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家长教育资源套 

 

建立稳固的发展基础 : 

如何建立正面的亲子关系？ 

 

范畴一：认识儿童发展 

 

活动大纲 

 

1. 活动名称 

建立稳固的发展基础：如何建立正面的亲子关系 

 

2. 对象 

子女就读小学的家长 

 

3. 时间 

本活动所需时间约 90分钟 

 

4. 活动形式 

讲解、讨论、填写问卷、观看短片、角色扮演、工作纸 

 

5. 活动目标 

透过活动，家长能够： 

 

a) 了解如何运用行动服务建立亲子关系 

b) 了解如何运用真心礼物建立亲子关系 

c) 了解如何运用亲子接触建立亲子关系 

d) 了解如何运用肯定语言建立亲子关系 

e) 掌握与子女游戏和聊天的方法，与子女共度优质时间 

 
6. 活动程序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1 10 引起动机 • 简介主题及内容。 

• 阐述协助子女建立正面行

为和减少子女的负面行为

的关键，就是先建立巩固

• 讲解 

• 讨论 

• 观看 

短片 

• 投影片 

﹙2-6页﹚ 

• 短片： 

《童真同心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的亲子关系。因为正面的

亲子关系可以令父母的教

养更具效用。 

• 播放《童真同心照未来》

﹙连结 ﹚短片中的以下片

段 ：0:06-0:10, 0:33-0:41, 

1:13-1:22及 1:38-1:48。 

o 短片活动：观看时请家

长留意短片中子女最想

家长做的事情。 

o 讨论重点：子女普遍期

望家长可以多称赞自

己、多陪伴自己。 

照未来》

﹙连结﹚ 

 

2 75 与子女建

立关系的

五种方式 

• 协助家长认识与子女建立

关系的五种方式：行动服

务、真心礼物、亲子接

触、肯定语言和优质时间

向子女表达爱意。 

• 邀请家长回想自己有没有

运用这五种方式与子女建

立良好的关系。 

• 讲解 

• 填写 

问卷 

• 讨论 

• 观看 

短片 

• 角色 

扮演 

• 工作

纸 

• 投影片 

﹙5页 -

28﹚ 

• 亲子接触问

卷 

• 赞赏长处练

习 

• 主动鼓励练

习 

2a 5 行动服务 • 介绍行动服务包括： 

o 执书包 

o 洗衣服 

o 收拾房间 

o 准备膳食 

o 接送上学 

o 陪伴温习 

• 提醒家长： 

o 如果子女已经能够妥善

做好自己的事情，家长

尽可能放手让子女自己

做。 

• 讲解 • 投影片 

﹙7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rMIMlVdd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rMIMlVddg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o 为子女提供过多的行动

服务，可能会减弱子女

的自立、自律和自主能

力。另外，子女可能被

误会，以为自己做得不

够好，令子女感到压

迫。 

2b 5 真心礼物 • 介绍真心礼物包括： 

o  美食 

o  衣服 

o  文具 

o  玩具 

o  日常用品 

• 提醒家长：家长亲手制作

的小手作﹙如：折纸、小

玩具﹚、家长亲手绘画的

一幅画或非常规性的亲子

活动﹙如：去行山、打羽

毛球、去主题公园﹚，可

能比文具、玩具更有吸引

力。 

• 讲解 • 投影片 

﹙8页﹚ 

2c 10 亲子接触 • 协助家长明白亲子接触的

重要性，例如： 

o 亲子接触可以减低心

跳、减低压力荷尔蒙皮

质醇。 

o 亲子接触可以支持子女

的情绪社交发展。 

• 邀请家长填写亲子接触问

卷，帮助家长反思自己平

日和子女的互动情况。 

• 讲解 

• 填写 

问卷 

• 投影片 

﹙9-10页﹚ 

• 亲子接触问

卷 

2d 15 肯定语言 • 邀请家长思考「叻﹗做得

好﹗」这一赞赏有什么好

处，又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 讲解 

• 讨论 

• 投影片

﹙11-14

页﹚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地方﹙投影片 11 页﹚。进

一步协助家长明白，赞赏

子女时可以集中注意子女

的行为、努力和策略。 

• 介绍 24 个长处，指出这些

长处可以分成六大类﹙投

影片 12 页﹚。请家长在投

影片上找出子女拥有的三

个长处，并于赞赏长处练

习工作纸第一部份写出子

女对上一次表现出这个长

处是做了什么，例如： 

o 子女很「热情」，因为

子女「对着邻居会主动

打招呼」。 

o 子女很「诚实」，因为

子女「偷吃糖果后会自

首」。 

o 子女很「喜爱学习」，

因为子女「会做完功课

后主动找工具书看」。 

• 提醒家长可以留心子女的

长处，并将子女的正面行

为和子女的长处连结起

来。家长亦可参考投影片

13-14的两个例子。 

• 运用赞赏长处练习工作纸

第二部份的两个情景，邀

请家长即场练习赞赏子女

的技巧。 

• 小总结：赞赏子女时可以

集中注意子女的行为、努

力和策略，并将之连结到

子女的内在长处。 

• 赞赏长处练

习工作纸 

2e 15 优质时 • 协助家长明白，游戏是一 • 讲解 • 投影片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间：游戏

篇 

种「儿童为本」的活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议，

儿童每日应该有至少 1小时

的游戏时间。在游戏当

中，家长可以尽量跟随子

女的想法去做。 

• 以「小组件」（又称「松散

素材」）为建构游戏的例

子，解释与子女游戏时可

使用的不同技巧及目的

﹙投影片 16-18页﹚： 

o 赞赏：家长在游戏当中

描述子女的正面行为，

并表达赞赏，令子女更

投入。 

o 反映：家长留心子女的

话语，反映及扩展子女

的意思，让子女知道家

长在聆听、显示家长对

子女说话内容感兴趣。 

o 模仿：家长模仿子女游

戏的方法，并描述自己

的意图，表示赞成子女

进行的活动、让子女带

领谈话。 

o 形容：家长留心子女的

一举一动，并描述子女

的行为和意图，让子女

带领、表示感兴趣、组

织子女的思想、保持子

女的注意力于他正在进

行的事情上。 

o 投入：家长和子女游戏

时专注于此时此刻，增

加与子女的亲密感、让

子女知道你享受与他一

• 讨论 

• 观看

短片 

• 角色

扮演 

﹙15-19

页﹚ 

• 短片及网上

资源 

o 《自由游

戏 ﹙松散

素材﹚》 

﹙连结 ﹚ 

o 《猜猜画

画》﹙连

结﹚ 

o 《真的假

不了》

﹙连结 ﹚ 

o 《玩转亲

子乐：家

长教育资

源套》

﹙  https://

www.parent

.edu.hk/arti

cle/playtim

ekit-tc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zIyNinMj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ljNFmdre8&list=PLH5Tll_SkIgmAse-LYOm_Qt1ZQUtDmn6n&index=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ljNFmdre8&list=PLH5Tll_SkIgmAse-LYOm_Qt1ZQUtDmn6n&index=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r2e9Mwvys8&list=PLH5Tll_SkIgmAse-LYOm_Qt1ZQUtDmn6n&index=21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playtimekit-tc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playtimekit-tc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playtimekit-tc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playtimekit-tc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playtimekit-tc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起的时间。 

• 导师可以参考短片《自由

游戏 ﹙松散素材﹚》﹙连

结；播放 1:18-4:13﹚，帮

助家长进一步了解有关赞

赏、反映、模仿、形容、

投入等技巧。 

• 提醒家长高小学生亦喜欢

与家长一起玩游戏。播放

短片《猜猜画画》﹙连

结﹚，和《真的假不了》

﹙连结 ﹚，让家长明白较

年长的子女可以玩哪一类

游戏，并提醒家长继续以

「儿童为本」为原则，让

子女决定与家长玩什么游

戏。 

• 鼓励家长查阅教育局出版

的《玩转亲子乐：家长教

育 资 源 套 》

﹙https://www.parent.edu.hk

/article/playtimekit-tc﹚。 

2f 10 优质时

间：聊天

篇之主动

鼓励 

• 帮助家长掌握主动鼓励的

技巧﹙投影片 20-22页﹚： 

o 如果子女与家长分享好

消息，家长可以怎样响

应呢？例如，子女说：

「爸爸你看﹗今日我画

了一幅画，连老师都说

我画得好﹗」家长可能

有以下四种响应方式： 

▪ 被动扫兴：「你看不到

爸爸在看电视吗？」 

▪ 主动扫兴：「你整天画

画有什么用？有时间

• 讲解 

• 讨论 

• 角色

扮演 

• 工作

纸 

 

• 投影片

﹙20-22

页﹚ 

• 主动鼓励练

习工作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zIyNinMj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zIyNinMj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ljNFmdre8&list=PLH5Tll_SkIgmAse-LYOm_Qt1ZQUtDmn6n&index=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ljNFmdre8&list=PLH5Tll_SkIgmAse-LYOm_Qt1ZQUtDmn6n&index=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r2e9Mwvys8&list=PLH5Tll_SkIgmAse-LYOm_Qt1ZQUtDmn6n&index=21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playtimekit-tc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playtimekit-tc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不如多温习啦﹗昨天

叫你记的英文生字记

好没有？」 

▪ 被动鼓励：「真的很漂

亮﹗」（完） 

▪ 主动鼓励：「你是不是

在画我们上星期去公

园看红叶？你一块一

块的画这些树叶，每

一块都用不同的颜

色，真的很用心﹗树

后面这几个小朋友是

谁？老师怎样说？你

的同学又怎样说？你

一定觉得很开心﹗」 

o 运用主动鼓励练习工作

纸，提纲挈领式地帮助

家长掌握技巧。例如，

导师可以与家长进行角

色扮演，导师扮演家

长，家长扮演子女，做

1-2题作示范。导师邀请

家长回家完成工作纸。 

2g 15 优质时

间：聊天

篇之积极

聆听 

• 帮助家长掌握积极聆听的

技巧﹙投影片 23页﹚： 

o 如果子女与家长分享坏

消息，家长可以发问问

题，并反映子女响应的

内容，再说出子女的负

面情绪。 

• 角色扮演﹙投影片 24-25

页﹚： 

o 播放短片《亲子小锦囊

动画系列》﹙连结﹚。

导师问家长：「怎样才

• 讲解 

• 讨论 

• 角色

扮演 

• 观看

短片 

• 投影片

﹙23-27

页﹚ 

• 短片《亲子

小锦囊动画

系列》﹙连

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mg0pS4fM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mg0pS4fM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mg0pS4fMA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可以做到『先听听子女

说什么』呢？」 

o 让家长分为三人一组，

角色为分享者﹙家长

1﹚、积极聆听者 ﹙家

长 2﹚和观察者 ﹙家长

3﹚： 

▪ 分享者 ﹙家长 1﹚ 扮

演女儿，因为同学不

和自己玩，而不想回

校上课。分享者可以

随意发挥，加入情

节。 

▪ 积极聆听者  ﹙家长

2﹚扮演妈妈，尝试

运用积极聆听技巧作

响应：发问问题、反

映女儿响应的内容、

说出女儿的负面情

绪。 

▪ 观察者 ﹙家长 3﹚留

心家长运用积极聆听

时为子女来的正面影

响。 例如：与妈妈交

谈后，女儿会否感到

被谅解？会否感到如

释重负？其情绪会否

更加稳定？ 

o 导师亲自示范： 

▪ 妈妈：「阿女，你一

直躲在床上哭，是不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呢？」 

▪ 女儿：「同学不和我

玩﹗我不想回校上学

了﹗」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 妈妈：「有同学不肯

和你玩？你一定很难

过了﹗我明白，现在

你难过得以后也不想

回校见到这些同学，

对吗？」 

▪ 女儿：「对呀﹗她们

真的很坏﹗经常取笑

我﹗」 

▪ 妈妈：「她们经常取

笑你，会不会令你觉

得很生气？」 

▪ 女儿：「会呀﹗已经

叫了她们不要再这样

做，但好似越叫她们

不要取笑我，她们越

笑得凶﹗」 

▪ 妈妈：「你叫了她们

很多次不要再取笑

你，但似乎没有效

果，可能会觉得有点

挫败，有点无助。」 

▪ 女儿：「对呀，妈

咪，我很辛苦呀。」 

o 小总结：积极聆听可以表

现父母的同理心，令到子

女觉得被明白、被谅解，

自然更愿意去听从父母的

劝解，接受父母的帮助﹗

﹙投影片 27页﹚ 

3 5 总结 • 总结讲座内容 

• 填写评估问卷 

• 讲解 • 投影片 

﹙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