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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腦部 

上層「理性運作區」 

 

- 負責思考、想像、計劃等行為 

下層「激烈情緒反應區」 

 

- 引發忿怒及恐懼的情緒反應 



我們的腦部(續) 

• 下層「激烈情緒
反應區」強烈的
反應會阻礙上層
「理性運作區」
的運作 



 
因此，從腦神經發展的角度來看，管教的
重點是： 

 
- 避免下層「激烈情緒反應區 」出現憤怒
或恐懼情緒反應。 

 
- 促進孩子發展上層「理性運作區 」，讓孩子能
多透過思考、想像、計劃等認知能力解決問題。 

 

 
 



避免引發孩子激烈情緒 

不是怕孩子不開心 

 

 

是不想阻礙重要的教導工作 



孩子的一個很重要的心理發展需要 

自主 

• 我可以決定我要什麼，我不要什
麼。 

 

• 我可以決定我做什麼事情，不做
什麼事情。 

 

• 我可以決定我用什麼方法做事，
不用什麼方法做事。 

 

• 我可以決定…… 
 

 



孩子的一個很重要的心理發展需要 

自主 

• 「自主」的發展對
一個人來說很重要，
因這令一個人能按
自己的喜好、善長、
個性特質創造自己
的人生。 
 



孩子的一個很重要的心理發展需要 

自主 

• 當孩子察覺「自主」發
展的需要受到威脅(當父
母嚴厲的責備、命令、
恐嚇孩子)，孩子的下層
「激烈情緒反應區 」便
會作出反應，出現憤怒
情緒，驅使孩子捍衛
「自主」。 



孩子的一個很重要的心理發展需要 

自主 

• 管教的工作是，在
孩子發展「自主」
的同時，教導孩子
知識與技巧，讓孩
子在理性與能力下
實行自主。 
 



 
●若家庭關係充滿愛與尊重，孩子較易視父母
的管教為對他的關愛與培育。 

 
●若家庭關係充滿紛爭及吵鬧，孩子較易視父
母的管教為對他的操控，打壓他們「自主」
的發展。 

家庭關係與氣氛影響孩子對你管教的看法 

 



作為家長，我可以如何管
教孩子，不會令孩子感到
我要打壓他們的自主，避
免刺激他們下層「激烈情
緒反應區」？ 



1. 調節觀點，視孩子犯錯為「教導的黃金機會」 

 
● 家長不要視孩子犯錯是跟你過不去，這個
想法會引發怒氣，出現責罵、命令、甚至
威脅的行為，這些行為將被孩子視為打壓
「自主」的行為，會引發孩子的憤怒的情
緒反應。 
 



1. 調節觀點，視孩子犯錯為「教導的黃金機會」(續) 

 

● 孩子犯錯只因孩子沒有足夠認知能力 

(上層「理性運作區」發展不足) 解決
內在世界或外在世界的難題，家長要
視這為黃金機會，教導孩子他們所需
要的知識或技巧。 
 



1.調節觀點，視孩子犯錯為「教導的黃金機會」(續) 

● 家長可嘗試想像，孩子犯錯是向你求助，請你教
導他們所需要的知識或技巧。 
 



回應與分享 



2. 用「可以」來表達「不可以」 

  

 

● 對很多孩子，尤其是那些活潑好動的
孩子來說，只要聽到一個「不」字，
他們就會大吵鬧。小孩子與大人一樣，
都想掌控自己的生活。這個「不」字
剝奪了孩子的「自主」，刺激孩子下
層「激烈情緒反應區」。 
 



2. 用「可以」來表達「不可以」(續) 

  

● 例子一：要出門了，孩子要求繼續拼玩積目 (圖1) 



2. 用「可以」來表達「不可以」(續) 
  

● 例子一：要出問了，孩子要求繼續拼玩積目 (圖2)。 



 

 

 

停一停，想一想： 

 
1.為什麼孩子這樣做？ 
2.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3.我可以如何教導孩子這個？ 
 

 
 



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 我想教導孩子做事情的優先次序。 



2. 用「可以」來表達「不可以」(續) 
  

● 例子一：要出門了，孩子要求繼續拼玩積目 (圖3)。 



2. 用「可以」來表達「不可以」(續) 
  

● 例子二：是時間睡覺了，孩子要求繼續聽故事 (圖1) 



 
 

 

停一停，想一想： 

 
1.為什麼孩子這樣做？ 
2.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3.我可以如何教導孩子這個？ 
 
 

 



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 我想教導孩子作息定時。 



2. 用「可以」來表達「不可以」(續) 
 

● 例子二：是時間睡覺了，孩子要求繼續聽故事 (圖2) 



回應與分享 



3. 用解釋來表達「不可以」 
 

 
● 家長在必要表達「不可以」時，要加上解
釋，讓孩子知道家長阻止他/她的行為有其
重要原因。 

 



3. 用解釋來表達「不可以」(續) 
  

● 例子：孩子一出門，便跑上馬路去。(圖1) 



 

 
 

停一停，想一想： 

 
1.為什麼孩子這樣做？ 
2.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3.我可以如何教導孩子這個？ 
 
 

 



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 我想教導他馬路是很危險的，不要
走上去。 



3. 用解釋來表達「不可以」(續) 
 

● 例子：孩子一出門，便跑上馬路去。(圖2) 

 



回應與分享 



4. 提供選擇，讓孩子自己作決定 
  

- 若家長給孩子一些選擇，孩子會認為自己
的想法得到重視，會更容易配合你的安排。 

 
- 不過，家長所提供的選擇不要太多，兩三
個就可以了，否則孩子不知所措。 



4. 提供選擇，讓孩子自己作決定 (續) 
 

- 例子：時間快到了，一家要出門。(圖1) 



 

 

 

停一停，想一想： 

 
1.為什麼孩子這樣做？ 
2.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3.我可以如何教導孩子這個？ 
 
 

 



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 我想教導孩子安排時間在出門前做
好預備。 



4. 提供選擇，讓孩子自己作決定 (續) 
 

- 例子：時間快到了，一家要出門。(圖2) 

 



回應與分享 



 

-向孩子提問，鼓勵孩子自己思考這個問題，結
局就好多了。 

 
-孩子較容易接受不能做的事情。 

 
-並且，只要孩子回答正確，家長還有機會讚賞
孩子。 

5. 用問句來表達「不可以」 



 
- 例子：孩子在電視時間以外要求看電視。 (圖1) 

5. 用問句來表達「不可以」(續) 



 
 

 

停一停，想一想： 

 
1.什麼孩子這樣做？ 
2.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3.我可以如何教導孩子這個？ 
 

 

 



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 我想教導孩子遵守「電視時間」的
規定。 



 
- 例子：孩子在電視時間以外要求看電視。 (圖2&3) 

 

5. 用問句來表達「不可以」(續) 



回應與分享 



 

- 想讓孩子做正確的事情，家長應該做出示範。 

 
- 因為沒有直接的命令，孩子不會感到「自主」
被打壓。 
 

 

6. 給孩子做個榜樣 



例子：天氣寒冷時外出 (圖1) 

 

6. 給孩子做個榜樣 (續) 



 
 

 

停一停，想一想： 

 
1.為什麼孩子這樣做？ 
2.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3.我可以如何教導孩子這個？ 
 

 

 



我現在想教導孩子什麼？ 

 

- 我想教導孩子寒冷天氣外出要多穿
衣服。 



例子：天氣寒冷時外出 (圖2) 

 

6. 給孩子做個榜樣 (續) 



回應與分享 



做父母真的不容易，要改變習慣，
學習有效的方法，需要耐心、精
神與努力，不斷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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