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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如何形容「管教」這回事？

甜蜜溫馨？

煩燥不安？

無止境的
掙扎？

不停追趕？

一啖_ _一啖__？



最令你惱火的是當孩子……

• 要家長陪伴在旁才肯做功課
• 拖延
• 求其、馬虎、無心機
• 不專心
• 少少事便發脾氣大吵大鬧
• 容易喊
• 未試就話難
• 掛住打機
• 一言九”頂”



解釋行為背後的後果？
稱讚孩子的行為？

耐心指導？

打罵孩子？ 不斷批評？

日常生活中，當你希望孩子跟從你的指示
時，你會怎樣做？

高聲呼喝孩子？

表達你的感
受或期望？



請在下列的行為列表中，順序選出你估計孩子認為最能破壞親子關係的五個
父母行為，並以作表示。

破壞親子關係的家長行為 破壞親子關係的家長行為
1 以侮辱性說話傷害我的自尊心 12 侵犯私隱

2 體罰 13 擅自幫我做決定

3 用說話或行動故意貶低我 14 不容許我流露負面情緒

4 不關心我的感受和需要 15 不容許我表達個人意見

5
刻意地拿我和其他比我優秀的人作
比較 16 未得我同意下便丟棄我的個人物品

6 冤枉我 17 在公眾場合打罵我

7 偏心 18 父母過於情緒化

8
沉迷不良嗜好(例如:賭博、酗酒等
等)

19 父母講一套做一套

9 講過唔算數 20 父母忽視家庭需要

10 迫我做我不喜歡做的事 21 因父母爭吵而責怪我

11 不問理由便先責罵我 22 其他(請註明： )



請在下列的行為列表中，順序選出你估計孩子認為最能增進親子關係的五個
父母行為，並以作表示。

增進親子關係的家長行為 增進親子關係的家長行為

1 每日一個擁抱或親吻 12 給我讚賞及鼓勵說話

2 帶我往外地旅行 13 與我一同觀看電視節目

3 樂意聆聽我的心聲 14 接納我個人的不足

4 送禮物給我 15 主動與我一同外出用膳

5 主動與我一同遊戲 16 向我說一聲﹕「我最錫你」

6 加零用錢 17 早點回家陪我

7 帶我參與家庭聚會 18 信任我

8 購買我喜歡的物品 19 接納我的意見

9 包容我的犯錯 20 容讓我自己做決定

10 與我一同玩電腦遊戲 21 教授我書本以外的知識

11 關心我的感受 22 其他(請註明： )



破壞親子關係的家長行為 增進親子關係的家長行為

第1位
刻意地拿我和其他比我優
秀的人作比較

關心我的感受

第2位 講過唔算數 信任我

第3位
以侮辱性說話傷害我自尊
心

給我讚賞及鼓勵說話

第4位 迫我做我不喜歡做的事 樂意聆聽我的心聲

第5位 不問理由便先責罵我 包容我犯錯

你的答案與調查結果的答案一樣嗎？



你認為自己是哪種家長?



BAUMRIND’S家長管教方式

回應/             溫情/支持

專制型 威信型

忽視型 放任型

要
求/

行
為
控
制

高

低

低 高



忽視型家長
•漠不關心

–不會認為管教孩子是自己的

責任

–拒絕子女

•不能負荷自己的壓力和問題

–沒時間和精力用於教養子女



忽視型家長
• 自我

• 缺乏安全感

• 冷漠

• 對人缺乏信任

• 衝動/自制能力差

• 情緒管理/共情能力較差

家長管教方式對孩子的影響



專制型家長 •高要求、多限制

–要孩子遵守許多規則

–對孩子控制得很嚴

•要求孩子達成自己期望

–很少向孩子說明原因

–孩子無法商量、選擇

•強硬策略、嚴厲懲罰

•家長是話事人，強硬

–孩子感受不到溫暖和支持



專制型家長 •焦慮、退縮
•情緒化
•缺乏自信、安全感
–為他人認同而努力
•對人缺乏信任
–易生不滿、報復心理、攻擊性
•兩面表現
–在家拘謹
–出外放任

家長管教方式對孩子的影響



代表人物：鋼琴王子 李雲廸



放任型家長 •很多愛，卻缺乏規範
•害怕破壞親子關係
–允許孩子自由地表達感覺和

衝動
–縱有不對也不忍心責備

•將問題怪罪孩子身邊的人
•妥協、就範、賄賂
•家長要做孩子的最好朋友
•孩子是公主王子
•只要孩子開心



放任型家長
•難與人相處

–自我中心

–喜歡支配人

•自我管理能力低

–易發脾氣

•欠自律、努力動機

–學業成績不理想

家長管教方式對孩子的影響



威信型家長 •恩威並重
–有要求及期望，同時了解及慈愛
孩子
•給予有限制但充足的自由
•著重溝通引導
–清楚表達期望
–解釋限制的理由，不遵守的後果
–了解孩子的想法、感受
•對成長最有利的管教方式



威信型家長
•自信、有安全感

–樂觀面對挑戰

•能正視自己和別人的感受

–有良好社交關係

•抗逆力強

–懂得調節負面情緒

家長管教方式對孩子的影響



幾種不同管教方法，大家最常用
那些方法？

說教

後果

恐嚇

讚賞

體罰

責罵



幾種不同管教方法，大家覺得哪
個最有效？

說教

後果

恐嚇

讚賞

體罰

責罵



無效管教的負面影響

1. 身體上的傷害
2. 模仿錯誤行為，影響人際關係
3. 影響大腦發展，繼而影響整體發展，

包括學習能力、社交和情緒調節能力
4. 損害自我價值和形象
5. 破壞親子關係，形成反叛心理，與家

長進行權力鬥爭
6. 可能觸犯法例



《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213章）
第32條第2點

如遭受以下對待兒童，將受到條例保護：

(a)曾經或正在受到襲擊、虐待、忽略或性侵犯；或
(b)健康、成長或福利曾經或正在受到忽略或於可避免的情

況下受到損害；或
(c)健康、成長或福利看來相當可能受到忽略或於可避免的

情況下受到損害；或
(d)不受控制的程度達至可能令他本人或其他人受到傷害，

而須受照顧或保護的兒童或少年。



身體虐待

瘀傷和

條痕

燒傷和

熨傷

內部受

傷

其他

擦傷

撕裂



精神虐待

•危害或損害兒童情緒或智力發展
的重複行為及態度模式或極端事件

•羞辱、 驚嚇、孤立、剝削/利誘、
漠視兒童的情緒反應，向兒童傳遞
他/她是沒有價值、有缺點、沒有
人要或沒有人愛的訊息



強制舉報虐兒草案

--建議新機制列明，社工、教
師及醫護等23類人士列強制
舉報者

--強制舉報者未有履行責任將
面臨最高三個月監禁及罰款
50,000元



如何能做到有效管教？



了解孩子不同階段的需要和能力

發展階段 孩子在各階段的特徵及任務 父母要幫助孩子

2-3歲 •意識到危險，並常表達害怕擔憂
•明白自己的感受，但仍需時間學習體會別人的
感受

•給予大量支持、安撫及鼓勵
•尊重孩子的感受，分享自己的感受

4-5歲 •求知慾旺盛，常問「為甚麼」
•自我中心，透過玩耍學習解難、代入他人感受
•渴望從幫助別人獲得認同。

•耐心回答他們的問題，幫助找尋答案
•讓孩子學習如何自行解決人際問題
•鼓勵他們幫忙，從中學習生活技能

6-11歲 •學習自理
•學習管理情緒
•處理人際關係中的難題

•確立明確管教方式
•多作鼓勵及指導，協助孩子了解自己及
他人的想法與感受
•以身作則
•容許犯錯，鼓勵嘗試及經驗挫敗



如何能做到有效管教？



第一步

定立好的常規
• 設定每日作息時間(功課/溫習/遊戲)

• 功課/溫習期間設定小休時間
• 讓孩子知道每個常規背後的原因
• 於特別情況下給予彈性
• 讓孩子參與訂立常規
• 訂立違反常規的後果(非傷害性)

管教七步曲



家長要幫助自己冷靜及有多一點耐性

第二步

先處理自己，再處理孩子



第三步

了解孩子每個行為背後的原因



兒童的困擾

學業要求高壓力、焦慮、枯燥

十八般武藝疲倦、少見父母、少在家

循規蹈矩精力無處發洩、創意被扼殺

朋輩/兄妹間的關係和比較自卑、被忽略、

不公平、孤單、壓力

父母的要求高壓力、挫敗感、焦慮



第四步

接納及表達孩子的情緒(同理心)

「你好嬲，因為串極都唔識，
啲字都幾難串……」



第五步

給小孩子空間(發泄情緒)



第六步

「知道你有玩既權
利，但係亦都有責
任要承擔，而你既
責任就係要好好學
習，對嗎？」

施以適當的限制



第七步

提供其他可行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先休息15
分鐘再做功課，或者先
完成功課後再休息45分
鐘。」



給予家庭溫暖



給予適當指導

•親身示範

•將任務拆細

•及時讚賞、認同

•表達樂觀

•刻意忽視輕微的不當行為

•了解行為背後的需要



結語：愛與管教平行定律

惡劣關係 + 管教叛逆

親密關係 + 管教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