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緒行為困擾孩子
於融合班級之相關處遇

分享人：桃園市國小特教資源中心  蘇吉禾

113年3月1日

桃園市112學年度第二學期
學前特教巡迴輔導教師輔導實務研習



• 現職：桃園市國小特教資源中心研究教師/心理師

桃園市建德國小專任輔導教師（2013~）

• 學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班（進修中）

• 經歷

➢南投縣私立普台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台南市上善心理治療所諮商心理師

➢台南市30多所國中小巡迴心理師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專任研究助理

➢衛福部彰化醫院兒童心智科實習心理師

• 證照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證書（諮心字第001329號）

➢教育部國民小學教師證書加註輔導專長

自我
介紹



下載網址：
https://north.special.tyc.edu.
tw/web.php?html=news_det
ails&Fid=20105&nid=14247

旨在為特教老師們提供
全面且實用的資源，包
括國內外最新研究報告、 
邀請專家學者撰寫專文、 
以及現場教師分享實務
有效的介入策略。

或是Google搜尋

「桃園市特教電子刊」

https://north.special.tyc.edu.tw/web.php?html=news_details&Fid=20105&nid=14247
https://north.special.tyc.edu.tw/web.php?html=news_details&Fid=20105&nid=14247
https://north.special.tyc.edu.tw/web.php?html=news_details&Fid=20105&nid=14247




歡迎透過意見信箱，提供您寶貴的建議，讓

我們電子刊的內容能更符合特教現場需求喔！

桃園市特殊教育教師電子刊意見信箱 Research & Insights, 
Special Education in Taoyuan (google.com)

網址：https://forms.gle/dhkbPBasM2Zs11uKA

若您的Email有更新，也可填寫此表單讓我們知道，

以確保之後電子刊能正確寄到您的信箱，謝謝！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wpjkbOzIuZaDsT8QKNLBlzioL3OrVkW9OyU2q1vdFMUAc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wpjkbOzIuZaDsT8QKNLBlzioL3OrVkW9OyU2q1vdFMUAcg/viewform
https://forms.gle/dhkbPBasM2Zs11uKA


資料來源：

國民小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第二版）

主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麗斐教授

從三級預防

到初級預防



資料來源：

國民小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第二版）

主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麗斐教授

重視系統合作



資料來源：

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實務參考手冊（上冊）

編著者：台北市立大學  蔡昆瀛教授

重視系統合作



1.生理心理社會模式

2.幼兒行為觀察與紀錄

3.情緒行為介入策略與諮詢

4.幼兒SEL 與教師自我照顧

本
次
講
綱



少子化
就讀幼兒園的人數逐年下降？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題式互動統計圖表（學前教育概況）https://stats.moe.gov.tw/statedu/chart.aspx?pvalue=52

111學年
全國就讀幼兒園人數
約57萬3千人（年減1.6％）

https://stats.moe.gov.tw/statedu/chart.aspx?pvalue=52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題式互動統計圖表（學前教育概況）https://stats.moe.gov.tw/statedu/chart.aspx?pvalue=52

台北市 新北市

就讀幼兒園的人數

https://stats.moe.gov.tw/statedu/chart.aspx?pvalue=52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題式互動統計圖表（學前教育概況）https://stats.moe.gov.tw/statedu/chart.aspx?pvalue=52

高雄市 台南市

就讀幼兒園的人數

https://stats.moe.gov.tw/statedu/chart.aspx?pvalue=52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題式互動統計圖表（學前教育概況）https://stats.moe.gov.tw/statedu/chart.aspx?pvalue=52

台中市 桃園市

就讀幼兒園的人數

https://stats.moe.gov.tw/statedu/chart.aspx?pvalue=52


資料來源：教育部107-111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

桃園市學前特幼人數逐年增加



學前階段身障學生安置概況

巡迴輔導約占81.63％

資料來源：教育部111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



外顯問題、內隱問題

衝動、打人

在學校都不說話

動不動就大哭，
哭很久難以安撫

偷竊說謊

家暴、喪親

自傷割手

憂鬱退縮

過動坐不住、
隨意離座



處遇前，先評估
「生理心理社會模式」之全人照護觀點



1977年，喬治·恩格爾醫師（George 

Engel）首次提出了生理心理社會模型
（Bio-psycho-social Model）的概念。

心理

社會

生理

生理心理社會模式
（Bio-psycho-social Model）



生理
基因
遺傳
體質
腦神經

心理
認知
情緒
行為

社會
家庭
學校
社區
文化

先天
氣質



每個孩子，都有其與生俱來「氣質」（Temperament），也就
是其對內在或外在刺激的反應模式。氣質，也可稱做是孩子的性
格特質，從嬰兒出生不久即可發現這些特質。

天生「氣質」難自棄？



圖片來源：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8030-/

美國學者Alexander Thomas 
及Stella Chess 將氣質分為九類。

嬰幼兒
九大氣質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8030-/


嬰幼兒
九大氣質



嬰幼兒
九大氣質

參考整理自：
周佩琳（2017年10月26日）。認識你的孩子-兒童氣質及因材施教。取自 https://www.smh.org.tw/psy2/pdf/doc023.pdf

湯梓辰（2020年5月20日）。了解孩子的九大氣質？讓你更能理解孩子！取自https://life.tw/?app=view&no=1079757

https://www.smh.org.tw/psy2/pdf/doc023.pdf
https://life.tw/?app=view&no=1079757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babysparksco/photos/a.246964258792178/1918237258331528/?type=3

易養型

慢吞型困難型

複合型

回想一下
你們家小孩是屬於哪一型？

氣質類型

https://www.facebook.com/babysparksco/photos/a.246964258792178/1918237258331528/?type=3


• 孩子的氣質無所謂好壞，重點在於其氣質與其處環境

是否能適配。

• 家長應了解自己孩子的氣質，接受孩子原本的樣子，

也覺察父母自己的氣質是否影響到對孩子的期待，並

適度調整自己對孩子的期待。

「氣質」無好壞，重點在於適配性



心理評量
是什麼？

是一種假設-驗證的推論過程

使用各種資料進行分析

重視各種資料間的交叉檢核



心理評量
資料怎麼來？

交叉比對檢核→釐清疑惑

訪談

觀察
測驗



行為觀察



• 學生行為觀察是指對學生行為能做詳細、精確、

客觀、有目的、有系統的觀看並紀錄。

• 依據學生的生理動作、社會情緒、語言或認知等

發展的知識評估學生行為涵義，以瞭解學生的發

展現況、能力、優弱勢、需求、興趣，以協助學

生的身心發展（鄭麗月，2019）。

行為觀察



行為可以在許多向度上加以測量
（Alberto & Troutman, 2013）

跟時間有關

跟物理有關

行為觀察



1.頻率（某特定時間內行為發生的次數）

例：小禾在40分鐘離座10次。

2.比率（每單位時間行為發生的次數）

例：小禾平均每分鐘離座2.5次。

3.持續時間（行為發生的時間長度）

例：小禾離座15分鐘。

4.延宕時間（刺激或指令出現後，到個體實際做出
行為之間所需的時間）

例：老師說把彩色筆放回置物櫃，小禾過了3分鐘
才開始。

行為觀察

跟時間有關



5.型態（行為的樣貌、看起來的樣子）

例：打人、踢人、撞頭。

6.力度（行為的強度）

例：大聲尖叫，聲音大到三間教室遠都聽到。

7.場地（行為發生的地點）

例：小禾在校門口尖叫。

行為觀察

跟物理有關



行為紀錄

• ABC紀錄（軼事紀錄）

• 次數紀錄

• 持續時間紀錄

• 反應延宕紀錄

• 時間取樣紀錄



ABC紀錄
軼事紀錄



桃園市
入班觀察表



1. 先看完個案資料，聯繫園所，決定要看哪些課。

2. 協調入班時間，事先跟班導師打招呼。

3. 當天提早到教室準備，確認相關事宜。

4. 確認個案位置，調整最佳觀察角度。

入班觀察前



1. 紀錄個案標的行為出現次數，也可補充質性描述。

2. 可每1分鐘為一個時距，時距內有出現則記1次。

3. 可觀察紀錄個案座位環境、師生互動、同儕互動情形。

4. 行為對課堂的干擾或對自身學習的影響。

5. 結束後向班導師致謝，瞭解今日行為跟平常表現是否相似？

入班觀察紀錄

參考來源：張維真主任研習講義：鑑定過程質性資料的蒐集（112/11/11）。





親師訪談



訪談前

1. 詳讀個案資料，擬定訪談方向。

2. 根據測驗資料，找出疑惑及想澄清的問題。

3. 確認訪談對象（最瞭解孩子成長狀況的人）

行政 幼教老師 教保員

父母 主要照顧者 其他熟悉個案者



訪談前

4. 確認訪談形式：電話訪談或實體訪談？

5. 預約時間地點，說明訪談目的，可事先給訪談者看過訪談

大綱。

6. 實體訪談：場地準備，座位安排、茶水、衛生紙。

7. 訪談姿態：參考SOLER原則。



訪談姿態
SOLER原則

Squarely（對角）：兩人呈現直角90度相視而坐，減少對座面對面的壓迫感。

Open（開放）：保持開放的姿態，避免雙手抱胸，或是不必要的小動作（如轉筆）。

Lean（前傾）：上半身些微向對方前傾，展現有興趣聆聽的感覺。

Eye contact（眼神接觸）：保持適當的眼神接觸，讓對方感受到關注與尊重。

Relax（放鬆）：臉部表情與肢體行為呈現自然放鬆的狀態。



訪談過程

Why、Which 封閉式問句How、What 開放式問句

無結構性會談
非指導性會談
探索性會談

結構性會談
指導性會談
診斷性會談



訪談過程
準備階段

• 寒暄問候

• 自我介紹

• 場面構成

開放探索
• 關心同理

• 引導催化

引導聚焦

結束階段

• 統整訊息

• 感謝致意

• 安心建議

• 聚焦問題

• 蒐集資料

• 澄清疑惑



訪談過程
1. 重視訪談氣氛、寒暄與感謝。

2. 用個案名字00來稱呼「00媽媽、00爸爸」，不要用貴子女、陳先生…

等顯得嚴肅的語詞。

3. 重申訪談目的，向家長說明保密原則，以及資料如何應用在評量過程。

4. 確認是否需中場休息？

5. 對於親師所陳述的內容表示真誠的興趣。

6. 若親師有不清楚的地方，鼓勵提問。



訪談過程
7. 針對敏感問題（如家暴、性侵），可先打預防針：「我們這訪

談表上面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問題，不代表您的孩子有這方面的

狀況，我們只是想確認過去是否有這些特殊狀況……」

8. 晤談後表達感謝：「很感謝老師/媽媽前來，提供這麼多重要的

訊息，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瞭解OO的狀況……」

9. 適用運用諮商技巧、展現同理支持與鼓勵。



訪談過程
諮商技巧與同理心



訪談過程

•避免使用「應該」、「必須」等對錯評價的回應。例如：「媽媽，

像這種時候你不應該順著孩子……必須讓他知道……」。

•可多傾聽同理、情緒支持與鼓勵。

諮商技巧與同理心

同理心
1. 從他人的立場與觀點來感受他的經驗。
2. 瞭解他人發生的事。
3. 瞭解事情帶給此人的感受（語言、非語言訊息）。
4. 適時表達描述其感受。



訪談過程

同理心
• 句型：「簡述語意＋情感反映」。

案母：「有時候我們也沒惹他，就不知道他在生氣什麼，問了他也不講。」
同理心回應：「聽起來小明沒來由地發脾氣，讓妳感到很困擾，是嗎？」

「我猜這會讓妳覺得……」、「是不是這讓妳有……的感覺？」

練習
媽媽：「老師，我已經試過各種方法都沒什麼用了啦！」
同理心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諮商技巧與同理心



訪談問什麼



心智狀態檢查
（Mental Status Exam）

心智狀

態檢查

外觀

身體 情緒

心情

感覺

知覺

認知

功能

健康

發展
行為

人際

關係

自我

概念

因應

策略



心智狀態檢查
（Mental Status Exam）

資料整理自：梁培勇、張如穎、薛惠琪、李筱蓉、陳韻如、吳文娟、鄭欣宜、許美雲、劉美蓉（ 2015）。 

兒童偏差行為（第三版）。心理出版社。



一、健康方面

二、早療史、教育

三、行為問題

四、學習方面

五、家庭關係

六、同儕關係

七、興趣優點

訪談面面觀



• 手足資料：兄弟姊妹、個案出生序？

• 生產史：生產過程是否順利？足月、早產？

• 身體感官：先天生理疾病？其他醫學狀況？任何可能會影響孩子行為問題的疾病或生理

狀況（包括: 氣喘、過敏、癲癇、和生理期的問題…）、如何看待生理疾病？

• 先天氣質：參考嬰幼兒九大氣質。

• 就醫用藥史：何時開始就醫？就醫原因？就醫持續時間？是否用藥？藥品名稱與劑量？

服藥時間？藥物成效？用藥前後的反應？用藥的副作用？若中斷就醫為何中斷？是否有

接受其他治療？時間？成效？

• 家族病史：家中是否有其他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為何？

• 睡眠狀況及飲食狀況：生活作息是否規律？

一、健康方面



• 早療史：是否有接受早期療育？何時開始？接受何種項目？持續

時間？ 頻率？ 效果如何？

• 特教服務：接受特教服務？開始時間與持續時間？當時接受特教

服務的方式及成效如何？ 

• 就學史：是否轉學？轉學原因？同儕關係？師生關係？

二、早療史、教育



• 首次行為問題：第一次發現孩子跟一般孩子相較不同是約幾歲？

是哪些不一樣（語言、動作、互動…）？是誰發現？

• 釐清特殊事件：當時有沒有特殊情況發生？如：家庭衝突、離婚、

搬家、親人身亡、轉學、轉換班級或老師等？

• 學校老師看法：詢問各就學階段老師有反應相關的狀況嗎？

• 目前行為問題：目前主要困擾的行為問題是什麼？發生頻率？嚴

重性？影響程度？前因後果？如何處理？不同人處理的成效？

• 行為問題不發生：什麼時候不會發生？在哪裡不會發生？在誰面

前不會發生？

三、行為問題



資料來源：翁素珍（2023）。行為功能介入方案研習講義。



• 學習表現：孩子的學習表現如何？優弱勢領域？不同領域表現差不多或

是差異很大？

• 學習問題：孩子如何描述在學校的學習表現？對學習方面有什麼困擾？

四、學習方面



• 家人關係：孩子和哪個家人的關係最好？最不好？平常在家與家人、手足相處情形？

• 管教態度：誰是主要教養者？教養的態度和觀念如何？家人管教是否一致？在管教方

面曾經出現什麼衝突或困難？

• 典型的一天：孩子下課和週末活動有哪些？從早上到晚上詳細描述。

• 家庭的優勢：有哪些難忘美好的家庭經驗或回憶？有哪些資源協助你們度過困難？有

哪些人幫助過你們？或是你們會向誰求助？

五、家庭關係



• 孩子有沒有好朋友？通常如何與同儕相處？

• 孩子如何與同儕互動？會不會經常與同儕發生爭執、

常聽到他或他人告狀？

六、同儕關係



• 興趣遊戲種類：最喜歡的嗜好活動？最喜歡的運動？

• 社團、課外活動、社區活動？

• 三個優點：例如熱於助人、很有創意、觀察力強、不會記仇、

資訊能力佳、體力好、能自得其樂、誠實、善良……

七、興趣優點



引導孩子說出自己的優勢，建議先由開放式提問，若孩子表達不清楚，再到引導式提問，

引導式提問先選擇題，再是非題。

開放式提問

• 你覺得你會做什麼事 ?

• 你覺得你什麼東西很厲害 ?

• 哪些事情是你每天都能做的 ?

• 你喜歡做什麼事情 ?

• 你覺得你什麼事情很棒 ?

• 你覺得你很棒的地方在哪裡 ?

個案優勢（問孩子）

如何引導孩子說出自己的優勢？

參考資料：廖華芳、邱會雯（2022）。我的優勢卡特殊需求兒童家長手冊。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https://www.fcdd.org.tw/publication/6

https://www.fcdd.org.tw/publication/6


引導孩子說出自己的優勢，建議先由開放式提問，若孩子表達不清楚，再到引導式提問，

引導式提問先選擇題，再是非題。

引導式提問

• 你覺得你做 XXX（活動）或 XXX 或 XXX 比較厲害 ?

• 你覺得你比較喜歡 XXX（活動）或者 XXX？

• 你覺得你做 XXX 有沒有很厲害 ?

• 我（老師 / 媽媽）上次有看到你做 XXX，我覺得你 XXX 很厲害，你覺得呢 ? 你覺得哪

邊很厲害 ?還有其他的地方嗎 ?

個案優勢（問孩子）

如何引導孩子說出自己的優勢？

參考資料：廖華芳、邱會雯（2022）。我的優勢卡特殊需求兒童家長手冊。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https://www.fcdd.org.tw/publication/6

https://www.fcdd.org.tw/publication/6


詢問孩子可以增加他參與日常活動或學習的主要有利的環境因素 ( 人、事、物 )。建議先由

開放式提問，若孩子表達不清楚，再到引導式提問，引導式提問先選擇題，再是非題。

開放式提問

• 哪些人或東西可以幫忙你，讓你玩得很開心？

• 哪些人或東西可以幫忙你，讓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 你覺得別人怎麼樣幫忙你，可以讓你做的更好 ?

• 你覺得別人怎麼樣幫忙你，可以讓你做 XXX（活動）的更好 ?

• 你覺得如果 ###（遭遇問題）時，哪些人或做什麼事情可以幫忙你 ?

個案支持（問孩子）

如何引導孩子說出自己需要的支持？

參考資料：廖華芳、邱會雯（2022）。我的優勢卡特殊需求兒童家長手冊。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https://www.fcdd.org.tw/publication/6

https://www.fcdd.org.tw/publication/6


詢問孩子可以增加他參與日常活動或學習的主要有利的環境因素 ( 人、事、物 )。建議先由

開放式提問，若孩子表達不清楚，再到引導式提問，引導式提問先選擇題，再是非題。

引導式提問

• 你覺得如果 ###（遭遇問題）時，我可以做 XXX 或 XXX 幫忙你嗎 ?

• 你覺得如果 ###（遭遇問題）時，別人做 XXX，會不會有幫忙到你 ?

個案支持（問孩子）

如何引導孩子說出自己需要的支持？

參考資料：廖華芳、邱會雯（2022）。我的優勢卡特殊需求兒童家長手冊。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https://www.fcdd.org.tw/publication/6

https://www.fcdd.org.tw/publication/6


情緒行為
介入策略



作者：Brandi Simonsen, Diane Myers

譯者：洪儷瑜, 陳佩玉, 廖芳玫, 曾瑞蓉, 
謝佳真, 姚惠馨, 李忠諺, 蘇吉禾

出版日期：2022/09/22

全班性的正向行
為介入與支持：
預防性班級經營指引



• PBS尊重當事人的尊嚴、個體和自主。
• 從功能評量發展出廣泛的、多元的介入方案，

達到「預防性」、「教育性」的目的。
• 重視個案所處「環境生態」的正向支持，避免

行為問題的發生。

什麼是正向行為支持？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PBS）



行為問題處理觀念的重大改變

■ 1980年代“行為改變”漸漸被取代

■ 應用行為分析（ABA）

■ 正向行為支持（PBS）

1. 重視使用行為分析的方法了解行為問題的原因。

2. 不只改變個體本身行為，也要改變環境。

3. 重視預防、教育觀點，採多重、個別化處理。

4. 強調個體問題行為的發生，非個體本身的因素而已，應作整體考量，
並共同努力提供支持系統。

5. 強調操縱前事和安排有效的行為後果。

6. 強調訓練適當的行為來取代行為問題。



資料來源：
翁素珍（2023）。行為功能介入方案研習講義。

行為問題
的功能？



參考資料：
蔡淑妃、翁素珍（2022）。探究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受訓教師
之挑戰和迷思概念。特殊教育研究學刊，47(1)，1-28。
https://doi.org/10.6172/BSE.202203_47(1).0001

互競行為模式

https://doi.org/10.6172/BSE.202203_47(1).0001


互競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洪儷瑜、鳳華、何美慧、張蓓莉、翁素珍（主編）
（2018）。特殊教育學生的正向行為支持。新北市：心理。



資料來源：洪儷瑜、鳳華、何美慧、張蓓莉、
翁素珍（主編）（2018）。特殊教育學生的
正向行為支持。新北市：心理。



好用的
班經策略表

資料來源：洪儷瑜、鳳華、何美慧、張蓓莉、
翁素珍（主編）（2018）。特殊教育學生的
正向行為支持。新北市：心理。



正向行為支持之「初級預防」有哪些？

教室佈置

視覺提示

教導正向敘述

的期待行為

獎勵制度

增強系統

融入社會情緒

學習SEL



教室班規大家一起來～

上課時 小組合作 轉換教室 獨立工作

尊重

負責

安全



教室班規大家一起來～

上課時 小組合作 轉換教室 獨立工作

尊重
• 專心聽講
• 舉手發言

• 傾聽同學發言
• 使用正向語言

• 不影響其他班
• 遵守老師指令

• 做自己的工作
• 需要老師幫助

時舉手

負責
• 準備好學用品
• 學習遇到問題
時問老師

• 積極參與團體
討論

• 完成被分配的
工作

• 攜帶文具用品
• 準時交作業

• 盡力而為
• 設定工作目標

安全
• 坐在位置上
（六腳椅）

• 保管好自己的
物品

• 待在指定座位
• 按照指示使用
材料

• 慢慢走
• 保管好自己的

物品

• 坐在位置上
（六腳椅）

• 保管好自己的
物品



教室班規大家一起來～

參考來源：https://myboardmaker.com/Activity/18573639

https://myboardmaker.com/Activity/18573639


教室班規大家一起來～

參考來源：https://www.bemidji.k12.mn.us/lincoln/lincoln-resources/lincoln-pride-program/

https://www.bemidji.k12.mn.us/lincoln/lincoln-resources/lincoln-pride-program/


1. 讓ADHD兒童減低工作負擔，給頻繁但較短

時間的工作任務。

2. 設計能活動、誇張、有應答的教學活動。

3. 將兒童座位靠近老師教學區域。

4. 將兒童低興趣、高興趣作業參雜在一起。

5. 基於練習與教學立場多使用電腦。

給老師的參考策略（Barkley, 2004）



6. 使用直接教學法。

7. 鼓勵「大聲想」的思考方式。

8. 將寫有規則的卡片放在桌上（視覺提示）。

9. 開始工作前，要求兒童對他人朗誦規則。

10. 使用計時器。

給老師的參考策略（Barkley, 2004）



11. 增加獎勵的頻率。（10個花片法）

12. 使用代幣制度，最有效果。

13. 配合家庭獎勵方案（在校行為報告卡）。

14. 要求兒童使用自我引導。

15. 加強結果的立即性：做！不要多說廢話，對

於錯誤行為避免冗長說理。

給老師的參考策略（Barkley, 2004）



16. 視覺化、明確簡潔的規則指令。

17. 要求孩子大聲複誦指令。

18. 使用規則提示卡，例如「停、看、聽」。

19. 增強物必須經常更換，例如每個月換。

20. 好行為時鐘法：班上的ADHD學生在規定的

特定時間表現良好，全班就可以得到小獎勵。

給老師的參考策略（綜合其他學者）



資料來源：蔡昆瀛（2019）。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實務手冊（下）。

善用諮詢技巧



合作諮詢的要素 

• 夥伴關係

• 信任感

• 回饋反思

• 自我肯定

• 鼓勵賦能

• 希望感

• 專業知識

• 有效教學

專業 賦能

關係回饋



SEL與教師
自我照顧



為何要推廣
社會情緒學習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吳怡萱、呂俐葶、洪儷瑜（2023）回顧美國、香港及澳洲學校心理學在服務模式和培訓的
發展趨勢，發現每個國家在學校心理服務之共同性，都強調實證本位的重要性，以及在服
務模式上，已從以個案焦點的直接性服務逐漸走向強調第一線預防的全校性系統之改變。

吳怡萱、呂俐葶、洪儷瑜（2023）。從美澳香港等區之學
校心理學趨勢談我國學校心理學之服務應用、角色與發展。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31(3)，33-71。
https://doi.org/10.6151/cerq.202309_31(3).0002 

順應學校心理學發展趨勢

https://doi.org/10.6151/cerq.202309_31(3).0002


• 吳怡萱、呂俐葶、洪儷瑜（2023）表示學校主管機關應考慮提供適合學校或學區且具有
實證本位的資源讓學校利用，考量學校輔導工作在於促進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
展，例如社會情緒學習（SEL）。

• 許多國家如美國、新加坡、澳洲等亦強調 SEL 融入學校的重要性，甚至將 SEL 納入國家
的課程綱要中。

吳怡萱、呂俐葶、洪儷瑜（2023）。從美澳香港等區之學
校心理學趨勢談我國學校心理學之服務應用、角色與發展。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31(3)，33-71。
https://doi.org/10.6151/cerq.202309_31(3).0002 

順應學校心理學發展趨勢

https://doi.org/10.6151/cerq.202309_31(3).0002


• 身體覺察與情緒

• 小小船長正念呼吸

• 正念專注平衡力

• 情緒與壓力氣球

• 全班靜心瓶DIY

• 教師SEL共學社群

SEL課程分享



參考書目

孩子的簡單正念：60個靜心練習，
陪孩子專注應對高壓世界

培養6種能力，給孩子最珍貴的禮物
• 靜心力——覺察當下，是靜心的開始
• 洞察力——不糾結小事，放眼大局
• 審視力——審視情緒，精準控制
• 聚焦力——專注當下過程，不憂慮結果
• 關懷力——表達真實情感，同理他人
• 連結力——將善意付諸行動，與人連結



SEL課程分享：教師SEL共學社群



SEL課程分享：教師SEL共學社群

討論如何增進全班的歸屬感和價值感？

• 教師主動創造機會讓孩子為全班貢獻！

• 糾正錯誤前，先情感連結

• 全班圍圈（相互尊重、練習快速安靜安全）

• 練習致謝與感激（有說話棒時給予、接受、跳過）

• 別把那些做得好的事視為理所當然



教師自我照顧
情緒調節策略



台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特聘教授陳學志：
有一個名詞在教育圈裡面研究很多，就是情緒勞務（emotional labor）。
多數老師體力勞務通常不會很多，但是會需要大量情緒的勞務，因為時常跟
人互動，可能得承擔許多負面情緒，累積的情緒勞務沒有抒解等問題……

有感於現代教師難為，「情緒勞務」累積



可是老師，我們回不去了……

•教師管教權式微



•教師管教權式微

•家長更有能力參與教育

可是老師，我們回不去了……



•教師管教權式微

•家長更有能力參與教育

•學生獲取新知管道多元化

可是老師，我們回不去了……



《親子天下》綜整教師心理風暴的壓力源來自：

壓力來源1：時代變化太快，擔心自己跟不上。

壓力來源2：自我要求高，又怕被發現心理出狀況。

壓力來源3：家長難應對，教職不再被尊重。

王韻齡（2023年9月22日）。113年起教育部10倍補助加持，為何老師愈來愈需要心理諮商？取自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008655?fromid=inarticle&id=007817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008655?fromid=inarticle&id=007817


情緒調節策略

1. 轉念：換個想法、正向聚焦。

2. 正念：觀看想法、覺察當下。



轉念

腦力激盪一下



學生遲交作業

正向轉念

對時間規劃頗具個人想法



學習狀況不佳

正向轉念

累積生命能量中



上課吃東西

正向轉念

品味生活，無拘無束



太愛玩手機

正向轉念

點燃熱愛科技的火炬



不打掃

正向轉念

懂得累積能量，環境適應力強



1. 別把那些做得好的事情視為理所當然。

2. 肯定與讚美必須基於事實。

基本句型：

「事實描述」+「正向評價」
例句：

「小明，我看到你寫作業時眼睛很專心看題目，真棒！」



自我肯定的三個自我對話

「今天我做得不錯或值得被肯定的是什麼？」

「我是如何幫助自己做到的？」

「做到這件事，對我而言的意義是什麼？」



允許自己做不到

「我願意努力帶著正向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同時，也
允許自己可以做不到。」

「雖然，我仍會負面聚焦，同時，我也看到自己一直
很努力，願意讓自己的眼光變得更正向。」



情緒調節有兩條路徑：
1. 改變我們對刺激來源（環境）的想法。
2. 讓生理的反應降下來，如讓心跳變緩和、呼吸變平順。

通常我們對人事物已經有既定印象的時候，很難在第一
時間「改變」想法，但我們卻可以「暫停」想法，把注
意力放在生理上。

轉念好難阿，怎麼辦？





杏仁核劫持（amygdala hijack）

• 杏仁核可能在皮質層（理性腦）還未收到信息時

已經行動。

• 如果杏仁核錯誤判斷為威脅或緊急狀態（有時可

能只是情緒上的威脅或情緒上的緊急狀態），便

可令一個人作出非理性及破壞性的反應。



S：stop 停下來
暫停一下，停止想法或環境的刺激。

T：take a breath 好好呼吸
把注意力放在呼吸，感受氣息的進出，在鼻子或腹部的變化。

O：observe 觀察身體感受
把注意力放大到全身，留意是否有哪個部位特別有感覺，把那個
部位標示出來，也去留意當下的想法與感受。

P：proceed 繼續
繼續觀察特定部位的身體感受，待身體感受逐漸緩和之後，才繼
續解決問題。

正念技巧

參考來源：https://www.openvieweducation.co.uk/mindfulness-stop-skill-poster-for-schools/

https://www.openvieweducation.co.uk/mindfulness-stop-skill-poster-for-schools/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tnu-mindfulness-center/audio/breath-space?authuser=0&pli=1

時間：8分鐘

將正念運用到日常生活中的迷你練習法，在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操作，也很適合
在匆忙、混亂中，利用呼吸空間練習，回到
此時此刻，回到當下，給予心一個深呼吸。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tnu-mindfulness-center/audio/breath-space?authuser=0&pli=1


「是的，我有擔心，擔心自己表現不好。」

「是的，同時我也會盡力準備，看看還可以多準備什麼。」

「是的，我有擔心，是的，我也會盡力準備，這兩個都是我，

而我比這兩個多更多。」

哈克的並存語法（整合兩種我）

舉例：要上台演說感到十分焦慮時…

面對負向情緒的自我調節對話方法



哈克的並存語法（整合兩種我）

舉例：當對孩子的問題感到無力時…

「是的，我有無力，對於這孩子的問題感到無力。」

「是的，同時我也盡力嘗試，尋找各種資源幫助孩子。」

「是的，我有無力，是的，我也盡力找資源，這兩個都是我，

而我比這兩個多更多。」

面對負向情緒的自我調節對話方法



https://tcare.notion.site/tcare/18bbcd3b88c54642a316c3db4805caf9

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

• 諮詢專線：02-2321-1785中心好好聽您說。
•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 至 16:00，每次

提供30分鐘的電話諮詢。

【心聊癒・雲陪伴】單次線上諮詢
• 服務方式：單次50分鐘，與心理師以視訊方式

進行諮詢。
• https://tcare.notion.site/bc79a83cdb524254

a40ff91192438f6d

https://tcare.notion.site/tcare/18bbcd3b88c54642a316c3db4805caf9
https://tcare.notion.site/bc79a83cdb524254a40ff91192438f6d
https://tcare.notion.site/bc79a83cdb524254a40ff91192438f6d


1.生理心理社會模式

2.幼兒行為觀察與紀錄

3.情緒行為介入策略與諮詢

4.幼兒SEL 與教師自我照顧

總結

技法
＋
心法



感謝聆聽
平安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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