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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一. 幫助身體虐待兒童的施虐者正視自身的問

題，並減低其暴力行為；

二. 透過以「情感，認知和行為」而成的一套

治療模式，幫助施虐者檢視過往的創傷經

歷如何影響現時的親子關係和管教模式，

並用不同的角度和理解去分析和解決問

題，學習新的技巧去處理矛盾和衝突。



第一組於二○○六年五月至十月舉行。

第二組於二○○七年三月至六月舉行。

第一組人數有十人，而第二組有九人，全是

母親。

組員來自本會的輔導個案，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和學校的轉介。

小組由兩位資深註冊社工帶領。

形式以短講、分享和角色扮演為主。



小組內容

第一階段(一至四節)：檢視個人創傷經歷，
追踪使用暴力的源頭，修補負面情緒

第一節：壓力來源

第二節：個人成長故事

第三節：治療創傷

第四節：自療「自我」



第二階段(五至八節)：認識認知和行為的關
係，辨別理性及非理性思維和建立正面思
想和自信

第五節：認知行為治療模式

第六節：辨別理性與非理性思想

第七節：重整認知模式(一)
第八節：重整認知模式(二)



第三階段(九至十三節)：技巧訓練，練習以
非暴力的方法處理憤怒和衝突，學習和使
用有效管教子女的方法

第九節：控制憤怒

第十節：處理衝突及矛盾

第十一節：自我肯定訓練

第十二節：管與教

第十三節：檢討及總結



在開組前小組輔導員個別接見申請者，甄

選是否適合小組治療。在甄選會面中，申

請者會填寫一份體罰評估表，以評估使用

體罰情況。如有顯示曾使用體罰便合資格

成為組員。



在第一組的13位申請者中，經甄選後有11
位成為組員，而最終入組的有9位，有8位
完成三個階段，1位只參加了第一和第二階
段，當中有4位是抑鬱症患者 。



第二組的11位申請者中，經甄選後有10位
適合，但有1位因事自行退出，組員中有2
位患有抑鬱症。



組員在參加小組前後，均需填寫三份問卷(見附件)以
評估組員在組前後的改變和小組的成效。三份問卷包括：

1. 父母與子女關係指標問卷
2. 問題困擾指標問卷
3. 家庭評估表(* Family Assessment Form) 

- 使用體罰情況
- 親子溝通
- 婚姻關係
- 支援網絡
* (Family Assessment Form: A Practice-based Approach to Assessing 
Family Functioning, Children’s Bureau of South California. 
防止虐待兒童會已取得美國南加州兒童局的允許使用家庭評估表。)



組員的出席率有80%以上，從問卷資料顯
示，組員參加小組之後，在減低暴力行為有顯

著成效。組員表示，從小組得到的支援，有助

他們控制情緒，在小組治療過程中，有很多自

我反省，他們管教子女的情況也有所改善。



(1) 父母與子女關係指標問卷

+2051718

057577

+442466

+561665

-374714

-1473593

+1453672

-163621

改善(+)/變差(-) 組後組前組員

第一組第一組：：
表表一一



父母與子女關係指標問卷量度親子關係，高分表示親

子關係差，低分代表良好的親子關係。

表一顯示有2位組員(2 、8) 的親子關係有很大的進
步。另外有2位組員有小許進步(5、6)，1位維持不
變、2位有輕微變差，而組員3反而變得更差，這是
由於組員3的兒子在該時段有很多行為問題引致親子
關係惡劣。

親子關係的改善是受父母與子女間的互動影響。父母
對子女行為的觀點、態度直接或間接影響親子關係。
小組的設計著意改善家長的思想模式，並沒有直接處
理兒童行為問題。



(2) 問題困擾指標問卷

-1

+1.5

8.5

6

7.5

7.5

1. 丈夫剛失業、因過去工作問題
貿影響情緒。

2. 子女間常有爭執、並經常發脾
氣。

2.

+4
+1.5

+8

0
3

0

4
4.5

8

1. 經濟問題。

2. 覺得自己有管教子女的問題，
為自己未能提供良好照顧予子
女感到難過。

3. 有時感到恐懼、擔心離婚對子
女的負面影響。

1

改善(+)/變差(-) 組後組前問題組員

表 二



(2) 問題困擾指標問卷

+5
+10

+6

5
0

4

10
10

10

1. 擔心子女學業成績及學壞。

2. 有經濟困難、未能安排子女參
加補習班。

3. 感到自己沒有價值。

4

+2

+2

0
+1

4

5

6
7

6

7

6
8

1. 經常與子女有衝突、覺得自己
未能有效處理處境，擔心子女
照顧問題，覺得自己沒有足夠
支援。

2. 因經濟問題而未能給予子女參
加興趣班，為此感到內咎。

3. 自己有健康問題。

4. 當自己與子女發生衝突時缺乏
支援，感到孤單。

3

改善(+)/變差(-) 組後組前問題組員



(2) 問題困擾指標問卷

+8
-1
-5

0

2
10
10

10

10
9
5

10

1. 子女唔聽話。

2. 不能工作、經濟有困難。

3. 擔心與丈夫離婚後缺乏經濟
支援。

4. 擔心健康問題、憂慮如果自
己因病逝世沒有人照顧子
女。

6.

+5

+2

+6

3

6

4

8

8

9

1. 子女唔聽話、並有行為問
題。

2. 子女需要自己緊密看管，母
親因而未能工作，影響家庭
經濟。

3. 因家人有健康問題而十分擔
心。

5

改善(+)/變差(-) 組後組前問題組員



(2) 問題困擾指標問卷

+4

+3

2

4.5

6

7.5

1. 子女經常與自己因小事而發生
爭吵。

2. 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面(親戚、

朋友)有困難

8

+2
-2

-2

3.5
4.5

3.5

5.5
2.5

5.5

1. 與丈夫有不同管教方式。

2. 子女患有過度活躍症、經常被
學校投訴。

3. 丈夫工作不穩定。

7

改善(+)/變差(-) 組後組前問題組員



問題困擾指標問卷中的問題由組員在組前自己
提出，包括經濟、管教、婚姻、工作等問題。
高分代表問題較嚴重，而低分則代表問題較輕
微。

表二顯示組後組員6和組員7仍然幔家庭面對
的經濟、婚姻、工作及子女過度活躍症問題受
困擾。



(3) 家庭評估表

2.14 / 1.461.821.62.171.2521.22.48.

2.06 / 2.111.822.1722.252.252.227.
2.68 / 2.4332.82.53N. A.N. A.1.82.256.

2.67 / 2.772.52.24.083.172.42.42.12.95.
3.32 / 2.932.83.8N. A.N. A.32.7533.44.

2.57 / 2.5632.82.172.832.52.22.62.43.

2.53 / 2.683.23.23.332.332.12.42.12.22.

2.76 / 1.791.82.61.673.332.22.31.52.81.

總體組後
(d)

組前
(d)

組後
(c)

組前
(c)

組後
(b)

組前
(b)

組後
(a)

組前
(a)

組員

表三



家庭評估表每項總分為5分，最低分為1分，代表最好情況；而
最高分為5分，代表最差情況。

據組前組後評估，第一組的組員情況如下：

(a) 使用體罰情況：
6位組員有進步。

(b) 親子溝通：
3位組員有進步，2位組員不變、組員3沒有填寫此欄。

(c) 婚姻關係：
4位組員有進步，組員4沒有填寫此欄。

(d) 支援網絡：
4位組員有進步，1位組員不變。



(1) 父母與子女關係指標問卷

+958679.

+776838.

-2089697.

-986756.

+764715.

+1065754.

+859683.

+147482.

+747541.

改善(+)/變差(-)組後組前組員

表四第二組：第二組：



父母與子女關係指標問卷量度親子關係，低分代
表有較好關係，而高分則代表關係較差。

表四顯示有六位組員(1，3，4，5，8)在親子關
係上有良好的改變。組員2有輕微的改變，而組
員6和7反而變得較差。其組員2的親子關係在組
前評估也很不錯，所以有輕微的改變不足為奇。
而組員6和7有過程中婚姻出現突發性的問題，兩
人均入住危機支援中心，組員6兩日後便可回
家，而組員7則居住在危機支援中心直至組的完
結。她們的情緒起伏影響了她們與子女的關係。



(2)問題困擾指標問卷

+347對離婚的決定和過程感到擔憂

+538有困難控制情緒

+134擔心處理母子關係和管教女兒
問題

+437擔心成為單親家庭後對女兒的
負面影響

055離婚，女兒的撫養權問題2.
+5510健康問題

+5.52.58擔心女兒的學業

-2108擔心女兒的健康

+358與男友關係問題(丈夫已去世)

088經濟問題1.
改善(+)/變差(-) 組後組前問題組員

表 五



改善(+)/變差(-) 組後組前問題組員

+347兒子在校打人，擔心兒子的行
為問題

+358管教子女及情緒問題5.
+358與丈夫溝通有困難

+268管教及與兒子溝通困難4.

+213擔心沒有足夠經濟能力幫助酗
酒的弟弟

+426擔心兒子的學業

+415管教子女問題3.

((2)問題困擾指標問卷



改善(+)/變差(-) 組後組前問題組員

+1910與別人交往出現問題

+3710經濟問題

+2810丈夫易情緒失控

-495管教子女出現問題

01010情緒失控7.
088婚姻關係疏離

+448擔心小兒子發展緩慢

+347怕見丈夫打罵大兒子

088不能工作，擔心經濟問題

+235擔心大兒子的情緒和社交技巧6.

(2)問題困擾指標問卷



改善(+)/變差(-) 組後組前問題組員

01010擔心養子行為問題

+358擔心兒子懶惰，不做功課和溫
習

9.

077對兄弟和養父的過世仍很哀傷

-275擔心丈夫有第三者

088擔心丈夫隨時會死

-187丈夫嗜賭，對家庭經濟很大影
響

+178性生活有問題

+1910與丈夫溝通問題

077兒子不合作，管教有問題8.

(2)問題困擾指標問卷



問題困擾指標問卷中的問題由組員自行提出，高
分代表問題較嚴重，而低分則代表問題較輕微。

表五的組後評估顯示組員均有明顯的進步，特別
是管教子女一環。透過組員間的支持，組員的情
緒亦有改善。其中四位組員雖有其他組員的支
持，但她們因外在環境因素，克服困難的能力較
弱。組員因為女兒有癲癇症，所以特別擔心女兒
的健康；組員6和7因與丈夫有磨擦，而組員8亦
在考慮離婚，她們的情緒也受這些因素影響。



(3) 家庭評估表

2.25 / 2.682.62.22.33232.22.82.69.

3.07 / 2.74234.173.6733.61.828.

2.98 / 3.43.83.843.332.82.432.47.

3.05 / 3.083.42.63.53.67332.42.936.

3.4 / 2.623.23.42.833.832.253.752.22.65.

3.1 / 2.632.82.8332.7531.83.64.

2.48 / 2.241.61.62.52.832.252.752.62.753.

3.06 / 2.231.752.23.674.6722.381.532.

2.7 / 2.343.23.42.17222.622.81.

總體組後(d)組前(d)組後(c)組前(c)組後(b)組前(b)組後(a)組前(a)組員

表六



家庭評估表每項總分為5分，最低分1分，代表最好的情
況；而最高5分，代表最差情況。

據組前組後評估，第二組的組員情況如下：

(a)使用體罰情況：

7位組員有進步。

(b)親子溝通：

8位組員有進步，1位組員保持不變。

(c)婚姻關係：

6位組員有進步。

(d)支援網絡：

4位組員有進步。



總體來說，第二組有5位組員有明顯的進
步，而其他組員未能達至理想效果，主要

因為此組的內容主要針對個人的感受和思

想和親子溝通技巧，所以(a)和(b)項比較
有明顯的進步，而(c)和(d)項在組中沒有
直接環節觸及，所以效果不明顯。



困難：

1. 做堂外練習的動機低。

2. 其中一位組員是泰藉華僑，不懂閱讀和書
寫中文。

3. 如組員不是本會的輔導個案，較難知道組
後跟進的情況。



推行施虐者轉導計劃的核心要素：

1. 瞭解施虐者的情緒狀況，給予適當的空間和情
緒支援去探索問題的根源。

2. 增強施虐者的認知能力，減少非理性思想的左
右。

3. 幫助施虐者認清自己的問題和明白施虐行為是
侵犯人權。

4. 提供體罰以外的管教方法。

5. 善用組員間的動力和支援。

6. 兼顧微觀技巧和宏觀策略和社會因素。



建議未來發展：

1. 有需要設立法定性的施虐者轉導計劃，透過組的互動和
反省，明白虐施行為的不當。

2. 建議全面禁止體罰。現時已有20個國家全面禁止體
罰。瑞典為全球首個以法例禁止體罰兒童的國家。該國
自一九七九年立法以來，體罰的普遍性、次數及程度均
大大減少，而青少年犯罪及成癮數字亦明顯下降
(Durrant, 2003)。

Reference:
Durrant, J.E. (2003). Legal Reform and Attitudes 
Toward Physical Punishment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Rights, 11, 
pp.147-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