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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小組中初期

這部分簡述小組中初期協助辨識	(Detect)	組員非理性想法的情況。工作員透過不同的活動，讓組員學習A-B-C概念，

希望組員運用有關概念，辨識自己行為和情緒背後的非理性想法，同時讓他們認識非理性想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工

作員教授組員A-B-C概念時，主要運用Ellis的十二種非理性想法。而上文提到Beck的認知概念，工作員則應用在個

案的評估上。

小組活動：第五節

活動 「情境題 – 如果我是小明…」

時間 35分鐘

理念 當組員認識A-B-C概念後，工作員運用不同的情境題，讓組員看到，當同一件事件發生在不同人身上

時，會因應各人有著不同的想法，因而作出不同的行為反應及情緒反應

目的 �.	 強化組員對A-B-C概念的認識

�.	 評估組員的非理性想法

3.	 讓組員了解自己的想法

程序 �.	 兩位工作員先扮演事件(A)，然後引發組員作出思考：「如果你是事件中的主角小明，你會作出甚

麼行為反應呢？」

�.	 派發堂課紙，讓組員先寫出他們的行為反應及情緒反應；工作員按照他們相同的行為反應，把組

員分成小組（將有攻擊行為的組員分成同一小組），然後在小組討論中，各人說出自己行為反應

背後的想法，最後，將行為反應寫在白紙上

3.	 小組組員進行角色扮演，做出他們的行為反應；另一組的組員經觀察後，試猜測他們的行為反應

4.	 揭曉白紙上的答案，答中的得分，組員分享行為背後的想法

5.	 兩位工作員先扮演事件(A)，然後引發組員作出思考：「如果你是事件中的主角小明，你會作出甚

麼行為反應呢？」

6.	 這次工作員按他們相同的情緒反應分組，然後重覆第�至第4步驟

總結：同一件事件發生在不同人的身上，會因著各人有不同的想法而作出不同的行為反應及情緒反

應

物資 情境１及２、白紙、顏色水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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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過程及個案闡述

操控型攻擊者是聰明的一群，他們相對較易掌握及了解A-B-C概念。工作員利用這些情境題，讓組員了解A-B-C概

念外，還須評估他們的非理性想法。所以，工作員以組員相同的行為反應及情緒反應分組，讓他們在分組時，容易表

達自己的想法。

當阿慧代入以下情境時：

「小明在小息完結前，才到小食部買東西吃。但走到小食部，才發現自己沒帶錢。當時見到一個同學買了自己想吃的

食物，小息即將完結，小明會…」

阿慧分享，如果她是小明，她說：「我當然會先了解對方是誰，如果對方沒有任何勢力撐腰，我便可以『做嘢』。」

工作員請阿慧澄清「做嘢」的意思時，她說：「我會『禮貌』地問他到底認不認識我？如果他認識我，我相信他會自

動自覺地將他的食物給我。如果他答不認識，他的下場便會很慘了！我會在他的食物中『加料』，這樣他以後都會知

道我是誰。哈哈！」

工作員從阿慧的回應中，發現「當要求對方請自己吃東西時，被對方拒絕」的事件(A)能協助工作員及阿慧了解操控

型攻擊行為的非理性想法，因此，工作員以此作為一個新的事件，追問阿慧的情緒反應及背後的想法。以下是阿慧在

這件事件中的想法及感受：

工作員分析

工作員必須對A-B-C概念十分掌握，因為當組員分享他們的經驗時，很容易將事件、想法及行為反應混為一談，工

作員必須協助組員分辨三者之不同。由於日後的小組活動是為了組員拆解非理性的想法，故組員必須掌握此概念，才

能有效地進行拆解。

當組員出現負面情緒時（如憤怒、失望等），便是一個好機會讓他們辨識	(Detect)	自己的想法。阿慧表示憤怒，是由於

她認為對方不放自己在眼內。工作員協助組員辨識	(Detect)	自己的想法時，提出一個情境假設：如果有人不將自己放

在眼內，那代表些甚麼﹖

阿慧相信，一個沒有價值的人，才會被人忽視及不尊重。工作員以一個具同理心的反應回應她：「帶著這個想法的時

候，真的會令人感到恐懼，因為自己無時無刻都不能出錯，否則便是一個愚蠢、沒有價值的人了。」阿慧以點頭作回

應，情緒相比活動初段，明顯低落了很多。工作員從阿慧的反應，相信她亦認同工作員對她想法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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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事件
當要求對方請自己
吃東西時，被對方
拒絕

(B) 想法
對方不給我面子，不放我在眼內

(C) 行為反應
弄髒對方的食物，令他無法
享用

(C) 情緒反應
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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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慧在小組分享中，察覺到自己希望透過攻擊行為令別人「敬畏」自己。因為她相信如果別人「敬畏」自己，自己便

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價值。因此，在另一個活動中，當她挑選	Ellis	 (�977)	的「十二種非理性想法」貼紙時，她選擇了

「當事情不如自己所願時，就是最慘和最可怕的情況」、「每個人都應該有足夠的能力、智慧和成就，才算有價值」

及「對於身邊的事物，人是要有完美的控制」的想法。這三個想法正好反映了阿慧十分重視「能力」，因為她相信沒

有能力的人是愚蠢及不能把事做好的，所以，她一定不會受其他人尊重及認同。沒有別人的尊重及認同，便等同於她

是沒有價值的人。

Beck	 (�995)	的認知概念表提供一個清晰及具體的理念架構，協助工作員評估組員的核心信念、中介信念（規條）及自

動化想法。工作員可以根據小組初期搜集得來的資料，運用認知概念表，評估阿慧的核心信念及中介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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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阿慧																					 	 	 	 	 年齡：中二、�4歲

個案背景：聰明；熟悉黑社會、毒品的問題；朋輩中的領袖

認知概念化圖表—阿慧	(Beck,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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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一
小明（阿慧）和朋友在走廊
遇到一位朋友很討厭的同學

（小組情景題）

自動化想法
機會來了，我要在朋友面前

耀武揚威

自動化想法的意義
我是沒有價值

行為反應
借故大力撞向那位被討厭的

同學
用不屑的眼神望向那位同學

嘲笑那位同學

情緒反應
不安

情境三
在廁所遇到自己討厭的同學

（阿慧的經驗）

自動化想法
我要令討厭的同學不再在自己
面前出現，証明我在朋友中是

最有權勢的

自動化想法的意義
我是沒有價值

行為反應
與朋友一起恐嚇她

勒索對方金錢

情緒反應
不安、自卑

自動化想法
對方拒絕我即代表不放我

在眼內

自動化想法的意義
我是沒有價值

行為反應
弄髒對方的食物，

令他無法享用

情緒反應
憤怒

相關的童年資料
母親正常化了阿慧的違規行為；道德發展停留於「前慣例道德」的層次；

母親認為蠢的人，在做錯事後，才會得到負面的後果

核心信念
我是沒有價值的

情境假設／信念／規則
如果別人不敬畏我，我一定是沒有能力

「當事情不如自己所願時，就是最慘和最可怕的情況」
「人人都有能力，否則會被人看不起，沒有價值」

「對於身邊的事物，人是要有完全的控制」

補償策略
努力把握機會或為自己營造機會，突出自己

情境二
阿慧要求對方請自己

吃東西時，被對方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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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活動：第六節

（詳情請參閱教學光碟，操控型攻擊者	－	4.	小組中初期	及	7.	馮麗姝博士解說）

活動 播放「鐵窗邊緣	－	玩過界」*

時間 30分鐘

目的 透過真人真事的分享，讓組員明白「玩樂」也可帶來嚴重的負面後果

程序 �.	 介紹影片：影片內容是真人真事，希望組員留意片中主角的行為及後果

�.	 播放影片

3.	 討論重點：

• 組員分享影片中深刻的片段

• 片中主角的「大件事指數」

• 片中主角了解行為會帶來負面的後果後，對他們行為的影響

總結：片中的主角可能沒有想過，行為帶來的負面後果原來是十分嚴重的；工作員希望組員透過小

組討論，反思自己的行為帶來的負面後果

物資 「鐵窗邊緣 – 玩過界」、電腦

*	「鐵窗邊緣 – 玩過界」第十集，香港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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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過程及個案闡述

播放影片期間，大部分組員都十分專注。影片播放完畢，組員對影片中的主角需要負上嚴重的後果存有懷疑。於是，

工作員澄清片段的真實性，藉此營造一個有客觀事實支持的小組討論。

播放影片後，工作員與組員討論深刻的片段。他們較容易理解攻擊及欺凌行為為個人帶來的負面後果，例如：失去自

由、失去朋友等。此外，在小組初期，活動著重刺激組員對情緒的認識，令組員到了小組中期，開始了解及表達感

受。例如阿慧表示片段中主角的父母對主角的行為表示擔心、失望、難過，是她最深刻的片段。

小組分享尾段，在工作員的引導下，組員將A-B-C概念套用在片中的主角中。在過程中，組員能正確地分析片中主

角的事件(A)、想法(B)、行為(C)	和情緒(C)	。當組員反思主角欺凌行為背後的想法(B)時，阿慧認為主角希望証明自己

是有能力，才會欺負別人。同時阿慧亦察覺到自己與片中主角的想法十分相似，因為她相信如果別人「敬畏」自己，

這就是有能力及有價值。從她的分享中，可見阿慧開始能運用A-B-C概念，辨識自己的想法。

工作員分析

操控型攻擊者對後果傾向作正面的評價。在這節活動中，工作員希望透過真人真事的分享，衝擊組員這方面的認知，

增加組員了解欺凌行為後果的客觀性。如果忽略攻擊行為背後客觀現實的角度，定必帶來負面後果。此外，工作員透

過客觀事實 – 做了犯法的事，便須要負上法律責任，營造壓力	 (Create	Stress)，讓組員感到改變想法的迫切性，從

而作出改變。

透過播放影片，雖然能提供客觀證據，讓組員了解現實中欺凌行為帶來的惡果，但對於組員來說，情境相對而言是抽

離的，因為他們只是討論別人的事件。小組發展到中期開始日趨成熟，工作員須要把小組主題由「抽離」轉到「切

身」。意思是指，活動只是協助工作員引起討論，而重點是工作員必須從討論別人的事件轉移到探索自己和了解自己

的過程。因此，組員將自己的想法投射在片中主角身上，工作員須加以利用，透過組員和主角相同的經驗，直接讓組

員了解自己欺凌行為背後的想法 – 利用欺凌行為証明自己的能力，從中引證自己是有價值的想法。

同時，工作員亦將片中主角父母的感受，轉移到阿慧父母的感受對阿慧的意義，藉此讓阿慧了解父母的感受對於自己

的重要性，讓她了解欺凌行為背後須要負上讓父母傷心的後果，從而改變他們對欺凌行為的想法。工作員相信，父母

的角度及感受，能成為阿慧減少欺凌行為的增強物	(Rei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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