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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衝突三要素                         資料來源：  張棋炘（2011）  

 

壹、 引言 

 

 

        跨學科概念能夠集中於主題或議題的研習， 從統整的觀點檢視議題，提升高層次思

維及問題解決的能力（羅天佑和鄭雅儀，2001）。作為一名準教師， 師生之間的衝突實

在值得我們關注和探討。本文將選用溝通及衝突兩個概念，先深入分析師生常見衝突的事

例及因由，藉以展示兩個概念的建構過程及找出兩者之間的關係。接著，文章會帶出應用

上述概念的重要性與意義，最後以課程反思作為總結。 

 

 

 

貳、建構概念（溝通及衝突）  

 

 

        溝通：「Communication」 一詞起源於拉丁文 「communis」，其原意為共同（to make 

common），分享（to share）的意思（李元墩）。 「Communication」可以有不同意思的詮

釋， 例如通訊 、傳播。而本文所指的是「溝通」，指兩個或以上的人或組織，透過特定

的渠道來互相交換和傳遞訊息的過程。這些訊息包括了雙方的生活經驗及經驗中的感受、

想法和行為。透過不斷的訊息傳遞交流，讓雙方可以達致成功的溝通1。 

  

 

        衝突： 本文所指的「衝突」，著重在人際互動情境中，個人與他人在特定事項的目

標、認知、行為及情緒上的不一致，而導致矛盾與對立的互動歷程（沈煌寶，2002）。此

交互的過程包含行為、態度、情緒 、價值觀念、人際關係、語言及非語言溝通等不同形

式的互動（張照璧，1999）。衝突定義主要包括下圖三個要素： 

                                                                   

                                                                      行為者(Actor) 

 

 

 

                                 

                                 分歧(Incompatibility)                        衝突行為(Action) 

         

 
 

                                                      
1
 哈伯馬斯認為成功溝通要有文法語言的溝通能力:即要能正確的使用文法與文字的規則；語用的溝通能力:

即說出的句子要合乎語法的規則及當時的情境；有效的聲稱  1.可理解性:即要能以對方所能理解的溝通方式

來溝通 2. 真實性:即所要發言的命題中所涉及的對象確實存在，或其所陳述的事實狀態確實為真 3.真誠性:說

話者能真誠地表露意向，毫不虛偽，以博得聽者的信任 4. 適切性:即說話者的發言能夠符合彼此雙方所遵守

的法律及規範系統;亦即必須有共識 (四)理想的溝通情境 如雙方要有均等和相同的發言機會（張喜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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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跨學科概念的應用 

 

 

        根據學者陳士玉的個案研究結果（2008）和新聞報道的資料顯示（詳見附件二），  

在校園裏最常發生的師生矛盾是言語衝突。從新聞報道的例子所見，每當學生行為出現偏

差的時候，例如認為學生在偷拍同學的裙底、學生上課精神不集中，老師便會出言勸止。

然而，在學生眼中，這些勸阻被視為一種侮辱， 從而令衝突一觸即發。更甚的是把家長

捲入事件，造成親師衝突2。 

 

 

 

        學者柯進雄（1994）指出衝突是雙方的利益不一致而產生對立的互動狀態。然而，在

新聞報道的例子中，師生衝突主要屬於認識性衝突性質；即師生對待老師處理學生行為偏

差問題的方式上，由於認識、看法、觀念之間等的差異而引發的衝突，學生因為老師的行

動或方向的抵觸而造成衝突。然而，從以上例子所見， 其實我們可以看見老師出言勸阻

學生的本意往往都是正面，希望藉以糾正學生的偏差行為。例如，老師對學生說：「你咁

冇心機，不如唔好讀啦！做咩賴喺度（課室）唔走呢？」，其實是希望學生能夠集中精神

上堂；要求學生寫「悔過書」，是希望學生明白自己做錯事情，要知錯能改。由此看來，

師生衝突某程度上是源於雙方的溝通過程出問題，導致溝通誤會的發生，引起衝突。 

 

 

 

        從圖二所見，溝通過程主要包括六大元素：發訊者、訊息、接收者、溝通渠道、編

碼/解碼及回饋（詳見附件一）。而元素之間往往是環環相扣的，只要任何一個環節出

錯，那都會引致溝通失敗。以學生被要求寫「悔過書」為例，老師作為信息輸出者，由於

認為學生在做偷拍同學裙底的不當行為，於是指示學生寫「悔過書」招認「罪狀」。在整

個溝通過程中，從老師言論所帶出的訊息是單向地透過口頭傳遞到學生之中，沒有給予學

生解釋的回饋機會。而「悔過書」的內容：「承認使用手機偷拍女同學裙底，但因過分緊

張而影錯放在椅下的飯盒」，學生作為接收者在理解其意思後，意識到自己是遭受侮辱及

無理批評，但基於教師的權威，最後採取順應3的衝突處理方式（詳見圖四），配合老師

的想法，寫下悔過書。 

                                                      
2
 教師與家長間彼此主觀察覺到在意見、思想、價值觀等不同與相抵觸而產生的語言或行動等對立反應的一

種互動過程  （蔡瓊婷，2003） 
3
五種衝突處理之意圖，分述如下： 

1. 競爭（competing）：追求滿足於一己私利，而不顧衝突對他人的影響。 

2. 統合（collaborating）：衝突雙方都希望能滿足對方的需求。 

3. 逃避（avoiding）：對衝突採取退避或壓抑的態度。 

4. 順應（accommodating）：衝突的一方願將對方的利益置於自己的利益之上的態度。 

5. 妥協（compromising）：衝突雙方都願意放棄某些事物的狀態。(Thomas, K.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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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不同學者也指出不當的言語態度會導致師生發生衝突，許多的誤解與衝突就

因而產生（趙居蓮譯，1997；范見星譯，1998）。而以上分析個案的衝突原因也主要是源

於老師編碼不當，沒有運用適當的文字去表達原本規勸的善意，言語態度不當令誤解與衝

突產生。而師生衝突擴大的背後很多時是因為家長的介入，家長投訴教師行為不當，導致

親師衝突，令雙方關係緊張。師生衝突雖屬突發性，溝通不成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但

其背後所涉及的其他因素，例如家庭背景、教師不當的權威等也是造成師生衝突的原因，

不容忽視。 

 

 

 

 

 
                                  

 

                                   圖二： 溝通流程圖 

 

                                                                 

                                      

                                                       資料來源：郭鎮之和孟穎等譯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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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衝突理論指出矛盾和衝突普遍存在於社會當中，它們是社

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有效的語言溝通能力，有利於矛盾和衝突的解決（劉子利）。因

此，當我們認識到溝通出現問題，不適當的溝通模式及技巧會引致師生衝突，我們更應該

改善溝通的過程（見圖三 ），預防衝突，找回溝通的目的—令人際關係更和諧。 

 

 
                                       
    
                                                          圖三：改善溝通過程帶來的影響 

 

 

  

 

 

 

 

 

 

  

 

 

 

 
                                                           圖四 ：衝突的過程 

資料來源：陳俊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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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構兩個概念的重要性及與意義                                                     

    

        學者金吾倫指出對於複雜的世界，以單一的角度思考，難免不夠全面，需要應用跨

學科的思考（1997）。因此，跨學科的思考模式能讓我們以多角度及宏觀地去分析組件之

間的關係及影響，有助我們認清和理解問題，從而提出相對的改善方案。以師生常見矛盾

為例，衝突和溝通是當中引用最多的跨學科概念，衝突概念可以幫助解釋個人、團體之間

的爭鬥，我們看到師生之間衝突的來源，也發現溝通不足對師生衝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兩者有著因果關係。其實，除了衝突和溝通的概念外，當中還涉及其他的跨學科概念，例

如教師的權力、學校的運作系統、學生的多樣性等，都有助我們分析事情，令整個分析得

以完整。 

 

 

伍、個人學習反思及總結  

        在課程學習的最初，我認為跨學科概念和系統思維方法是很抽象、艱深難懂的學

問。但通過小組建構跨學科概念報告，觀摩其他組別對某種概念的深入研究、分析以及網

上討論，我慢慢掌握到不同概念當中的獨特性，也懂得以系統思維模式去分析各系統組件

之間（即事與事之間）的關聯性及互通性，發展新的視角去深入理解和分析問題，從而找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學者鄭慕賢和鄭雅儀皆指出建立一套系統思維模式來分析和解決問

題，都對我們的學習和學校教育產生一定的效用（2008）。因此，作為一個準常識科老

師，我們更應該把跨學科的思維滲入跨學科的常識課程中，利用跨學科教學或透過討論來

協助學生建構概念，發展多角度思考，才是有效的教學策略（鄭美紅和蘇詠梅，2002）。 

  

附件一 

溝通過程的六大元素                                         溝通的過程 

發訊者 
• 信息的來源 
• 必須充分瞭解接受者的情況，以選擇合適的溝通渠道 

訊息 
 

• 將想法、認識及感覺轉化成信息的過程 
• 包含發訊者的想法和情感 

接收者 • 接收發訊者的信息 

溝通渠道 
• 信息得以傳送的載體，即信息傳播者傳遞資訊的途徑，

例如：電話、電郵、面談、身體語言等  

編碼/解碼 

• 編碼：就他想表達的訊息，選擇適當的文字、語言、身
體語言，甚至圖像去讓接收者明白他的訊息 

• 解碼：接收者則會憑著他的感受、文化和語言系統去理
解和詮釋發訊者的訊息 

回饋 • 接收者接收了信息後的回應 

資料來源：項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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