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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第六章 –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I) 小組內容

節數：第一節

形式：先以親子活動形式進行，後再細分家長組及子女組

目標：  1. 介紹小組、互相認識

             2. 共同訂立小組契約

             3. 協助家長與子女建立關係

             4. 評估家長管教子女時的反應

             5. 讓家長了解不同的想法會導致不同的情緒和行為

             6. 讓子女了解表達情緒的不同方式

             7. 評估子女憤怒時的反應

親子組

活動 介紹小組

時間 5分鐘

目的 介紹小組內容及獎勵計畫

程序 1. 安頓、歡迎及多謝組員參加小組

2. 介紹小組目的、形式及時間

3. 介紹小組獎勵

• 每次親子共同出席小組活動，可得一粒星星貼紙；交齊家課的組員，各得一粒星星貼

紙，並由組員親自張貼星星貼紙貼在「星星榜」上。獲得六粒星星貼紙的家庭，可得一

份神秘禮物

• 於最後一節小組將頒發最佳進步獎、最合拍獎及最投入獎。

• 每節各小組(家長組及子女組)設有最佳表現獎2名及進步獎1名，獎勵投入小組活動的組

員

物資 貼紙(名牌)、顏色筆、星星貼紙、星星榜(物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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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天下無敵馬拉松

時間 10分鐘

目的 促進組員間的認識

程序 1. 組員圍圈站立，開首的一人先說出自己的名字，如：阿詩。第二個人便要這樣接下去，

如：阿詩，阿強。第三人便說：阿詩，阿強，大文，如此類推，直至圈內所有人都參與

2. 當完成一圈後，大家再說一次，但方向調轉。而且除了說名字，還要加上設計動作，工作

人員可先作示範

    如：阿詩（拍手）

　　阿詩（拍手），阿強（揮手）

　　阿詩（拍手），阿強（揮手），大文（原地跳）

3. 完成後，所有人一起再做一遍

 小組活動：第一節

﹝詳情請參閱教學光碟，小學親子小組 ─ 4.1 小組初期，親子活動﹞

活動 載水樽

時間 20分鐘

理念 工作人員可以透過此解難活動，觀察各親子之間的相互反應及對話，從而評估每組親子之間

的互動關係

目的 1. 共同訂立小組契約

2. 增加組員間的溝通及合作

程序 1. 工作人員派發相同數量的報紙予組員

2. 組員需在限時8分鐘內，用報紙推砌出高於21cm(A4紙闊度)的高塔，用以承載若干重量的

水樽(最少5秒)

3. 完成後，邀請組員回顧參與活動的感受，鼓勵組員從中提出組規

4. 在大畫紙上總結及寫出全組組員均同意的規則，並鼓勵組員遵守小組守則

備註：人數過多，可分2組進行(同一房間)，但仍以親子為一單位，用報紙砌2座高塔去承載2
份若干重量的物件

物資 報紙、尺子、計時器、大畫紙、粗頭筆、水樽

第六章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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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組

活動 五味人生

時間 20分鐘

目的 1. 分享教養子女時的苦與樂，喜與悲

2. 透過分享，建立互相支持的環境

程序 以「甜酸苦辣甘」為主題(卡紙)，組員輪流透過「五味卡」(物資1.2)揀選分享的主題及事件

物資 五味卡(物資1.2)

活動 誤會事件簿

時間 30分鐘

理念 生活經驗是構成自動化思想(Automatic Thoughts)的成因之一。在認知方面，家長對於子女的

行為有一定的歸因，並不其然地作出某種判斷。此活動主要協助家長留意自己對子女的自動

化思想，並了解這些思想對其管教子女的重要性

目的 1. 評估組員的行為和情緒反應，探索組員對子女想法和歸因的了解

2. 讓組員理解不同的想法會導致不同的情緒和行為

程序 1. 先播放花生油廣告片段第一部分，邀請組員分享，若他們是影片中的家長，他們會有甚麼

想法、情緒和行為

2. 邀請組員分享日常生活中子女哪些行為最令父母感到氣憤和氣餒

3. 再播放片段的第二部分，邀請組員分享他們看完片段後的感受，同時分享自己曾經誤會子

女的經驗，帶出家長多了解子女的想法、情緒和行為的重要性

物資 花生油廣告片段

活動 家課講解 －「我的誤會事件簿」

時間 5分鐘

目的 1. 引導組員作自我觀察，反思日常生活中曾出現的誤會事件

2. 引導組員認識誤會子女時自己情緒和身體反應

程序 1. 工作人員介紹「我的誤會事件簿」(引導家長反思曾出現的誤會事件)，並示範如何填寫家

課

2. 組員需要準備最少一張自己兒時的照片(有父母於當中更佳)或一件能代表兒時與父母相處

的有關紀念品，於下一節分享

物資 「我的誤會事件簿」家課紙1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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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組

活動 情緒大電視

時間 20分鐘

理念 反應型攻擊行為的出現是因為憤怒情緒的帶動，協助子女留意自我的情緒反應，有助子女學

習情緒管理

目的 1. 讓組員了解表達情緒的不同方式

2. 讓組員理解肢體動作、臉部表情與情緒之間的關係

程序 1. 組員需輪流演繹由工作人員派發的情緒卡，其他組員則負責猜測演繹者所表達的是甚麼情

緒

2. 工作人員可給與適當的提示(正面或負面？強烈或平淡？在甚麼情況下會出現此情緒？)

3. 各組員解釋在哪種情況會出現此情緒

4. 工作人員最後邀請組員分享過去日常生活中有否出現剛才的情緒。甚麼情景最常出現此情

緒？為甚麼？該情緒的強烈指數是多少?如組員不願意分享，可舉手表示他們最常出現的

情緒及指數

物資 情緒卡紙

活動 情景分享

時間 30分鐘

目的 1. 透過情景分享，探討組員的想法和歸因傾向

2. 評估常令組員憤怒的事件，分析發生該事的行為和情緒反應

程序 1. 由工作人員演繹一個情景(同學碰着你的書桌，你的筆盒因此跌在地上)，邀請組員分享，

假如他們是情景中的主角，會有甚麼想法，情緒和行為(可由上一個活動中挑選合適的情緒

卡紙)

2. 利用「何時」「何地」「何人」卡紙，組員一起分享日常生活中有甚麼事件，最令他們感

到氣憤或委屈，試舉出事件作例子

物資 「何時」「何地」「何人」卡紙

活動 家課講解

時間 5分鐘

目的 讓子女多觀察自己的情緒變化

程序 1. 提醒組員完成家課後，可得星星貼紙

2. 頒發最佳表現獎並作出總結

物資 「我的心情週記」家課紙2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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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星星榜

親子
名字

摘星數目
總
數

 第一節小組物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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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卡

           

           酸
  1. 何時發生?

  2. 何地發生?

  3. 發生的頻率?

  4. 你的感受?

  5. 子女的感受?

   

苦
1.何時發生?  

2. 何地發生?  

3. 發生的頻率?

4. 你的感受?  

5. 子女的感受?

           

           辣
  1. 何時發生?

  2. 何地發生?

  3. 發生的頻率?

  4. 你的感受?

  5. 子女的感受?

   

甘
1. 何時發生?  

2. 何地發生?  

3. 發生的頻率?

4. 你的感受?  

5. 子女的感受?

甜
1. 何時發生?

2. 何地發生?

3. 發生的頻率?

4. 你的感受?

5. 子女的感受?

 第一節小組物資1.2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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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誤會事件簿
 

 第一節小組家課1

請寫出一件曾令你誤會子女的事件

令我誤會的事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時我認為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內心感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以我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後的結果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時候我曾經被父母誤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誤會了子女時的樣子及身體反應是怎樣的?

  (請在下面空白部分繪畫)

第六章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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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情週記
請記錄你於過往一星期的心情變化，並記下最少一件令你情緒產生變化的事件。

日期 情緒指數 (請貼上情緒貼紙) 事情因由  (我有這樣的心情，因為…)

星期 (    )

星期 (    )

星期 (    )

星期 (    )

星期 (    )

星期 (    )

星期 (    )

 第一節小組家課2

第六章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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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數：第二節

形式：先以親子活動形式進行，後分家長組及子女組

目標： 1.  促進家長反思自己及子女表達情緒的方式

            2.  引導組員了解子女的行為表現與其管教模式的關係

            3.  引導組員去反思及改進其管教模式

            4.  讓家長了解上一代對其思想、性格、情緒、行為和管教模式方面的影響

            5.  讓家長重新視自己的管教模式對子女成長的影響

            6.  協助子女認識各種人際關係線索

            7.  協助子女用不同的線索去辨別事情

親子組

活動 至叻小偵探

時間 25分鐘

理念 選取7種攻擊者常有的情緒，透過兒童「肢體語言」、「面部表情」、「言語」的演繹，引

導家長關注子女的情緒行為，同時協助工作人員對組員作深入評估

目的 1. 促進家長留意及反思子女的表達情緒的方式

2. 評估子女是否易有反應型攻擊者的情緒特徵

3. 擴闊子女洞悉外在線索的能力，避免錯誤歸因

程序 1. 以一個家庭為一組，每組需預先抽取卡片，卡片分為7種不同類型的情緒詞語，包括：憤

怒、敵意、害怕、勇敢、激動、輕鬆、平靜

2. 子女需輪流就著卡片上的情緒詞語用「肢體語言」(非語言)去演繹，而其他組員則負責猜

測該次演繹的是甚麼情緒。如組員未能猜中，扮演者需用「臉部表情」(非語言) 去演繹，

讓其他組員再猜。如組員仍未能猜中，扮演者可用「言語」去描述該情緒

3. 其他組員需細心觀察扮演者的表現，分辨出不同的情緒

4. 工作人員可引導扮演者以親身經歷去扮演該情緒

5. 派發情緒面譜工作紙，上面印有遊戲用過的7種情緒面譜，5種為反應型攻擊者常見的情

緒，2種為中性情緒，另加2個空白位(物資 2.1)。家長需填寫自己與子女是否經常出現這些

情緒，程度如何

物資 情緒卡、「情緒面譜」堂課紙 (物資 2.1)

第六章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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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組

活動 家課分享 – 我的誤會事件簿

時間 15分鐘

目的 1. 引導家長作自我觀察，反思日常生活中曾出現的誤會事件

2. 讓家長認識誤會子女時的情緒及身體變化

程序 1. 與組員一起討論他們在管教子女時曾出現的誤會事件，引導家長明白「事件」、「想

法」、「感受」、「身體反應」、「行為」及「結果」之間的關係

2. 引導組員多留意自己的身體反應(當身體出現警號，如：心跳加速、頭痛、面紅耳熱、肌肉

繃緊等，就是情緒開始波動的時侯)

物資 後備家課紙

活動 親子特點放大鏡

時間 20分鐘

理念 根據社會學習理論(Bandura, A., 1999)，子女會模仿父母的行為。假如父母情緒較易激動，

子女亦會以發脾氣去表達自己。假如父母平日與人相處時曾表達妄下判斷等負面想法，子女

亦會跟隨父母墮入同樣的思想陷阱。故此，父母要作為子女的榜樣，好好管理自己的情緒，

以身教的方式讓子女明白情緒管理的意義和重要性

目的 1. 引導家長明白子女的行為表現與其管教模式的關係

2. 引導家長反思及改進其管教模式

程序 1. 邀請組員填寫堂課「孩子特點放大鏡」，簡略分享子女的行為特點

2. 工作人員介紹四種管教模式及其特色，帶出家長管教子女時應做到賞罰分明(能有效減低孩

子的攻擊性行為)

3. 講解子女的行為特點與家長的管教方式息息相關。家長在管教子女時難免遇上壓力，繼而

會產生一些負面想法，令情緒變得激動，做出負面行為，如：發脾氣、拍檯、大聲責罵

等，或錯誤地以偏差的管教模式教導子女。鼓勵及提醒組員多從正面欣賞子女，適當地給

與具體的稱讚，如：口頭、物質、非語言(擁抱)、象徵性(儲貼紙)獎賞，以回應第一節家課

的主題，帶出家長的思想與行為對子女所產生的影響

物資 「親子特點放大鏡」堂課紙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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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活動：第二節 

﹝詳情請參閱教學光碟，小學親子小組 ─ 4.1 小組初期，家長活動﹞

活動 思前想後

時間 25分鐘

理念 管教模式受不同的因素影響，工作人員引導家長明白「思想」的重要性、了解自己的管教行

為及想法後，可進一步協助家長探索「想法」的來源，這是重建思想(Restructure Cognition)
的重要一步

目的 1. 讓家長洞悉子女的情緒和行為與家長的管教模式息息相關

2. 了解上一代對家長的思想、性格、情緒、行為和管教模式方面的影響

3. 檢視自我的管教模式對子女成長的影響

程序 1. 工作人員邀請組員分享自己兒時的照片或紀念品

• 引導組員回憶自己兒時是否曾被父母誤會過，講述當中印象深刻的經驗

• 再引導組員反思以往的經驗和上一代的管教模式，對自己的思想、性格、情緒、行為和

現今管教模式方面的影響

2. 與家長討論管教模式 

• 探討現時的管教模式與上一代有何異同。一些信念如「嚴父出孝子，慈母多敗兒」及行

為如「棒下出孝兒」會否仍適宜套用在現今的管教模式上

• 邀請組員分享一件上一代父母管教他們的事，再探討組員對子女的管教模式，會否受上

一代的影響，而這些管教模式是否還適用於現今社會

物資 管教模式參考表(物資2.2)

活動 家課講解 – 昔在今在

時間 5分鐘

目的 1. 評估自己表達情緒的方式

2. 探討組員的負面情緒(特別是憤怒)的表達與孩子的憤怒情緒表達的異同和關係

3. 探討原生家庭對組員的情緒狀態及表達方式的影響

物資 「昔在今在」家課紙1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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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組

活動 家課分享 －「我的心情週記」

時間 25分鐘

目的 1. 增強子女對自己的情緒反應和行為表現的認識和敏感度

2. 引導子女了解情景(外在線索)與情緒之間的關係

程序 1. 邀請組員分享家課，回應組員對情緒的觀察及記錄的情況。因這是第一次的家課，組員可

能會遇到較多困難，工作人員應理解他們的難處，並加以協助

2. 除嘉許和讚賞完成家課的組員外，工作人員亦應讚賞有帶回和有嘗試完成家課的組員

物資 「我的心情週記」家課紙2

 小組活動：第二節 

﹝詳情請參閱教學光碟，小學親子小組 ─ 4.1 小組初期，子女活動﹞

活動 天使與魔鬼

時間 30分鐘

理念 反應型攻擊者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容易對外在預計事件(Perceived Event)作扭曲性的解讀

(Cognitive Distortion)及敵意歸因(Hostile Attribution)，協助認識各種人際關係線索是減低組

員敵意歸因的第一步

目的 1. 認識各種人際關係線索，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線索

2. 協助組員減低敵意歸因

3. 使組員了解只憑單一線索來辨別別人的意圖，容易產生錯誤的判斷或歸因，無法真正瞭解

對方的意圖。而錯誤的判斷或歸因，會產生負面情緒，繼而做出負面行為

程序 1. 組員先抽出意圖卡(善意或惡意)，再抽出字句卡(包括：你好野！你搞咩呀？咩事呀？唔係

呀？)

2. 其他組員需評估演繹者是善意或惡意的。能說出正確答案，並能解釋基於甚麼線索引導而

得知答案(聲線，音調，面部表情，肢體動作)，則能取得分數，每位組員輪流作答

3. 最後，工作人員解說如何能正確地分辨別人的意圖，及如何善用語言與非語言的線索作評

估

物資 意圖卡、句子卡

活動 家課講解：「我的激氣事件簿」

時間 10分鐘

目的 引導子女作自我反思，藉著過去發生的事件，認識自己憤怒時的狀態及身體反應，深入了解

子女在憤怒時的想法、行為及情緒反應

物資 「我的激氣事件簿」家課紙2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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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面譜

請以1-3個✓表示自己與子女常出現的情緒。

✓代表不時出現，✓✓代表時常出現，✓✓✓代表經常出現。可選擇多個情緒，亦可填上其他常有出現的情緒。

       

  自己________  自己________  自己________

  子女________  子女________  子女________

  自己________  自己________  自己________

  子女________  子女________  子女________

   

  自己________  自己________  自己________

  子女________  子女________  子女________

 第二節小組物資2.1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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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特點放大鏡

性格特點 子女 自己

極低   低   一般   高   極高 極低   低   一般   高   極高

社交和學習/工作的能力 1     2     3     4     5 1     2     3     4     5

應付壓力能力 1     2     3     4     5 1     2     3     4     5

自我管制能力 1     2     3     4     5 1     2     3     4     5

從不  很少  間中  頗多  經常 從不  很少  間中  頗多  經常

做事訂立目標 1     2     3     4     5 1     2     3     4     5

自我中心，愛支配別人 1     2     3     4     5 1     2     3     4     5

與人合作 1     2     3     4     5 1     2     3     4     5

易怒 1     2     3     4     5 1     2     3     4     5

害怕、脆弱 1     2     3     4     5 1     2     3     4     5

易有敵意 1     2     3     4     5 1     2     3     4     5

易受挫折 1     2     3     4     5 1     2     3     4     5

反叛 1     2     3     4     5 1     2     3     4     5

 第二節小組堂課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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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模式參考表

管教類型 模式 特點 子女容易出現的行為表現

忽略型

(Neglecting)
低溫情 + 低管制

• 鬆散、非管制的教養方式

• 沒有花太多時間和精力用於教

養子女

• 忽略子女的行為及需要 

• 有怨氣

• 社交和學習發展不良

• 易有敵意及反叛行為

• 意圖向父母或社會還擊 

放縱型

(Permissive) 
高溫情 + 低管制

• 鬆散、溺愛的教養方式

• 少命令子女

• 允許兒童自由地表達他的感覺

和衝動，不會嚴密地監督子女

的活動，對他們的行為也很少

有堅定的管制，形成縱容

• 父母多不能管制子女

• 具反叛性、易受挫折

• 自我中心、支配性強

• 無目標

專制型

(Authoritarian)
低溫情 + 高管制

• 高限制

• 設下許多規則，期望子女能準

確地遵守，但很少向兒童說明

原因

• 常用懲罰、強力的策略促使子

女跟從

• 害怕、困惑、易怒

• 較不快樂、具消極敵意、脆

弱、無目標

威信型

(Authoritative)
高溫情 + 適當管制

• 較具彈性的教養方式

• 允許兒童有充分的自由，小心

地說明所設限制的理由，在需

要時使用權力和說理以確保子

女遵從

• 能理解兒童的需求及觀點

• 容易成為說教但能給孩子適當

的推動

• 能自我管制及信賴

• 能應付壓力和與人合作、友

善、有目標等

 第二節小組物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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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在今在

1. 與子女相處時，有甚麼事令你感到十分激氣？

2. 你當時有甚麼看法?

3. 你當時怎樣表達這激動的情緒？

4. 你這樣做時，子女當時有甚麼反應？

5. 當子女去表達一些負面反應(如：發脾氣、頂嘴等)，你會對他講/做甚

麼？為甚麼？

6. 根據觀察，你表達情緒的方式與子女相似嗎？

    相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不相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回想昔日，你的父母與你相處時，每當你犯錯激怒他們時，他們會怎

樣處理? 與你處理子女相同情況的手法相似嗎?

　 相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不相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節小組家課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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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激氣事件簿

  請寫出一件令你十分激氣的事件。

  令我最激氣的事件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我覺得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內心感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以我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後的結果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當時的樣子及身體動作是怎樣的？

　　（請在下格畫出）                                   

 第二節小組家課2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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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數：第三節

形式：先以親子活動形式進行，後分家長組及子女組

目標： 1.  引導家長反思子女的歸因模式

            2.  讓家長明白想法的重要性，想法會影響行為、情緒和身體反應

            3.  探討家長激動情緒和行為背後的想法

            4.  了解子女的敵意歸因模式和程度

            5.  讓子女明白負面的想法會導致負面的結果和情緒

            6.  加強子女清楚分辨想法、行為、情緒和身體反應

親子組

 小組活動：第三節

﹝詳情請參閱教學光碟，小學親子小組 ─ 4.2 小組中初期，親子活動﹞

活動 我的故事

時間 30分鐘

理念 引導家長關注兒童的情緒行為後，再引導家長留意及反思子女的歸因模式

目的 引導家長了解子女的歸因模式

程序 1. 家長與子女背對而坐，工作人員提供一幅圖畫(物資3.1)予家長，家長以說話形式表達該圖

畫的內容，限時5分鐘

2. 子女根據家長的形容而重新繪畫該圖畫，並藉該圖畫創作一個故事，限時5分鐘

3. 故事的主角可以是子女本人，但故事情節需有連續性，並包含人物的想法、情緒、身體反

應及動作

4. 工作人員逐一邀請子女演繹他們所創作的故事

物資 「我的故事」圖畫(物資3.1)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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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組

活動 承接 －「我的故事」

時間 25分鐘

目的 引導家長反思子女的歸因模式

程序 1. 邀請組員分享看到圖畫時，他們即時聯想到甚麼；而其子女又有甚麼看法。引導組員明

白：不同的人，對同一件事可以有不同的理解，子女與自己對同一件事/圖畫，也可以有

不同的理解；繼而引導組員明白不是事件影響我們，而是我們背後的想法影響我們的感受

和行為

2. 引導組員反思子女所創作的故事，故事中人物的想法、情緒、身體反應及行為，特別是有

敵意歸因的情節

3. 邀請組員分享子女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歸因模式，並產生激動情緒的事，並回顧當時

組員如何回應子女這些負面情緒及行為

4. 家課分享，並帶出以前的經歷會影響現在的想法

物資 「昔在今在」家課紙

活動 認識A－B－C

時間 30分鐘

目的 1. 讓家長明白想法的重要性，想法會影響行為、情緒和身體反應

2. 探討家長激動情緒和行為背後的想法

程序 1. 用「昔在今在」家課紙內的事件，邀請組員表達想法

2. 詢問組員有這種想法會有甚麼行為、情緒及身體反應

3. 填寫人形公仔紙，協助組員分辨想法、情緒、身體反應和行為

4. 運用組員填寫的人形公仔紙，與家長探討事情、想法、行為、情緒及身體反應之間的關

係，並帶出思想影響著其他的反應。假如人出現負面思想，便會引致負面情緒和行為

物資 「小時候的我」堂課紙

活動 家課講解 :「大時候的我」

時間 5分鐘

目的 1. 加強組員對想法、行為和情緒的分辨

2. 讓組員察覺自己在管教子女時背後的想法

物資 「大時候的我」家課紙(物資3.2)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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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組

  小組活動：第三節

﹝詳情請參閱教學光碟，小學親子小組 ─ 4.2 小組中初期，子女活動﹞

活動 家課分享 －「我的激氣事件簿」

時間 20分鐘

目的 1. 引導子女作自我觀察，認識自己憤怒時的狀態及身體反應

2. 深入了解子女在憤怒時的想法、行為及情緒反應

程序 1. 邀請組員分享家課，回應組員對自己憤怒時的觀察及記錄的情況

2. 除嘉許和讚賞完成家課的組員，工作人員亦應讚賞有帶回和有嘗試完成家課的組員

物資 「我的激氣事件簿」工作紙

活動 故事結局由你寫

時間 20分鐘

理念 以角色代入的方式評估子女對環境線索的選取性

目的 1. 了解子女敵意歸因的模式和程度

2. 了解子女有否片面或選擇性地演繹周邊線索(Selectively Cues Picking)

3. 讓子女明白負面的想法會導致負面的情緒及行為

程序 1. 工作人員先派發「故事結局由你選」工作紙(物資3.3)

2. 向組員講述故事情景(包括五感的線索) 

3. 在桌上放上不同的線索(想法、身體反應、情緒及行為)予組員選擇，然後貼在工作紙上，

每個環節均有正面及負面線索供組員選取

4. 當組員寫下故事結局後，則可以讓他們演繹和評估可引致的結果

5. 活動完結後，工作人員可講解不同的想法，將導致不同的結果的邏輯：正面的想法，引致

正面的結果；負面的想法，則引致負面的結果。我們只要改變一步，就可以有一個截然不

同的結局

物資  「故事結局由你選」工作紙(物資3.3)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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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追蹤A－B－C

時間 15分鐘

目的 加強子女分辨想法、行為、情緒和身體反應的能力

程序 1. 組員站到活動室的中間。活動室的四個角落分別代表「想法」、「行為」、「情緒」和

「身體反應」

2. 當工作人員讀出一個句子後，組員需要分辨該句子屬於甚麼反應，並走到相應角落。答對

的得一分，分數越多，禮物越多

物資 句子

活動 家課講解：「時光倒流機」

時間 5分鐘

目的 拉闊子女眼光，令他們看到更多線索，客觀地認清事實，尋找其他可能性

程序 1. 工作人員引導組員寫出一件使他感到激動和憤怒的事件，並記錄他當下的想法、情緒及行

為

2. 邀請組員於組後重新思考，發掘更多線索，尋找事件的其他可能性

物資 「時光倒流機」家課紙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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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圖畫

 第三節小組物資3.1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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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的我 �

 第三節小組堂課

  事情經過是怎樣？(何時？何地？何人？)
   

  

  你有甚麼身體反應？

  你的心情如何？

  你做了甚麼？

你當時有甚麼想法？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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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小組物資3.2

大時候的我 
  事情經過是怎樣？(何時？何地？何人？)
   

  

  你有甚麼身體反應？（可畫在布偶上）

  你的心情如何？

  你做了甚麼？

你當時有甚麼想法？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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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結局由你選

 

 第三節小組物資3.3

故事情景 : 
小息時﹐一班同學圍在一起吃零食。小明與小玲朝我的方向望了望，並在細聲講、大聲笑，其

後更向著「我」的方向行過來。

我感到：

線索及我的想法：

我的行為：

身體變得：

結局：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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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索及我的想法：

我的行為:

身體變得：

  

我覺得：

        

其他：

 第三節小組物資3.4

 要求小明請我吃魚蛋

 離開

 其他：

 諷刺他們

 與他們一起談天

 拿垃圾扔他們

 聽到同學笑，我覺得一定是在說我壞話

 嗅到小明的咖哩魚蛋，覺得很吸引，要求小明請我吃

 見到同學朝自己的方向走來，一定是心懷不軌

 見到同學朝自己的方向走來，覺得他們想找我談天

 其他：

 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口乾  手心或身體出汗 胃部不適  肌肉繃緊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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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倒流機......

 第三節小組家課

重新想事情發生的

原因，其他可能性

新想法：

新的線索(我看到

/聽到/嗅到/感覺

到/嘗到……)

所以我……我感到…… 結果……

身體變得……

請寫出一件曾令你

感到激動或憤怒的

事件：

當時我覺得他…… 所以我.. 結果……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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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數：第四節

形式：先以親子活動形式進行，後分家長組及子女組

目標： 1.  讓家長了解負向語言對子女的傷害

            2.  提升家長對子女情感需要的覺察和了解

            3.  讓家長及子女清楚分辨想法、行為和情緒

            4.  認識九個「思想陷阱」

            5.  引導家長探尋及反思自己常跌入的思想陷阱

            6.  尋找子女經常跌入的思想陷阱，思考是甚麼原因引致攻擊行為的出現

親子組

活動 誰明我心

時間 30分鐘

理念 根據研究發現，父母的教養方法(Nurturing)是影響子女會否成為反應型攻擊者的原因之一。

此活動藉著親子間的日常對話，讓家長了解負面語言對子女的傷害

目的 1. 讓家長了解負面語言對子女的傷害

2. 提升家長對子女情感需要的覺察和了解

程序 1. 先分開處理家長組和子女組

2. 每組獲得一張情景紙，家長需回應情景，寫出十句最傷害子女的說話，並為說話評等級(
十級為最傷害子女)

3. 子女組則根據相同情景，寫下希望父母回應的說話

4. 當雙方均完成工作紙後，工作人員請父母與子女交換閱讀，再邀請每組家庭分享。子女先

就家長所填寫的話分享感受，然後邀請家長檢視自己平常的話語、子女所希望得到的回應

5. 鼓勵家長將十句被標示為最負面的句子，改寫為正面的說話

物資 「家長的十句話」堂課紙及「爸媽請對我說…」堂課紙2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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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組

活動 家課分享－大時候的我

時間 20分鐘

目的 1. 加強家長分辨想法、行為和情緒

2. 引導家長留意自己在管教子女時的想法

物資 「大時候的我」家課紙 

 小組活動：第四節 

﹝詳情請參閱教學光碟，小學親子小組－4.2 小組中初期，家長活動﹞

活動 思想陷阱

時間 35分鐘

目的 1. 讓家長認識基本負面思想中「思想陷阱」的種類

2. 從「昔在今在」中的激氣事件，引導家長反思自己經常跌的思想陷阱

程序 1. 工作人員講解甚麼是「思想陷阱」

• 偏差的思想反應

• 在面對壓力時，即時引發的自動化想法

• 容易被我們忽略的感受及低估其嚴重性

2. 講解思想模式的形成

• 基於個人的經歷(家庭環境、社交生活、社會氣氛)

• 多年累積而建立

• 因此當面對某些情景時，將不自覺地出現某些想法，繼而下了某些判斷。判斷有時是

合情理的，但有時只反映了部分事實

• 當想法跌入思想陷阱時，人將出現負面的行為、情緒及各種身體反應

3. 工作人員講解九個思想陷阱

4. 家長了解及認識九個思想陷阱後，可利用練習來熟習

5. 工作人員從「大時候的我」激氣事件中，與組員討論自己跌入了甚麼類型的思想陷阱

物資 「思想陷阱的種類 」(物資 4.1)、「思想陷阱個案練習」家課紙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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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家課講解 －「我的思想陷阱」

時間 5分鐘

目的 引導家長探尋及反思自己常跌入的思想陷阱

程序 1. 邀請組員在家課紙上填上思想陷阱在他們身上發生的頻率

2. 5分代表經常，4分代表通常，3分代表間中，2分代表很少，1分代表從不

3. 於下一節邀請組員講解其評分準則，並分享個人經歷。引導組員討論及探尋過往常跌入的

思想陷阱

物資 「我的思想陷阱」家課紙2

子女組

活動 家課分享 －「時光倒流機」

時間 15分鐘

目的 促進子女多角度思考，發掘不同線索，客觀地尋找事實及事件的其他可能性

物資 「我的激氣事件簿」家課紙

活動 我是誰(Part 1)

時間 40分鐘

理念 根據Beck的認知理論(1995)，組員需於治療中學習如何確認自己的思想陷阱，以便日後自行

拆解思想陷阱。透過活動，可讓組員了解並留意各種思想陷阱，讓他們於日後時刻提醒自己

目的 1. 找尋子女經常跌入哪些思想陷阱而引致攻擊行為出現

2. 令子女明白當自己跌入哪些思想陷阱後，將引致攻擊行為的出現

程序 1. 以卡通人物為例子，並配合反應型攻擊者經常有的想法，解釋首4種思想陷阱

2. 工作人員以更多不同例子，仔細說明4種思想陷阱，可要求組員舉出例子，以檢視組員是

否明白思想陷阱。

3. 引導組員回想以往與人發生衝突的事件，以討論方式引導兒童檢視自己曾否跌進這4種思

想陷阱中

物資 卡通人物表(物資 4.2, 4.3, 4.4, 4.5)

活動 家課講解 －「了解思想陷阱」

時間 5分鐘

目的 檢視子女對思想陷阱的了解

物資 「了解思想陷阱」家課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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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十句話

 第四節小組堂課1

子女於期中考試有一科不合格，以致名次有

所退步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女放學回到家時，面露不悅，怒氣沖沖地

把自己關在房間裡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女於學校改同學花名而被老師懲罰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女於學校和同學發生衝突並打架，被老師

投訴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女忘記攜帶課本，被老師記名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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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請對我說……

 

 第四節小組堂課2

我於學校改同學花名而被老師懲罰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放學回到家時，面露不悅，怒氣沖沖地把

自己關在房間裡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於學校和同學發生衝突，並打架，被老師

投訴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忘記攜帶課本，被老師記名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於期中考試有一科不合格，以致名次有所

退步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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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陷阱的種類

思想陷阱的類型 解釋 對管教的不良後果

1. 非黑即白 即「絕對化」思想。事情只有一個絕對的結果，不

可能存在其他可能性。換句話說，這些人對事情的

看法只有是或不是，錯與對，中間沒有灰色地帶

「一定」的想法，對己對人也會構

成壓力，影響小朋友的思想建立，

變得固執

2. 貶低成功經驗 這些人把成功的經驗歸因於別人的身上，會認為這

只是僥倖，沒有甚麼了不起，未能明白成功是自己

努力所獲得的成果

未能確認自己，亦不能確認子女的

能力，子女將來亦不會懂得如何去

確認自己的能力

3. 大難臨頭 把事情的嚴重程度擴大，推至「災難化」的地步 令自己過分緊張，思緒混亂，自己

與子女原有的才能未能完全發揮

4. 過度類推 根據一件無關的小事，便對整個事件甚至無關的事

件下結論

推斷出錯、偏執、處事草率，所得

出之結論將不夠全面，影響親子關

係

5. 妄下判斷 在沒有甚麼理據下，推斷事情的結果為負面結論 衝動、主觀行事，在管教子女時，

容易下負面結論

6. 左思右想 面對事情時，不斷重覆思考，而思考內容經常互相

矛盾，導致猶豫不決

欠佳的管教方法，父母不懂如何下

決定，會令子女變成掌握控制權的

人

7. 感情用事 以心情作判斷或結論，心情壞的時候，甚麼事都有

問題，繼而忽略事情的客觀事實

情緒化、善變，易壞大事，子女無

所適從

8. 怨天尤人 忽略或推卸自已的責任，凡事歸咎他人或埋怨上天 把問題外化，減少反思和可改善管

教的空間

9. 攬晒上身 即「個人化」思想。每當出現問題時，有這種思維

的人，往往把責任歸咎於自己身上，認為是自己的

錯

令自己負擔過重，導致壓力變大，

情緒容易出現波動，經常發脾氣，

影響親子關係

 第四節小組物資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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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陷阱個案練習

陳太接到學校來電，講述女兒小敏的成績日漸退步

回應一：

她盛怒下大罵女兒：「你有沒有搞錯！你上課時一定在做白日夢！整天只顧著聊天，沒用心上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應二：

她自言自語地說：「都是我不好，如果我多點留在家中照顧及督導小敏，她的成績便不會這麼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應三：

她不停地想：「怎麼辦呢？小敏這次的成績這樣差，今年可能會留級，到時怎麼辦？如果她因此而放棄學業，哪可就

慘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應四：

她立刻告訴丈夫：「我們今後一定要多督促小敏用心讀書。讀書是最重要的，不成讀書，將來就沒有前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應五：

她立刻想：「這世界真不公平，『人生女，我生女』，我的女兒偏偏這麼不聽話，常常要我擔心和費氣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應六：

她在盤算：「怎麼辦呢？要不要幫小敏報讀補習班？還是任由她自己去找方法？找人替她補習，怕她將來過於依賴；

不找人補習，又擔心她的成績會繼續退步，怎麼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應七：

當公佈第二次測驗成績時，老師向陳太說小敏的成績有進步。她口裏向老師道謝，心裏卻想：「今次只是僥倖，她有

甚麼了不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應八：

她正想上班去，接了來電後，心情極壞，立刻跑回房間，放下手袋，致電回公司請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應九：

她立刻想：「這個女兒沒有用了！不成讀書，那麼其他事她也一定做不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節小組家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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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陷阱

思想陷阱的類型

5分－經常

4分－通常

3分－間中

2分－很少

1分－從不

當中分數最高的兩個
思想陷阱，請舉出例子

1. 非黑即白

2. 貶低成功經驗

3. 大難臨頭

4. 過度類推

5. 妄下判斷

6. 左思右想

7. 感情用事

8. 怨天尤人

9. 攬晒上身

 第四節小組家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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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黑即白

 第四節小組物資4.2

我唔打人，
就比人打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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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度類推

 第四節小組物資4.3

一個同學蝦過
我，所有同學
都會蝦我，所
以我一定要先
下手為強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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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下判斷

 第四節小組物資4.4

講俾老師同父母
聽都無用既，唯
有靠自己，咁先
保護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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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天尤人

 第四節小組物資4.5

呢個世界點解咁
唔公平，係要玩
我，連個天都唔
鍾意我!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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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思想陷阱 

 第四節小組家課3

非黑即白

妄下判斷

過度類推

怨天尤人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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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數：第五節

形式：家長組及子女組獨立進行

目標： 1.  深入了解家長跌入思想陷阱後的行為表現、感受以及於管教子女方面的影響

            2.  協助家長學習如何面對思想陷阱

            3.  引導子女察覺自己常跌入的思想陷阱，思考是甚麼原因引致攻擊行為的出現

家長組

活動 家課分享 – 我的思想陷阱

時間 20分鐘

目的 1. 引導家長探尋及反思自己經常跌入的思想陷阱

2. 深入了解跌入思想陷阱後的行為表現、感受以及於管教子女方面的影響

程序 1. 邀請組員分享家課中評分的原因及當中的經歷，引導組員討論及探索過往經常跌入的思想

陷阱

2. 引導組員討論思想陷阱如何影響自己的情緒及行為(引用第四節親子活動負面說話作討論)

3. 引導組員分享曾因為跌入思想陷阱，繼而影響其子女行為的經歷

4. 引導組員分享各種思想陷阱如何影響其子女的行為表現

物資 「我的思想陷阱」家課紙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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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思想陷阱大對抗

時間 35分鐘

目的 協助家長學習如何拆解思想陷阱

程序 1. 工作人員講解三種對抗思想陷阱的自我對話(Self Talk)

• 邏輯與實證(Validity Testing: Evidence and logic) 

 ﹣ 你所害怕的事，是否真的會發生？

 ﹣ 是甚麼令你有此感覺？(證據及邏輯)

• 其他可能性(Alternative Question)

 ﹣ 事情有否其他可能的解釋？

 ﹣ 其他人對此事(相同的事)的感覺，為甚麼有些人會有不同的想法？

• 想想後果(Impact Question)

 ﹣ 即使最壞的情況出現了，那又如何？你仍可應付嗎？

 ﹣ 這樣的想法對你與子女相處，會有甚麼影響？

2. 以組員過往的經歷作例子(如：家課「我的激氣事件簿」)，鼓勵組員以「自我對話」拆解

當中的思想陷阱  

3. 邀請組員應用上述的三種問句去拆解思想陷阱

• 例子：「一定要打他，他才會做功課。真的是不打不行！不打就不會聽話！」(思想陷

阱－過度類推)

• 自我反問1「是否真的要打他，他才會做功課?」

• 自我反問2「有無其他方法可以令他做功課? 」

• 自我反問3「每次都用打的方法，會有甚麼後果?」

物資 自我對話表(物資 5.1)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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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五常法介紹

時間 30分鐘

理念 透過減壓練習(Relaxation Exercise)、分散注意力(Refocusing) ，能減少組員的焦慮情緒，也

能分散注意力，避免再次跌入思想陷阱(Beck, 1995)

目的 協助家長學習如何拆解思想陷阱

程序 1. 工作人員講解何為「五常法」 

• 第一法：常留意身體警告訊號

 ﹣ 思想陷阱與身體警告訊號之間的關係

• 第二法：常停一停 

 ﹣ 讓自己停一停，冷靜下來，如：深呼吸、喝水

 ﹣ 減壓練習(Relaxation Exercise) 

• 第三法：常反問自己

 ﹣ 剛才對抗思想陷阱的自我對話，是五常法中的第三法

• 第四法：常分散注意力

 ﹣ 做其他事情，如：聽音樂、行山、逛街

• 第五法：常備聰明卡

 ﹣ 邀請組員分享金句，工作人員將之寫在大畫紙上

物資 「五常法」工作紙(物資 5.2)

活動 家課講解 －「子女的思想陷阱」及「常反問」

時間 5分鐘

目的 1. 促使家長留意子女常跌入的思想陷阱

2. 鼓勵家長運用五常法，協助子女拆解思想陷阱

程序 1. 引導組員留意子女所跌入的思想陷阱

2. 讓組員運用五常法中的常反問，幫助自己拆解思想陷阱

物資 「子女的思想陷阱」家課紙1、「常反問」家課紙2

子女組

活動 家課分享 –「了解思想陷阱」

時間 15分鐘

目的 檢視子女對思想陷阱的了解

程序 組員就每一個思想陷阱，填寫一件相關的事件

物資 「了解思想陷阱」家課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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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我是誰(Part 2)

時間 40分鐘

理念 根據Beck的認知理論(1995)，組員需於治療中學到如何確認自己的思想陷阱，藉以於往後自

行拆解思想陷阱。透過活動，讓組員明白及留意各種思想陷阱，並提醒自己經常留意自己的

思想陷阱

目的 1. 找尋導致子女出現攻擊行為的思想陷阱

2. 使子女察覺自己跌入哪些思想陷阱，導致攻擊行為的出現

程序 1. 以卡通人物為例子，並配合反應型攻擊者經常有的想法，解釋首5種思想陷阱

2. 工作人員以更多例子仔細說明5種思想陷阱，組員就5種思想陷阱舉出例子，以檢視組員是

否明白思想陷阱

3. 引導組員回想以往與人發生衝突事件，以討論方式引導兒童檢視自己曾否跌進這5種思想

陷阱

物資 「了解思想陷阱」工作紙(物資 5.3, 5.4, 5.5, 5.6, 5.7, 5.8)

活動 小心陷阱

時間 25分鐘

目的 引導子女察覺自己常跌入的思想陷阱

程序 引導組員回想以往與人發生衝突的事件，以討論方式，引導組員察覺自己常跌入的思想陷阱

物資 「小心陷阱」堂課紙

活動 家課理解 －「我的影響」

時間 10分鐘

目的 透過反思自己所跌入的思想陷阱而引致的負面影響，增加子女改變的動機

程序 1. 工作人員引導組員反思他們經常跌入的思想陷阱

2. 鼓勵組員思考思想陷阱所引致的負面影響

物資 「我的影響」家課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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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對話表

思想陷阱的類型 五常法－自我反問

非黑即白
是否一定是這樣？有沒有灰色地帶？

除了這個極端想法，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呢？

攬晒上身
是否一定與我有關？其他人沒有責任？

是否沒有我，便不能成事？

貶低成功經驗
有甚麼地方做得好，值得讚賞自己呢？

成功做到這件事，證明了甚麼？

大難臨頭
事情是否真的如我想像般那麼嚴重？

我是否過份負面，以致誇大了事情的嚴重性？

過度類推

兩件事中間是否真的有關連？

這個推論是否有足夠證據？

一次的表現，是否能代表所有表現呢？

妄下判斷
有沒有證據證明我這個判斷正確呢？

這是否是事實的全部呢？

左思右想
基於甚麼原因，我又推翻自己的想法呢？

我是否想得太多，阻礙自己把事情付諸行動呢？

感情用事
為何我要被情緒控制著自己呢？

是感覺、抑或是理性原因，導致這種判斷/心情？

怨天尤人
除了別人外，我有沒有責任呢？

我可以做甚麼才可幫得上忙？

 第五節小組物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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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法

第一法  常留意身體警告信號

當我們情緒開始波動時，身體會出現不同的警告訊號，如：心跳加速、呼吸不暢順、口乾、面紅耳熱、肌肉繃緊、背

痛、頸梗膊痛、頭痛、頭暈、手震、手心冒汗、胃部不適、食慾不振、失眠、注意力不集中等。這些警告訊號提醒我

們已到了警戒線，需要避免鑽牛角尖或跌入思想陷阱之中。

第二法  常喚停負面思想，腦袋停一停

當我們腦海出現負面思想時，便容易鑽牛角尖。此時我們需要提醒自己立即停止所有負面的想法。我們可以嘗試喝杯

水、深呼吸或做一些放鬆的練習，讓自己負面的想法停下來。亦可以運用以下的說話提醒自己：「停一停，千萬不要

鑽牛角尖！」、「停下來！不要將事情看得這麼悲觀！」。停下來後，亦需要運用『五常法』中的其他方法配合，使

自己走出思想陷阱。

第三法  常自我反問

透過反問來幫助自己，從不同的觀點與角度去看問題，令自己走出思想陷阱。

第四法  常分散注意力

當我們鑽牛角尖的時候，會把注意力集中在負面想法中。要避免跌入其中，除了要喚停負面思想外，更要幫自己分散

注意力，做些對自己情緒有益的行動，如：外出逛街、購物、洗澡、看書、聽音樂、看電視、找人傾訴等。

第五法  常備聰明咭，人生金句

一些金石良言、名人雋語或人生金句，都是正面的提醒。我們可以將其製成聰明咭，張貼在自己容易看到的地方或放

在錢包中，有需要時提醒自己，不要再鑽牛角尖了。如：「有生命，就有希望！」、「忘記背後、努力面前」。

 第五節小組物資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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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的思想陷阱

思想陷阱的類型

5分－經常

4分－頗多

3分－間中

2分－很少

1分－從不

非黑即白

貶低成功經驗

大難臨頭

過度類推

妄下判斷

左思右想

感情用事

怨天尤人

攬晒上身

 

 第五節小組家課1

第六章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196 有教無「戾」－ 校園欺「零」計畫實務手冊

常反問

寫出一件與子女發生衝突的事件

 第五節小組家課2

  想法 身體反應/感受

行為

自我反問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跌入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思想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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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用事

 第五節小組物資5.3

我今日心情唔好，
你仲撩我，算你唔
好彩!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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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難臨頭

 第五節小組物資5.4

我唔出手，就比
人蝦，比人蝦我
就會死，唔出手
唔得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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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右想

 第五節小組物資5.5

我同老師投訴又未
必有用，同家長講
又可能俾佢地鬧，
搵同學幫手，佢地
又可能覺得我無
用，點好呢？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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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低成功經驗

 第五節小組物資5.6

我今次無出手，
唔係我叻，只係
咁好彩，我無可
能控制到自己既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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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哂上身

 第五節小組物資5.7

我有責任嚴厲處罰
所有做壞事同欺負
人嘅人，我一定要
教訓佢地

第六章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202 有教無「戾」－ 校園欺「零」計畫實務手冊

了解思想陷阱

 第五節小組物資5.8

感情用事

左思右想 貶低成功經驗 攬晒上身

大難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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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陷阱

 第五節小組物資堂課

  想法 身體反應/情緒

行為

我跌入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思想陷阱

 



寫出一件與同學發生衝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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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影響

 第五節小組物資5.9

• 與同學及朋友的關係

• 與家人的關係

• 身體健康

我常有的思想陷阱 我常有的思想陷阱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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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數：第六節

形式：先以親子活動形式進行，之後分家長組及子女組

目標： 1.  引導家長覺察自己與子女在同一事上的期望

            2.  引導家長思考期望背後所隱藏的管教規條

            3.  協助家長檢視管教規條

            4.  透過反思自己所跌入的思想陷阱而引致的負面影響，增加子女改變的動機

            5.  協助子女學會冷靜情緒

            6.  訓練子女多角度思維

            7.  引導子女學會自我肯定及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8.  拆解子女的思想陷阱，以減少其攻擊行為

親子組

活動 願望拍賣會

時間 30分鐘

目的 1. 了解家長與子女對自己及對方的期望

2. 引導家長覺察自己與子女對同一件事在期望上的差異

3. 引導家長思考期望背後所隱藏的管教規條

程序 1. 分開家長及子女，兩組分別坐在課室的左邊和右邊，面向白板

2. 每人獲派總值500元

3. 先將所有願望紙貼於白板上，拍賣官會逐一拍賣願望紙，家長及子女需各自出價(活動進

行期間不得商議)，以家長和子女出價差距最少的一隊為投得者

4. 家長和兒童只可在每一個願望紙上出價一次，出價後不得更改

5. 每次競投時，工作人員都需記下各家長及兒童的競投價，作跟進討論之用

6. 工作人員需於活動完成後，帶出每個人都有不同的價值觀。若處理不當，將影響人與人之

間的相處，甚至會引起衝突

物資 假紙幣(物資6.1)、願望紙(物資6.2)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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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組

活動 家課分享 －「子女的思想陷阱」及「常反問」工作紙

時間 15分鐘

目的 1. 促使家長留意子女常跌入的思想陷阱

2. 鼓勵家長運用五常法協助子女拆解思想陷阱

3. 讓家長練習運用五常法中的常反問，拆解自己的思想陷阱

程序 1. 引導組員分享他們留意子女所跌入的思想陷阱及例子，檢視他們能否準確分辨各種思想陷

阱

2. 引導組員留意子女與自己的思想陷阱的異同

3. 分享練習運用五常法的經驗及所遇到的困難

物資 「子女的思想陷阱」、「常反問」家課紙

活動 規條秤一秤

時間 40分鐘

理念

確認組員的思想陷阱(Cognitive Distortions)後，需處理更深層次的中介信念(Intermediate 
Beliefs)。中介信念包括個人規條(Beck, 1995)，透過確認及改善組員的個人規條，藉以修改

中介信念

目的 協助家長了解及檢視個人管教規條

程序

1. 派發「規條秤一秤」家課紙予各組員 

2. 邀請組員在堂上填寫堂課紙上的第一至第四項，(工作人員需協助家長填寫此部分，引導

家長具體填寫相關規條)包括﹕

• 三種在管教子女方面出現的「個人規條」

• 組員有多相信這些「個人規條」的程度

• 探索這些規條的好處/壞處及對管教子女有甚麼不良影響

物資 大畫紙、 白板筆、「規條秤一秤」堂課紙 (物資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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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家課講解 －「規條秤一秤」中的第五至第八項

時間 5分鐘

目的 1. 協助家長檢視規條放寬/改寫的需要

2. 引導組員思考放寬/改寫規條後的好處/壞處

物資 「規條秤一秤」家課紙

子女組

活動 家課分享  -「我的影響」

時間 15分鐘

目的 透過反思自己所跌入的思想陷阱而引致的負面影響，增加子女改變的動機

程序 1. 工作人員引導組員反思他們經常跌入的思想陷阱

2. 鼓勵組員於家中仔細思考思想陷阱所引致的負面影響

物資 「我的影響」家課紙

  小組活動：第六節

﹝詳情請參閱教學光碟，小學親子小組 ─ 4.3 小組中後期，子女活動﹞

活動 五星領袖

時間 40分鐘

理念 透過簡單清晰而具體的指引，引導組員練習如何自我確認及評估思想陷阱，修改其負面的自

動化思想

目的 1. 拆解子女的思想陷阱，減少攻擊行為

2. 協助子女學會冷靜情緒

3. 加強子女多角度思維

4. 學會自我肯定及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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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工作人員介紹五星領袖訓練，此訓練有助組員避免跌入思想陷阱。工作人員需利用組員上

一節堂課「小心陷阱」的事件，來訓練領袖升級五步曲。每位組員均有機會在每一步中參

與練習。工作人員需確保每一位組員都熟識每一步的做法和內容。組員每完成一步，工作

人員需將星星貼紙貼於組員工作紙的星星空格上，當所有組員完成同一步，組員方可升級

到另一級

2. 領袖升級五步曲：

i. 停一停：冷靜情緒

ii. 找一找：尋找不同線索

iii. 想一想：反問(證據，其他可能性，結果)

iv. 說一說：自我肯定語句

v. 做一做：「我」訊息

一星領袖－停一停：冷靜情緒

每位組員需各自在紙上寫出五個冷靜情緒的方法，發生事件的地點皆不相同，最少在三個地

點上發生(包括：家中、學校、街上) 

利用組員上一課出現的情景作角色扮演，組員需運用自己想到的冷靜情緒方法作回應。

引導組員反思該冷靜情緒方法的效用，並對該方法作出評分

二星領袖－找一找：尋找不同線索

其他組員各分派一項感官紙牌，由他們向讓組員發問每一種與感官相關的線索。組員需在五

感紙上寫上該感官所接收到的線索

三星領袖－想一想：反問(證據，其他可能性，結果)

小小法庭：

通過辯論(正反方)，以反問的三個技巧作質詢，令扮演者跳出其思想陷阱

工作人員需把組員分成兩組

• 客觀證據

 ﹣ 是甚麼令你有此感覺？(證據及邏輯)

• 其他可能性

 ﹣ 事情有否其他可能的解釋？

 ﹣ 其他人對此事(相同的事)的感覺，為甚麼有些人會有不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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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後果

 ﹣ 這樣的想法，對你與他相處會有甚麼後果？

四星領袖－說一說：自我肯定語句

工作人員與組員一同找出一至二句組員認為最有效及能夠自我激勵的語句，並寫在工作紙

上：

• 「我是有能力去say no/拒絕的。」

• 「我係一個有價值的人。」

• 「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工作人員可與組員先分享若遇到該情況，自己會怎樣回應，同時說出對方的相應反應。讓組

員檢視自己的回應會否與他的目的相違，然後帶出「我」訊息

五星領袖－做一做：「我」訊息

工作人員先講解甚麼是「我」訊息，組員需就著激動事件在堂課紙上寫出我訊息語句，再學

習講出我的訊息。練習完成後，組員互相分享其「我」訊息與未接觸該訊息前回應的分別及

好處

物資 「五星領袖」堂課紙

活動 家課講解 －「新領袖生」

時間 5分鐘

目的 透過行為練習，增加組員使用新方法的正面經驗

程序 工作人員派發新的五星領袖家課紙，讓組員在一週裡嘗試練習「領袖升級五步曲」，並記下

所遇到的困難

物資 「五星領袖」家課紙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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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紙幣

 第六節小組物資6.1

第六章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有教無「戾」－ 校園欺「零」計畫實務手冊 211

願望紙

1. 學業
• 每次考試各科都有90分以上

• 每次考試三甲之內

• 不欠交功課

2. 社交
• 受朋友及同學愛戴

• 尊重別人不同的意見

• 懂得社交禮儀

• 良好的溝通能力

3. 個人儀容及健康
• 吸引的外表及身形

• 定時運動及飲食均衡

• 早睡早起

4. 道德品行
• 懂得包容及體諒別人

• 遵守法律

• 願意承擔責任

• 樂於幫助別人

• 願意與朋友分享

5. 親子關係
• 與他/她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

• 願意聆聽我的傾訴

• 接納我的負面情緒(如：激動、

憤怒)

6. 紀律
• 能夠整理自己的物品

• 遵守秩序及規則

• 聽從父母及長輩指示

7. 心理健康
• 良好的情緒管理能力

• 抗逆能力

• 快樂及充實的心靈

• 正面樂觀的人生觀

8. 個人成長
• 勇於嘗試新事物

• 不輕易放棄

• 做事有目標

• 解難能力

9. 消閒享樂
• 中彩票巨額現金

• 七天豪華旅遊機票連食宿

• 高尚私人豪宅單位一個

 第六節小組物資6.2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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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條秤一秤」(管教子女方面)
我常跌入的思想陷阱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個人規條 2) 你有多相信﹖

例子:  做父母一定要督導子女讀書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信                                      非常相信      

 1______2______3______4______5

 1______2______3______4______5

 1______2______3______4______5

 1______2______3______4______5

3) 好處/幫助 4) 壞處/不良影響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改寫/放寬後的規條 6) 你有幾相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信                                          非常相信

1______2______3______4______5

7) 好處/幫助 8) 壞處/不良影響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六節小組堂課1

第六章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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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領袖」
                                               我常跌入的思想陷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六節小組堂課2

一星領袖  ☆

  1. 停一停：冷靜情緒

  請寫出三種冷靜情緒的方法

                                                            有效指數

  1.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星領袖 ☆☆

  2. 找一找：尋找不同線索      

三星領袖 ☆☆☆

  3. 想一想：反問(證據，其他可能性，結果)

  A. 是甚麼令你有此感覺？(證據及邏輯)

  B. 事情有否其他可能的解釋？

  C. 其他人對此事(相同的事)的感覺，為甚麼有些人會有不同的想法？

  D. 這樣的想法，會影響你與他的相處嗎？會帶來甚麼後果？ 

四星領袖 ☆☆☆☆

  4. 說一說：自我肯定語句

  寫出三句自我肯定的語句，幫助你抵擋外來刺激

  (例如：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星領袖 ☆☆☆☆☆

  5. 做一做：「我」訊息

  (例子：我覺得好痛，因為你撞到我，我希望你向我道

歉)

  
  A. 我覺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感受) 

  B. 因為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件)

  C. 我想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求)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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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領袖」
                                             我常跌入的思想陷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六節小組家課

一星領袖  ☆

  1. 停一停：冷靜情緒

  我冷靜情緒的方法是：

                                                            有效指數

  1.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星領袖 ☆☆

  2. 找一找：尋找不同線索      

三星領袖 ☆☆☆

  3. 想一想：反問(證據，其他可能性，結果)

  A. 是甚麼令你有此感覺？(證據及邏輯)

  B. 事情有否其他可能的解釋？

  C. 其他人對此事(相同的事)的感覺，為甚麼有些人會有不同的想法？

  D. 這樣的想法，會影響你與他的相處嗎？會帶來甚麼後果？ 

四星領袖 ☆☆☆☆

  4. 說一說：自我肯定語句

  我的自我肯定語句是：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星領袖 ☆☆☆☆☆

  5. 做一做：「我」訊息

  A. 我覺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感受) 

  B. 因為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件)

  C. 我想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求)









  你能否順利使用一至五星領袖的方法去避開思想陷阱？ ＿＿＿＿＿＿＿＿＿＿＿＿＿＿＿＿＿＿＿＿＿＿＿                            

  若否，你在當中遇到甚麼困難？ ＿＿＿＿＿＿＿＿＿＿＿＿＿＿＿＿＿＿＿＿＿＿＿＿＿＿＿＿＿＿＿＿＿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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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數：第七節

形式：家長組及子女組獨立進行分組

目標： 1. 協助家長了解及拆解自己的管教規條

            2. 協助家長學習如何放寬及改寫不恰當的思想規條

            3. 評估子女對「五星領袖」的掌握

            4. 強化子女拆解思想陷阱的能力

            5. 協助子女反思於練習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辦法

家長組

活動 家課分享  －「規條秤一秤」中的第五至第八項

時間 25分鐘

目的 1. 協助家長檢視規條放寬/改寫的需要性

2. 引導家長思考放寬/改寫規條後的好處/壞處

程序 1. 引導組員檢視他們那些規條需要放寬/改寫

2. 引導組員思考放寬/改寫後的好處

物資 「規條秤一秤」工作紙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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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活動：第七節 

﹝詳情請參閱教學光碟，小學親子小組－4.3 小組中後期，家長活動﹞

活動 拆解規條

時間 45分鐘

理念 家長透過分析其舊有個人規條的利弊，並以假設形式，估計修改規條後的變化，讓家長明白

建立新規條及中介信念的重要，藉以修改其中介信念(Beck, 1995)

目的 1. 協助家長了解及拆解自己的管教規條

2. 協助家長了解改寫規條後有甚麼好處/壞處

3. 協助家長學習如何放寬及改寫不恰當的思想規條

程序 利用子女的家課「小心陷阱」，讓家長了解子女常跌入的思想陷阱。比較家長在家課「子女

的思想陷阱」中最高的評分與子女自己所選取的思想陷阱是否相同，評估家長能否正確觀察

子女常跌入的思想陷阱

1. 工作人員講解何為「個人規條」

• 規條例子:「棒下出孝子」、「供書教學是父母的責任」、「每晚一定要在家中吃

飯」、「做父母一定要督導子女讀書」

• 每人都有自己一套對人和事的想法

• 這是個人對自己和別人的期望及見解

• 這是用來量度自己及別人的標準

• 這些期望及標準都是由我們各種生活經驗累積而來

• 規條可用來規範自己處事行為，作為個人價值取向準則

• 規條可以為我們帶來好處，但有時也需要因應時間和環境的轉變而作出調整

• 若訂立不合理規條或過份地執著遵從規條，會帶來不良後果，(如:令生活有太大壓力、

破壞親子關係)

• 規條往往包含著對己對人的期望，當期望太高而無法達成時，自己的情緒也會受到傷

害

2. 利用親子活動中的願望紙，找出父母著重子女哪一方面的發展或成就，引導家長思考背後

對子女的期望及規條

3. 引導組員反思這些期望或規條會否太緊，在管教子女時，這些緊縛的規條會否導致負面的

行為和情緒，因而影響子女的行為及情緒 

4. 以一至兩位家長的規條作示範，如何放寬或改寫規條尺  

物資 規條「標準尺」堂課紙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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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家課講解 －「新規條、新景象」

時間 20分鐘

目的 1. 讓家長檢視放寬或改寫規條後，自己與子女的行為及情緒上的改變

2. 當家長放寬或改寫規條後，檢視正面影響(如：子女的行為問題次數/親子關係)提升的程

度，藉以鼓勵家長留意及放寬他們其他過緊的規條

程序 1. 引導組員寫下已放寬或改寫的規條

2. 鼓勵組員於未來一個星期內，多留意改寫規條後，自己及子女的行為及情緒有何變化

物資 「新規條、新景象」家課紙

子女組

活動 家課分享及活動 －「五星領袖」

時間 30分鐘

目的 1. 評估子女對「五星領袖」的掌握

2. 提高子女對跌入思想陷阱的意識

3. 強化子女拆解思想陷阱的能力

4. 協助子女反思於練習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辦法

程序 1. 邀請組員分享練習的情況

2. 集中分享組員在練習時所遇到的困難，及他當時的解決方法

3. 引導組員分享避免跌入思想陷阱的方法

物資 「五星領袖」工作紙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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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心理準備

時間 50分鐘

理念 組員於治療以外的環境實踐其新想法時，將遇到很大的困難。因此小組後期，工作人員需

透過活動建立組員實踐其新想法的信心。根據Beck(1995)的認知治療理論，透過角色扮演

(Psychological Rehearsal)，能有效地鞏固組員所學，並建立一套屬於自己的方式，避免他

們重新跌入以往的思考模式

目的 透過角色扮演(Psychological Rehearsal)，鞏固學習及建立相應的處理方法，以對抗將來再

次跌入思想陷阱(Consolidated Learning and Relapse Prevention)

程序 1. 組員於家課中選取了他們最常跌入的思想陷阱，並舉出因跌入思想陷阱而觸發的衝突事件

(可以第五節堂課作例子)

2. 以組員的例子作引導，引導各組員預計未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如：同學出言挑釁)

3. 就所預計的情況，進行角色扮演，其他組員可扮演事件中的主角或旁觀者，共同商討解決

方法(可將組員間類似的預計情況作綜合扮演，或以3-4位組員的預計情況作扮演)

4. 角色扮演後，組員就所預計的情況，建立一套面對此類情況時的處理方法

5. 組員分享對自己最有效避免跌入思想陷阱的方法

6. 工作人員邀請組員填寫星星卡，作自我提醒

物資 星星卡(物資 7.1)

活動 家課講解 －「新領袖、新景象」

時間 10分鐘

目的 透過子女的自我檢視，以增加他們繼續改變的動力

程序 工作人員派發家課，並指導組員檢視新改變所帶來的影響，鼓勵組員繼續實踐新想法

物資 「新領袖、新景象」家課2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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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條「標準尺」

_______________指數  (例子：情緒、壓力、親子和諧、內疚、自由、憤怒、有效管教)

規條: ( 例如：子女[     ]要聽父母指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節小組堂課

一
定
或
必
需
要
做

       \

不
需
要
做

       \

       \

       \

       \

       \

       \

       \

       \

       \
第六章

親子平行小組內容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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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規條、新景象

 第七節小組家課1

新規條：

在遵守新規條下，你的行為或情緒有轉變嗎?

  轉變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變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變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遵守新規條下，子女的行為或情緒有轉變嗎?

  轉變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變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變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遵守新規條下，你的改變能否達至你預期的目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在實行時遇到甚麼困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認為可怎樣再修改這規條，以減少實行時的阻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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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卡

 第七節小組物資7.1

  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停一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找一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一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說一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一做：「我」訊息 (我感到…我希望你...)  

  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停一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找一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一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說一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一做：「我」訊息 (我感到…我希望你...)  

  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停一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找一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一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說一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一做：「我」訊息 (我感到…我希望你...)  

  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停一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找一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一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說一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一做：「我」訊息 (我感到…我希望你...)  

  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停一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找一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一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說一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一做：「我」訊息 (我感到…我希望你...)  

  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停一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找一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一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說一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一做：「我」訊息 (我感到…我希望你...)  

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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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領袖、新景象
  我做到……

☆ 停一停：冷靜情緒

☆☆ 找一找：尋找不同線索

☆☆☆ 想一想：反問自己(證據、其他可能性、後果)

☆☆☆☆ 說一說：自我肯定句

☆☆☆☆☆ 做一做：「我」訊息

完成五星領袖後，你的行為或情緒有轉變嗎?

  轉變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變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變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五星領袖後，你的朋友/同學/家人的行為或情緒有轉變嗎?

  轉變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變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變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五星領袖後，你欣賞／喜歡自己與別人在行為及情緒上的轉變程度為何?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七節小組家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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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數：第八節

形式：先獨立以家長組和子女組跟進，後以親子活動形式進行

目標： 1. 回顧及總結整個小組的內容

            2. 評估及檢討小組的成效及組員的回饋 

            3. 協助家長檢視放寬或改寫規條後，自己與子女的行為及情緒上的改變

            4. 評估及檢討家長所作的轉變，加強當中有效的轉變，及改善當中未能達到成效的因素

            5. 透過檢視子女的新轉變，增加子女繼續改變的動力

            6. 家長與子女共同制定長期目標，以增加實踐的動機及互相監察

            7. 肯定家長和子女的參與及進步

家長組

活動 內容回顧

時間 15分鐘

目的 1. 小組內容回顧

2. 鞏固家長的學習

程序 1. 工作人員利用組員過往每一節的堂課及家課，重點回顧每一節的內容

2. 工作人員在過程中應重點欣賞每一位組員的正面轉變，以增加正面行為出現的次數，從而

成為組員改變的動力

物資 組員過往的家課

活動 家課分享  －「新規條、新景象」

時間 30分鐘

目的 1. 協助家長檢視放寬或改寫規條後，自己與子女的行為及情緒上的改變

2. 評估及檢討家長所作的轉變，加強當中有效的轉變，及改善當中未能達到成效的因素

3. 協助家長評估及檢討子女所作的轉變，加強當中有效的轉變，改善當中未能達到成效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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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邀請組員分享家課

2. 分享於家課裡所遇到的困難及未能放寬的規條

3. 與組員一起檢視在哪些情況下，他們較難放寬規條。當遇上這些情況時，他們會怎樣處理

4. 協助組員評估新規條所帶來的轉變，是否他們所期望的

5. 與組員一起討論，建立一套個人化的方法，讓組員更有效地實踐新規條及對抗思想陷阱

6. 工作人員需協助組員評估他們觀察子女轉變時的情況及困難，協助組員多留意子女正面的

轉變

7. 與組員一起檢視子女在哪些情況下較易跌入思想陷阱，當他們遇上這些情況時，作為父母

可怎樣協助子女避免跌入思想陷阱

8. 提示組員他們的子女每人都有一張星星卡

9. 派發「五常法」提示卡給組員，提醒組員可將提示卡放於銀包和當眼處，以便經常提醒

自己

物資 「五常法」卡(物資 8.1)

子女組

活動 家課分享  －「新領袖、新景象」

時間 20分鐘

目的 透過檢視子女的新轉變，增加他們繼續改變的動力

程序 1. 工作人員引導組員分享新轉變所帶來的影響，鼓勵組員作持續的正面轉變

2. 鼓勵組員運用五星方法，學習冷靜情緒、多角度思維及反問，以探尋事件的真相

物資 「新領袖、新景象」家課紙

活動 內容回顧

時間 25分鐘

目的 鞏固學習以避免跌入思想陷阱

程序 1. 工作人員利用組員過往每一節的堂課及家課，重點回顧每一節的內容

2. 工作人員重點欣賞每一位組員的正面轉變

3. 過程中以小獎品鼓勵組員分享他們所學到的內容及欣賞自己或他人的地方

4. 引導組員檢視及欣賞自己的進步，鼓勵組員作持續正面的改變

物資 組員過往的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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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組

  小組活動：第八節

﹝詳情請參閱教學光碟，小學親子小組 ─ 4.4 小組後期，親子活動﹞

活動 計畫將來

時間 25分鐘

目的 家長與子女共同制定長期目標，以增加實踐的動機及互相監察

程序 1. 邀請家長及子女就小組學習所得(如：思想陷阱/規條) ，定下改變的目標 (如：成功冷靜情

緒的次數) 

2. 家長及子女互相交換及檢視定下的長期目標

物資 「我的未來大目標」堂課紙

活動 頒發獎品

時間 20分鐘

目的 肯定家長和子女的參與及進步

程序 1. 頒發最佳進步獎、最合拍獎及最投入獎，子女及家長均可獲得禮物一份

2. 再次感謝各家長及子女的參與

物資 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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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法卡

我的五常法

  第一法－常留意身體警告信號

  第二法－常喚停負面思想，腦袋停一停

  第三法－常自我反問

  第四法－常分散注意力

  第五法－我的人生金句：

           

 第八節小組物資8.1

我的五常法

  第一法－常留意身體警告信號

  第二法－常喚停負面思想，腦袋停一停

  第三法－常自我反問

  第四法－常分散注意力

  第五法－我的人生金句：

           

我的五常法

  第一法－常留意身體警告信號

  第二法－常喚停負面思想，腦袋停一停

  第三法－常自我反問

  第四法－常分散注意力

  第五法－我的人生金句：

           

我的五常法

  第一法－常留意身體警告信號

  第二法－常喚停負面思想，腦袋停一停

  第三法－常自我反問

  第四法－常分散注意力

  第五法－我的人生金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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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節小組物資8.2

  (內容需有關於管教模式、溝通模式、規條等)

我的未來大目標 (由___至 ___間)

未來大行動 (具體，可行及有時限的行動計劃)

定期成效檢討  (由子女/父母/家人填寫) 

第一次檢討

(日期：__________  )

第二次檢討

(日期：__________ )

第三次檢討

(日期：__________ )

  個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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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個案研究

1. 個案背景

每位學生在進入小組前，均曾被邀請填寫問卷；其家長亦被邀請接受訪談。問卷數據及訪談內容均用以了解組員的家

庭背景，學生在認知、行為及情緒上的特質，以及家長在管教子女上的價值觀、管教方式及情緒特質。有關數據及訪

談內容都有助工作人員在小組裏作出針對性治療。

以下是阿詩在問卷調查的資料及其母親李太接受訪談時的資料。

a. 問卷調查

行為方面：

量表 攻擊行為﹝總分：46﹞

操控型攻擊﹝總分：24﹞ 反應型攻擊﹝總分：22﹞

分數 10 19

阿詩的「攻擊行為」指數為29分，分別「操控型攻擊」指數為10分，「反應型攻擊」指數為19分，反映出她偏向屬

於反應型攻擊者。

情緒方面：

量表 憤怒表現量表 - 憤怒特質﹝總分：40﹞

分數 34

「憤怒表現量表」(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 量度學童憤怒的經驗及表達。其中「憤怒特質」(Trait-

Anger)量度憤怒經驗的不同向度，而阿詩的分數為34分，參考Spielberger(1991)的研究數據，阿詩的分數等同於在

一百人中排於第九十四位(分數由低至高排列)，由此可見阿詩的憤怒經驗分數屬於偏高水平，較常出現憤怒的心情。

b. 家長訪談

與家長的訪談中，李太表示自己學歷不高，以前是家中的長女，父母皆忙於工作。所以當自己教導子女時，亦會使用

武力解決事情，以節省時間。訪談過程中，李太分享管教中的無奈，多次談及阿詩不聽從母親的說話，兩者關係越來

越惡劣。李太希望參加小組可以使兩人相處更融洽，希望阿詩反叛性可以降低，學會循規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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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小結

在問卷調查和訪談中，發現阿詩在反應型攻擊指數上遠高於操控型攻擊指數，而阿詩亦常出現憤怒的情緒。工作人員

需就此特點作針對性的輔導策略，提高阿詩情緒管理能力，使阿詩能夠冷靜地思考事件不同的可能性。而訪談方面，

可見李太十分緊張親子關係及阿詩的成長，但李太認為阿詩是基於反叛，所以導致問題發生，工作人員需協助李太去

幫助阿詩作情緒管理及多角度思考，除此之外，工作人員亦需要引導李太去檢視自我管教模式及管教上的影響親子關

係的規條，或許是要求過高，要求女兒事事循規蹈矩。

2. 小組初期

在小組初期，工作人員透過各親子活動，評估家長與子女的互動模式；透過家長的分享，探索家長於管教時的行為和

情緒反應，了解家長管教子女時的價值觀及態度，以協助家長與子女建立正向關係；透過觀察兒童於小組時的行為與

情緒反應，加上運用認知概念，從而評估兒童對外界信息的理解，以及其認知模式與信念。

a. 小組過程及個案闡述

在親子活動的環節，組員被邀請製作一個報紙架去承載水樽。大多數的組員均投入活動，共同商討可行的設計及方

法。李太看見其他組員紛紛動手參與，於是責令女兒阿詩參與製作，阿詩不願意聽從李太的說話，對李太的說話敷衍

了事，捲了捲報紙便遞給李太。其後，李太替阿詩完成了手上的工作。當完成整個活動後，李太看見女兒的坐姿，便

拍了一拍阿詩說：「坐好一點。」

在分開家長與子女進行活動時，李太在家長小組分享兒時與父母的相處。由於其父母都忙於工作，沒有太多時間關心

子女，所以，在處理子女的爭執事情上，大多是採用集體處罰制。李太分享自己有時亦沒有聽取子女的解釋便懲罰他

們，發他們脾氣。不過，李太向工作人員強調「現在我會多與阿詩相處，期望與子女建立良好親子關係。 」

另一方面，在小組初期，阿詩在活動中，收取對外界的信息時傾向歸因於負面的一端。當其中一名組員演繹一句話

「甚麼事」時，阿詩與其他的組員有著不同的反應，她認為那是一句惡意、針對性的說話。阿詩對自己的判斷十分肯

定及很快便有此判斷，原因是阿詩看見說話者雙眼成一直線，所以肯定對方是不懷好意。當其他組員點出演繹者的聲

音是溫柔，而且是臉帶笑容時，阿詩才發現自己判斷錯誤。

b. 工作人員分析

親子互動關係

從觀察所得，李太要求阿詩投入活動，與其他組員一同參與活動、製作報紙架；亦要求阿詩的坐姿上背部要挺直。李

太對於阿詩的言行舉動有著一定的期望，亦會將自己的期望訴諸為要求。另一方面，阿詩對於母親李太的各樣要求，

表現得不太同意，阿詩會隨從母親李太的要求，但只是敷衍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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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認知理論

人、環境與行為三個因素有著十分微妙的互動關係。縱使時空環境不相同，但兩代人之間的管教理念，卻有著相似

的觀念及行為。上一代的管教態度及價值觀，使到李太意識到自己一定要多費時間看管子女，亦要多花點時間去

管教。正如一項研究所得，父母對於打架及報復的價值觀，可能影響子女對於打架及攻擊行為的價值觀(Solomon, 

Bradshaw, Wright, & Cheung, 2008)。所以在行為上，李太對於阿詩的言行舉動會出言管教。

社會訊息處理理論

如第二章所介紹，反應型攻擊者在收取外界信息時，會選擇性地接收某些信息，傾向負面歸因。在小組中，工作人員

觀察到阿詩辨識善意與惡意的話句時，只針對某一線索(雙眼成一直線)，就立即判斷別人是不懷好意，因此感到十分

憤怒及激動。在接下來的小組活動中，幫助阿詩自我冷靜，拉闊看事物的角度，並尋找不同線索去分析一件事情，這

些對阿詩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

3. 小組中初期

經過小組初期對家長與子女互動模式的評估，工作人員已掌握各組親子的價值觀及經常跌入的思想陷阱。透過家長的

分享，探索其於管教時經常跌入的思想陷阱，讓家長明白跌入思想陷阱後的行動及情緒反應，它們如何影響子女出現

攻擊行為；透過兒童於小組時分享的經歷，讓兒童明白自己敵意歸因的模式及程度，並了解所跌入的思想陷阱。

a. 小組過程及個案闡述

於親子活動環節，子女透過家長的描述而重新繪圖一幅圖畫，並以該圖畫創作一個故事。家長於描述的過程中投射自

己的想法，而子女所創作的故事亦投射了平日遇到的情況，相應的行為及情緒反應。阿詩根據母親(李太)的描述，將

圖中人物的面部表情(張大口部及面紅)及行為(舉高單手)這些線索，敵意歸因成母親發脾氣並欲以鑊鏟追打她。李太

留意到，以往與阿詩相處時的一些誤會，令阿詩會將中性線索作敵意歸因，認為對方會傷害或攻擊自己。

李太於家長組時，分享阿詩在學校和同學發生衝突的事件。她認為阿詩以肢體方式還擊是粗暴的表現，並表示：「女

孩子一定要斯文，不可以粗魯；表現斯文就是好孩子」。而李太亦留意到阿詩認為一定要還擊才可解決問題，並會就

同學的行為、面部表情及說話等作敵意歸因，認為對方是針對她。

阿詩於子女組分享她一次誤會同學取笑她的經歷。當時，她與其他同學正進行體育課並排隊練習前滾翻時，阿詩看到

兩位同學以手掩口，並聽到說話的聲音，當她回望他們時，看到對方亦望著她，便判斷同學在取笑她，因而產生憤怒

的情緒。她沒有留意到該同學以外的其他環境線索。

b. 工作人員分析

李太表示「女孩子一定要斯文，不可以粗魯；表現斯文就是好孩子」，她認為孩子必須斯文，而表現斯文便等如好孩

子，這些絕對及兩極化思想正跌入了「非黑即白」這思想陷阱。同樣，阿詩亦跌入此思想陷阱，她絕對地認為必須還

擊才可解決問題。根據社會學習理論(Bandura, 1977)，兒童的行為是透過觀察及模仿別人的行為，想法及情緒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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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來，經過不斷練習而建立一套獨有的行為模式指引。阿詩從母親(李太)學習到「非黑即白」這絕對及兩極化的思

想模式，因而選擇以還擊這「唯一」的方法處理與同學的衝突。透過工作人員的引導，李太留意到子女與父母的思想

模式十分相似，並明白想法如何影響他們的行動及情緒。

阿詩是典型的反應型攻擊者，在接收外界訊息時，傾向收集個別線索，偏向運用一部分的感官接受訊息，如以視覺接

收面部表情及行為的訊息，而忽略周遭的客觀環境線索，如現場其他人的行為。因而作出敵意歸因，判斷對方意圖不

軌或欲傷害她。工作人員透過個案重演，讓阿詩收集留意及收集周遭客觀的環境線索，不單靠接收單一訊息而斷定對

方的意圖。此外，透過親子活動，工作人員讓李太留意到阿詩傾向收集個別線索，並作出敵意歸因及攻擊行為，藉以

加強李太協助阿詩拆解思想陷阱的動機，以減少她的反應型攻擊行為。

4. 小組中後期

經過小組中期，組員透過活動檢視及重塑其自動化思想(Automatic Thoughts)。家長拆解思想陷阱後，進而處理

自動化思想的中介信念(Intermediate Beliefs)。中介信念包括自我的價值觀(Attitudes)、假設(Assumptions)及規條

(Rules)。工作人員引導家長檢視及認清個人規條如何影響子女的攻擊行為；子女透過拆解思想陷阱，建立正面的中介

信念。

a. 小組過程及個案闡述

於小組中後期，較多獨立家長及子女分享的環節，目的是深入處理家長的中介信念，也讓子女建立正面的中介信念。

李太於家長組中分享，她對孩子的要求，如女兒不應於公眾場合爭吵，必須有紀律及自我管制能力。當阿詩未能達到

她的要求時，她會感到憤怒，並且責罵她。

工作人員引導阿詩尋找更多線索來判斷同學是否取笑她時，她發現當時忽略了「老師正在她們面前」這個線索，在工

作人員的引導下，她更發現除了「同學取笑她」這想法外，還有其他可能性(如：同學正在講秘密但怕老師發現)。當

她的想法改變，行為亦有所改變，她表示會繼續聆聽他們的對話內容，並詢問其他同學的意見，並不會立即責罵她

們。

b. 工作人員分析

李太要求阿詩有良好的自我管理能力，並且認為女兒有良好的自我管理能力，代表自己是有能力的媽媽。李太的中介

信念定下「子女要在任何時候都行為檢點」這規條(Rule)，她以這規條來量度阿詩及自己的表現，當阿詩未能遵守此

規條，她便感到十分憤怒並責罵她。工作人員引導李太思考當她緊守這規條，後果將是為自己造成很大壓力、破壞親

子關係及令阿詩亦變得脾氣暴躁。當放寬規條由「任何時候」至「大部分時候」，再到「看情況而定」，李太的壓力

則慢慢下降，直至李太滿意的程度。當李太放寬她的規條，重塑其中介信念，她對阿詩的管教模式亦隨之而改變，阿

詩的暴躁情緒減少了。

工作人員引導阿詩尋找更多線索，以證明自己的想法及思考其他可能性，令她減少敵意歸因的傾向。此外，阿詩認為

要以責罵或肢體攻擊才可解決衝突，工作人員引導她思考這自動化思想跌入了「非黑即白」的思想陷阱。讓她明白這

個非理性想法影響了她的情緒及行為，並透過日後的五星領袖練習，讓她重塑其自動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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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組後期

由於在小組中期及中後期時間，組員了解到自己管教上、情緒管理或理解事物角度上需改善的地方。在小組後期，為

鞏固及強化實踐，各組員需為自己訂立未來目標，親子之間相互就計畫給與意見及支持，以加強計畫成效。

 a. 小組過程及個案闡述

在小組後期，家長及子女被邀請制定長期目標，將所得的啟發化為行動。阿詩寫上「當自己很憤怒時，期望自己可以

用深呼吸這個方法，幫助自己冷靜下來。」阿詩亦期望自己一星期有兩次可以冷靜地去看一件事，而不是立即發脾

氣。李太於其工作紙上寫上「花多點時間與女兒閒聊，了解女兒在校園生活中開心與不開心的事件，期望女兒日後願

意主動分享。」李太亦具體地寫上「每一天睡覺前預留十分鐘與女兒閒聊。」

b. 工作人員分析

當小組完結時，鞏固所學(Consolidated Learning)及強化(Reinforcement) 實踐是重要的一環。在小組活動中，李太重

新檢視自己的管教規條，當李太將所得的啟發化為目標，於小組完結後，能持續將所學的應用於日常生活中，這不但

鞏固所學，所累積到的經驗亦能推動組員找尋到更適合自己的方法。在過程中有進步的地方，亦推動了其他組員繼續

往前。同樣，對阿詩亦如是，當一切化為具體行動時，亦可使阿詩真正實踐多角度思考及明白事件背後可能有著不同

的原因。親子的互相監察及支持，亦為親子溝通或個人成長提供了良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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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結果及討論

第七章 ﹕研究結果及討論

(I) 組員出席率

根據以往的臨床研究，組員的出席率需高於50%才能掌握及理解小組內的一些基本內容(Mitchell et al., 2007)。

此外，過往文獻指出：出席率與小組成效有明顯的關係－出席率越高，小組的成效越高(Greenberg, Johnson, & 

Fichtner, 1996; Stear, Prentice, Jones, & Cole, 2003)。因此，本研究的小組組員的出席率必須高於50%，才可作為

有效組員；反之則當作無效或退出組員(Dropout)。

(II) 小組成效

本研究採用「三聯法」(Triangulation)以評估小組成效。即透過學生、家長及老師三方面去評估小組對組員的影響，

以求多維度及準確地評估小組的成效。由於數據收集需時，所以家長及老師的研究結果未能在此公佈。

是次研究運用了「混合模式的研究方法」(Mixed Mode Research Method)，同時以量性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及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評估組員於小組前後的表現。量性研究綜合了操控型攻擊者及攻擊型受害者的想

法、行為及情緒有關的研究、量表，製作成問卷，質性研究則以結構性情景問題(Structured Hypothetical Situations)

作為研究工具。

透過「前測－後測」，即比較組員進入小組前與完成小組後的表現，評估小組對組員的想法、行為和情緒的影響。此

研究亦是「縱向面跟進研究」(Longitudinal Study)，組員於完成小組後的三個月、六個月、一年及兩年，繼續接受量

性及質性評估，以了解治療性輔導小組對反應型攻擊者的長遠影響。

由於數據輸入及分析需時，所以質性研究結果未能在此公佈。在跟進研究方面，暫時只進行了「三個月後測」，不同

小組開始和完結時間需因應學校校曆作編排，故此，在時間上非同步進行，因此，三個月後測之數據只有家長小組有

足夠的有效人數，進行分析；學生及親子平行小組只能提供前測及後測之數據作分析，而家長小組則可分析前測、後

測及三個月後測之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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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小組

以下是2009至2010年間，在小學進行的反應型攻擊者學生治療小組所收集到的數據分析結果。

反應型攻擊者學生治療小組：各學生自陳量表中的結果(前測 － 後測)

前測 – 後測

有效人數 平均分數差距 t值

反應型攻擊行為 40 2.48 3.37**

操控型攻擊行為 40 2.25 2.68*

憤怒反應 23 1.22 2.28*

憤怒特質 23 2.46 2.14*

憤怒表達 23 3.61 2.03*

道德化 24 1.04 2.05*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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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組開始前比較，組員於小組結束後的反應型攻擊行為、操控型攻擊行為、憤怒反應、憤怒特質、憤怒表達及道德

化均有顯著改善。這證明反應型攻擊者減少以攻擊行為來解決問題、亦減少了因別人的批評和挑釁而感到憤怒，也可

減低將攻擊行為道德化。研究結果顯示，完成治療性輔導小組後的反應型攻擊者，在各項行為表現上均有明顯進步，

證明學生治療性輔導小組能有效幫助反應型攻擊者。

2. 家長小組

以下是2009至2010年間，在小學進行的反應型攻擊者家長治療小組所收集到的數據分析結果。

反應型攻擊者家長治療小組：各學生自陳量表中的結果(前測 － 後測)

前測 – 後測

有效人數 平均分數差距 t值

反應型攻擊行為 38 3.00 3.84**

操控型攻擊行為 38 3.29 4.48**

  p<0.05*   p<0.01**

與小組開始前比較，組員的子女於小組結束後的反應型攻擊行為及操控型攻擊行為均有顯著改善。這證明於小組後，

反應型攻擊者減少以攻擊行為來解決問題。研究結果亦顯示，完成治療性輔導小組後的反應型攻擊者，在各項行為表

現上均有明顯的進步，證明家長治療  性輔導小組能有效幫助反應型攻擊者。

本研究亦收集了學生於小組完結三個月後的數據作分析，用以跟進組員的子女於小組完結後的情況。

反應型攻擊者家長治療小組：各學生自陳量表中的結果(前測 － 三個月後測)

前測 – 三個月後測

有效人數 平均分數差距 t值

反應型攻擊行為 30 1.87 2.01*

操控型攻擊行為 30 3.03 3.52**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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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型攻擊者家長治療小組：各學生自陳量表中的結果(後測 － 三個月後測)

後測 – 三個月後測

有效人數 平均分數差距 t值

反應型攻擊行為 29 -0.86 1.13

操控型攻擊行為 29 -0.28 0.55

  p<0.05*   p<0.01**

結果顯示，與小組開始前比較，反應型攻擊者的攻擊行為，於小組完結三個月後有顯著改善；與小組剛結束時比較，

攻擊行為則保持相約的程度。由此可見，反應型攻擊者家長治療小組不僅能即時減少攻擊行為，並能有效而長遠地幫

助反應型攻擊者減少攻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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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親子平行小組

以下是 2009至2010年間，在小學進行的反應型攻擊者親子平行治療小組所收集到的數據分析結果。

反應型攻擊者親子平行治療小組：各學生自陳量表中的結果(前測 － 後測)

前測 – 後測

有效人數 平均分數差距 t值

反應型攻擊行為 37 3.54 4.59**

操控型攻擊行為 37 1.97 2.14*

  p<0.05*   p<0.01**

與小組開始前比較，學生於小組結束後的反應型攻擊行為及操控型攻擊行為均有顯著減少。這證明反應型攻擊者減少

以攻擊行為來解決問題。研究結果顯示，完成治療性輔導小組後的反應型攻擊者，在各項行為表現上均有明顯的進

步，證明親子平行治療性輔導小組能有效幫助反應型攻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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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三種小組成效討論

研究結果顯示，三種小組都能即時減低反應型攻擊者的攻擊行為。這證明了認知行為治療法能有效改變組員的非理性

想法，組員在小組中建立了合情、合理、合法的想法，將這些想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後，將減少攻擊行為的出現。

另外，家長小組顯示了長期的治療成效。這證明透過認知行為治療法，組員學懂拆解非理性想法及建構能長遠維持的

理性想法。而他們的理性想法能夠長遠地維持，對子女的行為亦能持續地跟進和改善，從而有效及長期地幫助反應型

攻擊者。

(IV)  比較三種小組的成效

從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不論學生、家長及親子平行小組均能有效減低反應型攻擊者的攻擊行為。根據Lochman及

Wells(2004)的研究，親子平行小組相對於學生及家長小組，小組的長遠成效最為顯著。因此，為了比較學生、家長

及親子平行小組的成效，便利用了共變數分析法(ANCOVA)，分析反應型攻擊者前測及後測的攻擊行為分數。結果顯

示，三種小組在減少攻擊行為方面並無顯著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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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Lochman及Wells(2002)的研究，不同種類的治療小組，在小組剛完成時均有相若的成效，這與本研究結果不謀

而合。過往文獻亦指出，小組的一些功效，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明顯地發揮出來，所以在小組剛完成時進行評

估，可能不夠時間去分別不同小組的成效。距離小組完成時間較長的評估(如：一年後測)，則可讓小組有更多時間去

發揮它們各自的效用(Ryan & Smith, 2009)。因此，縱使研究結果顯示了三種小組都有即時的實質成效，但由於評估

時間的關係，未能準確而有效地比較和分辨三種小組的長期成效。

(V) 與中學學生小組的成效比較

反應型攻擊者學生治療小組已於二零零六年開始在中學推行，其成效已詳列於實務手冊中學篇。到二零零九年，學生

小組由中學擴展至小學，而家長及親子平行小組則首次於小學推行。據結果顯示，小學的三種小組成效與中學學生小

組大致相若，這證明了本計畫所採用的認知行為治療法不僅能有效改善中學反應型攻擊者的攻擊行為，對年紀較輕的

小學生亦能發揮作用。此外，學生的攻擊行為亦可從改變家長的認知後得到改善，這顯示了認知行為治療法不論在學

生及家長層面下進行，均可針對目標者的問題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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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限制

1. 因家長及親子平行小組需於家長工餘時間才能舉行，一些較高攻擊行為的學生，可能因時間不配合而未能進入家

長及親子平行小組，導致不能以隨機(Randomization)的方式分配組員入不同的小組，亦致普遍被選入的家長及親

子平行小組的學生之攻擊行為指數偏低，影響了研究的可靠性。

2. 大約7%的學生小組和25%的家長及親子小組組員的出席率低於50%或中途退出，減少了可作分析的有效人數，以

致影響了分析小組成效的能力。

3. 收集家長問卷及約見家長進行家長訪談極為困難，以致部分家長的數據及資料不完整。

4. 研究結果集中分析前測、後測及三個月後測的數據，未能有效分析小組長期的成效。

(VII) 總結

從各學生自陳量表的結果，顯示治療性輔導小組對反應型攻擊者的成效超卓，適切介入能有效地減少他們的攻擊行為

及憤怒情緒等問題。是項研究結果顯示運用認知行為治療法進行治療性輔導小組，能有效改善反應型攻擊者的情況，

為他們帶來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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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實務錦囊

第八章 ： 實務錦囊

(I) 推行小組時的考慮

各種不同的小組均有其好處及特性，而成效亦在本計畫的研究當中得到證實。至於同工在選擇小組的推行形式時，可

從以下各點作出考慮，以符合實際需要：

1. 時間配合

由於不少學生的雙親均需工作，而學生亦有不同的課外活動，因此未必能凝聚不同的家庭成員同時參與小組活動。這

情況在基層家庭的學生中更為明顯。

2. 人手配合

我們建議學生組及家長組最少有兩名輔導人員。一名輔導員主要負責講授小組內容及帶領討論，而另一名輔導員則在

旁協助，與此同時，作監察及記錄個別參加者的回應、態度及想法。這樣既可以讓小組暢順地進行，又能夠在過程中

收集重要的資料，促進了解個別學生及家長的想法，從而對症下藥。另一方面，親子平行小組當中有家長及學生的參

與，而且家長和學生不時會分開活動，故親子小組所需要的人手相對較多，因此需要最少三位工作人員參與。

3. 參加者配合

如前所述，認知行為治療法需要學生有一定程度的認知及反思能力。因此，一些學生可能受年齡或認知發展的限制，

未必適合直接地接受「認知行為治療法」。面對年紀較小或程度較遜的學生，家長或親子平行小組則較為適合。

以下是本計畫工作人員總結過往一年經驗所得出的心得，反思運用認知治療法處理反應型攻擊者時要注意的事項，與

同工分享，以供參考。

(II) 工作人員素質

1. 接納：對於反應型攻擊者，「接納」對他們來說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大多數被標籤為「破壞王」，不受同

儕歡迎。工作人員對組員的行為及想法應抱非批判性(Non-judgmental)的態度，多從組員的角度了解他們行為

及非理性想法的形成。此外，工作人員可在小組中發掘他們的強項，正面欣賞及稱讚他們的親社會行為，讓他

們體驗到正面的行為改變，增加對工作人員及小組的信任，以及持續改變的動機。

2. 耐性：工作人員必須有耐性地聆聽每位組員的分享，要保持耐性及開放的態度，讓他們慢慢分享自己的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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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本身的價值觀有敏銳的覺察力(Awareness)：工作人員需要對自身的價值觀有敏銳的覺察力，因為組員在小組

中分享的看法和觀點，可能與工作人員自身的價值觀大同小異，也可能與工作人員的價值觀大相逕庭，所以工

作人員需要先了解自己的價值觀，才能運用自身的內在資源去帶領小組。

(III) 輔導技巧

1. 每位組員的性格、想法、情緒、行為及過往的經歷都不同，工作人員要深入了解每位組員的獨特性及想法，這

樣才可針對性地對每位組員作出評估及適切的介入方法。

2. 當拆解組員的非理性想法時，工作人員需要積極聆聽，從組員的分享中選取一些值得辯論的論點，總括及重塑 

(Summarizing and Reframing)成辯論的題目，讓組員辯論當中的想法合情理法及不合情理法的地方。在辯論的

過程中，工作人員需要「擴大」組員說出合情理法的論點，拆解非理性想法的論點。

3. 工作人員必須積極聆聽組員的分享，作出適當的回應。因為他們的每一句話，都反映出他們自己的想法、內心

的價值觀或憂慮。適當及具同理心的回應(Empathetic Response)能讓他們知道工作人員明白他們的想法、行為

和感受。

4. 在拆解組員的非理性想法時，小組需要營造強大的壓力，逼使組員對自己想法作出反思，放棄非理性的想法。

透過組員的互相辯論，拉闊組員的想法，學習不同角度的思考方式。

5. 不論在攻擊者或受害者小組，同理心的運用也是十分重要。例如在小組的首數節中，組員正處於試探期，工作

人員可以運用同理心的技巧，與組員建立關係，減低組員對工作人員及小組的戒心，增加他們對小組的歸屬

感。

6. 在拆解組員的非理性想法時，組員的想法可能會被質疑及挑戰，他們可能會因此顯得不自然及自我保護。工作

人員可以在程序設計上，令組員自覺安全，但又可以改變其非理性想法。

7. 當組員的想法被質疑及挑戰時，他們可能會透過分享正面的論點，以令工作人員及其他組員停止駁斥他的非理

性想法。工作人員可運用刻度問句(Scaling Question)，詢問組員想法的改變程度，讚賞組員拉闊了個人的想

法，及讓他們明白自己的想法尚有進步的空間。

(IV) 理論實行

1. 由於「A-B-C」是一個較抽象的概念，當工作人員講解有關概念時，可以活用組員在學校或日常生活的事件作

為例子，能協助組員容易明白。另外，工作人員可以讓組員明白學習此概念的目的和重要性，例如增加對自己

的認識，以增強組員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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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人員需要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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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混為一

談，工作人員須協助組員分辨三者之不同，以助小組及組員有效地拆解非理性想法。

(V) 危機介入

1. 組員之間有攻擊行為出現： 

• 由於反應型攻擊者情緒較易被激怒，工作人員須多加留意他們在作出攻擊行為前的徵兆，這樣便可以避免組

員間發生肢體上的衝突。若情況許可，工作人員須即時向所有組員明確表示，小組並不容許攻擊行為的出

現，並學習遵守及尊重不同場合的規範，令組員感到被尊重。當然，工作人員須按當時情況，評估後才決定

處理方案。

• 在處理反應型攻擊者組員之間的攻擊行為，切勿只責備他們的攻擊行為，宜多理解他們出現攻擊行為的原

因，公平地處理事件。

2. 組員之間的互動：

• 組員之間可能在小組之前或其他時候曾發生過誤會，以致在小組進行期間互相排斥，並可能影響小組中其他

組員的互動。工作人員要小心處理，以免小組成為雙方陣營的對抗場地。

• 小組經常會有分組討論的活動，工作人員須針對活動的目標，評估組員的特性及互動，安排他們的分組和角

色，以便有效地使組員投入小組的活動，加強成效。

3. 組員有激動情緒：

• 於小組開始前，組員可能會出現激動的情緒，如受害者小組的組員可能會因剛遇到欺凌事件，而帶著負面的

情緒來到小組，工作人員須留意組員的情緒變化，評估相關事件的風險及嚴重性，協助組員處理有關的情

緒，亦幫助工作人員與組員建立關係。

(VI) 工作人員之間的合作

1. 如有兩位以上的工作人員帶領小組，工作人員必須於小組開始前商討分工的安排，清楚雙方的工作，在輔導過

程中互相協作，以補對方的不足。

2. 由於小組活動程序複雜，其中一位工作人員可以負責帶領小組的程序；另一位則負責留意組員的回應，兩位工

作人員在帶領小組時可互相補足。如小組發生突發事件時，其中一位工作人員可以處理事件，而另一位工作人

員則繼續帶領小組活動，照顧其他組員的情況。

3. 兩名工作人員能提供較大的安全感給予小組組員，從而減低他們於陌生的環境中所產生的焦慮。而兩名工作人

員可預先作工作分配，一名工作人員專注於訓練及帶領小組，而另一名則負責組員的行為及情緒問題處理。輔

助的工作人員亦須擔任觀察者的角色，觀察小組的過程及組員的行為及表現。輔助工作人員觀察後，可於每節

後立即與主工作人員檢視當節小組的過程及方向，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從而調節日後小組的輔導策略。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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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親子小組中的家長常會問及其子女在小組中的表現及行為，工作人員可先欣賞父母對其子女的關心，其後再申

明無論在家長組及兒童組任何一面，工作人員及組員都須遵守保密原則，工作人員可鼓勵家長親自問其子女，

促進親子之間溝通。若家長繼續詢問，工作人員可有限度地概述其子女在該組的情況。

5. 因本計畫中的治療小組是建基於認知治療方法論的架構而進行，因此工作人員必須熟識認知治療基礎理論、應

用方法及技巧。

(VII) 與校方及老師合作

1. 如小組的工作人員是以外來機構身份到學校負責小組活動，宜先與校方建立緊密而良好的聯繫，讓工作人員了

解小組的組員在課堂和校園生活中的情況，以便跟進及處理組員的個案，並讓校方更了解組員的個案，與工作

人員作出相應的配合。

2. 治療工作如要取得成效，極需要校方及老師全面的配合和支持。在計畫進行時，老師可鼓勵組員積極投入，參

與小組活動，多加留意他們在課堂的情況，讓他們感到關懷和支持。

(VIII) 場地安排

1. 在組員座位的安排上，可以將座位圍成一個半圓形，而工作人員坐或站在半圓形中央後二至三步，讓每一位組

員都可以看到工作人員的正面，增加組員對小組的投入。如果將座位圍成一個正圓形，工作人員則較難留意坐

在自己身旁的組員的表情，而坐在工作人員旁邊的組員亦只能看到工作人員的側面，令雙方難以有眼神接觸，

這種情況下組員容易感到被忽略，繼而降低對小組的投入感。

2. 工作人員需要留意房間及座位的設計，宜選取較寧靜的房間，讓組員可以放心地分享自己的經歷及意見。房間

內亦不宜擺放太多雜物，組員的座位也要避免太接近門口或窗戶，以免組員受外界的事物分心。

3. 小組房間宜接近洗手間，一方面可讓工作人員能較易監察組員上洗手間時的情況，另一方面能讓組員在情緒激

動時，立即到洗手間洗臉及冷靜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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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光碟使用指引

隨本計畫教材套附送的光碟包含兩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反應型攻擊者的小學學生作為主角的情景。情景內容包括反

應型攻擊者的特徵，老師、社工和家長的即時及事後處理方法。第二部分是描述三類治療性輔導小組，包括學生小

組、家長小組和親子小組，於小組不同階段的情況。

第一部分

對象：老師

這部分主要為老師提供面對反應型攻擊者與別人發生衝突時的處理方法，當中包括錯誤示範、即時處理、中期處理和

長期處理。除此以外，光碟亦提供提升校內和諧互助氣氛的方法，協助校方處理校園暴力問題。

對象：社工/輔導人員

在社工介入方面，光碟提供了運用認知行為治療法的過程，先評估反應型攻擊者的想法，然後針對性拆解當中的認知

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

對象：家長

父母的管教模式與其子女的性格和待人處事的態度息息相關。光碟向家長提供針對有反應型攻擊者特徵的子女之行為

問題的錯誤示範、即時處理、中期處理和長期處理。老師及社工可參考片段內容以協助家長，家長亦可透過各情景反

思自己的管教模式，並提升親子的溝通技巧，以促進和諧的親子關係。

第二部分

此部分模擬真實小組情況，將三類治療性輔導小組當中的初期、中初期、中後期及後期呈現出來。除了描述不同小組

的特點，光碟亦透過一位主要人物，令讀者更容易明白反應型攻擊者與其家長參與小組後的轉變過程。讀者請根據第

六至八章中「個案研究」的內容，以對小組過程和組員背後的想法作出深層理解。

詳細介紹

(I)反應型攻擊者情景：撞翻汽水事件

在小息時，課室中有同學暈倒在地上，其他同學圍繞該同學議論紛紛。此時阿詩一邊喝汽水，一邊步行返回課室。其

中一位圍觀的同學欲找老師幫忙，因而匆忙地跑出課室，卻撞到剛步入課室的阿詩，並將她的汽水弄跌。於是阿詩怒

氣沖沖地跑到走廊，破口大罵該同學，並用書本丟向她。老師正好目睹阿詩大聲責罵同學及丟書本。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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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反應型攻擊者)

阿詩的想法和行為：

認知：

• 選擇性收取外界訊息，偏重單一感官接收外界訊息，只感覺到同學撞向她，而看不到於課室角落有同學聚集

並議論紛紛

• 敵意歸因：同學因情況危急而撞到阿詩，但她卻認為同學是刻意撞向她

• 認知扭曲：認為同學一定是想攻擊她，必須以暴力行為保護自己

• 解難能力偏弱：面對人際衝突時，只懂以責罵及攻擊方式回應

情緒：

• 衝動：沒有了解事情真相前，便攻擊其他同學

• 情緒激動，容易失控；容易產生憤怒情緒，並不能冷靜其激動情緒，進而作出攻擊行為

行為：

• 以攻擊行為解決人際衝突

• 固執：堅持要求同學道歉，同時認定同學對自己有惡意

社交：

• 欠缺社交及溝通能力，不懂得以適合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 社交上被孤立和排斥，因阿詩激動的情緒及行為令同學害怕和她相處

老師處理

對當事人的錯誤示範：

• 由於反應型攻擊者容易激動，亦不太懂得表達自己，老師缺乏耐性，不斷追問只會弄巧反拙，無助當事人冷靜

情緒，更進一步加深當事人對老師的誤解和對其他人的不信任。

對當事人的即時處理方法：

• 由於反應型攻擊者的激動反應可能會令自己或別人受到傷害，老師必須第一時間帶當事人離開現場，再以數物

件和深呼吸等方法，協助當事人冷靜情緒。此外，老師應請其他同學站到一旁，避免進一步刺激反應型攻擊者

的情緒。

對當事人的中期處理方法：

• 雖然反應型攻擊者的認知扭曲，在詮釋事件時會敵意歸因，但老師亦應先引導學生說出情緒激動的因由，以表

示對她的尊重及關懷，令其情緒得以平復。老師可描述反應型攻擊者的身體反應和情緒，對此作出回應，讓她

感受到老師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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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事人的長期處理方法：

• 老師可利用畫畫等方式，協助不善於表達的反應型攻擊者找出事情中她可能忽略的線索，讓當事人明白凡事只

要多角度了解，可以減免許多誤會。透過合適處罰，既可令當事人明白要為自己的行為負責任，亦可拉闊她的

生活體驗，幫助建立人際網絡，增加對別人的信任，減低她的敵意歸因。由於反應型攻擊者不可能即時掌握到

所學的情緒管理和多角度了解事情的技巧，故老師要不時與當事人回顧及檢討，並對她的付出給予欣賞及肯

定。

對其他學生的處理方法：

• 老師可教導學生情緒管理的技巧，並嘗試了解自己和別人的情緒，鼓勵學生接納他人。老師可透過向學生解說

反應型攻擊者的心態和背後想法，令其他學生消除對反應型攻擊者的誤解。此外，老師更可教導學生，如發現

身邊的同學出現憤怒情緒，可提議對方離開現場，或提醒她使用學習過的情緒控制方法，冷靜有關同學的情

緒。

社工處理

評估：

• 由於反應型攻擊者在接收外界訊息時常出現敵意歸因及認知扭曲，並在判斷他人意圖時選擇性地偏重以某一種

感官接收外界的訊息(如阿詩只感覺到同學撞向她，而看不到於課室角落有同學聚集並議論紛紛)，所以社工應先

了解當事人對當時情況的詮釋，評估她偏重運用那一種感官，辨識當事人想法中的認知扭曲，幫助她重新經歷

事件，找尋想法的證據及更多其他可能性。

拆解：

• 社工可與反應型攻擊者一起回顧事件的細節，找尋及分析各客觀的環境線索，讓當事人反思其負面偏激的想法

是否有證據支持，然後一同發掘其他想法的可能性，以合理的角度去了解事件。除此之外，社工亦要讓當事人

多留意及了解自己的情緒變化，從而建立新的想法。

家長處理

反面教材：

• 反應型攻擊者的父母脾氣多是較為暴躁，會以激動情緒及責罵方式回應子女的行為。他們只顧表達自己的感

受，既沒有了解子女的感受，亦沒有好好聆聽子女的解釋，對事件妄下判斷。

即時處理：

• 家長先要冷靜自己的情緒，並耐性地鼓勵子女一同分享事件的看法，冷靜地聆聽子女的故事，讓子女感受到父

母的關心及尊重。然後再與子女分享個人經驗，讓他/她明白、學懂如何處理事情。

中期處理：

• 家長與子女進行事後檢討，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如子女作出正面改變，可多對子女作出讚賞，使他/她的正面

行為得以持續。教導子女使用「我訊息」去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期望，讓子女學會恰當地處理人際衝突。

長遠處理：

• 家長耐心聆聽子女的說話，鼓勵他/她表達自我感受。勿忘讚賞及肯定子女的進步。家長可與子女一同討論冷靜

情緒方式，並多給予對方冷靜空間。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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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反應型和操控型攻擊問卷

我們有時會覺得憤怒，或是做了我們不該做的事。請根據你現在或過去一個學期的情況，為以下句子圈出最適當的答

案：

現在或過去一個學期，我有多常．．． 從不 有時 經常

1. 向惹惱我的人怒吼 0 1 2

2. 為表現自己的優越而與其他人打架 0 1 2

3. 在被人挑釁時表現得憤怒 0 1 2

4. 偷取其他同學的東西 0 1 2

5. 在沮喪時顯得憤怒 0 1 2

6. 以破壞為樂 0 1 2

7. 發脾氣 0 1 2

8. 因為憤怒而破壞東西 0 1 2

9. 因覺得有型而打架 0 1 2

10. 傷害其他人以贏得游戲 0 1 2

11. 不如意時變得憤怒 0 1 2

12. 以武力使其他人服從 0 1 2

13. 在輸掉遊戲時變得憤怒 0 1 2

14. 因為其他人威脅我而變得憤怒 0 1 2

15. 以武力搾取金錢或其他東西 0 1 2

16. 以打人或向其他人怒吼作為發洩 0 1 2

17. 威脅和欺負其他人 0 1 2

18. 打鹹濕電話為樂 0 1 2

19. 打其他人以保護自己 0 1 2

20. 與其他人一起欺負別人 0 1 2

21. 用武器打架 0 1 2

22. 當別人取笑我時，我會生氣並打他們 0 1 2

23. 向其他人怒吼，以令他人為我做事 0 1 2

反應型攻擊指數：1+ 3+ 5+ 7+ 8+ 11+ 13+ 14+ 16+ 19+ 22

操控型攻擊指數：2+ 4+ 6+ 9+ 10+ 12+ 15+ 17+ 18+ 20+ 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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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多角度受朋輩欺凌問卷

以下的句子是描述一些和同學之間有時會經歷的事，請給每句句子選出適當的答案去指出那情形在過去的一個學期發

生過多少次：

在過去的一個學期之中, 其他同學… 從不 一次 兩次 三次 三次以上

1. 拳打我 0 1 2 3 4

2. 踢我 0 1 2 3 4

3. 用某些方法令我受傷 0 1 2 3 4

4. 打我 0 1 2 3 4

5. 令我跟我的朋友不和 0 1 2 3 4

6. 嘗試使我的朋友反對我 0 1 2 3 4

7. 拒絕和我說話 0 1 2 3 4

8. 令其他人不跟我說話 0 1 2 3 4

9. 改我花名 0 1 2 3 4

10. 因我的外表而取笑我 0 1 2 3 4

11. 因某些原因而取笑我 0 1 2 3 4

12. 用粗口咒罵我 0 1 2 3 4

13. 沒經我的淮許下取去我的東西 0 1 2 3 4

14. 嘗試打破我的東西 0 1 2 3 4

15. 偷去我的東西 0 1 2 3 4

16. 故意破壞我的財物 0 1 2 3 4

肢體欺凌：1+2+3+4

言語欺凌：5+6+7+8

社交排斥：9+10+11+12

財物破壞：13+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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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認知－情感－身體」 同理心量表 
閱讀以下問題後，根據你現在或過去半年的情況，把最適當形容你感受的數字圈出：

現在或過去半年，．．． 很少 有時 經常

1. 當我看見小狗玩耍時，我會感到快樂。 0 1 2

2. 我看見貓或狗被重物輾過時，我會感到痛楚。 0 1 2

3. 即使朋友們沒告訴我他們快樂的原因，我也知道他們為何愉快。 0 1 2

4. 看到別人歡笑，我也會身同感受，歡笑起來。 0 1 2

5. 當兩個人在爭論時，我能分辨出他們所持不同的觀點。 0 1 2

6. 我看見朋友在活動中被忽略時，我也會感到不快樂。 0 1 2

7. 當別人感到內疚時，我能立刻看出來。 0 1 2

8. 我看到別人幫助老婆婆時，我會感到快樂。 0 1 2

9. 當我觀看動作片或有冒險成份的電影時，我會心跳加速。 0 1 2

10. 看到別人拔牙時，使我緊張冒汗。 0 1 2

11. 當別人心情愉快時，我能透過別人的精神面貌和行為舉止看出來。 0 1 2

12. 看到體形消瘦和正在挨餓的小孩時，我會感到難過。 0 1 2

13. 看到朋友被作弄，我會感到不快樂。 0 1 2

14. 當我看到自己一隊在比賽中勝出的時候，我會興奮得手舞足蹈，大叫起

來。
0 1 2

15. 我能從別人的表情和舉止，看出他是否感到羞愧。 0 1 2

16. 當別人跟我一起時感到快樂，我是知道原因的。　 0 1 2

17. 我喜歡看著朋友把生日禮物拆開。 0 1 2

18. 看到別人被打時，我會感到畏懼。 0 1 2

19. 閱讀故事時，我對故事中角色所面對的恐懼身同感受。 0 1 2

20. 看着別人購買心儀物品時，我也感受到那份喜悅。 0 1 2

21. 看電影時，我會刻意避開痛苦和難過的情節。 0 1 2

22. 看見嬰兒嚎哭，我覺得他很可憐。 0 1 2

23. 看到別人享用美味的甜品，會使我垂涎。 0 1 2

24. 我覺得士兵在戰場上打仗是一件可怕的事。 0 1 2

25. 看到朋友哭泣時，我也會流淚。 0 1 2

26. 大部份時間，我能說出別人玩得快樂的原因。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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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或過去半年，．．． 很少 有時 經常

27. 當我看見一個男人打一個無抵抗能力的女人時，我會感到憤怒。 0 1 2

28. 當別人犯錯時被捉個正着，我能感受到他們當時有多羞愧。 0 1 2

29. 當比賽進行時，群眾的歡呼聲使我十分激動。 0 1 2

30. 朋友談話時語氣激動，我也會跟著激動起來。 0 1 2

31. 看到別人一臉愉快的樣子，我便會愉快起來。 0 1 2

32. 即使別人沒告訴我原因，我也知道他們為何不開心。 0 1 2

33. 當我看到電影主角歷險時，我也會興奮起來。 0 1 2

34. 當我看到電影主角露出驚慌的表情，我也會感到緊張不安。 0 1 2

35. 當別人羞愧面紅時，我也會面紅起來。 0 1 2

36. 我明白我為何對這件事或物有滿框熱情的感覺。 0 1 2

37. 當別人把好消息告訴我時，我也感到高興。 0 1 2

38. 當我聽鬼故事的時候，我會雞皮疙瘩的。 0 1 2

39. 我知道別人對我所說的話是否感興趣。 0 1 2

40. 當我看到相片中的人物享受著快樂的時光時 ，我也會開心地微笑。 0 1 2

41. 雖然犯人曾經犯錯才被困在監獄，但我仍同情被困在監牢的人，他們一

定很辛苦。
0 1 2

42. 看到別人在葬禮中傷心流淚，我也感到難過。 0 1 2

43. 當朋友被戲弄時，我明白他們為何不快樂。 0 1 2

44. 看到朋友享受相聚的時光，我也感到快樂。 0 1 2

45. 當我看到別人四處跳動，玩得很興奮時，我便會感到自己也充滿活力。 0 1 2

46. 當我看到別人被割傷或流血時，我會感到恐懼而畏縮。 0 1 2

47. 我能從別人的表情得知他們是否滿意。 0 1 2

48. 當我看見有人拿槍指着手無寸鐵的人時，我會感到害怕。 0 1 2

49. 當我看見大狗追趕著的小孩時，我感到十分擔憂。 0 1 2

50. 當我看著別人進行激烈的運動比賽時，我會緊張起來。 0 1 2

51. 我能從別人面上的表情，知道他們有失望的情緒。 0 1 2

52. 當我的家人感到高興時，我從他們談話的表達方式和舉止已能分辨出

來。
0 1 2

53. 當我看到別人在遊戲中勝出時，我也會感到高興。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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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或過去半年，．．． 很少 有時 經常

54. 當我看到別人被打時，我也感受到他所有的痛楚。 0 1 2

55. 當別人講述他們有多快樂時，我也能感受到同樣的快樂。 0 1 2

56. 當我看見小孩子自由地四處奔跑，開心地玩樂時，我也感到十分愉快。 0 1 2

57. 當我收看恐怖的電視節目時，我會害怕，同時心跳加速。 0 1 2

58. 當我看見馬戲團中的演員做出危險的動作時，我會感到又緊張又害怕。 0 1 2

59. 當我看見小孩子微笑時，我也會跟著微笑。 0 1 2

60. 當別人對我發怒時，我知道是甚麼原因。 0 1 2

正面身體反應：4+9+14+23+30+31+40+45+50+59

負面身體反應：2+10+18+21+25+35+38+46+54+57

正面情緒：1+8+17+20+29+33+37+44+53+56

反面情緒：6+12+13+22+27+34+42+48+49+58

正面認知：3+11+16+19+26+36+39+47+52+55

負面認知：5+7+15+24+28+32+41+43+51+60

第十章
附件



260 有教無「戾」－ 校園欺「零」計畫實務手冊

附件四： 分裂性人格量表(簡表)
請根據你現在或過去半年的情況，回答每條問題並�出「1(是)」或「0(否)」。即使你不肯定答案亦請回答所有問題。

當你完成問卷，逐一檢查以確定已全部回答：

在現在或過去半年．．． 是 否

1. 我有點不友善和冷漠。 1 0

2. 我有時會覺得有人或鬼魂在身邊，即使附近沒有人。 1 0

3. 我有時行為怪異。 1 0

4. 我有時覺得別人能看穿自己的思想。 1 0

5. 我有時發覺普通的事物對我有特別的意義。 1 0

6. 我是個怪人。 1 0

7. 我覺得即使跟朋友一起也要保持警覺。 1 0

8. 我有時說話含糊不清難以理解。 1 0

9. 我經常注意到別人的言行是種威脅或奚落。 1 0

10. 我感到當我出外遊玩或購物時別人在監視自己。 1 0

11. 我在有陌生人的社交場合會感到不自在。 1 0

12. 我曾有見到飛碟或未卜先知的經驗。 1 0

13. 我有時以不尋常的方式說話。 1 0

14. 我發覺最好別讓別人知道太多自己的事情。 1 0

15. 我常在社交場合避免在人前露面。 1 0

16. 我有時聽到遠處傳來平時不察覺的聲音，使我感到困擾。 1 0

17. 我經常要提防別人佔我便宜。 1 0

18. 我發覺很難結交親密的朋友。 1 0

19. 我是個奇怪、不尋常的人。 1 0

20. 我發覺很難讓人理解自己的說話。 1 0

21. 跟不熟悉的人談話讓我感到不安。 1 0

22. 我傾向收起自己的感受。 1 0

認知－感官障礙：2+4+5+9+10+12+16+17

人際關係障礙：1+7+11+14+15+18+21+22

組織力障礙：3+6+8+1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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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簡短毅力量表 
請根據你現在或過去半年的情況，回答以下關於你的問題並圈出適當的數字。請確定你已回答所有問題：

非常不
像我

不太
像我

有點
像我

很像我
完全
像我

*1. 我經常定下目標後選擇追求另一目標。 0 1 2 3 4

*2.
新想法和計劃有時會使我不能專注於先

前的想法和計劃。
0 1 2 3 4

*3.
我曾短期內專注於某一想法或計劃，但

之後便失去興趣。
0 1 2 3 4

*4.
我很難一直專注於一些需多於數月去完

成的計劃。
0 1 2 3 4

5. 我會完成任何著手去辦的事情。 0 1 2 3 4

6. 挫折不會使我洩氣。 0 1 2 3 4

7. 我是個勤勞的人。 0 1 2 3 4

8. 我做事勤奮。 0 1 2 3 4

*反向題目(Reverse Item)：0→4; 1→3; 2→2; 3→1; 4→0

毅力指數： *1+*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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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逃離道德標準機制量表

請細閱以下的句子，並以1分（不同意）、2分（一般）或3分（同意）為以下句子圈出適當的答案：

不同意 一般 同意

1. 為了保護朋友而打鬥是可以接受的。 1 2 3

2. 掌摑或推撞別人只不過是開玩笑的一種方法。 1 2 3

3. 相比起打人，只是破壞一些財物根本算不上甚麼。 1 2 3

4. 在朋黨當中的小孩不應因朋黨所引起的麻煩而被責怪。 1 2 3

5. 如果小孩的生活環境很差，即使他們行為暴力亦不能責怪他們。 1 2 3

6. 因為不會造成任何傷害，所以說一些無關重要的謊話是可以接受的。 1 2 3

7. 有些人應當被當作動物般看待。 1 2 3

8. 如果孩子在校內打鬥和惹事生非，這是老師的過失。 1 2 3

9. 如果有人惡意中傷我的家庭，攻擊那人是可以接受的。 1 2 3

10. 打一個惹人討厭的同學，是給他一個「教訓」。 1 2 3

11. 相比起偷取很多錢，偷取小量的金錢並不很嚴重。 1 2 3

12. 如果其他孩子聽從建議而且真的違規，提出建議犯規的孩子並不應該受

到責備。
1 2 3

13. 如果孩子沒有經過督導，他們不應因為做錯事而受到責備。 1 2 3

14. 孩子並不介意被取笑，因為那代表其他人對自己有興趣。 1 2 3

15. 欺負一個縮頭畏尾的同學是可以接受的。 1 2 3

16. 如果一個人粗心大意，把自己的東西留低，即使該東西被偷也是他自己

的責任。
1 2 3

17. 如果自己朋黨的聲譽受到威脅，打鬥是可以接受的。 1 2 3

18. 沒有問准別人而拿走他的單車，也只是等於借用一下。 1 2 3

19. 侮辱一個同學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打他／她比這更差。 1 2 3

20. 如果是全體決定而作出傷害性的事，責怪當中任何一個孩子都是不公平

的。
1 2 3

21. 當小孩的朋友都說不好的話（例如粗話、侮辱的說話），小孩不能因說

這些話而被責怪。
1 2 3

22. 取笑或戲弄別人並不會真正傷害他們。 1 2 3

23. 一個惹人討厭的人並不值得被當作人類看待。 1 2 3

24. 那些孩子被不適當對待，是他們自作自受。 1 2 3

25. 為了讓您的朋友擺脫困境，說謊是可以接受的。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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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意 一般 同意

26. 偶爾的極度興奮和放縱並不是一件壞事。 1 2 3

27. 相對於別人做了犯法的事情，在商店中沒有付錢而拿走一些東西並不是

很嚴重。
1 2 3

28. 因為整組人所造成的傷害而責怪只有小部份責任的孩子是不公平的。 1 2 3

29. 如果孩子們的朋友迫使他們做些不好的事，他們不能因此而被責怪。 1 2 3

30. 孩子之間的互相取笑和戲弄並不會為任何人帶來傷害。 1 2 3

31. 有些人應該要受到粗暴的對待，因為他們是沒有感覺，他們不會因此而

感到傷心或難過。
1 2 3

32. 如果小孩們因父母過度強迫他們而行為偏差，這並不是他們的錯。 1 2 3

道德化：1+9+17+25

委婉：2+10+18+26

有利比較：3+11+19+27

轉移責任：4+12+20+28

分散責任：5+13+21+29

扭曲後果：6+14+22+30

推諉責任：7+15+23+31

動物化：8+16+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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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反應型和操控型攻擊問卷──家長量表

孩子有時會覺得憤怒或做了些不應該做的事情。請根據下列每一項評估以上提及的子女，並圈出合適的答案：

從不 有時 經常

1. 向惹惱我的人怒吼 0 1 2

2. 為表現自己的優越而與其他人打架 0 1 2

3. 在被人挑釁時表現得憤怒 0 1 2

4. 偷取其他同學的東西 0 1 2

5. 在沮喪時顯得憤怒 0 1 2

6. 以破壞為樂 0 1 2

7. 發脾氣 0 1 2

8. 因為憤怒而破壞東西 0 1 2

9. 因覺得有型而打架 0 1 2

10. 傷害其他人以贏得游戲 0 1 2

11. 不如意時變得憤怒 0 1 2

12. 以武力使其他人服從 0 1 2

13. 在輸掉遊戲時變得憤怒 0 1 2

14. 因為其他人威脅我而變得憤怒 0 1 2

15. 以武力搾取金錢或其他東西 0 1 2

16. 以打人或向其他人怒吼作為發洩 0 1 2

17. 威脅和欺負其他人 0 1 2

18. 打鹹濕電話為樂 0 1 2

19. 打其他人以保護自己 0 1 2

20. 與其他人一起欺負別人 0 1 2

21. 用武器打架 0 1 2

22. 當別人取笑我時，我會生氣並打他們 0 1 2

23. 向其他人怒吼，以令他人為我做事 0 1 2

反應型攻擊指數：1+ 3+ 5+ 7+ 8+ 11+ 13+ 14+ 16+ 19+ 22

操控型攻擊指數：2+ 4+ 6+ 9+ 10+ 12+ 15+ 17+ 18+ 20+ 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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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父母教養方式與類別問卷

以下是一些有關教養以上提及的子女的方法。請根據您的情況，評定您會做出下列每一項行為的頻密程度，並圈出適

當的答案：

從不 很少 間中 通常 經常

1. 我能回應孩子的感受及需要 1 2 3 4 5

2. 以體罰作為懲罰孩子的方式 1 2 3 4 5

3. 在要求孩子做事前顧及他們的想法 1 2 3 4 5

4. 當孩子詢問他們為甚麼必須服從的時候，對孩子回答

說：「因為我說的。」
1 2 3 4 5

5. 我向孩子解釋我們對他的行為好壞有怎樣的感受 1 2 3 4 5

6. 當孩子不聽話的時候打屁股 1 2 3 4 5

7. 鼓勵孩子談及他們的煩惱 1 2 3 4 5

8. 我覺得難以管教孩子 1 2 3 4 5

9. 即使跟孩子意見分歧，亦鼓勵他們表達自己的想法 1 2 3 4 5

10. 在沒有充分的解釋下，把孩子原本享有的特權拿走，

藉以懲罰孩子
1 2 3 4 5

11. 我著重規距背後的理由 1 2 3 4 5

12. 當孩子難過的時候給予安慰及諒解 1 2 3 4 5

13. 當孩子做錯的時候，對著孩子吼叫 1 2 3 4 5

14. 當孩子表現好的時候給予讚賞 1 2 3 4 5

15. 當孩子對一些事情有所騷動，我會向他屈服 1 2 3 4 5

16. 對孩子爆發怒氣 1 2 3 4 5

17. 我以懲罰作為恐嚇多於實際行動 1 2 3 4 5

18. 當我為家庭進行計劃時，我會顧及孩子的喜好 1 2 3 4 5

19. 當孩子不聽話的時候狠狠抓住他們 1 2 3 4 5

20. 我向孩子提出懲罰，但卻沒有真正地進行 1 2 3 4 5

21. 我鼓勵孩子表達自己的想法以示尊重他的意見 1 2 3 4 5

22. 讓孩子對家規提供意見 1 2 3 4 5

23. 為了令孩子進步，我責罵及批評他 1 2 3 4 5

24. 我溺愛孩子 1 2 3 4 5

25. 對孩子說明必須遵守規矩的原因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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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不 很少 間中 通常 經常

26. 在沒有充分的理由下，我以威脅作為懲罰 1 2 3 4 5

27. 我與孩子有一個溫暖及親密的時刻 1 2 3 4 5

28. 在沒有充分的理由下，以拖延孩子作為懲罰 1 2 3 4 5

29. 鼓勵孩子討論行為的後果 1 2 3 4 5

30. 當孩子未能達到我的要求，我會責罵或批評他 1 2 3 4 5

31. 向孩子解釋行為的後果 1 2 3 4 5

32. 當孩子行為不當的時打耳光 1 2 3 4 5

連接：1+7+12+14+27

自主性：3+9+18+21+22

規制：5+11+25+29+31

口頭敵意：13+16+23+30

身體脅迫：2+6+19+32

無理懲罰：4+10+26+28

放縱：8+15+1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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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過分競爭態度量表

以下是一些有關你對競爭的態度。請你細閱以下句子，並圈出適當的數字，以表示這些句子對您來說的符合程度：

完全
不符合

有點
不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完全
符合

1. 勝利使我感到更充滿力量。 1 2 3 4 5

2.
即使在沒有競爭的需要，我仍然處於競爭的狀

態。
1 2 3 4 5

*3. 我並不將我的對手視作敵人。 1 2 3 4 5

4. 即使別人不與我競爭，我也視他們為競爭對手。 1 2 3 4 5

*5.
即使在運動比賽中獲勝，我也不會覺得自己比其

他人優越。
1 2 3 4 5

*6. 勝利並不會增加我的自我價值。 1 2 3 4 5

7.
如果我的競爭對手因他們的成就而獲嘉許，我會

嫉妒。
1 2 3 4 5

8.
我發覺我會將一場友誼賽或聯誼活動變成嚴重的

競爭或爭執。
1 2 3 4 5

9.
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如果不沒有從別人身

上得到利益，別人就會在我身上佔便宜。
1 2 3 4 5

*10.
即使別人的工作表現不及我好，我也不介意嘉許

他。
1 2 3 4 5

11. 為了勝利，我會用一些方法去騷擾我的對手。 1 2 3 4 5

12. 當我在競賽中失敗時，我會感到失落。 1 2 3 4 5

*13. 別人的讚賞並不是我參加比賽的主要原因。 1 2 3 4 5

14. 我喜歡令一個原本與別人一伙的人喜歡我。 1 2 3 4 5

*15. 我並不以競爭的態度來看待我的關係。 1 2 3 4 5

*16. 駕車時，其他人的爬頭並不困擾我。 1 2 3 4 5

17. 我不能接受輸掉一場爭論。 1 2 3 4 5

*18.
當我讀書的時候，當我比別人高分時亦不會覺得

自己比別人優越。
1 2 3 4 5

*19.
如果有人在別人面前批評我或令我難堪，我也不

覺得要還手。
1 2 3 4 5

*20. 輸掉一場比賽對我來說只是小事。 1 2 3 4 5

21. 失敗或者輸掉一場比賽令我覺得自己沒有用。 1 2 3 4 5

22. 那些在比賽中中途放棄的人是弱者。 1 2 3 4 5

23. 競爭使我每事做到最好。 1 2 3 4 5

*24. 我不會嘗試在和家人爭論時求勝。 1 2 3 4 5

*25.
我相信人可以是勝利者，而且同時是一個友善的

人。
1 2 3 4 5

*26. 我不難在一場比賽之中滿意自己的表現。 1 2 3 4 5

*反向題目(Reverse Item)：1→5; 2→4; 3→3; 4→2; 5→1

過分競爭指數：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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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行為／對立違抗性障礙問卷 
有些時候，差不多我們所有的孩子都會做些不該做的事情，又或是會表現憤怒。請回答以下關於您以上提及的子女的

問題並圈出適當的數字： 

在過去一年，您的孩子多少次曾．．． 從來沒有 有時 經常

1. 發脾氣 0 1 2

2. 與大人爭執 0 1 2

3. 拒絕遵從要求或規則 0 1 2

4. 故意打攪別人 0 1 2

5. 因為自己的錯誤或過失埋怨別人 0 1 2

6. 易怒或易生氣 0 1 2

7. 感到憤怒或忿恨 0 1 2

8. 懷恨或小器 0 1 2

9. 有多少次因為以上的事情，令孩子在家裡或校內與人相處

或上課時出現問題?
0 1 2

在過去一年，您的孩子多少次曾．．． 從來沒有 有時 經常

10. 欺凌或威嚇別人 0 1 2

11. 挑起打鬥 0 1 2

12. 用武器傷害他人 0 1 2

13. 肉體上虐待別人 0 1 2

14. 虐待動物 0 1 2

15. 偷取或奪取別人的東西 0 1 2

16. 縱火毀壞 0 1 2

17. 破壞別人的東西 0 1 2

18. 擅闖入屋,建築物或車輛 0 1 2

19. 說謊以獲得物品或幫忙,或避免做任何事 0 1 2

20. 偷竊或店舖盜竊 0 1 2

21. 未得父母批准晚上在外流連 0 1 2

22. 離家出走一段時間 0 1 2

23. 未得批准逃學 0 1 2

24. 有多少次因為以上的事情，令孩子在家裡或校內與人相處

或做功課時出現問題?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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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沒有

25. 您的孩子在10歲前曾否做過以上（10-23題）的事情？ 1 2

對立違抗性障礙指數：1+2+3+4+5+6+7+8

行為障礙指數：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

第十章
附件



270 有教無「戾」－ 校園欺「零」計畫實務手冊

附件十一：違規過程篩選問卷 
請就以下對以上提及子女的描述，圈出最適當的答案：

你的子女… 最不適當 有時適當 完全適當

1. 把他/她的錯誤推卸給別人 0 1 2

2. 有參與不法活動 0 1 2

*3. 在意他/她在學校或工作上的表現好不好 0 1 2

4. 行動時不顧及後果 0 1 2

5. 表達的情緒很表面及虛假 0 1 2

6. 容易及有技巧地說謊 0 1 2

*7. 會遵守承諾 0 1 2

8. 誇張地表揚自己的能力、成就或財產 0 1 2

9. 很容易感到沉悶 0 1 2

10. 會利用或欺詐別人去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0 1 2

11. 會取笑或戲弄別人 0 1 2

*12. 做錯事時會感到難受或內疚 0 1 2

13. 有參與冒險或危險的活動 0 1 2

14. 表現得有魅力和友善，去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0 1 2

15. 會在被人修正或懲罰時感到生氣 0 1 2

16. 認為他/她比其他人優勝 0 1 2

17. 不會預先計畫，或者把事情拖到最後一分鐘 0 1 2

*18. 關心其他人的感受 0 1 2

19. 在其他人面前隱藏自己的感受或情緒 0 1 2

*20. 會和同一班朋友保持聯絡 0 1 2

*反向題目(Reverse Item)：0→2; 1→1; 2→0

自戀：5+8+10+11+14+15+16

感情麻木：*3+*7+*12+*18+19+*20

衝動：1+4+9+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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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家人關係形容詞清單

 (1) 您對子女
您如何形容您對該子女的相處和態度？請就以下的形容詞，去形容過去四星期的情況：

從不 <------------------------------------------------> 總是

1. 接納 1 2 3 4 5 6 7 8

2. 主動 1 2 3 4 5 6 7 8

3. 憤怒 1 2 3 4 5 6 7 8

4. 煩悶 1 2 3 4 5 6 7 8

5. 清晰 1 2 3 4 5 6 7 8

6. 體諒 1 2 3 4 5 6 7 8

7. 固執 1 2 3 4 5 6 7 8

8. 合作 1 2 3 4 5 6 7 8

9. 不誠實 1 2 3 4 5 6 7 8

10. 全心全意、投入 1 2 3 4 5 6 7 8

11. 易於相處 1 2 3 4 5 6 7 8

12. 友善 1 2 3 4 5 6 7 8

13. 和藹可親 1 2 3 4 5 6 7 8

14. 敵對 1 2 3 4 5 6 7 8

15. 不負責任 1 2 3 4 5 6 7 8

16. 煩躁 1 2 3 4 5 6 7 8

17. 懶惰 1 2 3 4 5 6 7 8

18. 關愛 1 2 3 4 5 6 7 8

19. 刻薄 1 2 3 4 5 6 7 8

20. 粗魯 1 2 3 4 5 6 7 8

家長對子女關係指數：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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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女對您

您又如何形容該子女對您的相處和態度？請就以下的形容詞，去形容過去四星期的情況：

從不 <----------------------------------------------> 總是

1. 接納 1 2 3 4 5 6 7 8

2. 主動 1 2 3 4 5 6 7 8

3. 憤怒 1 2 3 4 5 6 7 8

4. 煩悶 1 2 3 4 5 6 7 8

5. 清晰 1 2 3 4 5 6 7 8

6. 體諒 1 2 3 4 5 6 7 8

7. 固執 1 2 3 4 5 6 7 8

8. 合作 1 2 3 4 5 6 7 8

9. 不誠實 1 2 3 4 5 6 7 8

10. 全心全意、投入 1 2 3 4 5 6 7 8

11. 易於相處 1 2 3 4 5 6 7 8

12. 友善 1 2 3 4 5 6 7 8

13. 和藹可親 1 2 3 4 5 6 7 8

14. 敵對 1 2 3 4 5 6 7 8

15. 不負責任 1 2 3 4 5 6 7 8

16. 煩躁 1 2 3 4 5 6 7 8

17. 懶惰 1 2 3 4 5 6 7 8

18. 關愛 1 2 3 4 5 6 7 8

19. 刻薄 1 2 3 4 5 6 7 8

20. 粗魯 1 2 3 4 5 6 7 8

子女對家長關係指數：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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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家庭問卷

以下是一些家長普遍出現的情況。請根據您的情況，評定您在過去四星期有多經常以這些方法去對待該子女，並圈出

適當的答案：

過去四星期，我．．． 從不 極少 有時 經常

1. 我傾向因為他而忽略自己 1 2 3 4

2. 我經常想像，如果我是他的話會是怎樣 1 2 3 4

3. 我總是想著「為何他會這樣」 1 2 3 4

4. 我因為他而不能入睡 1 2 3 4

5. 如果有關他的事令我煩惱，我把它藏在心裡 1 2 3 4

6. 我認為我自己的個人需要並不重要 1 2 3 4

7. 我非常擔心他 1 2 3 4

8. 我自覺得己快要倒下／生病了 1 2 3 4

9. 他是我生命重要的部份 1 2 3 4

10. 我經常因為要幫助他而放棄重要的事 1 2 3 4

情緒過度投入指數：1+2+3+4+5+6+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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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凱斯勒心理困擾量表 
以下是一些形容一般情緒的句子。請評定您在過去四星期有多經常出現這些情況，並圈出適當的答案：

在過去的四星期中，您有多經常．．． 總是 頗多 有時 很少 從不

*1. 無故覺得疲倦？ 1 2 3 4 5

*2. 覺得緊張？ 1 2 3 4 5

*3. 緊張得沒法平復？ 1 2 3 4 5

*4. 感覺無助？ 1 2 3 4 5

*5. 覺得焦躁或坐立不安？ 1 2 3 4 5

*6. 煩躁得不能坐下來？ 1 2 3 4 5

*7. 覺得抑鬱？ 1 2 3 4 5

*8. 覺得所有事都很費力？ 1 2 3 4 5

*9. 沒有東西能令您愉快？ 1 2 3 4 5

*10. 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1 2 3 4 5

*反向題目(Reverse Item)：1→5; 2→4; 3→3; 4→2; 5→1

心理困擾指數：*1+*2+*3+*4+*5+*6+*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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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反應型和操控型攻擊問卷 － 老師量表 
請指出下列句子有多少時候適合形容該目標學生。請根據過去兩個月的情況，於每一項的右邊圈出適合的數字：

從不 有時 經常

1. 向惹惱我的人怒吼 0 1 2

2. 為表現自己的優越而與其他人打架 0 1 2

3. 在被人挑釁時表現得憤怒 0 1 2

4. 偷取其他同學的東西 0 1 2

5. 在沮喪時顯得憤怒 0 1 2

6. 以破壞為樂 0 1 2

7. 發脾氣 0 1 2

8. 因為憤怒而破壞東西 0 1 2

9. 因覺得有型而打架 0 1 2

10. 傷害其他人以贏得游戲 0 1 2

11. 不如意時變得憤怒 0 1 2

12. 以武力使其他人服從 0 1 2

13. 在輸掉遊戲時變得憤怒 0 1 2

14. 因為其他人威脅我而變得憤怒 0 1 2

15. 以武力搾取金錢或其他東西 0 1 2

16. 以打人或向其他人怒吼作為發洩 0 1 2

17. 威脅和欺負其他人 0 1 2

18. 打鹹濕電話為樂 0 1 2

19. 打其他人以保護自己 0 1 2

20. 與其他人一起欺負別人 0 1 2

21. 用武器打架 0 1 2

22. 當別人取笑我時，我會生氣並打他們 0 1 2

23. 向其他人怒吼，以令他人為我做事 0 1 2

反應型攻擊指數：1+ 3+ 5+ 7+ 8+ 11+ 13+ 14+ 16+ 19+ 22

操控型攻擊指數：2+ 4+ 6+ 9+ 10+ 12+ 15+ 17+ 18+ 20+ 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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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六：課室內行為量表

下列是多項描述青少年行為的詞句，在旁的空格是描述這些行為的程度。請選擇其中一個程度，是你認為對於形容該

目標學生的行為是為貼切的，然後圈出代表數字。在填寫這份報告時，請以他在過去兩個月內的行為作為依據。全部

題目均需要作答：

課室內的行為:
行為表現程度

完全沒有 少許 頗多 很多

1. 時時 “周身郁＂ 0 1 2 3

2. 哼聲和製造其他怪聲 0 1 2 3

3. 身體協調不佳 0 1 2 3

4. 坐立不定或過份活躍 0 1 2 3

5. 易興奮, 衝動 0 1 2 3

6. 不留心, 注意力容易分散 0 1 2 3

7. 不能完成已開始的工作—注意力短暫 0 1 2 3

8. 過份敏感 0 1 2 3

9. 過份嚴肅或憂愁 0 1 2 3

10. 發白日夢 0 1 2 3

11. 「古氣」 0 1 2 3

12. 騷擾其他兒童 0 1 2 3

13. 愛爭吵 0 1 2 3

14. 扮「醒目」 0 1 2 3

15. 富破壞性 0 1 2 3

16. 偷竊 0 1 2 3

17. 說謊 0 1 2 3

18. 發脾氣, 有爆發性和不能預測的行為 0 1 2 3

群體參予: 完全沒有 少許 頗多 很多

19. 好像容易跟人 0 1 2 3

20. 沒有公平的觀念 0 1 2 3

21. 好像缺乏領導才能 0 1 2 3

22. 取笑其他孩子或騷擾他們的活動 0 1 2 3

第十章
附件



有教無「戾」－ 校園欺「零」計畫實務手冊 277

對權威的態度: 完全沒有 少許 頗多 很多

23. 容易屈服 0 1 2 3

24. 叛逆 0 1 2 3

25. 囂張 0 1 2 3

26. 害羞 0 1 2 3

27. 「驚青」 0 1 2 3

28. 頑固 0 1 2 3

29. 不合作 0 1 2 3

30. 出席率有問題 0 1 2 3

不集中被動：3+6+7+10+19+21

焦慮張力：8+9+23+26+27+30

行為問題：11+13+14+15+16+17+18+20-23+24+25+28+29

過度活躍：1+2+4+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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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教師管教方式量表

請在下列每題中圈出適當的數字，以表示你有多經常使用以下的方法處理學生的紀律問題：

幾乎從不 很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1. 我在管教學生方面缺乏自信。 1 2 3 4 5

2. 我傾向忽略學生的紀律問題。 1 2 3 4 5

3. 為了推動我的學生，我會操縱他們。 1 2 3 4 5

4. 我嚴格控制我的學生。 1 2 3 4 5

5. 我會就學生的行為偏差輔導他們。 1 2 3 4 5

6. 我在管教學生方面猶疑不定。 1 2 3 4 5

7. 我傾向用威嚴令我的學生懼怕我。 1 2 3 4 5

8. 我嘗試避免管教我的學生。 1 2 3 4 5

9. 面對我的學生，我很容易遷就他們。 1 2 3 4 5

10. 面對我的學生，我平易近人但又堅定自信。 1 2 3 4 5

11. 我包容和體諒我的學生。 1 2 3 4 5

12. 我傾向避開紀律問題。 1 2 3 4 5

13. 我對學生像是獨裁者。 1 2 3 4 5

14. 我傾向和我的學生合作。 1 2 3 4 5

15. 我傾向和我的學生妥協。 1 2 3 4 5

16. 我是學生的安慰者和支持者。 1 2 3 4 5

17. 我在管教學生時傾向忽略感情。 1 2 3 4 5

18. 我對著我的學生時很自信堅定。 1 2 3 4 5

19. 我管教學生時並不一致。 1 2 3 4 5

20. 我與我的學生達致雙贏。 1 2 3 4 5

21. 我一見到紀律問題傾向視而不見。 1 2 3 4 5

22. 我很在意學生的感受。 1 2 3 4 5

23. 我主動地負責紀律的問題。 1 2 3 4 5

24. 我嘗試與學生找一個中間點。 1 2 3 4 5

25. 我以一個團隊的角度來看待訓導工作。 1 2 3 4 5

26. 我嘗試當一個樂於助人和和藹的老師。 1 2 3 4 5

27. 我會將學生送交訓導主任。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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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從不 很少 有時 經常 總是

28. 我喜歡與學生互相遷就。 1 2 3 4 5

29. 我可以是一個學生很懼怕的老師。 1 2 3 4 5

30. 我會與學生討論，以達到互相認同的結果。 1 2 3 4 5

執行者：4+7+13+18+23+29

放棄者：2+8+12+17+21+27

支持者：1+6+11+16+22+26

妥協者：4+9+15+19+24+28

談判者：5+10+14+20+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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