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榜

• 賀！本校參加 113年臺中盃全國中小學田徑賽
811周佳韻同學 參加 國中女子組 三千公尺 冠軍
並破大會計錄、一千五百公尺 第四名

• 賀！本校參加全國海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榮獲冠軍！

• 113年九年級畢業升學榜單，會考表現亮麗！

• 賀！本校706班及916班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體育署
112學年度第15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國民中學大
隊接力」表現優異
706 班榮獲全國七年級組 第三名
916 班榮獲全國九年級組 第七名

• 賀新北市112學年度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成績優異
化學科【甲等】：802蘇誼祐、801謝金洲
數學科【佳作】暨【探究精神獎】：809王頊文
生應科【佳作】暨【團隊合作獎】：802黃毓澄、805
江丞羿、805林于閎
生應科【團隊合作獎】：811羅若芫、813陳彥廷、
811陳宇恩

• 賀本校柔道隊參加113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參加柔道比賽
904 曾婉瑄 國女第六級 榮獲第三名
904 吳沛蓁 國女第八級 榮獲第七名

• 賀！本校706班及914班參加「2024新北市運動樂活
系列活動大隊接力
班際大隊接力七年級組 冠軍 706
班際大隊接力九年級組 冠軍 914

• 賀！本校柔道隊參加 新北市113年中等學校運動會
816余硯詳國男第四級第二名
904劉書閎國男第五級第二名
806蔡恩雅國女第四級第五名
917華羿萓國女第五級第五名

• 賀！本校參加板土區語文競賽榮獲佳績！

• 新北市112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805江丞羿、805林于閎、802黃毓澄 獲【最佳研究獎】

• 新北市112學年度本土文化影音創意說唱讚榮獲佳績
【原住民族語組特優】716李沛絢、718林承宥、905賴
祈恩、910李孟釩
【客家語組優等】801梁馨予、818陳泓佑、818林蓁嫻

• 賀！新北市第9屆原住民族單詞競賽 榮獲【國中組第
三名】916黃可星、817林采琪、818葉韜、716李沛
絢、718林承宥、718林姿瑜

• 賀本校參加台北市「112年度中小學資通訊應用大賽
－無人機競賽」榮獲應用賽國中組第二名
801 謝金洲、806 陳思樺、807 馬宗榆、809 林博濂

• 狂賀 112年全國語文競賽（原住民族）成績優異
911黃可星 榮獲撒奇萊雅朗讀【優等】
817林采琪 榮獲秀姑巒阿美語朗讀【優等】
702潘芊予 榮獲太魯閣情境式演說【優等】

• 賀！本校田徑隊參加113年新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711 周佳韻國女甲 3000公尺第二名 1500公尺第四名
803 廖于文國女甲 800公尺 第三名
912 曾裕鈞國男甲 3000公尺第四名
810 林宗翰國男甲 鉛球 第五名
711 崔又文、806 孫潔琳、803 廖于文、711 周佳韻 國
女甲4x400公尺接力 第七名



諮商心理師陳雪如：
看見青少年的隱性孤單，做他最好的陪伴

出處：by 親子天下媒體中心–陳奕安採訪整理 (親子天下雜誌131期 2024-06-01出刊)

十幾年前，我們看到的青少年偏差行為，較多是去結交所謂的「壞朋友」、在外面
混幫派；而現在孩子遇到情緒困擾或生活壓力，已經不混幫派了，可能會躲在家裡看影片、
打遊戲消磨時間，不願意跟任何人進一步交流，更遑論聊私事。

其實以我的角度來看，比起一直待在家，去混幫派在心理上可能更健康。我們發現，
孩子受傷後可能變成問題學生，出現逃避社交、拒學、自我傷害等偏差行為，是他在丟出
求救訊號。這些行為的根本原因不是他壞或懶，而是「隱性孤單」。

隱性孤單，是從客觀條件看來有朋友、不是邊緣人，但其實內在感到非常孤單，覺
得沒有人理解自己、接納自己，他們很難在外界面前展現真實樣貌，習慣戴著面具、迎合
外在期待，不僅不信任他人，也對自己不夠自信。處於隱性孤單的孩子比較自我封閉，當
現實生活發生無力解決的困難、內在痛苦時，他無法對外求助，只能先逃避，不管現實世
界。

在我諮商遇到的青少年裡，可能八、九成都有隱性孤單的問題。有孩子看似社交王，
其實覺得身邊沒有知心朋友；也有狀況是家長自認了解孩子，但孩子認為「我從來沒有覺
得你們能看到我的痛苦」。

這個現象可能受到社群影響，孩子擔心做錯事或麻煩別人，會被同學開群組、開小
帳講壞話，導致自己只能一味配合他人；也可能過去與家長互動的經驗，讓他擔心家人並
未真正了解自己，對自己的呼救置若罔聞。我就曾遇過孩子，覺得家人沒有發現自己自我
傷害，其實家長都看在眼裡，也很心疼，卻不知道怎麼主動問起。

我們想保護孩子，但保護有時會變成否定，讓他們覺得「你不信任我的能力、你不
在乎我」，所以家長要思考，如何把我們的愛真正傳遞到孩子心裡？避免讓孩子陷入隱性
孤單，爸媽可以做三件事：

一是增加彼此對話：可以主動分享家長的日常生活，不要只想要孩子開口。對話中
單純分享經驗、避免說教；當孩子分享時，不要急於分析問題，讓他們覺得與父母對話是
安全的，同時讓他重新梳理自己遇到的困難。

二是允許表達情緒：當孩子能夠表達負面情緒，他們會知道「我做不好、感覺負面
的一面，可以展露給父母看」；接著再協助練習表達，嘗試調節情緒的方法。

三是把問題丟還給孩子：或許可以針對問題聊聊，「如果你想幫助自己的時候，可
以來找我討論。」這時候家長必須忍住，等到孩子想動時再協助施力，陪伴解決問題並重
建自信。

孩子很需要一個大人，在好或不好時都陪在身邊。人終究不可能永遠毫髮無傷，挫
折一定會發生，但重點是問題發生後，我們怎麼陪伴孩子度過，讓他有人際連結支撐。這
個過程對孩子來說，反而是讓愛的連結更扎實的時刻。

推薦好書：陳雪如－隱性孤單：孩子有事不說怎麼辦？35個成長轉型的支持&溝通法則
（作者深耕青少年輔導十餘年，曾任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多所大專院校心理師。著有《青春不是突然就叛逆》、
《隱性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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