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教師會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成長計畫- 

106年度「薩提爾師生溝通模式」教師研習 

一、計畫緣起: 

    教師在教學現場會遇到各種挑戰，有些挑戰來自外在——孩子的行為問題，有些來自

內在——教師自身也會陷入憤怒、挫折、失望等情緒中。當這些挑戰紛沓而至，教師要如

何自處呢？ 

    為因應教育部 106年度 8月份後啟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轉型為教師專業支持系統，新

北市教師會將積極扮演，引領基層教師發展由下而上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的重要角色。 

    為讓教師的專業成長能落實到課堂實踐上，將配合「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推動教師專

業發展支持系統總體計畫」，規劃具體發展期程，並結合目前推展教學翻轉及教學觀念具

有成效之各界菁英及資源，提供基層教師多元、有效的專業成長資源，同步朝建置「專業

發展中心輔導人才資料庫」及充實「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資源整合平台」而努力。 

    為提升教師的心理素質，提供有效的師生溝通模式參考，提升教師的課室經營能力，

特別辦理「薩提爾師生溝通模式」教師研習。薩提爾模式原本是家族治療學派裡的一套理

論，但由於它對安頓身心與促進健康的人際溝通極有幫助，現在已被廣泛運用在各種人際

關係——親子、師生、伴侶等等——的對話裡，坊間亦有書籍介紹其理論與使用方法（如

李崇建的《麥田裡的老師》、《心教》）。然而，薩提爾模式具有強烈的體驗性，若能經由現

場目擊、演練與體驗，效果會更大，收穫會更多。 

    研習當天，除了介紹薩提爾模式的基本概念，如溝通姿態、冰山隱喻，也會運用各種

圖像、案例與演練，讓與會老師能將安頓身心與師生溝通的方法活學活用，帶回日常生活

與教學現場中。 

    期待透過以「同理他人、探究自我」為出發點的「薩提爾師生溝通模式」，啟動基層

教師源源不絕的教育愛，為本市教師專業成長，開啟多元發展學習的新頁。希望號召更多

教師轉變班級經營觀念，成為教育革新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目的: 

1. 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型態，精進教師班級經營效能。 

2. 提升現場教師心理素質，增進師生對話品質，改變課室學習風景。 

3. 安頓師生身心與促進彼此健康的人際溝通，協助教師建構更有效益的班級經營基礎 

4. 提供教師匯集的場域，讓用心的教師得以藉此良性互動、熱血交流，並鼓勵教師在課程

後持續連結，建立共同備課與進修社群。 

 

三、辦理方式： 

1. 透過薩提爾模式專業講師釐清基本概念及分享實務案例，讓學員能清楚理解「薩提爾師

生溝通模式」的運用。 

2. 經由學員彼此的交流與互動，由專業講師現場回饋，分享提升師生溝通效益的良好策略。 

3. 活動期間不提供午餐，現場提供代訂服務。 

 

四、報名方式： 

(一)新北市所屬教師請直接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師研習系統」登錄報名，報名期限

自即日起至活動前 2日止。 



(二)外縣市教師報名請洽新北市教師會游秘書， 

     報名專線：02-22611205#31傳真：02-22639858 

五、主辦單位:新北市教師會、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六、協辦單位: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七、參加對象: 對薩提爾師生溝通模式有興趣的教師，報名 250人為限。 

106年度「薩提爾師生溝通模式」教師研習 

研習辦理時間地點: 

(一)研習時間：106年 6月 17日(六)08：30-16：00 

(二)研習地點：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思賢樓四樓演藝廳（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 229

號），因考量活動場地停車位有限請盡量利用大眾運輸工具。(交通位置圖

參閱附件二) 

 

九、研習課程表 

序號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座/工作團隊 

1 08:30-08:50 報到 新北市教師會 

2 08:50-09:10 開場/事務性說明 新北市教育局 

新北市教師會 

思賢國小行政團隊 

3 09:10-12:00 運用薩提爾模式，讓師生對話更健康(一) 

薩提爾模式的基本概念 

薩提爾模式如何讓老師安頓身心 

羅志仲老師 

4 12:00-13:00 午餐 新北市教師會 

思賢國小行政團隊 

5 13:00-16:00 運用薩提爾模式，讓師生對話更健康(二) 

薩提爾模式-應用於師生對話的案例與演練 

薩提爾模式的溝通姿態實務 

如何活用薩提爾模式促進有效師生溝通 

羅志仲老師 

會務人員 

 

十、研習時數核發：全程參與核予 6 小時研習時數或核實時數。 

 

十一、承辦學校工作人員獎勵： 

    (一)承辦學校校長部分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條第 1

項第 5款之第 2 目嘉獎 2次。 

    (二)新北市所屬教師協助辦理本次研習活動，敘獎額度及人數依「新北市政府所屬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2 項第 2 款，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3 人為限，含主辦 1人嘉獎 2次。教師部分由學校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校長部分函報本局人事室辦理敘獎。 

 

十二、經費概算：由新北市教師會相關教師專業發展業務經費支應。 



 

附件一： 

講師簡介 

    羅志仲，清華大學中文博士、兼任助理教授，快雪時晴創意作文班教師，長

年在坊間經營青少年與成人生命書寫課程，常應邀到各地演講，演講主題包含親

子教養、師生溝通、安頓內在、寫作教育、教學方法等等，2015年到福建農林大

學帶領「翻轉課堂工作坊」，2016年到吉隆坡帶領「生命書寫工作坊」。曾任教

於中興大學、勤益科技大學、新竹高中、鹿港高中，亦擔任大學學測、指考閱卷

委員多年。 

 

臉書專文 

成為接納他的那個大人 

作者：羅志仲發表日期：2017-04-24 

 

小六男孩來上作文課超過半年了，有時能順利完成一篇還不錯的文章，有時則一個字都寫不出

來。我和他談過幾次話，進度十分緩慢。但緩慢從來不是問題，著急才是。我讓自己配合他的

速度，而不是讓他來配合我。他願意多說，我們便談得久一點；他不願意說，我也無妨，我可

以等待。 

這次，他又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了。我再次找他談話，他仍然卡在同一個點上：他不允許自己寫

不好。我問他，如果寫不好，會發生什麼事呢？「作文就是要寫好啊，怎麼可以寫不好呢？」

他如此回應。 

我再問：如果寫不好，會有人責備你嗎？爸爸？媽媽？還是老師呢？他搖搖頭，沒有人會責備

他。「那你會責備自己嗎？」他點點頭。他是個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那麼，又是什麼，讓他對自己要求這麼高呢？他可以從自我要求裡得到什麼呢？ 

  

他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他覺得自己各方面都不好，因此他很努力讓自己變好。1-10分，我請他評估自己的努力程度。

他表示，他很努力時，有 8分；普通努力時，則有 6分。但他對此一點都不滿意，他希望自己

在每件事情上，都能有 10分的努力。 

我微微嘆了口氣：「你好努力啊。你這麼努力，效果好嗎？有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嗎？」 

「沒有……」他緩緩低下了頭。 

「你現在有什麼感覺呢？」我猜想，他有情緒上來了。 

他低著頭好一會兒，開始揉眼睛。「難過……。」淚水輕輕滴落桌面。 

我靜靜讓他哭了一會兒，再遞幾張面紙給他。「你難過什麼呢？」 

「我難過我作文寫不出來，別人都寫得出來。」 

「那你有生自己的氣嗎？」 

「有……」他的淚水不斷湧出。 



待他淚水稍緩，我停留在「努力」這點上，與他多一些核對。讓我驚訝的是，他始終無法欣賞

自己的努力，對他而言，最終還是寫不出來啊。結果比過程重要。 

  

你可以欣賞自己的勇氣與努力嗎？ 

我搬了一張椅子，放在我的身邊、他的斜對面。「我邀請你想像一下：這裡坐了一個年紀跟你

差不多大的男孩，他也遇到了跟你一樣的情形：他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但是他很努力，有時咬

著筆桿拚命想，有時翻開課本找靈感，但最後，還是寫不出來。你會責罵他、看不起他嗎？」 

「不會，因為他努力過了。」 

「如果這張椅子上坐的是你，而不是別人，你能欣賞自己的努力嗎？」 

「沒辦法。」 

「你能欣賞別人的努力，而無法欣賞自己的努力，這是為什麼呢？」 

「我和他不同，我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對自己要求這麼高的呢？」 

小四時，他考試考差了，開始對自己嚴格。 

  

「你對自己這麼嚴格，你快樂嗎？你喜歡這樣的自己嗎？」 

他搖搖頭，持續用面紙擦眼淚。 

「既然不快樂，也不喜歡這樣的自己，你有試過其他的方法嗎？你想試試看嗎？」 

他想試試。 

我先在這裡停頓，確認剛剛的談話並未讓他感到不舒服。接著，我問他：「從剛才的談話中，

你能感受到我很關心你嗎？我有個邀請，如果你不同意，可以拒絕我。」 

他同意了。 

「我很關心你，我可以抱抱你嗎？」 

男孩放聲大哭，無法自已，哭到後來，身體不時抽搐著。 

哭了好一會兒，他站起身來，我也站了起來，抱住他，他也抱住了我。他的個子不小了，到我

的胸口呢。我拍拍他的背： 

「謝謝你願意告訴我這些，你很有勇氣，許多大人都不敢把自己的脆弱告訴別人呢。你也很努

力，你每次在作文課的努力，我都看到了。那你自己有看到嗎？你可以欣賞自己的勇氣與努力

嗎？作文有時候寫不出來，可以慢慢來，我會陪你。你願意也給自己一些時間嗎？以後遇到困

難時，你願意告訴我嗎？……」 

男孩不斷點頭，也不斷哭泣。 

接納自己是個不容易的議題呀。在成長過程中，除非有大人願意敞開心胸接納我們，否則我們

難以學會接納自己。男孩還無法自我接納，這無妨，我可以成為接納他的那個大人。 

 

 



讓妳受傷的，並不是妳的孩子作者：羅志仲發表日期：2017-05-22 

 

夜深了，正要就寢，手機忽然響起，是一個老朋友打來的，她語帶憤怒，開始抱怨這晚發生在

她家的衝突。 

我只是靜靜聆聽，沒有任何建議，也不附和，不跟著她一起罵她的家人。坦白說，她說的每句

話我都不贊成，但我知道她的內在有許多憤怒、委屈、難過和受傷，我雖不贊成她的言行，但

我能理解她有這些情緒。有情緒從來都不是問題，不允許自己和別人有情緒，才是嚴重的問題。 

抱怨了十分鐘後，她停了下來。我並沒有接話，寂靜便在我們之間無聲流淌著。對有些人而言，

靜默會帶來尷尬、焦慮和不安，但靜默從來都不是問題，反而常是問題的解答。 

「你有什麼看法？」她打破了靜默。 

「我目前沒有看法。」我知道她還在情緒裡，就算我有任何看法，都不會對她有幫助。 

朋友在手機那端沈默了一會兒後，展開第二回合的抱怨。雖然還是抱怨，但我已能明顯感覺到，

她沒那麼多情緒了。我仍然只是靜靜聆聽，沒有任何建議，也不附和，直到她再度停了下來。 

寂靜，又在我們之間無聲流淌了片刻。 

「妳想聽聽我的看法嗎？」這次，是我打破了靜默。 

「嗯。」 

「我知道妳很生氣，也很委屈。」我停頓了幾秒鐘。「但是，我並不贊成妳對妳女兒說的那些

話。」 

「連你也要一起來指責我嗎？」 

「妳有從我的口氣中，聽到指責嗎？」 

她沈默了。 

停頓了一會兒，我開始緩慢說著我的看法，她也不時加入討論。她不再抱怨了，反而積極思考

如何與女兒和解。我們花了一點時間，練習她與女兒隔日的對話。 

她的內在平靜下來了，只是對女兒覺得愧疚。我邀請她看見自己這幾年來的努力與成長，那很

不容易呀。而在她的帶動下，女兒也不斷成長，因此女兒才會常以「妳又來了」這句話，回應

媽媽每次的情緒反應。「妳又來了」既意味著無奈，也意味著女兒並沒有將媽媽的情緒性話語

當真。 

「因此，妳也不需要跟女兒保證：『我下次不會再這樣了。』否則，她心裡恐怕又想著：『妳

又來了』。」 

朋友聽了，在手機的彼端大笑。 

我也邀請朋友覺察：她常在特定情境裡被女兒的言行激怒，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她於成長過

程中，在類似的情境裡受過傷嗎？如果是，應該去找出那個受傷，與那個傷口同在，那麼，傷

口便會慢慢痊癒，她就不容易再被女兒激怒了。 

朋友學過薩提爾模式，也讀過托勒，她的覺知能力很強，很快便覺察到：她在某段童年經驗中

受傷了，傷得很深，而她一直忽略了那個傷口，女兒其實是來幫助她看見並療癒那個傷口的。

想到這裡，她對女兒充滿感恩。 

這是個不平靜的夜晚。但在即將進入午夜之時，一切又恢復平靜了。雖然花了一點時間與朋友

談話，但我並未覺得被干擾，講完電話，很快入睡。 

 

 



附件二思賢國小交通位置圖 

 

 

公車 299、99 財元廣場 

思賢國小 

公車 805 台北醫院 

公車 835 復興路二段 

公車 99、257、
805、813、845、
918、920 台北
醫院 

思賢國小 

頭前庄捷運站 2 號出口 

過地下道往台北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