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學家長教育資源套 

 

管教無難度： 

如何處理子女的不恰當行為？ 

 

範疇一：認識兒童發展 

 

活動大綱 

 

 

1. 活動名稱 

管教無難度：如何處理子女的不恰當行為 

 

2. 對象 

子女就讀小學的家長 

 

3. 時間 

本活動所需時間約 90分鐘 

 

4. 活動形式 

講解、討論、自我反思、角色扮演 

 

5. 活動目標 

透過活動，家長能夠： 

 

a) 掌握預防子女出現不恰當行為的技巧 

b) 掌握處理子女不恰當行為的策略 

 

6. 活動程序 

 

環節 時間 

（分鐘） 

 

主題 內容 活動形式 資源/教具 

1 5 引起動機  簡介主題及內容。 

 介紹「不恰當行為」包

括： 

o 子女有能力避免，但仍

然表現不恰當行為。 

o 子女有能力做到，但仍

然不遵從大人的合理期

 講解  投影片

﹙2-4頁﹚ 



環節 時間 

（分鐘） 

 

主題 內容 活動形式 資源/教具 

望。 

 指出「預防勝於治療」，預

防子女出現不恰當行為比

處理子女的不恰當行為來

得有效。 

 指出有時子女「不聽話」

是因為子女不明白家長的

指示、不理解家長的期

望。子女亦可能忘記了家

長的指示或期望。 

2 35 預防不恰

當行為 

 協助家長如何給予清晰而

有效的指示和怎樣去提醒

子女要遵守規則。 

 

 講解 

 反思 

 討論 

 投影片

﹙5-14

頁﹚ 

 「說話的

藝術」工

作紙 

2a 10 預防不恰

當行為：

清晰有效

的指示 

 展示四對相類的指令﹙投

影片 5 頁﹚，並邀請家長討

論哪一種指令比較有效。 

 通過對比不同的指示，讓

家長明白給予指示時要注

意：  

o 運用描述型的句子去提

供指示 

o 運用正面指示﹙說出子

女應該做什麼，而非子

女不應該做什麼﹚ 

o 清楚說出自己的期望，

不要認為子女懂得「讀

心術」 

o  將較複雜的行為拆成

「小步子」 

o 運用肯定的語氣 

o 保持內容簡潔 ﹙避免在

給予指示時加入不必要

的內容，例如：「前幾天

 講解 

 討論 

 投影片

﹙5-7頁﹚ 

 



環節 時間 

（分鐘） 

 

主題 內容 活動形式 資源/教具 

都見你做得不錯，為什

麼今天又忘了？」﹚ 

 導師可以播放短片《指點

迷津》

﹙https://shorturl.at/ilrt4﹚，

特別是 0:57-4:03那部份，

幫助家長進一步了解給予

有效指令的方法。 

2b 15 預防不恰

當行為：

給予容易

「入耳」

的指示 

 邀請家長即場完成「說話

的藝術」工作紙。工作紙

包含 10 條題目，家長反思

利用哪一種方式吩咐子女

做事會更容易令子女接

受。 

 導師與家長討論，歸納出

容易「入耳」指令的特點

（投影片 8頁）： 

o 引發動機。例如，「現在

我們先溫習」，「之後我們

就可以全心全意地玩」；

完成後可以玩耍為現在先

溫習引發動機。 

o 給予選擇。例如，「你想

先完成數學科功課，還是

英文科功課？」；子女可

以在家長接受的選項中作

出自主的選擇，自然會更

願意跟從家長的指示。 

o 及早準備。例如，在賣旗

日開始前對子女說：「稍

後我們會賣旗，到時候你

要主動向陌生人展開對

話。現在我扮演陌生人，

你試講一次。」這樣可以

讓子女有心理預備外，更

可以讓子女將要做的事情

預演一次；在實踐時，子

 講解 

 討論 

 「說話的

藝術」工

作紙 

 投影片

（8-10

頁） 

https://shorturl.at/ilrt4


環節 時間 

（分鐘） 

 

主題 內容 活動形式 資源/教具 

女的表現自然會更好。 

o 鼓勵思考。例如，讓子女

想想：「如果你拿走了社

區中心的圖書，會發生什

麼事？」；鼓勵子女思考

後果，讓他們明白為什麼

不可以拿走社區中心的圖

書。 

o 特別強調「鼓勵思考」的

重要性。導師指出孩子出

現不恰當行為，可能是因

為他們沒有深思熟慮。導

師解釋我們的大腦由較衝

動、較原始的情感腦和較

理智、較高級的知識腦組

成。我們可以用一個拳頭

代表這種組合，姆指代表

情感腦，其他手指代表知

識腦，當知識腦控制情感

腦時，我們可以用理智控

制衝動、情感和行為。相

反，當情感腦控制知識

腦，就會出現「做事不經

大腦」的情況（投影片 9-

10頁）。 

o 家長在處理子女的不恰當

行為前，要先幫助子女運

用知識腦控制情感腦，亦

即「先處理心情，後處理

事情」。被情感腦控制的

子女難以聽到家長的教

導，所以家長應該待子女

的心情稍為平靜後，再處

理該行為。 

o 除了鼓勵思考，導師也可

建議家長觀察及分析孩子

的表現行為，嘗試了解子



環節 時間 

（分鐘） 

 

主題 內容 活動形式 資源/教具 

女不恰當行為背後的成

因，繼而定立明確目標以

幫助子女改善其不恰當的

行為。 

2c 10 預防不恰

當行為：

提醒子女

的方法 

 指出子女總有忘記規則的

時候。如果家長要提醒子

女，需記得「少即是多」

原則。意思是，家長用最

簡短的言詞去提醒子女，

才不會令子女覺得煩厭。 

 導師運用一系列的漫畫

（投影片 11-14 頁），邀請

家長設想不同的談話方式

可能令子女有怎樣的感

受，再幫助家長明白可以

運用客觀形容、 提供資

料、 運用單詞和運用文字

等方法簡要地提醒子女，

而不會給子女囉唆的感

覺。 

 講解 

 反思 

 討論 

 投影片

（11-14

頁） 

3 45 處理不恰

當行為的

技巧 

 協助家長認識處理不恰當

行為的技巧： 

o 先同理後講理 

o 「我」信息 

o 誘導法 

o 合理後果 

 

 講解 

 討論 

 角色

扮演 

 投影片

﹙15-28

頁﹚ 

 「我」信

息練習 

 誘導法練

習 

3a 10 處理不恰

當行為：

先同理後

講理 

 指出講理前要先表達同理

心。家長需要先弄清事情

的發展經過，亦要讓子女

覺得家長明白自己的經歷

和感受。這樣做可以幫助

子女回顧發生了什麼事，

亦可以令子女更容易接受

家長的教導。 

 表達同理心的方法就是積

 講解 

 

 投影片

﹙15-17

頁﹚ 



環節 時間 

（分鐘） 

 

主題 內容 活動形式 資源/教具 

極聆聽。積極聆聽包含三

個部份： 

o 多問問題 

o 反映內容 

o 反映負面情緒 

 反映情緒要準確。家長應

該清楚指出子女犯錯是因

為較外顯的情緒，如：心

急、生氣、感到對方先做

錯，還是較內顯的情緒，

如：害怕、挫敗、不知道

為什麼。 

 例如，哥哥與弟弟打架，

媽媽先問哥哥：  

o 媽媽：「剛剛發生了什

麼事？」（多問問題） 

o 哥哥：「弟弟搶了我的

玩具﹗那個玩具是我先

玩的﹗」 

o 媽媽：「你在玩玩具，

弟弟走過來搶了你的玩

具，你想拿回玩具，對

嗎？」（反映內容、多

問問題） 

o 哥哥：「對呀﹗我已經

叫他把玩具還給我，但

他就是不肯﹗」 

o 媽媽：「你已經開口叫

弟弟把玩具還給你，但

弟弟就是不肯，所以你

就急了、生氣了？」

（反映內容、反映負面

情緒、多問問題） 

o 哥哥：「對呀﹗我只是

想取回我的玩具﹗」 

o 媽媽：「弟弟搶了你的

玩具，你叫他把玩具還



環節 時間 

（分鐘） 

 

主題 內容 活動形式 資源/教具 

給你但他不肯，你覺得

又急又生氣，於是出手

想搶回玩具。過程中你

打了弟弟？」（反映內

容、反映負面情緒、多

問問題） 

o 哥哥：「我…不是故意

的，我只是想取回玩

具…」 

o 媽媽：「明白，你只是

想取回玩具，但你不小

心打了弟弟。之後發生

什麼事情？」（反映內

容、多問問題） 

3b 15 處理問

題：「我」

信息 

 導師展示投影片 18頁的話

語，並邀請家長分享這些

話語帶給人感覺。 

 留意以下句子。它們給你

怎樣的感覺？ 

o 「你總是將玩具亂

放﹗」 非黑即白的

例子 

o 「你一定要先溫習再玩

玩具﹗」 絶對權威

的例子 

o 「人人都知道全家最

『叻』就是你﹗」﹙諷

刺的語氣﹚ 冷嘲熱

諷的例子 

 介紹運用「我」信息的步

驟﹙投影片 19-20頁﹚： 

o 「當你食兩口飯就說你飽

的時候，」﹙客觀形容子

女的不恰當行為﹚ 

o 「我覺得有點擔心。」 

﹙描述家長的內心感受﹚ 

o 「因為這樣可能會影響你

 講解 

 討論 

 角色

扮演 

 投影片

﹙18-20

頁﹚ 

 「我」信

息練習 



環節 時間 

（分鐘） 

 

主題 內容 活動形式 資源/教具 

的成長和發育。」﹙描述

家長覺得問題行的負面影

響﹚ 

o 「我希望你可以至少食一

碗飯。」﹙提出家長的期

望﹚ 

 邀請家長即場完成「我」

信息練習。導師與家長進

行角色扮演，導師扮演子

女，家長扮演自己，以 1-2

題作示範。 

 小總結：「我」信息可以用

來處理較輕微的不恰當行

為；家長表達自己的感

受，讓子女明白家長的用

意，修正自己的行為。 

3c 15 處理問

題：誘導

法 

 配合投影片 21-22頁的兩

幅圖，邀請家長分析子女

面對家長使用這些教養方

法時可能出現的感受。 

 指出很多家長都會用「權

力壓制」﹙打、罵、不合理

的懲罰﹚和「愛的撤離」

（威脅會丟棄子女，或會

撤回對子女的愛）去處理

子女的不恰當行為。但前

者帶有攻擊性，容易令子

女感到憎恨，後者則刺激

子女的分離焦慮，容易使

子女缺乏安全感。「循循善

誘」的誘導法才最能夠幫

助子女﹙投影片 23頁﹚。

誘導法包含四個步驟﹙投

影片 24-26頁﹚： 

o 指出子女的不恰當行為

是什麼 

o 指出子女的行為會如何

 講解 

 角色

扮演 

 投影片

﹙21-26

頁﹚ 

 誘導法練

習 



環節 時間 

（分鐘） 

 

主題 內容 活動形式 資源/教具 

影響別人 

o 了解子女行為背後的意

圖，再指出子女如何可

以通過正面行為達到同

樣目的 

o ﹙適用於較嚴重的不恰

當行為，例如子女傷害

到別人﹚指出子女如何

補救自己的錯失 

 邀請家長即場完成誘導法

練習。導師與家長進行角

色扮演，導師扮演子女，

家長扮演自己，以 1-2題

作示範。 

 小總結：誘導法可以用來

處理較嚴重的不恰當行

為；家長點出子女的行為

可能對別人造成的傷害，

鼓勵子女修正自己的行

為，並為自己的錯失作出

補救。 

3d 5 處理問

題：合理

後果 

 導師指出，如果子女在家

長使用「我」信息和誘導

法後仍然不聽從指示，家

長可以為子女的行為提供

合理後果，合理後果有三

個特點﹙投影片 27-28

頁﹚： 

o 相關：與不恰當行為有

直接關聯 

o 合理：與不恰當行為的

嚴重程度成正比 

o 尊重：保持對子女的尊

重 

 例如：子女因為拖延而未

能完成功課，所以家長取

消當日的家庭遊戲時間。

 講解  投影片

﹙27-28

頁﹚ 



環節 時間 

（分鐘） 

 

主題 內容 活動形式 資源/教具 

此後果與子女的行為直接

相關（因為子女沒有準時

完成功課，所以沒有時間

玩了），亦與不恰當行為

的程度成正比﹙因為家長

只是取消當日的活動，並

沒有取消其他日子的活

動﹚。家長無需打罵子

女，亦無需冷嘲熱諷﹙保

持對子女的尊重﹚，因為

子女已經承擔了自己行為

的後果。 

4 5 總結  總結講座內容 

 填寫評估問卷 

 講解  投影片

﹙2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