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與規範不衝突～兒童的行為管理 
（一） 行為塑造之基本原則 

(1) 出現某行為→得到好的結果(正增強物)→增加某行為出現的機率。 

例如：寫完功課，就可以玩玩具。正增強物為：玩玩具。正增強是效果 

      最好的方式。  

(2) 移除厭惡的刺激→期望的行為便會增加。該厭惡刺激便是負增強。 

例如：孩子不喜歡的同學不在身邊，表現比較就好，可以暫時先換座位； 

   負增強物為不喜歡的同學。孩子不把功課寫完就不能加入其他小 

   朋友的遊戲，於是孩子就趕緊把功課寫完；負增強物為不能加入 

   遊戲。 

(3) 處罰時要注意的地方: 
A. 在處罰前要說清楚原因。 

B. 處罰的方式務必是可以達到效果與目的才實行。 

例如：處罰他不能看電視，只能待在房間，而這房間內務必收拾乾 

   淨，沒有東西可以玩，讓他覺得待在房間內是無聊。 

C. 避免嚴厲體罰，以免造成成人時期罹患精神疾病。確定實施多種正增

強策略皆無效或不足才可使用。可以罰站、扣行為治療點數、取消一

些權利或罰做家事來處罰，罰站時間依照年紀，五歲就罰五分鐘。 

（二） 衝動的處理策略 
(1) 安排契合兒童能力的活動： 

 →不要讓孩子做超過自己能力的事情，容易引發衝動的行為。 
(2) 避免會引發兒童不當行為的狀況： 

 →明知道孩子容易在何種情境下出現問題，就應儘量避免。 
(3) 使用清楚、明確、易瞭解的紀律規則，並確認孩子都能瞭解。 
(4) 幫助孩子建立有規律的生活作息： 

 →規律的生活作息會讓孩子清楚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減少衝 

  動行為的發生。 
(5) 提醒孩子：停 → 想 → 做 

 →在做衝動的行為時，要先停下來想想，再決定要做什麼？ 
(6) 和孩子一起討論訂定行為的準則與獎賞標準。 
(7) 孩子唐突的行為若不影響其他孩子的學習，可以忽略；若行為已干擾活動
的進行，則必須中斷孩子的唐突行為。 

（三） 行為管理技巧 
(1) 給指令 

A. 一次只給一個指令，指令宜簡短、清楚、明確、步驟化。 
B. 確定孩子是否已經留意到你的指令，必要時，請孩子重複你的指令。 
C. 下指令時，不要夾雜自己的情緒或是翻舊帳，這樣會讓孩子 

  很混淆。 

(2) 設定規則的技巧： 
A. 一次只處理少數幾個問題行為。 
B. 規則宜簡潔、清楚、明確、易理解。 
C. 確定孩子瞭解違規的後果。 
D. 宜即時有效、持之以恆的執行所設定的規則。 
" 如果孩子馬上變很乖，要清楚地告訴他只有一次機會，待會再 

犯就算馬上變很乖也沒用，父母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原則。 

E. 必要時，提醒孩子把規則張貼在明顯的地方。 
 



(3) 預防措施：擔心孩子再犯或忘記時應該怎麼辦？ 
A. 讓孩子瞭解你的期待 " 要說出來讓他知道 

B. 預期可能出現的不當行為 " 例如:知道他會受某個地方吸引，就不要

在那逗留。 
C. 教孩子表現好行所需的技巧 " 不要只教他什麼不能做 
D. 必要時，控制環境以減少不當行為 " 例如:知道長輩在時,孩子會找他

們當靠山,就不要在長輩面前教孩子。 
(4) 暫時隔離法： 

A. 及早辨識孩子是否過度亢奮，並提醒他幾次。 
B. 如果無法冷靜下來就時暫時隔離，讓孩子冷靜下來。 

(5) 過度糾正： 
A. 讓孩子回到發生不當行為現場。 
B. 反覆練習，確定孩子已經學會適當的行為，甚至感到不耐煩。 

(6) 區辨給孩子的注意力：  
A. 任何成人的注意力對孩子而言都是很強的增強物,孩子有可能因為要
得到大人的注意而出現好或不好的行為。 

B. 只注意那些具破壞性及可能帶來不良後果的不當行為,忽略持續吸引
你的注意力的無害行為。 

C. 多注意好行為，可以增強孩子繼續保持。 
(7) 特別相處的時光： 

A. 在適當環境下與孩子相處的時光。（約會不是約談） 
B. 在這特別的時間，不管教孩子，而是讓孩子自在成為他自己。 
C. 孩子可以自由選擇他喜愛的活動。 
D. 大人需先確認環境的安全與不受打擾。 

(8) 代幣制： 
A. 和孩子計畫代幣制度的確實步驟。 
B. 確認孩子瞭解： 

a. 代幣是什麼？貼紙、印章 
b. 哪些是好行為？ 
c. 什麼時候可以換取這代幣？ 
"多久結算一次？兌換的時間不能太長，不然會失去效益。  

C. 先從少數的目標行為開始。 
D. 確認在這計畫裡孩子有能力換取到代幣。 
E. 獎勵需要很多種類，以免久了後孩子疲乏。社會性增強，如父母老師
的稱讚也很重要。且引導孩子自我增強，如：功課寫完了你自己也覺

得自己很棒吧! 
F. 一開始每次有好行為都有增強，好習慣建立數個月後，改成間歇性增
強：如 1-4-2-5-3表示自上次增強後，接著出現 4次好行為才會被增強，
然後連續出現 2次好行為又增強，然後 5次才會被增強，然後 3次才
會被增強。間歇性增強可以讓好行為比較不會被消除。 

(9) 家人一致的管教態度很重要，有穩定的夫妻關係，孩子才有好行為。可由
醫師轉介尋求醫院社工師的協助來增進夫妻的溝通與協同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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