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家长教育资源套 

 

管教无难度： 

如何处理子女的不恰当行为？ 

 

范畴一：认识儿童发展 

 

活动大纲 

 

 

1. 活动名称 

管教无难度：如何处理子女的不恰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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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反思、角色扮演 

 

5. 活动目标 

透过活动，家长能够： 

 

a) 掌握预防子女出现不恰当行为的技巧 

b) 掌握处理子女不恰当行为的策略 

 

6. 活动程序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1 5 引起动机 • 简介主题及内容。 

• 介绍「不恰当行为」包

括： 

o 子女有能力避免，但仍

然表现不恰当行为。 

o 子女有能力做到，但仍

• 讲解 • 投影片

﹙2-4页﹚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然不遵从大人的要求/指

令。 

• 指出「预防胜于治疗」，预

防子女出现不恰当行为比

处理子女的不恰当行为来

得有效。 

• 指出有时子女「不听话」

是因为子女不明白家长的

指示、不理解家长的期

望。子女亦可能忘记了家

长的指示或期望。 

2 35 预防不恰

当行为 

• 协助家长如何给予清晰而

有效的指示和怎样去提醒

子女要遵守规则。 

 

• 讲解 

• 反思 

• 讨论 

• 投影片

﹙5-14

页﹚ 

• 「说话的

艺术」工

作纸 

2a 10 预防不恰

当行为：

清晰有效

的指示 

• 展示四对相类的指令﹙投

影片5页﹚，并邀请家长讨

论哪一种指令比较有效。 

• 通过对比不同的指示，让

家长明白给予指示时要注

意：  

o 运用描述型的句子去提

供指示 

o 运用正面指示﹙说出子

女应该做什么，而非子

女不应该做什么﹚ 

o 清楚说出自己的期望，

不要认为子女懂得「读

心术」 

o  将较复杂的行为拆成

「小步子」 

o 运用肯定的语气 

o 保持内容简洁 ﹙避免在

• 讲解 

• 讨论 

• 投影片

﹙5-7页﹚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给予指示时加入不必要

的内容，例如：「前几天

都见你做得不错，为什

么今天又忘了？」﹚ 

• 导师可以播放短片《指点

迷津》﹙连结﹚，特别是

0:57-4:03那部份，帮助家

长进一步了解给予有效指

令的方法。 

2b 15 预防不恰

当行为：

给予容易

「入耳」

的指示 

• 邀请家长即场完成「说话

的艺术」工作纸。工作纸

包含 10 条题目，家长反思

利用哪一种方式吩咐子女

做事会更容易令子女接

受。 

• 导师与家长讨论，归纳出

容易「入耳」指令的特点

（投影片 8页）： 

o 引发动机。例如，「现在

我们先温习」，「之后我们

就可以全心全意地玩」；

完成后可以玩耍为现在先

温习引发动机。 

o 给予选择。例如，「你想

先完成数学科功课，还是

英文科功课？」；子女可

以在家长接受的选项中作

出自主的选择，自然会更

愿意跟从家长的指示。 

o 及早准备。例如，在卖旗

日开始前对子女说：「稍

后我们会卖旗，到时候你

要主动向陌生人展开对

话。现在我扮演陌生人，

你试讲一次。」这样可以

• 讲解 

• 讨论 

• 「说话的

艺术」工

作纸 

• 投影片

（8-10

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QJj_bhN1A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让子女有心理预备外，更

可以让子女将要做的事情

预演一次；在实践时，子

女的表现自然会更好。 

o 鼓励思考。例如，让子女

想想：「如果你拿走了小

区中心的图书，会发生什

么事？」；鼓励子女思考

后果，让他们明白为什么

不可以拿走小区中心的图

书。 

o 特别强调「鼓励思考」的

重要性。导师指出孩子出

现不恰当行为，可能是因

为他们没有深思熟虑。导

师解释我们的大脑由较冲

动、较原始的情感脑和较

理智、较高级的知识脑组

成。我们可以用一个拳头

代表这种组合，姆指代表

情感脑，其他手指代表知

识脑，当知识脑控制情感

脑时，我们可以用理智控

制冲动、情感和行为。相

反，当情感脑控制知识

脑，就会出现「做事不经

大脑」的情况（投影片 9-

10页）。 

o 家长在处理子女的不恰当

行为前，要先帮助子女运

用知识脑控制情感脑，亦

即「先处理心情，后处理

事情」。被情感脑控制的

子女难以听到家长的教

导，所以家长应该待子女

的心情稍为平静后，再处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理该行为。 

o 除了鼓励思考，导师也可

建议家长观察及分析孩子

的表现行为，尝试了解子

女不恰当行为背后的成

因，继而定立明确目标以

帮助子女改善其不恰当的

行为。 

2c 10 预防不恰

当行为：

提醒子女

的方法 

• 指出子女总有忘记规则的

时候。如果家长要提醒子

女，需记得「少即是多」

原则。意思是，家长用最

简短的言词去提醒子女，

才不会令子女觉得烦厌。 

• 导师运用一系列的漫画

（投影片 11-14 页），邀请

家长设想不同的谈话方式

可能令子女有怎样的感

受，再帮助家长明白可以

运用客观形容、 提供资

料、 运用单词和运用文字

等方法简要地提醒子女，

而不会给子女啰唆的感

觉。 

• 讲解 

• 反思 

• 讨论 

• 投影片

（11-14

页） 

3 45 处理不恰

当行为的

技巧 

• 协助家长认识处理不恰当

行为的技巧： 

o 先同理后讲理 

o 「我」信息 

o 诱导法 

o 合理后果 

 

• 讲解 

• 讨论 

• 角色

扮演 

• 投影片

﹙15-28

页﹚ 

• 「我」信

息练习 

• 诱导法练

习 

3a 10 处理不恰

当行为：

先同理后

• 指出讲理前要先表达同理

心。家长需要先弄清事情

的发展经过，亦要让子女

• 讲解 

 

• 投影片

﹙15-17

页﹚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讲理 觉得家长明白自己的经历

和感受。这样做可以帮助

子女回顾发生了什么事，

亦可以令子女更容易接受

家长的教导。 

• 表达同理心的方法就是积

极聆听。积极聆听包含三

个部份： 

o 多问问题 

o 反映内容 

o 反映负面情绪 

• 反映情绪要准确。家长应

该清楚指出子女犯错是因

为较外显的情绪，如：心

急、生气、感到对方先做

错，还是较内显的情绪，

如：害怕、挫败、不知道

为什么。 

• 例如，哥哥与弟弟打架，

妈妈先问哥哥：  

o 妈妈：「刚刚发生了什

么事？」（多问问题） 

o 哥哥：「弟弟抢了我的

玩具﹗那个玩具是我先

玩的﹗」 

o 妈妈：「你在玩玩具，

弟弟走过来抢了你的玩

具，你想拿回玩具，对

吗？」（反映内容、多

问问题） 

o 哥哥：「对呀﹗我已经

叫他把玩具还给我，但

他就是不肯﹗」 

o 妈妈：「你已经开口叫

弟弟把玩具还给你，但

弟弟就是不肯，所以你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就急了、生气了？」

（反映内容、反映负面

情绪、多问问题） 

o 哥哥：「对呀﹗我只是

想取回我的玩具﹗」 

o 妈妈：「弟弟抢了你的

玩具，你叫他把玩具还

给你但他不肯，你觉得

又急又生气，于是出手

想抢回玩具。过程中你

打了弟弟？」（反映内

容、反映负面情绪、多

问问题） 

o 哥哥：「我…不是故意

的，我只是想取回玩

具…」 

o 妈妈：「明白，你只是

想取回玩具，但你不小

心打了弟弟。之后发生

什么事情？」（反映内

容、多问问题） 

3b 15 处理问

题：「我」

信息 

• 导师展示投影片 18页的话

语，并邀请家长分享这些

话语带给人感觉。 

• 留意以下句子。它们给你

怎样的感觉？ 

o 「你总是将玩具乱放

﹗」➔ 非黑即白的例

子 

o 「你一定要先温习再玩

玩具﹗」➔ 絶对权威

的例子 

o 「人人都知道全家最

『叻』就是你﹗」﹙讽

刺的语气﹚➔ 冷嘲热

• 讲解 

• 讨论 

• 角色

扮演 

• 投影片

﹙18-20

页﹚ 

• 「我」信

息练习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讽的例子 

• 介绍运用「我」信息的步

骤﹙投影片 19-20页﹚： 

o 「当你食两口饭就说你饱

的时候，」﹙客观形容子

女的不恰当行为﹚ 

o 「我觉得有点担心。」 

﹙描述家长的内心感受﹚ 

o 「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你

的成长和发育。」﹙描述

家长觉得问题行为的负面

影响﹚ 

o 「我希望你可以至少食一

碗饭。」﹙提出家长的期

望﹚ 

• 邀请家长即场完成「我」

信息练习。导师与家长进

行角色扮演，导师扮演子

女，家长扮演自己，以 1-2

题作示范。 

• 小总结：「我」信息可以用

来处理较轻微的不恰当行

为；家长表达自己的感

受，让子女明白家长的用

意，修正自己的行为。 

3c 15 处理问

题：诱导

法 

• 配合投影片 21-22页的两

幅图，邀请家长分析子女

面对家长使用这些教养方

法时可能出现的感受。 

• 指出很多家长都会用「权

力压制」﹙打、骂、不合

理的惩罚﹚和「爱的撤

离」（威胁会丢弃子女，或

会撤回对子女的爱）去处

理子女的不恰当行为。但

• 讲解 

• 角色

扮演 

• 投影片

﹙21-26

页﹚ 

• 诱导法练

习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前者带有攻击性，容易令

子女感到憎恨，后者则刺

激子女的分离焦虑，容易

使子女缺乏安全感。「循循

善诱」的诱导法才最能够

帮助子女﹙投影片 23

页﹚。诱导法包含四个步

骤﹙投影片 24-26页﹚： 

o 指出子女的不恰当行为

是什么 

o 指出子女的行为会如何

影响别人 

o 了解子女行为背后的意

图，再指出子女如何可

以通过正面行为达到同

样目的 

o ﹙适用于较严重的不恰

当行为，例如子女伤害

到别人﹚指出子女如何

补救自己的错失 

• 邀请家长即场完成诱导法

练习。导师与家长进行角

色扮演，导师扮演子女，

家长扮演自己，以 1-2题

作示范。 

• 小总结：诱导法可以用来

处理较严重的不恰当行

为；家长点出子女的行为

可能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鼓励子女修正自己的行

为，并为自己的错失作出

补救。 

3d 5 处理问

题：合理

后果 

• 导师指出，如果子女在家

长使用「我」信息和诱导

法后仍然不听从指示，家

• 讲解 • 投影片

﹙27-28

页﹚ 



环节 时间 

（分钟） 

 

主题 内容 活动形式 资源/教具 

长可以为子女的行为提供

合理后果。合理后果有三

个特点﹙投影片 27-28

页﹚： 

o 相关：与不恰当行为有

直接关联 

o 合理：与不恰当行为的

严重程度成正比 

o 尊重：保持对子女的尊

重 

• 例如：子女因为拖延而未

能完成功课，所以家长取

消当日的家庭游戏时间。

此后果与子女的行为直接

相关（因为子女没有准时

完成功课，所以没有时间

玩了），亦与不恰当行为

的程度成正比﹙因为家长

只是取消当日的活动，并

没有取消其他日子的活

动﹚。家长无需打骂子

女，亦无需冷嘲热讽﹙保

持对子女的尊重﹚，因为

子女已经承担了自己行为

的后果。 

4 5 总结 • 总结讲座内容 

• 填写评估问卷 

• 讲解 • 投影片

﹙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