力為本位的教育功能，其實都可能只是資本主義所使用的宰制工具，學校的制度、

課程、教學、考試等所反映出來的或許就是統治階級的道德、興趣與文化。身為教育人員

必須時刻加以檢視、反省與修正，以免淪為統治階級鞏固政權、宰制他人的打手與幫凶。

（二）衝突理論

衝突理論學者強調社會中的對立衝突、變遷與強制性等現象，他們質疑學校的中立

性，認為學校並未扮演社會公平的角色，雖然學校教育具有社會化及選擇的功能，但卻只

是再製了社會階級之間不平等的現象（陳奎憙，����；姜添輝，�00�）。

Marx 認為資本社會的生產體系存在著壓榨的本質，由於生產技術的簡化，導致普羅

化的現象，不僅限制了人類的心智思考，更形成了主客倒置的現象，產生了「異化」的情

況（引自姜添輝，�00�：��-��），使得人與人之間不斷地對立、衝突，也讓人的主體性遭

到貶抑與物化。

Gramsci 修正了 Marx 的理論缺失，提出「文化霸權」理論，他認為統治團體維持優

勢地位的方法，並非只是單純憑藉政治與經濟的壓迫，更需要取得被統治者的認同與支持

（引自黃庭康，�00�：��-��）。

Bourdieu 也認為再製與符應現象的產生，不全為社會上的政經因素所決定，而是透過

階級之間的「文化資本」，包括：語言、文字與生活習性的不同，以遂行社會控制的任務

（引自陳珊華，�00�：���-���）。

然而在學校教育中雖然充滿矛盾、衝突與對立等現象，學生卻也未必全然接受社會既

存的規範與價值，尤其是學生所形成的次文化，常能「穿越」再製的循環，展現出「相對

自主性」與「創造性」等不同風貌（王麗雲，�00�）。近年來，國內外的研究中，都發現

學生確實出現自主性的抗拒行動，並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或同儕的文化（Willis, ����; Ogbu, 

����；黃鴻文，�000；吳瓊洳，�000）。

衝突理論可以引導我們不斷反省與思考：當學生出現所謂的「偏差行為」，穿著「奇

裝異服」，說著成人所不能理解的「火星文」，並且過著「標新立異」的生活時，這些現象

背後所隱含的學校問題，很可能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檢視學校制度、課程活動、教學方式、

師生互動等各方面，是否仍是傳遞優勢階級意識型態的工具，師生是否能夠站在平等的立

場來進行互動等，惟有深入到形成此種現象的成因，才有可能發展出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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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生活適應策略與學生文化

（一）學校生活適應策略

學校是一個微型的社會，一方面學校扮演著學生社會化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在社會

化的過程中，因師生關係、教學方式、課程活動、學校制度、同儕互動等不同因素的影響

（郭丁熒，����；方德隆，����；吳瓊洳，�000；姜添輝，�00�；宋佩陵，�00�），而使

得學生與學生、教師、學校之間產生了觀念與行動的一致或不一致的現象。

當學生與學生、教師、學校之間的期望不同，而產生了觀念與行動的衝突時，就會

發生「調適」、「反抗」等情形。美國學者 Robert Merton 以學生對於學校目標及學校用以

達成這些目標的工具的接受與否，將學生的行為類型分成順從型、創新型、儀式型、退縮

型、反叛型等五種（引自張建成，�00�：��）；英國學者 Peter Woods 則以 Merton 的分類

為基礎，綜合相關研究發現，分析學生團體是否形成不同類型的次文化。研究結果發現，

在面對學校的文化目標與達成目標的方法上，學生可能會採取不理會、遷就、認同、拒

絕、矛盾等方式，因而產生順從、退縮、諂媚、機會主義、叛逆、形式主義、不妥協、隨

波逐流等不同類型的策略（引自黃鴻文，�000：���-���）。

學生所採取的策略屬於反應性的策略，常隨教師或學校所採取的策略而有所不同。

Pollard (����) 認為，從學生的觀點來說，當教師採公開妥協的策略時，他們就會信任與

尊重教師及其決定，表現出順從的態度；當教師為了應付瑣碎複雜的班級事件時，常採取

例行化的策略，對學生加強行為控制。此時，學生對於班級規定早已能輕鬆應付，故採取

打混的策略；當教師採取操控的策略以促使學生做到教師的要求時，學生則相對採取迴避

退縮的策略，以擺脫教師的掌握；當前述三種策略都無效時，教師就會採取支配的策略，

若學生連成一氣，足以與教師抗衡時，就會採取反叛的策略，無視於教師的權威。

由此可知，在學生社會化的過程中，為了適應學校生活，不論是安分守紀也好，或是

調皮搗蛋也好，都會採取必要的策略，以發展自己的生活經驗，形成自己的生活觀點。

（二）學生文化

對於文化的內涵，各家論述不一。陳奎憙 (����) 指出文化是人類生活的方式，是存

在於人類社會中一切知識、信仰、法律、道德、習俗、行為，甚至人工製品等所構成的整

體。黃鴻文 (�00�) 則以人類學家對於文化的分類概念為基礎，將文化區分為行為模式與

內在理念，並提醒研究者留意所蒐集到的資料中，可能會呈現出行為與理念一致與不一致

等各種情況。

事實上，學生文化的形成，深受學校及同儕的影響。張建成 (����) 的研究就發現，

學生受到學業成就及活動取向等不同因素的影響，因而產生統整型、社交型、主知型、冷

漠型等四種不同類型的同儕文化；Willis (����) 研究勞工階級的學生，發現他們以服裝、

習性、行為風格、語言、個人表現與團體的互動等文化實踐方式，作為同儕團體識別的標

幟，並生產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次文化；另外 Ogbu (����) 針對黑人學生的研究指出，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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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結構不平等的體制中，他們發展出「仿效白人」、「忽視學業成績、成為運動員」、「取悅

同儕」等不同策略，來應付學校生活中不同情境的需要。

而關於學生文化的相關研究，都必須放置於特定的時空背景與社會文化脈絡中加以分

析，才能理解其真正的意涵，尤其是學生為了適應學校生活，所運用的不同策略，並因而

形成不同類型的學生次文化。

從前述理論探討與研究分析可以得知，學生文化與學校及同儕等因素具有關連性，另

外在學生次文化中亦可能出現學生創造的「符碼」，透過符碼的解析，可以讓我們很快就

能掌握學生文化的內涵。

（三）學校適應策略與學生文化的關係

至於學校適應策略與學生文化的關係為何？研究者綜合前述探討，將其放置於臺灣

社會根深柢固的「科層體制」及「升學主義」的文化脈絡中加以檢視，並從不同理論分

析「學校制度與規定」、「學校課程與教學」、「師生與同儕互動」等因素影響下，國中生

「行為模式」與「內在理念」兩者一致與不一致等各種情況下（郭丁熒，����；方德隆，

����；吳瓊洳，�000；姜添輝，�00�；黃鴻文，�00�；宋佩陵，�00�），學校適應策略與

學生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分述如下：

�.「陽奉陰違」對「敷衍了事」

從結構功能論的觀點來看，在學校嚴密的科層體制中，不同的職位扮演著既分工又合

作的角色，以發揮管理與監督的作用；而明確的獎懲規定，亦符合功績式社會對教育制度

的期望，由於國中生為了符合學校規範，就算心裡有千百個不願意（內在理念不認同），

仍然勉為其難地表現出學生應有的行為表現（行為模式與內在理念不一致），於是逐漸形

成「陽奉陰違」的同儕文化，久而久之也發展出一套「敷衍了事」但卻又能交差的學校適

應策略。最常見的就是學生對於學校穿著的規定，為了應付行政人員的檢查及公開儀典的

要求，學生會在特定的時間內穿著齊整，但是一離開特定的場合與視線，他們就會盡可能

的標新立異，以突顯出屬於自己的個人風格。

�.「心悅誠服」對「積極配合」

再從結構功能論的觀點來看，學生在功績式社會的教育制度中，深刻地體認到唯有

憑藉自己的能力，才能獲得師長的認同，成為師長眼中的「好學生」，而且學業成績的好

壞，是獲得一張具有市場經濟價值文憑的最佳武器，於是，學生會以學校及教師訂下的規

定與設定的標準為努力的方向（內在理念認同），並表現出認真積極的態度（行為模式與

內在理念一致），於是逐漸形成「心悅誠服」的同儕文化，久而久之也發展出一套「積極

配合」的學校適應策略。最常見的就是學生對於學校的種種獎勵制度，包括：學校及班級

學業成績排名、成績優異獎學金的申請等的極度重視等，就算無法達成預期的目標，他們

仍然會全力以赴。

�.「矛盾懷疑」對「批判反思」

從結構功能論與衝突理論以外的觀點來看，學校應該扮演引領學生發現週遭環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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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現象，並提出自己的觀點及行動的角色，然而學校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大多以維

繫社會和諧運作為主要內容，學生雖然認同所學習到的知識（內在理念認同），但是一旦

接觸到社會上不公不義的問題時，就會產生質疑，因此無法順應現有體制的行事方式（行

為模式與內在理念不一致），於是逐漸形成「矛盾懷疑」的同儕文化，久而久之也發展出

一套「批判反思」的學校適應策略。最常見的就是學生雖然相信教師或教科書所傳遞的訊

息，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卻發現不為人知或相反的另一面，造成理念與行為的衝突，因此而

觸發學生批判反思的思維與行動。

�.「反叛對立」對「抗拒衝突」

從衝突理論的觀點來看，學校教育中充滿矛盾、衝突與對立等現象，由於學生未必會

全然接受社會既存的規範與價值（內在理念不認同），尤其是在學生「洞察」到諸多加諸

於他們身上的不平等後，更可能會出現自主性的抗拒行動（行為模式與內在理念一致），

並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或同儕的文化，於是逐漸形成「反叛對立」的同儕文化，久而久之也

發展出一套「抗拒衝突」的學校適應策略。最常見的就是學生與老師之間的對立衝突，使

得學生會運用抗拒的策略，來表達自己的意見與不滿，以彰顯自己的「主體性」。

三、相關研究之評析

與學生同儕文化有關之研究中，Ogbu (����) 研究黑人學生的同儕文化，發現同儕的

影響是影響學生同儕文化的主要因素；吳瓊洳 (�000) 研究國中生反學校文化，發現影響

學生同儕文化的因素包括：師生關係、教學方式、課程活動、學校制度及同儕影響；黃

鴻文 (�00�) 的民族誌研究提到，學校制度是形成學生同儕文化的主因；蔡榮貴與林士乾

(�00�) 研究國小五年級師生權力關係，指出建立良好師生關係具有關鍵的影響力。綜合以

上研究，可歸納出影響學生同儕文化之因素為下列五點：師生關係、教學方式、課程活

動、學校制度與同儕影響。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觀點

詮釋性研究是一種主位取向的研究，也就是從被研究者的立場進行的研究。就學生文

化研究而言，是從學生的觀點，描述學生如何詮釋其環境，如何解決環境的壓力與問題。

為深入瞭解學生文化的內涵，必須瞭解學生創造的詞彙，且能「設身處地」的體會學生的

感受（黃鴻文，�00�）。

二、研究方法

（一）過去研究的回顧

研究者以 �00� 年期間針對國中學生所進行的課程研究資料，再加以比較分析，以找

出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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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調查法

研究者以自己任職的國小畢業生為主要對象，以立意取樣的方式，安排訪談時間，藉

由半結構式、開放性問題，與他們談談國中生活的情況。

三、研究設計

（一）訪談對象的選定

訪談的對象為臺北市進步國中學生（學校名稱及學生稱謂皆採化名，以下皆為化名），

臺北市進步國中是當地的明星學校，以升學率高著稱，家長的社經地位一般皆在中上。學

生越區就讀的比率高，家長為了讓孩子能夠順利進入學校就讀，必須在學生唸小學一年級

時就把戶籍遷往該學區。

本研究訪談的對象以研究者任職的國小畢業生為主要對象，並請畢業生導師協助推

薦班上就讀進步國中之學生，最後再經詢問國中老師並瞭解其適應狀況及同儕互動等因素

後，選出符合本研究目的之學生共五位，成為本研究之晤談對象。

（二）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之擬定，主要是依據本研究主題，並從文獻探討及相關研究中歸納出相關問

題，以瞭解學生對於國中生活的適應狀況，及對於學校制度、師生關係、教學方式、課程

活動、同儕互動等的看法。

訪談大綱內容如下：

�.  你認為國中生活與國小生活相比，最大的不同點為何？對你的影響是什麼？對同學

的影響又是什麼？你用什麼策略來因應？同學又用什麼策略來因應？

�.  你認為學校的規定合理嗎？為什麼？你認同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的管理方式嗎？為

什麼？

�. 你喜歡及不喜歡學校哪些老師的教學方式？為什麼？

�. 你覺得你跟學校哪些老師的互動關係比較好或不好？為什麼？

�. 你喜歡及不喜歡上學校哪些課程？為什麼？你覺得這些課程對你的意義為何？

�.  你認為學校的規定、行政人員及教師的管理方式、教師的教學方式、你跟老師的互

動關係及學校課程，對你及同學造成什麼影響？你們會用什麼策略來因應？

�. 對於國中生活，你還有什麼想法或心得？

（三）訪談實施

訪談的進行期間自 �00� 年 � 月下學期上課開始，一直進行到 � 月學期結束為止，前

後共約四個月。每次訪談時間約三十分鐘 ~ 一小時不等，共進行約 �� 人次，受訪者接受

訪談的總時數共九小時。

受訪學生之編碼，男生以「B」作為代號，女生則以「G」為代號。每次進行訪談後，

並標示已提過的問題、待訪談的問題、待澄清的問題，以利於下一次的訪談。訪談結束後



���國中生的學校生活適應策略與同儕文化之研究

會立刻安排下一次訪談時間，並在第二次訪談實施前，先回顧前次訪談的摘要，在最後一

次訪談結束後，另擇時間請受訪學生檢視訪談紀錄是否與其意見表達一致，並作必要之修

正。

四、研究檢視

（一）信度問題

為求研究的一致性，本研究的訪談題目以明確的遣詞用句向學生提問，以免產生模稜

兩可的情況。另外，在第二次、第三次訪談時，仍會再向學生問相同的問題，若答案與之

前相去太遠者，則剔除不用。

（二）效度問題

為求研究的正確性，本研究必須深入檢視研究結果與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等之相關

性，並從被研究者的立場，去理解他們所說的話及看待世界、建構意義的方法，以求真實

呈現出研究對象的文化習俗、思維方式與行為規範等。

本研究以「三角檢驗法」，檢驗不同受訪者對同一題目之回答的關連性，以求獲得結

論的最大真實度；另以「反饋法」，廣泛地與其他研究者、國中老師及學生等交換意見，

聽取他們的反饋；最後則以「成員檢驗法」，將研究結果反饋到被研究者，看看他們的反

應，以瞭解其中是否有落差。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綜合訪談、文獻探討等資料，從相關理論及社會文化脈絡等因素，加以分析

後，提出如下之研究發現，並分為幾個部分加以探討：

一、影響國中生的學校適應策略與同儕文化之因素

學校中存在著許多影響國中生的學校適應策略與同儕文化之因素，從訪談內容中約可

歸納為下列五點：師生關係、教學方式、課程活動、學校制度、同儕影響。以下分別敘述

之：

（一）學校制度

學校是一個體制嚴密的科層組織，從校長、主任、組長、教師、職員、工友等各種不

同的職位編配而成，各個職位層級安排分明，嚴格規範各層級的角色與關係，以便於控制

與監督。在國中的行政人員及教師即常常扮演威權的角色，以利對學生進行監督與控制。

為了能達到預期的教育目標，學校設定了許多的制度，希望透過正式教育以及潛在教

育，促使學生學習。Pollard(����) 指出，由於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每天必須面對成千上百

位學生複雜瑣碎的事件，為了促使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學校的要求，學校常常採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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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化的策略來管理學生。尤其是當學生違法時，學校老師或行政人員則會採取懲罰措施，

藉以維持秩序。雖然，學校的權力結構也包含了報酬的權力及規範的權力，前者如獎金或

獎品，後者如名譽或尊嚴等等，然而無可否認的，學生在學校中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強迫的

壓力，學校甚至以「威權」的意識型態來威脅、命令學生，對學生加強行為控制。

學生對於國中的規定及管理方式等，有如下之看法：

丁： 在入學前，我就知道學校的管理很嚴格…沒辦法，為了拼升學率嘛！而且，

為了唸這所學校，我媽在我小學三年級時就遷戶口過來…我媽說，一定要認

真唸書…嚴格也是為我們好呀！ (B�-�)

李： 剛開始我覺得很不習慣，連襪子穿什麼顏色都要管，而且動不動就說要記

過…(B�-�)

陳： 我覺得訓導處的 ×××( 以符號代替 ) 很機車耶！上學遲到一分鐘要我們交

互蹲跳十下，我才遲到五分鐘，就要跳五十下，我還穿裙子…真的很難看，

好丟臉喔！他怎麼自己不跳看看，臭芭樂…(G�-�)

國中的規定及管理方式與國小截然不同，難怪學生會出現適應不良的情況，也因此必

須採取一些策略以為因應。

（二）師生關係

教育社會學家認為善用教師權威，對於取得學生的信服，建立良性互動的師生關係是

有相當正面之助益。Spady 修正 Weber 的理論，認為教師權威類型有四種：傳統權威、人

格魅力權威、法理權威、專家權威 ( 引自張建成，�00�：��)。

教師通常被學生視為成人世界中威權的代表，如果教師的權威並無法符合學生的價值

或需要，並常常使用傳統權威式的教學方法，較容易導致學生的反抗行為。以下為學生的

看法。

李： 生物老師對我們比較好…會講笑話，還買東西請我們吃…比較尊重我們，上

課會幫我們整理重點。(B�-�)

王： 我很討厭數學老師！每次都說誰誰誰考多差，好像我們都欠他什麼一樣……

他怎麼不想想自己怎麼教的，大家都聽不懂他講的，也只好死背起來…(G�-�)

陳：老師教什麼我都無所謂啦！反正不要找我麻煩就好……(G�-�)

Schmidt (����) 的研究發現，教師對待學生的方式，會影響學生學校生活的滿意程

度。教師對待學生的取向愈傾向人性化時，則學生對學校的態度與教師的態度就會愈積

極，學生也愈積極參與學校活動。惟國中教師在進度、考試、行政要求、學生行為問題等

多重壓力下，常傾向使用傳統權威，以致學生會出現適應不良的情況。

（三）教學方式

Anyon (����) 研究四類不同階級學校的學生文化，發現學校對不同階級學生的教學有

很大的差異。第一類學校大多數學生來自勞工階級，第二類學校學生多來自中產階級，第

三類學生則來自高薪專業學者的家庭，第四類則高級知識份子的家庭。這四類學校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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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材雖然相似，但是在教師實際教學的方法與內容上卻有極大的差異。

事實上，教師教學的經驗與教師的教學品質會影響學生的行為表現。若教師的教學

方法完全是以學科知識為中心，或者常以單向式的自我中心教學法，而不讓學生充分地表

達，亦絲毫不考慮學生本身的生活經驗與感受，而且教師所使用的語言和學生文化間不一

致時，由於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便導致師生之間的互動產生了問題（吳瓊洳，�000）。

學生表示：

丁： 生物老師會舉一些生活中的經驗當作例子，讓我們的印象比較深刻，這樣也

比較有趣啦！ (B�-�)

張： 我覺得體育老師很奇怪勒！球給我們自己玩就好，每次都要在那邊講解，浪

費我們的時間，機車！ (B�-�)

教師的教學方式，影響到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態度，當學生無法適應或為了適應教師的

教學方式時，自然必須採取一些策略。

（四）課程活動

學校課程的實施，必須符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規定，以確保學生學習到應有的基本

能力。然而，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為了升學考試而學習同一套課程教材，顯然是無法真

正滿足每一位學生的需要。

事實上，學校所提供給學生的內容，多屬於理論、抽象層次的材料。這些課程對低

社經地位的學生而言，似乎是一些沒有價值的東西，例如化學公式和理論，這些知識和日

常生活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們所需要的是如何賺錢、做生意等實務性的知識（吳瓊洳，

�000）。學生表示：

丁： 什麼課都很重要…當然，基測會考的更要好好讀，這樣才有辦法上好一點的

高中呀。(B�-�)

陳：上什麼課有差別嗎？人家叫你唸就唸，何必囉嗦。(G�-�)

王： 我不喜歡上課，有些課程內容太難了、很無聊。像數學課，每一節課都會考

試，而且老師只是一直念課本…，所以我也覺得很乏味，很討厭上課。(G�-�)

學校如果無法提供切合學生生活經驗的課程，非但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無法滿足學

生的需求，而且學生面對這樣的期望落差，自然必須調整適應的策略。

（五）同儕影響

到了青少年階段，學生的學習楷模通常已從父母移轉到朋友同儕身上，同儕的行為表

現方式，往往較父母的行為方式，容易被學生所接受。若同儕出現反智主義傾向，學業成

績就可能不是獲得較高同儕地位的標準。

在 Ogbu (����) 對黑人學生的研究中發現，同儕關係凌駕於學校之上，為了表現出他

們對於團體的忠誠度，就算是想用功唸書的學生，都必須運用適當的策略，以免讓同儕覺

得他們就是在學白人那一套。學生表示：

李： 嗯，有時候會擔心考太好…因為，我的死黨是班上成績比較差的，他們會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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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跟他們不是同一國的…(B�-�)

陳： 我的朋友…，不會呀，我覺得他們也不太在乎成績…，只要能過就好，能混

就混……(G�-�)

同儕對青少年的影響範圍很大，為了配合同儕團體的規範，學生必然也會發展出一些

適應的策略。

綜合以上的研究發現，可以歸納出在社會結構制度下，學生雖然出現行為模式與內

在理念不一致的衝突現象，但是仍然必須發展出一套「生存」的策略。另外研究者為了避

免本身的偏見，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是否會落入既定的框架中看待學生發生的問題，並且

和對研究現象熟悉者進行意見交換，從不同角度檢驗自己的觀點 ( 王佳煌、潘中道、郭俊

賢、黃瑋瑩譯，�00�；陳向明，�00�)。

二、國中生的學校適應策略與同儕文化

從訪談及相關資料中可以發現，學生就算不認同學校、不喜歡上課、覺得老師很「機

車」等等，但是也不會出現「反抗」的行動，頂多是私底下發發牢騷、或覺得反正只要敷

衍了事交差就好。

而學生發展出的適應策略，除了深受師生關係、教學方式、課程活動、學校制度等因

素影響外，與同儕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

在訪談過程中，發現有的學生會出現想法與行為互相矛盾的情況，為了深究其原因，

必須連結至社會文化脈絡、同儕文化等層面加以分析。本研究經由訪談之後配合相關文

獻，發現國中生的學校適應策略與相對應的同儕文化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

（一）適應策略一：「判斷事情的輕重緩急」對同儕文化：「時間是分秒必爭的」

面對國中繁重的課業與考試壓力，學生如果每一科都必須花時間預習、考前複習等，

勢必壓縮原本已經所剩無幾的時間，並造成嚴重的排擠效應。故瞭解事情的重要程度，判

斷事情的輕重緩急，決定處理的先後順序，成為學生的首要之務。

丁： …上了國中才知道，睡覺的時間都不夠…所以，我只能將大部分的心力用在

數學和英語…(B�-�)

李： 我覺得補習佔去太多時間了，我本來星期一到五晚上都有補習…現在只補兩

天…(B�-�)

王： 那還用說，當然先準備考試的科目囉，作業寫不完，還可以早一點到學校

寫……(G�-�)

學生普遍認知到，時間是不夠用的，況且，他們還希望擁有社交生活。故同儕會形

成一種共識：千萬不要浪費時間，時間不是你的，時間是「寶貴」的。國外學者 Becker 

(����) 針對醫學院學生所作的田野研究發現，在醫學院裡「時間」是最缺少的東西，所有

的事情都必須以時間來做交易，所以必須在最有限的時間內做最有價值的事。雖然國外

是以醫學院學生為研究對象，然而我國的中學生在升學主義的籠罩下，時間亦被切割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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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碎碎，兩相比較之下，就可以體會，如果不能有效掌握到做事的「訣竅」，就會事倍功

半，時間就會白白浪費掉。

學生對於事情的輕重緩急及處理的先後順序，大體上有一致的共識，但是難免也會出

現行為模式與內在理念兩者不一致的情況。

張： 我知道數學小考很重要呀，我也想考好一點，不過，沒時間複習的話，我也

只好放棄… (B�-�)

陳： 隨便啦…無所謂…，我知道，其實我如果多花一些時間寫題本，定考就會考

得比較好……不過，算了，我才不稀罕！ (G�-�)

在時間齒輪快速運轉之下，如何有效的運用時間，判斷事情的輕重緩急，並決定處理

的先後順序，成為學生適應學校生活，獲得好成績的重要因素。

（二）適應策略二：「學會察言觀色」對同儕文化：「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老師既然被學生視為成人世界中威權的代表，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自然影響到

學生在學校中的生活。在規訓化的社會中，學生已被環境所制約，他們對於周遭環境的任

何風吹草動也都保有相當的敏感度，如果老師的壞情緒已經明顯寫在臉上時，學生的行為

也會雖之收歛許多。

陳： 「罩子」要放亮一點！老師如果表現出不爽的樣子，那你幹嘛還要去惹他？

那就不只是「白目」，還是「米苔目」勒！ (G�-�)

丁： 有些老師比較會發脾氣，尤其是同學考不好的時候…考卷會用丟的，眼睛要

盯著考卷看，如果掉在地上再彎下去撿，會被同學笑…… (B�-�)

同學會嘲諷那些「米苔目」，覺得他真是白目到不行。況且，有些人的白目還會牽連

到別人。因此，如果誰幹了這種蠢事，會被同儕同聲譴責，且將有好一陣子會發現自己已

經被「孤立」，且被貼上「標籤」作上「記號」。

王： 千萬別當「米苔目」……那你會很慘！大家會對你指指點點，而且，有一陣

子會沒人敢跟你說話……(G�-�)

張： 我有一次就觸犯「天條」，惹毛了數學老師…慘呀，全班都被叫起來罰站…

我，真的覺得快要活不下去了…(B�-�)

學生在學校所學習到的寶貴經驗，讓他們深刻體會到：在學校中擁有權威的人，也擁

有決定他們如何過日子的無上權力！這當然是學生在社會化過程中的必經之路，或許也可

能成為他們未來再製此模式的學習對象。

（三） 適應策略三：「永遠對老師說：『是』」對同儕文化：「當一個聽話的『好學生』」

學校為了效管理學生，從校規、班規到各個老師都有自己的一套規定，所有的規定

林林總總加起來，恐怕也是壓得學生喘不過氣來，學生就算覺得不合理、很囉嗦、無聊、

管太多……，但是，為了「生活」，他們還是得「忍」下來，還要學習應對的方式。最後

他們發現，反正不管是誰說什麼，都一律回答：對、好、是、知道…，這樣絕對不會「出

槌」，才不會惹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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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老師最喜歡學生說知道啦、沒問題、好…，反正心裡再不爽，也不需要表現

給老師看呀…說一個好、知道又不難…(B�-�)

丁： 我媽早就提醒我，千萬不要跟老師頂嘴，因為他們是給你分數的嘛！老師說

什麼都不要回嘴，有事回家再說…(B�-�)

同學雖然討厭那些拍老師馬屁、動不動就說老師今天很漂亮的人，覺得有些「不屑」。

但是，他們清楚的察覺到，在學校體制中，當一隻聽話的貓咪，是必要的生存之道。

陳： 你別看我這樣…我也不想當一條到處亂叫的狗，我寧願當一隻貓，喵喵喵，

老師才喜歡…日子才好過。(G�-�)

王： 當同學彼此發出喵喵喵的叫聲時，其實是嘲笑對方又再當一隻聽話的貓咪…

(G�-�)

就算是「陽奉陰違」，但是對這群國中生而言，表現出順從的態度，可以為自己爭取

到更大的生存空間。所以，何樂而不為？

（四）適應策略四：「伺機找樂子」對同儕文化：「隨時隨地要開個玩笑」

國中的升學壓力常如影隨形地跟隨著老師及學生，因此常搞得老師、學生整日緊張

兮兮的，尤其到了定期評量結束公佈名次及全校排名時，班級氣氛簡直緊繃到不行，彷彿

一顆膨脹到極限的汽球，如果有誰一個不小心就會被輕易刺破一般。但是學生的天性還是

樂觀的，他們並不喜歡生活中那種被成績逼得無路可逃的無奈與恐懼感，因此他們為了製

造快樂的氣氛，或是找樂子自娛娛人一番，有些同學會扮演「小丑」或「取悅同儕」的角

色。

王： 我記得有一次老師因為同學考不好，狠狠地把全班罵了一頓…這個老師其實

平常對我們還不錯…，後來，老師罵到沒話時，有個同學突然問：「老師，

下課了，妳還要繼續訓話嗎？」結果，大家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老師也笑

了…我覺得這個同學很會搞笑耶！ (G�-�)

張：有些課老師會允許我們開玩笑，因為有時候真的很無聊…(B�-�)

丁： 看老師啦！如果老師很嚴肅，同學也不會太過分的，因為太過就變成「白

目」了。(B�-�)

同學在學校中的生活，難免會覺得枯燥乏味，尤其是遇到不喜歡的課或「機車」的老

師時，他們就覺得能夠「啦咧」一下也很好：聊天、哈啦、打屁…，這可是他們一天生活

重心的所在。國外學者 Willis(����) 針對勞工階級的 lads 所做的研究，即發現上課吵鬧、

惡作劇、成天惹事生非等等，就是他們在學校生活寫照。

陳：哈啦、打屁…很讚呀，不要當隻呆頭鵝，什麼都不想…(G�-�)

李： 有幾個男生會帶頭搞笑，老師也笑得很開心…，我覺得這樣的生活才比較有

看頭…(B�-�)

聊天、哈啦、打屁，應該是學生想要對無聊、枯燥、乏味的學校生活表達他們嚴正抗

議的一種行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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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適應策略五：「表現出符合團體規範的行為」對同儕文化：「別當個不合群的

『怪人』」

對國中生而言，同儕團體是極具影響力的組織，不容成員有什麼背叛或與團體格格不

入的行為，如果被形容成是「火車」或是個「芭樂」，那表示你真的很不上道，必然會受

到其他成員的嚴重排擠，而一個沒有團體可以依附的人，在學校中是會被「另眼相看」，

被當作「科學怪人」，不僅沒有地位而且還會被唾棄。

陳： 如果同學認為你是科學怪人，那你就會被唾棄到死，沒有人喜歡你，也不會

有人敢靠近你，那真的是很可憐喔。(G�-�)

王： 我的死黨，他們並不喜歡太出風頭的人，所以在班上我都儘量不舉手，否則

我會被認為是不合群…(G�-�)

李： …像那種「米苔目」，是比機車還機車的人，就像「火車」一樣…怎麼可能

有朋友…(B�-�)

同學對於團體的規範，表現出順從的態度，彼此之間會互相制約，至於團體的規範

是如何形成的，成員如何「招攬」的，又不守規定的人會受到什麼「處分」，誰是團體的

leader 等等，從訪談中似乎無法得到明確的訊息。

陳： …( 沉吟許久 )…我不知道，我好像很自然的就跟他們好…拜把兄弟呀…

(G�-�)

丁：leader ？好像沒有一定要是誰吧？…有可能是成績最好的…(B�-�)

具有相似的背景、相近的興趣、相同的成績、相容的想法的一群人，會自動聚集並成

為「死忠的」，這樣具有同質性的小團體，是無法忍受異類、「怪ㄎㄚ」，這種怪胎會被除

名，並且貼上「永不錄用」的標籤。

王： 我的好朋友們都喜歡線上遊戲，如果我不會講一些「行話」，他們會認為我

是「遜ㄎㄚ」，那，我就得退出他們……我不想。(G�-�)

國外的研究也顯示，同儕團體對青少年具有相當大的影響，甚至於已經內化成為青少

年不可顛覆的信仰。由此可知，如何正面地看待青少年次文化，以同理心設身處地為他們

設想，恐是教育人員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伍、對學校教育的啟示與反思

透過前述資料的分析，希望能對學校教育中師生關係、教學方式、課程活動、學校制

度、同儕文化等有一些啟示。以下僅提出一些思考的方向作為參考。

一、檢視學校制度中不公不義之處並加以導正

學校的制度有沒有不公平之處？學校提供的課程適合學生嗎？從批判理論的觀點來

看，老師或行政人員應該深入分析學校提供的學術課程、考試制度等等，是否真能符合學

生的個別差異，並且真的適合每一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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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國中為了維持結構制度的運作，似乎只是將威權體制「照單全收」而

已，也在有意或無意間，將優勢階級的霸權思想灌輸給學生。

從 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來看，統治階級揚棄武力的威嚇方式，改採文化中暗藏

的階級意識的柔性說服方式，讓人民「心悅誠服」的接受霸權的統治，甚至於知識份子

亦被收編為其「宣傳工具」，協助國家遂其所願，繼續其統治大業（引自黃庭康，�00�：

��-�0）。Bourdieu 亦提出「習性」的觀念，作為學校扮演架通「經濟資本」到「文化資

本」中介角色的核心概念。Bourdieu 認為統治或中上階級的學生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優

勢，也就比勞工或中下階級的學生，較易習得累積文化資本的重要關鍵─「習性」（引自

蘇峰山，�00�：���-���）。

學校不應該成為階級再製的工具而已，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提供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

一個公平競爭的制度，一個可以讓他們出人頭地的機會。

二、建立平等互信的師生關係

師生關係是平等而互信的嗎？老師是否擔任統治階級的打手？從衝突理論的觀點來

看，教師可以說是學校權威的代表，或是學校命令的執行者，然而，學生若無法感受到老

師對他們的真心關懷，並且與學生是站在同一陣線的立場，往往容易產生衝突與對立，且

將其轉為檯面下的「反抗活動」，而使得班級氣氛充滿緊張與不安。

本研究發現，老師若以幽默風趣的態度對待學生，學生對於老師的管教較能接受。也

就是說，學生若是感受到「尊重」與「關懷」，自然會卸下心防，敞開心胸接納他人的意

見。

其實，師生關係也可以是平等而互信的。老師不需要以威權命令學生，老師可以善

用專家、人格魅力等權威，取得學生的信服，也讓學生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學生在充

分信任與被信任的環境中，放心地與老師建立「亦師亦友」的良好關係。在師生良好的互

動氣氛中，學生自然毋須擔心老師無端的情緒發作與威權的恣意妄為，也不必日日提心吊

膽，觀察老師的臉色。

三、跳脫傳統的教學模式，提供學生創意思考空間

升學主義下的教學活動，確實受到諸多限制，諸如考試的型態、進度等幾乎已「主

宰」了教師的教學方式，於是講述為主及抄筆記為輔的模式，成為最省時、省事又容易達

到效果的妙方。

本研究發現，老師的教學若能觸及到學生的生活經驗，並常舉生活中與學生切身相關

的事情為例，較能引起學生的興趣與注意力，而不光只是以分數來「恫嚇」學生而已。

其實傳統的教學模式如講述法的本身，亦有其精彩及迷人之處，故不須因噎廢食、捨

本逐末，只求教學花招之變化，反不求內容之深妙。

老師可以反思的是，有沒有提供學生發揮創意的機會，惟有透過思考的活動，學生才

會將所學作一系統整理，並生產出屬於自己的、有意義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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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去除課程中的偏見與意識型態，讓課程能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

學術性課程的背後，有著一套套學科邏輯理論與維繫學科地位的強烈理由，故九年一

貫課程雖然一再強調生活化的重要性，然而生活化可能代表著「去學術化」，也可能因此

而失去重要性與影響力。

本研究發現，學生對於課堂中進行的學術性課程，若不是為了升學考試之故，其實是

提不起興趣的。因此，身為教師應該反思的是，隱身於套裝課程之內的學術偏見與意識型

態，是否需要教師勇敢地提出質疑與批判，讓學生也能共同參與討論。

值得一提的是，Bowers 提出「低位知識」的概念，關注被排除在正式課程以外的知

識體系，包括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學習；人與人、社區、社會、自然環境等的互動等，凡

此皆屬於低位知識的核心觀念（引自郭實渝，�00�：��0-���）；Apple 亦從實踐層次的觀

點，來分析社會、文化、結構等巨型理論如何在微型的日常生活中被建構、被論述，因此

他強調「平民化語言」的重要性（引自卯靜儒，�00�：�0�-�0�）。

而 Bowers 的「低位知識」與 Apple 的「平民化語言」，並未貶低知識的學術地位，只

是想引導我們重新看待知識，讓我們能夠認真思考，如何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讓他們

體會到知識的美妙與用處。

五、以同理心看待學生的同儕文化

學生的次文化是否獲得應有的重視？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學生所創造的文化？學生有

自己所使用語言，還喜歡留著獨特的髮型，更熱愛線上遊戲等，我們應該設法「導正」他

們？還是去瞭解他們為什麼會生產出這樣的文化？

本研究發現，學生的次文化形成，深受師生關係、教學方式、課程活動、學校制度等

因素影響，為求適應環境，學生自有一套適應策略，並且會並形成獨特且同質性高的同儕

文化。

在青少年次文化中，同儕之間所形成的規範，具有絕對影響力。同伴的一句話，往往

比父母、老師、家人來得更有用。身為教育人員，應該要以同理心，感同深受的去瞭解他

們的想法，他們所使用的語言的真正意涵。

我們可以提醒自己，當我們在做攸關學生權益的任何決定時，不要自顧自的以為這樣

做一定對他們是最好的，也要從學生的立場出發，多一些同理心，少一點自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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