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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拒學指的是兒童或青少年

在通常被期待要上學的年紀，拒絕上學。

基本上會同時包含以下四種條件¹：

(一)已缺課一段時間：

缺課時間不一定，從一週內經常間歇請假

數天，到連續數周甚至數個月以上都有。

(二)明顯情緒低潮：

伴隨過度膽怯、社交退縮、亂發脾氣、

抱怨身體不適、不合理的擔憂⋯等情緒

困擾，長期下來有的會沉迷事物難以自制。

(三)家長知道孩子沒上學在家中：

家長對於沒上學的反應有的會強制、有的

產生親子間衝突、也有的束手無策而無奈

讓孩子留在家中，狀況不一而足；但孩子

沒上學期間，並不會翹家、或找同儕尋求

其他的玩樂，反之留在家中，甚至更常見

的是減少出門活動。

(四)沒有明顯反社會行為：

這些未上學的孩子並沒有偷竊、搶奪、打

鬥⋯等嚴重違反規範的反社會行為，也不

是僅僅因反抗權威而不上學；相反的，他

們在還有上學的時候，往往是老師眼中的

乖乖牌或溫順的孩子。拒學發生後，當成

人要強制他們上學時，可能見到激烈的抵

抗、甚至攻擊。

什麼是拒學

國外部分，英國研究推估約有1%曾出

現拒學²，日本則是1.32% ³；國內2011年由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與臺北市教育

局東區特教資源中心合作進行的研究，對

臺北市國小到高中職進行問卷調查，結果

推估拒學的盛行率為千分之0.95 ⁷。而該次

的調查亦發現，拒學的出現率隨著年齡的

增加有逐年遞增的趨勢，特別在國中階段

增加較明顯。因此，學者專家建議在青春

期對於拒學行為有所警覺，盡快介入是相

當重要的。

有多少拒學學生

可能包含偶發的遲到早退、希望能

去保健室休息、待在輔導室、繳交作業

困難、在班級中不太與人互動也沒有熟識

的友伴等。若持續沒有獲得改善或幫助，

可能會出現向家人表示有或表現出各種身

心不適的狀況，或以各種理由要求請假。

拒學的先兆行為

由於拒學的原因多元，包括孩子個人

特質、適應能力、家庭互動、學校環境等

各種因素⁴’⁸，也可能涉及孩子潛在的學習

或發展困難。現階段在處理拒學問題上，

有實證研究支持的，是採取「包裹式的介

入」 ⁵’⁶，係指依據學生的需求，同時包含

教育、醫療、心理輔導等跨專業系統一起

合作，例如：藥物治療、家長與教師訓練

和認知行為教導等，被認為是協助拒學學

生的有效方式。

如何處理拒學問題



該向誰求助呢？

拒學的改善需要家庭和學校共同努

力。期望親師共同攜手關心學生，及早發

現上學困難的先兆、家長與學校建立共同

合作的默契並適時求助專業人員，盼更能

幫助這些學生建立學習的信心，終能適應

校園、發揮潛能。

初步介入
當學生出現疑似拒學的徵兆行為時，建議

家長及早帶子女前往各大醫療院所的兒童心智

科或兒童精神科就診，了解孩子情緒狀態，評

估是否有潛在的身心發展狀況需要協助。

學校方面，可先向各校輔導室求助，及

早啟動介入性輔導。由於導師、任課老師、

輔導老師、學務處老師等，都可能是提供專

業意見、發揮影響力的人員，必要時學校可

啟動「適應欠佳學生校園團隊合作模式」，

整合校內資源來提供輔導服務。

校內評估後認為有需要時，也可以與特教

教師合作諮詢，初步評估學生是否可能具有特

殊教育之需求，並協助申請特殊教育鑑定，由

輔導老師與特教老師一起協助學生。

成效有限時，怎麼辦？
對於一般學生的拒學問題，學校可以向外

申請臺北市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的專業輔導人

員資源。至於特教學生的拒學問題，本市東區

特教資源中心也可提供相關諮詢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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