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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果你的子女在家中經常「坐唔定」、「煩住你」、「唔聽話」、「不肯吃飯、睡覺」、

「不願上學」、「愛發脾氣」、「與兄弟姊妹爭吵」、在學校裏又常被老師投訴無心向學、

不守秩序、欺負同學……你會把這些行為表徵看成是一種「行為問題」，還是一種「心
理需要」得不到滿足呢? 
 
 

基本需要 
衣、食、住、行、教育、求知 
 
 

另類需要 
1. 感官上的刺激 
2. 全面和豐富的生活體驗 (人際關係、抗逆壓力、創作思考) 
3. 父母適當的支配和控制 (安全、起居作息、食物營養、讀書、看電視、「打機」) 
4. 生命的操練 (運動、課外活動、生活技能、社會參與) 
5. 自由 (時間、地方、活動、私隱) 
 
 

深層需要：愛與關懷 
 
 父母疼愛子女的心一般來說都是亳無疑問的，但如何能適當地表達出來才是核

心問題所在。單向子女訴說：「我很愛你，我很疼你」並不足夠，而是需要在實際行

動上使他們感受得到你對他們的愛。 
 
 例如對一個三歲幼兒來說，父母可以透過擁抱、跟他的身體接觸來表達愛與關

懷。而對一個學齡，他們會較易明白父母的心意，父母則可藉着觀看孩子的表演、

比賽，以示支持和鼓勵。 
 
 在現今社會環境下，很多家長會面對不少的工作、經濟和生活壓力，對抽取額

外時間陪伴及教導子女可能倍感艱辛。其實，父母可把與子女一起活動視作自己的

一種基本需要而非一件額外工作；與子女一起打球、遠足、遊泳、閒談和遊戲，父

母不單可短暫「放鬆」自己，更可「送上關懷」，促進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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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需要 ─  健康快樂成長的基礎 
天天都是愛子日！希望父母每日能夠抽出一段寶貴的時間，放下公事和家務，

陪伴孩子，做一些簡單而又能滿足到孩子心理需要的活動，促進子女健康的身心成

長，你能做到嗎？ 
                                   經常做  間中做  未做過 
[有玩有笑] 
1. 一起唱兒歌 □      □      □ 
2. 一起玩泥膠 □      □      □ 
3. 講故事、創作故事 □      □      □ 
4. 全家一起玩遊戲 □      □      □ 

(下棋、畫畫、捉迷藏、猜字遊戲、有偶公仔等) 
5. 單獨陪他到公園去玩十分鐘 □      □      □ 
6. 一起玩耍而不是指示他應該怎樣做 □      □      □ 
7. 經常帶他到不同地方參觀/旅行/玩耍 □      □      □ 
8.  陪孩子看他喜歡的電視節目 □      □      □ 
9  教孩子弄簡單的食物 □      □      □ 
10. 送孩子上學、回家 □      □      □ 
 
[有傾有講] 
11. 擁抱您的孩子 □      □      □ 
12. 問孩子今天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情 □      □      □ 
13. 讓孩子畫畫，聽他解釋圖畫內容 □      □      □ 
14. 對孩子作出的任何問題，都不厭其煩地回應 □      □      □ 
15. 由孩子選擇玩什麼合家歡遊戲 □      □      □ 
16. 由孩子選衣服穿 □      □      □ 
17. 告訴孩子您喜歡聽他說話 □      □      □ 
 告訴孩子您喜歡他(毫無附帶條件) □      □      □ 
 
[積極讚許] 
18. 送孩子一個小禮物以獎勵他的一種好行為 □      □      □ 
19. 親手做一個小手工送給他 □      □      □    
                                    
  總 √   ___     __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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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與解決方法 
 

「壞習慣」 可能的成因 處理方法 

不願吃飯 
- 撒嬌 
- 需要父母抱他、餵他 

- 盡量滿足他「合理」的需要：多些
抱他、餵他 (順應他成長需要上的
時間表) 

-  營造愉快的進食氣氛：可唱歌、說
笑 

不願上學 

- 焦慮離開父母 
- 弟妹出世，孩子覺得父母
偏心 

- 心理準備不足 
- 過度性現象 

- 給予多一些「足夠」和「適當」的
愛與關係 

- 提供多些入學前適應活動 

不願獨睡 
- 撒嬌 
- 恐懼、缺乏安全感 

- 由 0歲開始最好、能養成獨立習慣
-  睡前說故事 
-  如害怕獨睡，床前設小燈 
- 如孩子有強烈伴睡要求，也不是問
題，順應其自然發展的需要 

吮手指 心理不安、煩躁、緊張 

- 多點關懷、擁抱、身體接觸 
-  進一步建立親子關係  
- 手指遊戲 (轉移法) 
- 「等待」成長 

口吃 
(多屬暫時性) 

- 不安、緊張 
- 需要被禁制或得不到滿足

(如玩耍)  
- 語言缺陷 

- 用輕鬆、緩慢的語調與他交談 
-  與他多談感受 (可透過語言、 
-  繪畫、音樂、遊戲等形式) 
-  多安排與同齡小朋友玩樂 
-  專業治療 

擠眼眉 
(神經性肌肉抽
蓄) 

- 專制式管教 ─ 命令、呼
喝  

- 要求高 → 孤獨、消極、
自憐 

- 改善管教方式、親子關係 

尿床 
夫妻關係惡劣 → 被忽視 
→ 焦慮 

- 改善夫妻關係、不在孩子面前爭吵
- 多給予孩子注意 
- 臨睡前少喝水 

 



需要得不到、問題走出來 - 4 - 主講：葉錦熙 

 

活動一  價值思量之「跳飛機」 
 
下列是一些父母對子女成長的要求。 
請試比較各項的重要性，並把數字填在表內。 
 
 
1. 溫文沈靜 
2. 尊敬長者 
3. 懂得照顧自己 
4. 對父母百依百從 
5. 明白是非、講道理 
6. 活潑好動，主動性強 
7. 自動自發讀書，做功課 
8. 與人和諧相處，受人歡迎 
9. 興趣及其他方面多元化發展 
 
 
 
 

家長                            子女                  
 

 
 
 

活動二  問題反思 
 
 
  
若要提高孩的學習動力，下列那些方法是相當重要？(可選多項) 

a. 實物獎勵  b. 口頭嘉許  c. 從旁指導  d. 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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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跟孩子溝通? 
親子溝通大原則 
1. 多關注孩子日常生活和需要。 
2. 讓孩子有機會表達。 
3. 抱開放態度，傾聽孩子的感受。 
4. 找出負面情緒背後的原因或目的。 
5. 多用提問方式，讓孩子多作思考、反省後果及解決問題方法。 
6. 面對孩子的『劣行』時，父母。 

   不可以：以怒制怒，以暴易暴，專橫地壓制孩子，惹他們反感。 

可 以 ：設「緩衝區」(Time-out) 如：「等我地冇咁激氣時先至講」。 

 坦誠地告訴孩子你的感受。 

 堅定地向孩子說『不』。 

 向孩子提出清晰的期望 / 具體行為指引。    
 
            

父母與孩子溝通時常出現的毛病 
小明： 媽咪，我以後都不想上學了。 

母親： 你正懶蟲，為何上小學不到一星期就不願上學? (責備) 

小明： 那些老師都對我不好，時常要我罰企。 

母親： 一定是你頑皮，老師才會罰你的；你要聽老師的話才對。 (批評、教導) 

小明： (哭著大聲地說) 我真不想上學，我想返回幼稚園。 

母親： 你再不聽話，我就打你手掌。(命令、恐嚇) 

結果小明會.........  

 

如何有效地跟孩子溝通 
小明： 媽咪，我以後都不想上學了。 

母親： 睇你依家好嬲，重唔想番學添。(說出孩子感受) 

小明： 係呀，老師都對我不好，時常要我罰企。 

母親： 你唔鍾意先生成日罰你。 (反映孩子感受) 

小明： 係呀，我在幼稚園時都有過位，老師都不罰我，為何小學老師要罰我。 

母親： 你有D唔明點解過位要被罰，係唔係呢? (提問 / 代說出疑問) 

小明： 唔知呀! 

母親： 如果其他同學都過位，你估會怎樣? (讓孩子想想後果，自己找答案) 

小明： 會好亂囉。 

母親： 如果咁亂，會唔會影響你聽書? (提問，刺激思考)  

小明： 會。 

母親： 現在，你覺得老師罰你過位有冇理由? (提問，刺激思考) 

小明： 有。(咁我係咪唔過位，先生就唔會罰我呀?) 

母親： 當然啦，媽咪很高興你咁快就「想得到」(對一些進步的地方作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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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觀念/架構(reframing) 
 

孩子的思想比較單純，他們看事物都比較表面。當一件事情發生時，如果他

們的直接感覺是舒服的，那麼就認為這是好的/正面的。如果遇到「不順耳」的說話，
感受到不舒服，便會直覺上覺得這是壞的/負面的。 
 

重望觀念主要是透過特定的說話模式，深層改變孩子對自我的看法(自我形
象)，協助他們重新理解自己過去的歷史，重新理解本來給予負面情緒的事物，將它
變成正面的推動力。 

 
以下是一些「重塑觀念的具體說話技巧，可以協助孩子在「情境/內容上重新

架構」，或在「行為意義上重新架構」他們的思想、言語和行為。 
 
例子： 
 

事件 情緒 正面句子 

考試不合格 不開心 
這次考試讓你知道自己不懂得什麼。這樣總比以

為自己全懂了好得多。越早知道，可以越早改善

和更加進步! 

與人意見不合時 憤怒 意見不合並不是壞事，因為我們可以有更多機會

去互相了解對方和表達自己感受。 

被爸媽責罵時 
情緒低落 
爸媽不愛

我 

父母不愛你就不會罵你，罵你代表愛你，關心和

疼愛你們! 我們希望你將來可以更進步! 

幼兒溫習，卻很快把

內容忘記了 

覺得自己

無用，無

記性 

遺忘現象是很正常的，當找到適當的方法和步驟

後，記憶力必會提升 

爸爸答應我的事常

常不去做 他不愛我 

爸爸不愛你就不會答應你，他不去做可能是因為

他忘記了；其實，爸爸很喜歡你去提醒他，因為

每個人都喜歡做有承諾的人，你可以幫助他做一

個言出必行的人 

媽媽常常照顧妹

妹，常常看她的功

課，卻太少時間看我

的功課 

妒嫉 
媽媽用少些時間看你的功課，因為你已經可以獨

立照顧自己，你已經可以開始分擔媽媽的工作，

幫忙照顧妹妹 

每次都以為自己成

績一定會進步，但結

果都失敗 

失望、挫

敗 

你知道失敗，是一件好事！因為你有機會去找出

原因。許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一直錯什麼，以致在

高處跌下來後，不能重新振作。故此，你應該好

好領略這次所學到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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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行為」背後的目標 
孩子的不良行為背後的動機大部份都是追求一些深層的需要，如安全感、愛與

歸屬；當他們不懂或嘗試過用正途的方法去獲取，但又事與願違，他們便會不自覺

地去採用任何方法，包括不良行為去滿足其內在需要。其實兒童大部份的行為，不

外乎是基於五個目的： 
 

孩子的目標 (1)：無聊解悶 
 
不良行為表現 - 無所事事、搗亂、坐立不安、上課「傾偈」、尖叫 

背後原因 
- 無事可做 
- 被父母疏忽照顧 
- 學習內容追不上，或學習內容太淺、缺乏趣味或挑戰 

父母可選用的

方法 

- 找尋一些合乎興趣的活動給孩子 
- 父母盡可能抽時間和孩子一起進行活動，如一起閱讀、做手工、
下棋、出外逛逛或玩樂等 

- 協助孩子趕上學習進度，或選擇一些具趣味性、挑戰性的學習內
容給孩子 

 

孩子的目標 (2)：引人注意 
 

不良行為表現 - 囉囌、生事、破壞物品、欺負別人等 
- 健忘、忽略份內該做的事 

背後原因 
- 父母太忙於自己本身的工作或進修 
- 父母婚姻關係不和 
- 覺得父母疼愛弟妹 

父母可選用的

方法 

- 盡量捕捉孩子的良好行為，並及時給予稱許 
- 對於不良行為，若然不會造成任何損害，便不要加以理會 
- 若行為可能對自己或別人造成損害，則實施「短暫隔離」的方法

 

孩子的目標 (3)：爭權鬥氣 
 

不良行為表現 - 有攻擊性、反抗、不服從、有敵意、固執、抗拒 

背後原因 - 當引人注意達不到目的，甚至受到排斥時，孩子便會產生敵對心
態，而做出很多「相反」的行為，例如頂嘴 

父母可選用的

方法 
- 從衝突中退出，重建親子關係：有傾有講、有玩有笑、稱讚鼓勵、
委予正面角式、提供選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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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目標 (4)：報復洩憤 
 

不良行為表現 - 處處傷人心、粗野、鹵莽 
- 成績驟降、偷竊 

背後原因 
- 當爭權鬥氣也「輸」了的時候，不良行為便會升級至報復洩憤，
令對方(父母)造成心理上的傷害，例如偷父母的錢或破壞父母喜
愛的寵物、物品等 

父母可選用的

方法 

- 避免感覺受到傷害，避免懲罰和報復；給予一些在範圍內的自決
權 

- 重點已不再是管教，而是要重修與子女的關係 
- 尋找專業人士的協助 

 

孩子的目標 (5)：自暴自棄  
 

不良行為表現 
- 常對別人說：「不要理我，我是爛泥扶唔上壁。」 
- 輕易放棄、不願嘗試 
- 逃學、退學、吸毒、賣淫、自殺等。 

背後原因 
- 經過不斷的鬥爭，孩子明白到無論如何，自己也不能贏取別人的
接納時，他們因而不再對別人抱有希望，對自己也不再懂得珍

惜，便會容易步向絕望、自毀的傾向 

父母可選用的

方法 

- 停止一切批評，鼓勵任何積極性的嘗試，不論是多麼微少的努力
都給予鼓勵；重視孩子其他的天賦，不要老是憐憫，也不要放棄

繼續給予支持 
- 尋找專業人士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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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得不到，問題走出來!」 

個案參考 
 
李小敏今年七歲，就讀小學一年級。她今天又製造麻煩了，上課時「坐唔定」、

當老師寫黑板時便過位「搞」同學的書本、文具和功課；一名同學「搶回」習作簿

時，卻被她用拳頭打了三胸口；導師命令她坐回座位，她不肯依從，直至老師說

如她不聽從的話，放學後會接見其家長，小敏才憤怒地返回其座位。由於老師要繼

續帶領活動，故暫時把事件擱置，留待小休時才處理，，但不消一會，便聽見小敏

在座位中喃喃自語重覆地說：「最多咪死咗佢啦！憎死你呀！」 
 
當老師趁同學做堂上練習的時候，主動與小敏聊天，以真誠、關心及婉轉的語

氣向小敏說：「今天是不是有些令你唔開心的事情發生呢？不如講出來等先生聽

呀。」小敏「眼光光」地望著老師，好像不知從何說起。老師再一次鼓勵小敏把心

事說出來，小敏終於「有話說」了！她第一句話是：「我憎死爸爸媽媽呀！」 
 
原來小敏覺得爸媽不理會她，她是獨女，在家裏覺得很悶，沒有玩伴。很多時

爸爸應承了的活動又沒有兌現，有時候更用粗口責罵她。小敏還記得在 2000 年 5
月（她當時只有４歲！），爸爸曾應承帶她去旅行、游泳、燒烤，但都一一成泡影，

令她「懷恨在心」。 
 
如果你發現孩子在家中或學校經常有一些違規行為，例如尖叫、煩住你、唔聽

話、無心向學、常與別人爭吵、欺負他人……你會把這些行為看成是「問題」的出
現，還是「需要」的訴求呢？小敏這個例子正好告訴我們，父母除了對孩子要遵守

諾言外，還要滿足孩子的基本心理需要：如愛、關懷和安全感等。當孩子在正途的

方法上未能獲得滿足時，便會不自覺地採用任何方法，如無心向學、違規行為以搏

取父母或老師的注意。心理需要之滿足是兒童健康快樂成長的基礎，希望父母每日

能夠抽出一段寶貴的時間，放下公事和家務，陪伴孩子，做一些簡單而又能滿足到

孩子心理需要的活動，如一起聽/講故事、說說笑、玩玩具、捉棋等，以促進子女
的身心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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