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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小組初期

這一節簡述小組初期的情況。工作員透過不同的活動，評估組員的核心信念。工作員先拉闊組員對事件的了解，讓他

們能全面地接收外在訊息，然後運用Beck的認知概念，探索引起憤怒情緒及攻擊行為的核心及中介信念。

小組活動：第二節

活動 「五感測試」

時間 30分鐘

理念 由於反應型攻擊者會忽略周遭的環境，選擇性地收取外在有關攻擊性的線索導引，他們傾向偏重運

用部分感官，而妄自作出定論及反應。因此，讓組員了解，單靠某一感官了解事件及作定論可能會

出現誤差。工作員協助組員運用其他感官，令他們能全面地接收外界訊息，從而減少因接收外界訊

息出現偏差而造成的人際衝突

目的 �.	讓組員了解單靠某一感官了解事件及作定論，可能會出現誤差	
�.	協助組員運用其他感官，全面地接收外界訊息

程序 情境：有一班朋友在操場觀看球賽，看見自己支持的隊伍入球，舉手歡呼慶祝

�.	 工作員運用不同的物件作提示，組員分別用不同的感官去了解有關事件：

(I)	 　　聽覺：嘈雜叫囂聲

(II)	　　觸覺：汽水樽

(III)        嗅覺：薯片袋

(IV)	　　味覺：薯片

(V)	　　視覺：圖片

�.	 將組員分成3組，組員按以上的次序去了解事件，根據使用的提示計分

3.	 評分方法：

(I)	 　　第一個提示：答對�00分，答錯扣�00分
(II)	　　第二個提示：答對80分，答錯扣80分
(III)	　　第三個提示：答對60分，答錯扣60分
(IV)	　　第四個提示：答對40分，答錯扣40分
(V)	　　第五個提示：答對�0分，答錯扣�0分

4.	 每一次依據提示作「猜一猜」時，組員需填寫他對有關事件的行為反應及情緒反應

5.	 勝出者需要分享致勝之道，之後由工作員頒發獎品

6.	 總結：靠某一感官了解事件及作定論，可能會出現誤差。多運用其他感官，全面地接收外界訊

息，能對事件有全面的了解，行為及感受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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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過程及個案闡述

組員開始時十分投入這個活動。第一個聽覺提示後（嘈雜叫囂聲），阿偉那一組相信答案是主角正在打架，而那些聲音

便是圍觀的人所發出的。第二個是有關觸覺（汽水樽）的提示，阿偉一組的答案依然沒有改變，他們相信，主角使用武

器打架。

經過第三及第四個提示（嗅覺：薯片袋；味覺：薯片）後，阿偉一組開始動搖，因為如果答案是打架事件，便不會出現

薯片。與阿偉同組的組員開始重新組織第一至第四個提示後，他們改變答案，認為主角跟朋友開大食會派對。第五個

視覺的提示（打籃球的照片），阿偉一組有組員很快回應：「原來主角正在打籃球。」但阿偉示意組員再細心回顧他們

之前搜集的提示，他認為打籃球時不會吃薯片及汽水，所以，他們決定把答案改為主角與朋友一起觀看球賽。

活動完結後，阿偉分享他們成功猜中答案的心得，他說：「如果沒有完全了解事件，往往令人產生誤會。我們最初只

靠聽覺和觸覺時，便誤以為是打架事件。」之後，工作員再邀請大家分享以往類似的經驗，阿偉提出一件令他內疚的

事：「有一次，坐在我背後的同學拍我肩膀，我當時十分憤怒，認為他故意打我，於是我揮拳反擊。但事實是，他看

見我的文具掉在地上，想提醒我拾回文具。自此以後，那位同學便害怕起來，不跟我做朋友了。」

工作員分析

從阿偉的例子中，阿偉是典型的反應型攻擊者，在接收外界訊息時，忽略周遭的環境，偏重運用一部分的感官去接收

訊息，而且選擇性地收取外在有關攻擊性的線索導引，如被拍肩膀，導致妄下定論及作出攻擊性的反應。

工作員引導阿偉從「五感測試」活動中，將學習到的方法應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阿偉表示，如果他能全面運用五

感時，他便不會單靠觸覺去斷定同學的意圖，他會先轉身，留意同學當時的表情及現場環境，如果不能作出判斷時，

他會請那位同學澄清拍自己肩膀的原因。

工作員請其他組員代入阿偉同學的角色，分享阿偉的新做法所帶來的後果。組員表示，阿偉的新做法會帶來很多好

處，包括不會破壞朋輩關係、不會受罰等。工作員希望透過組員的正面回饋，鼓勵阿偉及其他組員能將從小組中取得

的正面經驗，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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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活動：第三節	

（詳情請參閱教學光碟，反應型攻擊者	－	�.	小組初期	及	3.	馮麗姝博士解說）

活動 「情境線索大搜查」

時間 30分鐘

理念 在評估組員的接收訊息模式後，可進一步協助組員打破對日常事件的自動化反應，擴闊他們對事件

的想法。而工作員亦可透過討論一些中立的校園情境，初步評估不同組員的非理性想法及敵意歸因

模式，並在往後的小組中作出跟進

目的 �.		 讓組員初步認識個人想法(Belief)
�.	 工作員初步評估組員的非理性想法

程序 �.	 工作員說出一個校園情境，事件必須為中立的事件，例如「老師叫我放學後找他」或「同學在課

室內叫出我的中文全名」等。然後把組員分成兩組，由工作員帶領組員作討論

討論問題：如果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你將會有甚麼想法呢﹖

�.	 工作員可鼓勵組員利用五感，全面地從事件中找出更多的資料及線索，以作分析

3.	 組員需在十分鐘內盡量把想法羅列出來，並寫在大畫紙上，每寫出一項想法，又能提出原因的，

便可得一分	
4.	 工作員可在討論的過程及大畫紙上的答案中，評估各組員的想法是否出現想法偏差及敵意歸因	
5.	 最後兩組分別匯報其討論結果，由工作員計分，每組可按得分而獲得不同的小禮物以作鼓勵

物資 大畫紙、顏色水筆、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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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過程及個案闡述

組員在活動中需要把想法羅列出來，但工作員發現，大部分組員都不能清晰地分辨想法及行為反應。小組活動（例如

情境題）協助組員投射自己的想法、行為及情緒。但工作員不能只專注帶領小組活動，更重要是工作員能把握評估時

機，窺探組員的內在想法。工作員於是按組員的情況，嘗試從組員的行為反應及情緒反應中，初步評估不同組員的非

理性想法及敵意歸因模式，並在往後的小組中跟進。

在「老師叫我放學找他」的事件中，這些事件經常發生在組員身上，而他們都會有憤怒、不滿、無奈、擔心的感受，

阿偉表達若他遇到這個情境時，一定會很憤怒，並且會不理會老師，放學後立刻離開學校。阿偉認為老師針對自己，

所以故意要阿偉留堂。而另一些組員則擔心老師認為自己成績欠佳，因而被罰留堂。

憤怒是反應型攻擊者的重要情緒特徵，當他們經驗負面情緒時，會容易表達他們的核心信念。他們同時欠缺表達能

力，所以工作員可透過一些動物圖片，協助組員表達憤怒情緒背後的個人想法。阿偉表示當他憤怒的時候，會像一頭

獅子，不顧一切撲向對方及攻擊對方。

他回想這次經驗，當有一位中六級的同學稱呼他「Form	One仔」，他便如圖片中的獅子般攻擊對方，直至對方倒

下。工作員再追問當時情況時，發現阿偉當時背向那位同學，當他一聽到「Form	One仔」時，便立刻轉身，看見那

位同學站在自己背後，便衝上前攻擊他。

工作員分析

工作員認為這次事件可以有效評估阿偉攻擊行為及憤怒情緒的背後想法，此外，工作員相信阿偉能透過這次經驗，辨

識	(Detect)	自己的想法，故此繼續與阿偉探索這次經驗。

工作員運用Beck	(�995)	的認知概念表，評估阿偉的核心信念及中介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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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阿偉																					 	 	 	 	 年齡：重讀中一、�4歲

個案背景：衝動、易怒、學業成績差

認知概念化圖表—阿偉	(Beck,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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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一
阿偉聽到背後有人說
「Form	One仔」

自動化想法
�.	對方正在嘲笑我

�.	他一定看不起我

自動化想法的意義
我是無能的

行為反應
立即轉身，攻擊站在自己

背後的那一位同學

情緒反應
憤怒、不安

情境三
阿偉在班房與另一名組員

衝突。工作員與他在班房外
處理情緒時，另一名工作員

開門及查詢是否需要作出支援

自動化想法
�.	一定是那位組員故意進來，

要偷看我出洋相

自動化想法的意義
我是無能的

行為反應
立即衝入班房，攻擊那位組員

情緒反應
憤怒

自動化想法
�.	老師針對我

�.	老師一定認為我是班中最容
易受欺負的

自動化想法的意義
我是無能的

行為反應
辱罵老師

情緒反應
憤怒

相關的童年資料
阿偉曾在幼稚園時被人欺負，當時他十分恐懼及無助。比阿偉年少兩歲的弟弟為

了保護哥哥，打跑對方。阿偉因此認為自己非常無能

核心信念
我是無能的

情境假設／信念／規則
如果我沒法保護自己，我一定是無用及失敗的人

「人人都應有足夠的能力，否則會給人看不起，沒有價值」

補償策略
先發制人，保護自己

情境二
阿偉因破壞課堂秩序而被老師

責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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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事件上，阿偉忽略周遭的環境，選擇性地收取外在有關攻擊性的線索，所以不能全面了解事件。此外，阿偉認

為對方正在嘲笑自己，他才會有攻擊及憤怒的反應。這個自動化想法中，阿偉只根據事件的一小部分推斷對方的意

圖，明顯出現了認知扭曲。

當工作員繼續探索影響阿偉的中介信念及核心信念時，發現阿偉深深相信，如果自己不能保護自己時，便代表他是一

個無用及失敗的人。阿偉在了解事件上，他選擇性地收取事件中有關攻擊性的線索，再加上以上的信念影響，便引發

出認知扭曲的自動化想法。

在個別跟進時，阿偉表示曾在幼稚園時被人欺負，當時他十分恐懼及無助。比阿偉年少兩歲的弟弟，為了保護哥哥，

打跑了對方。兒童時期的阿偉，除了不能保護自己外，還需要弟弟反過來保護他，因此他認為自己是非常無能的。受

相關童年經驗影響，工作員更確定阿偉的無助是核心信念。

雖然在小組過程中，工作員需要對每位組員有深入的個案評估。但在評估過程中，不能忽略其他小組組員。例如在片

段中，鍾姑娘（主工作員）正對阿偉進行深入的評估，大部分組員都在參與小組。但有兩位組員很少投入小組，更出現

一些動手動腳的行為。胡姑娘（協助工作員）留意到這個情況，雖然當時氣氛未見緊張，但因反應型攻擊者的特性是衝

動、易怒，為了避免激烈衝突發生，所以胡姑娘及早介入，好讓兩位組員能重新投入小組及保持組員關係。

第四章
治療性輔導小組 - 反應型攻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