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臨床心理中心臨床心理師　林其瑾

孩子拒學行為的成因和
因應方式
拒學的定義和影響

拒絕上學的原因很多，有些人怕考

試、怕被老師罵或是同儕相處有壓力，

有些人上學莫名肚子痛、頭暈、頭痛，

卻查不出原因，只得回家休息，有些人

翹課去娛樂場所或是因校外有更具吸引

力的同伴。Kearney和 Silverman兩位

學者於 1996年將「拒絕上學」的行為定

義為「有意拒絕上學，或無法持續待在

學校」，來涵蓋所有不到校的問題。

研究顯示拒學的盛行率約為1∼5％，

並不會隨著性別、學業成績、社經地位等

因素而有差異，唯獨在國小升國中、國中

升高中，或是轉換班級，這些「學習的轉

換階段」是拒學較常發生的時間點。拒學

的短期影響是孩子的學業成績落後、社交

孤立，進一步衍生作息顛倒、家庭氣氛緊

張、孩子沉迷 3C，或是自我概念低落等問

題；當上述問題同時存在，導致上學的阻

礙更複雜難解，進而加劇拒學行為的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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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預後研究也指出，當上學的主觀焦慮

感受越明顯，或是學校缺席時間越久，以

及拒學行為是青春期才發生，越不利於孩

子返回學校。

拒學行為的成因

從行為理論的觀點，拒學具有「趨

吉避凶」的功能。想像如果你很怕蟑

螂，床底下突然跑出蟑螂勢必讓你心跳

加速、手心冒汗，也有災難化的想法，

直到逃出房間才感到安全，不知不覺

中，就強化了你下次遇到蟑螂趕緊逃命

的生存機制，這就是「避凶」─遠離或

避開讓自己害怕的事物。當孩子面對處

理不來的人際相處或是課業壓力，拒學

便成為逃避壓力的生存機制。「趨吉」就

更容易想像，有些完美主義的孩子上學

期間常熬夜讀書、壓力大、睡不好，當

身體不適而須請假在家才得以休息，有

些孩子對於跟父母分離感到不安，回到

家有人陪伴和關心，上述在家獲得的放

鬆和安心都可能強化拒學行為；也有孩

子因故請假在家後，有較多時間玩 3C

產品，這些就是「趨吉」─獲得自己喜

歡的事物。因此，思考「趨吉避凶」的

功能性影響，有助於我們了解拒學行為

之所以被維持或強化的原因。

每個孩子的性格特質、心理需求和

壓力源有個別化的差異。研究指出，拒

學的孩子經常伴隨下列心理特質：環境

適應慢、彈性不足，社交被動或依賴，

過度敏感於社會性評價或是他人眼光，

情感壓抑，因應壓力風格偏向逃避、被

動，或是過度完美主義、難忍受失敗。

可能導致孩子拒學的壓力源也形形色

色，有些孩子不適應學校的課業競爭或

是師長的管教方式，有些在人際上被霸

凌、排擠、背叛等挫折，或是遭逢家庭

變故，如：家人生病或是去世、父母激

烈爭執或是離異等，進而促發孩子心理

上的不安全感、失落或是強烈的分離焦

慮。最後，家庭的支持度和良好依附是

孩子心理健康的保護因子，若孩子成長

於過度疏離、高衝突或是過度保護的家

庭，可能使其心理強度不足，也就較難

順利克服壓力。

從系統性的觀點協助拒學的孩子

當瞭解拒學行為並非單一因素造

成，而是牽涉到孩子的心理性格特質、

環境壓力，以及家庭的支持度，同時又

在學校場域發生，我們更要從系統性的

觀點來思考（圖一）。

圖一　從系統性的觀點協助拒學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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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方面

大部分家長面對孩子抗拒上學的感

受很複雜，一方面心疼孩子有壓力，另

方面懷疑孩子是在逃避或推卸責任，家

長也常自我懷疑是否教養不當或是不稱

職。鼓勵家人之間彼此支持、打氣，也

穩住情緒狀態，不要讓究責影響了親子

關係和親職效能。

「溫和而堅定」是重要的原則，「溫

和」是指家長避免斥責或懲罰，也不要

威脅強迫孩子上學，先練習相信孩子不

願意上學一定有他的困難，花時間與孩

子溝通，聆聽感受和了解原因，再一起

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法。「堅定」是指堅守

住孩子自身須承擔和面對的責任，如：

即使待在家仍要完成「適量」的回家作

業或家事責任，或是避免在家獲得額外

的 3C時間。

● 孩子方面

協助和引導孩子辨識出他所擔心或

害怕的事件，也同理他的情緒。如果孩

子接觸到與學校相關的事物就開始緊張

或害怕，家長可陪同孩子一起練習有助

於放鬆、穩定情緒的活動和方式，或是

隨身攜帶有助於安撫情緒的幸運物。如

果孩子面對社交情境容易焦慮，可把握

日常機會練習購物結帳、餐廳點菜、問

路、甚至練習單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以培養溝通表達的勇氣和問題解決的能

力。安排熟悉且固定碰面的社交團體，

讓孩子學習人際溝通和妥協互助的技

巧，也有助於適應學校同儕關係。若拒

學的情況過於嚴重，可尋求醫療院所的

兒童精神科或是心理諮商的資源。

● 學校方面

與學校老師和輔導系統密切溝通和

合作，讓孩子在學校有較多勝任感和可

控感，也能大大提升孩子上學的意願。

制度層面上，加強科任老師和同學對於

孩子的接納和理解，針對孩子的出席率

和評量方式給予寬容、彈性的調整，校

園中安排緩和壓力的「過渡空間」，如：

身體不適時到保健室休息，情緒緊繃可

暫時離開教室到圖書館或是輔導室自

習。創造機會讓孩子有成就感或是團體

中的明確定位，如：安排有美術興趣的

孩子協助設計佈告欄、喜獨處的孩子擔

任校園農場小幫手，留意讓孩子在分組

活動不致於落單⋯等，當孩子的自信提

升，再漸進提升學校任務的難度。

最後，孩子的成長是一輩子的，

並不侷限於學校情境，即使孩子目前上

學不順利，孩子本身的獨特和價值都不

該被看輕，繼續探索各種形式的學習管

道，生命自會找到出路，祝福每個孩子

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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