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一般都希望孩子能听从家长指令，但不少孩子却出现不合作或捣蛋的

行为，令家长感到苦恼。这单张旨在帮助家长明白引致孩子行为问题背后的

原因，进行分析，及早针对性处理，令问题不致恶化。 

 

孩子的行为问题会怎样影响自己和家人？ 

孩子的行为问题可发生于不同的情境，例如在家中或学校表现不合作、未能

控制自己的行为、情绪等。有行为问题的孩子常常对具权威的人表现得不合

作或做出对抗行为。其中有些会主动和有意地侵犯他人的权利，以及出现具

攻击性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或会干扰课堂活动，影响课室秩序。譬如，他们

可能在教室里大喊大叫，并且在语言上或身体上攻击其他同学；他们可能会

忽略指示、拒绝遵守规则，或以愤怒、有恶意和报复的方式行事，让家长或

老师不容易以处罚而令他们就范。此外，这些孩子在学校里的经历可能不愉

快，而家长和孩子的相处亦会变得绷紧，影响家长和孩子的关系。 

 

甚么导致孩子的行为问题？ 

孩子的行为问题并没有单一成因，而是生理、环境、身体和心理多种原因相

互影响。而在众多成因之中，家长的管教方式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如何处理孩子的行为问题？ 



 

 

家长的情绪和脾性、与孩子的关系和其

他家庭因素会影响自己的管教方式。家

长的婚姻问题、管教上的差异、对孩子

身体或精神方面的虐待或忽视等，都会

对孩子的行为有明显的影响。另外，孩

子若在婴儿时期与母亲分离、与家长分

开生活，以及被照顾不足，也会增加出

现行为问题的风险。 

 

然而，孩子的行为问题也会从经验中学习得来。例如，孩子因为被母亲责罚

而发脾气时，父亲用雪糕来安抚孩子、使孩子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孩

子便会学习到原来发脾气就能获得自己喜欢的东西(雪糕)和父亲的关注。此

外，家长不同的管教方式和标准不但让孩子难以跟从，也能衍生行为问题。

譬如，当孩子因不想吃饭而发脾气，家长便拿走他/她的饭菜，试图以孩子

的饥饿感作为「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孩子实际是达到了「不用吃饭」

的目的。这不但不是对孩子的「惩罚」，更满足了孩子当初的期望。以上的

例子正正反映孩子得到的「后果」会影响他/她会否持续不恰当的行为。 

 

 

 

 

家长的管教方式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去处理孩子的行为问题。 

孩子的行为问题也会从经验中学习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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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可以做什么？ 

由于孩子的行为是基于多种不同的原因，而有些行为是透过日常生活

经验中学习得到，所以要有效地处理这些行为问题，家长首先需要了

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从而作出分析，然后针对性地处理孩子的行

为问题。家长可以考虑使用以下的方法： 

 

1) 了解行为背后的动机： 

 

 

 

 

 

2) 观察行为的前因及后果： 

(i) 行为问题的前因是什么？ 

o 对谁做？和谁一起做？在哪里发生？什么时候发生？ 

o 这些行为问题总是和某些人一起时才发生？总是在某些情况下

发生？在一些活动之前/之后？这些问题行为是否发生在什么特

定时间或地点？ 

- 例如：孩子每次要离开公园时或感到无聊时，便会大喊大叫？ 

每当孩子和公公婆婆外出时，会为了想买玩具而发脾气？ 

当孩子得不到他/她想要的东西时？当孩子睡眠不足时？ 

行为的动机 

争取喜欢的东西 回避不喜欢的东西 

例如：赞美、别人正面的注意、 

奖励、有趣或喜欢的活动 

例如：责备、忽视、惩罚、讨厌

或不喜欢的活动 



 

 

(ii) 了解孩子行为问题出现后所得到的后果 

o 孩子发脾气或有行为问题后，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吗？ 

o 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o 周遭的人对那些行为有什么反应？ 

o 家长需要意识到孩子得到的后果会影响他们之后的行为。如果

他们可以透过行为问题而满足到需要，那么他们日后很有可能

会再次使用这个方法。 

o 一些反面教材： 

- 孩子发脾气后，家长为了令他/她尽快平伏下来于是给予雪糕

去安抚孩子。然后，孩子学会了这样做就可以获取雪糕。 

- 姐姐在安静、专注地做功课，但没有得到任何的关注或赞美；

而弟弟的不专心却得到妈妈的关注和陪伴。于是，姐姐学会了

不专心做功课便可以得到妈妈的关注和陪伴。 

 

有时侯，当了解到孩子的行为模式，有目标地改变行为问题的前因及后

果，便可减少行为问题而同时增加孩子的好行为。 



 

 

3) 处理行为： 

改变前因： 

留意诱发环境，在某些场合或进行某些活动时，可能特别容易出现某个行为。

家长可以预先准备，预防行为问题的出现。 

(i) 制定规则并给予明确的指示 

o 在给予指令之前要先确定孩子在专心聆听； 

o 规则/指令要简洁、清晰明确，例如：「在图书馆内要细声说话」； 

o 用字正面； 

o 给予指令时用句子代替问题，例如以「慢慢行」代替「你可唔可以唔

好跑？」； 

o 每次贯彻地只给予一个指令，好让孩子容易跟从； 

o 以坚定而平静的语气而不是开玩笑的口吻发出指令； 

o 让孩子明白在不同情况/环境下会有不同的要求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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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一些反面教材： 

- 「你可唔可以乖啲？」 

首先，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指令。因为家长问问题时提供了选择给

孩子，他们可以直接回答「不可以」。其次，在此问题中孩子不能

清楚知道家长的期望和要求。怎样才算「乖」？「乖」代表要做什

么？所以家长应该要清晰明确告诉孩子做什么，例如：「请你安静

坐低」。 

(ii) 用视觉提示提醒孩子 

o 家长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视觉提示来提醒孩子家长期望他们做的行为。 

- 例如在餐桌上用便条纸去提醒他们要安坐直到完成用餐； 

- 和孩子一起画出一些视觉提示的图画，增加他们的动机去跟从； 

- 用孩子喜爱的卡通人物（如适合）作为榜样给他们学习跟从； 

- 打印一些图片（期望他们做的行为）并贴出来让他们模仿学习。 

(iii) 留意孩子的需要及环境因素 

o 家长要留意孩子会否在感到疲倦或肚饿时，行为问题出现的次数特

别多。家长宜为孩子订立作息时间表，让孩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减

少因未能满足生理需要而出现的行为问题。 

o 有些环境因素会让孩子难以专心地跟随家长的指示。例如：太

嘈杂的环境（电视机的声音）会令孩子分心，难以专心吃饭或做

功课。家长需留意环境的安排，减低周遭事物对孩子的滋扰。 

 



 

 

改变后果： 

当孩子出现好行为时，透过鼓励性的响应或后果，例如赞美或奖励，会增加

好行为出现的机会。相反，当行为问题出现时，透过否定性的响应或后果，

例如责备或忽视，会减低行为问题出现的机会。 

 

家长可以考虑使用以下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去明白不同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i) 赞赏、奖励好行为 

o 孩子行为表现良好时立即给予赞美 

- 给予实时及明确的赞美，清楚描述孩子的好行为。例如：「你自动

自觉执拾好自己的玩具，好乖啊！」；切忌空泛地说：「叻喇！」 

- 向孩子解释家长提及的欣赏，好让他们能够明确地了解家长对他

们的期望。 

- 不要旧事重提，例如说：「平时系咁就好啦」，这会大大减低赞美

的效用亦让孩子感到沮丧。 

o 家长也可以为孩子建立奖励计划让他们持续有良好行为。家长可以

由简单、具体和较容易实现的目标开始，了解孩子的喜恶、用孩子

喜欢的奖励去建立好习惯。这些奖励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可以是给

孩子一个拥抱、一段有质素的相处时间、一些他们最喜欢的小吃、

一些选择的权利或一个积分系统，用累积小的奖励去换得更大的奖

励等等。 



 

 

(ii) 给予合理的后果 

o 当孩子做出不适当的行为时，家长可按当时的情况，让孩子承担那个

行为带来的后果或责任。 

- 例如当孩子因玩弄手中的橙汁而倒泻了，家长不单不会再给予另

一杯橙汁，并请他帮忙清洁，好让孩子承担倒泻橙汁的后果（没

有橙汁喝、帮忙清洁）。 

(iii) 刻意忽视 

o 家长可以故意忽视某些轻微、引人注意的行为，例如：扮鬼脸、埋

怨、发出一些轻微的声音。但不包括攻击性或伤害性的行为。 

- 例如孩子扮鬼脸去引起家长的注意，家长应该不给予孩子任何响

应、包括面部表情和眼神接触。当然孩子可能会做更多鬼脸去试

探家长的底线，但最终他/她将学习到这种行为不会获得你们的注

意。 

 

教导孩子新的技能： 

研究显示有些行为问题是源于儿童本身能力上的不足，例如较弱的解难能

力、社交能力和组织技巧等，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表现。如果家长发现孩子

有能力上的限制，应先调整自己对孩子的要求及期望，并且把握机会教导孩

子新的技能。 

 

 



 

 

其他管教小秘方： 

 家长尝试任何管教方式之前，先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 

 家长应与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多与孩子沟通、表达关爱。 

 家长应按着孩子的能力来调整对孩子的要求或期望，切忌将目标设定过

高。而且理应循序渐进，先从简单的事情入手来处理孩子的行为问题。 

 家长的管教方式需一致，让孩子更容易去跟从期望及发挥更好的表现。 

 

如果孩子的行为问题变得更严重且难以处理，该怎么办？ 

家长请寻求专业协助。坊间一些非政府机构会不定期举办具科研实证及有

效的管教训练小组，帮助家长有系统地学习及运用管教技巧。同时，医院管

理局辖下的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务亦为有行为问题的儿童提供进一步

的评估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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