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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幗怡 臨床心理師
現職：
好晴天身心診所（中科、文心）臨床心理師

向陽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

經歷：
• 埔里基督教醫院心理健康中心臨床心理師

•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臨床心理師

• 暨大附中特教學生支援合作臨床心理師

• （澳門）廣大中學學生輔導員

學歷：
•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臨床組）碩士



今天內容
認識兒童情緒：情緒是什麼？介入方法、回應情緒的技巧

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的情緒支援：
• 學習障礙症孩子的適應／LD

• 好動的孩子 / ADHD

• 無法融入團體的孩子 /ASD光譜

• 焦慮及憂鬱等情緒困擾的孩子

自傷防治：
自傷行為的成因及介入、如何辨識高風險孩子、建立關係、情緒支持、風險評估

自我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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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認識兒童情緒
情緒是什麼？

一般的情緒支援及介入

回應情緒的技巧



你認為…「情緒」是什麼？
我們小時候接觸過情緒教育嗎？

自身學習情緒的經驗？

情緒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情緒是什麼？



情緒是什麼？



有些情緒我們很不喜歡?

Movie: Inside Out

情緒是什麼？





學術上，「情緒」的定義

• 詞彙定義： 情緒被定義為一種主觀的心理狀態，包括愉悅、悲傷、憤怒等，伴
隨著生理和行為變化。 -James, W. (1884). 

• 進化觀點：情緒被視為一種進化的生存機制，幫助個體更好地應對環境和社交
互動。 - Darwin, C. (1872). 

• 生理學觀點：情緒被視為生理系統和大腦活動的結果，涉及自主神經系統、
荷爾蒙分泌和腦部區域的相互作用。 Cannon, W. B. (1927)

• 認知觀點：強調情緒的形成與個體對特定事件的認知評價密切相關，反映個
體對環境的解釋和評價。 - Lazarus, R. S. (1991). “

• 行為觀點：將情緒視為行為的表現，強調情緒對個體的行動和反應產生影響。
- Watson, J. B. (1913). 

情緒是什麼？



情緒的關係意義 Lazarus, R. S. (1991)

•「relational meaning」指個體在特定處境/人際關係中的
損害harm/獲利benefit的評估，評估涉及到動機及認知過程，
而情緒是對關係意義的回應。

情緒是什麼？

考試70分 害怕、難過

開心

「我會被媽媽罵死」

考試70分

「媽媽會說我有進步」



發展概念示意圖 (梁培勇,2004)
情緒是什麼？



Source: https://www.nextstopwellness.hk/next_stop_wellness/

事件：考試70分

傷心、害怕

「我會被媽媽罵死」
「我很笨」

「我是沒有用的 」

哭，不敢回家

發抖、臉漲紅

父母對成績的要求嚴格？
家裡尊崇「唯有讀書高」

的價值？



面對孩子有情緒時，我們的難處？



1. 你常對自己說，不要生氣嗎？

2. 當你有負面情緒時，你只想立即擺脫這些感受？

3. 你認為，心情不好，不可以說或表現出來嗎？

4. 你認為，哭出來，很丟臉嗎？

5. 你會生氣時，會努力壓抑嗎？

6. 你認為，自己生氣及哭，都沒有用？

7. 發洩負面情緒是不成熟的表現嗎？

你對情緒的接納程度：

你常對別人說，不要生氣嗎？

當別人有負面情緒時，你認為轉移注意力就好了？

別人說心情不好時，你會感到不舒服，不想聽嗎？

你認為別人哭是很丟臉的嗎？

當別人表現出生氣的情緒，你會想逃離現場嗎？

你認為，別人生氣及哭，都無助於解決問題嗎？

你認為，不會生氣不會哭的人，比較優秀嗎？



壓力因應的兩種策略 Lazarus & Folkman (1984)

問題導向
（problem-focused coping）

情緒導向
（emotion-focused coping）



回應情緒的技巧



目標：
怎樣做讓孩子不要鬧

做法：
講道理？嚴厲要求？

讓孩子知道對錯?

目標：
讓孩子覺察及辨識自己的
情緒，學習合宜的表達

做法：
情緒對焦的回應

問題導向
（problem-focused coping）

情緒導向
（emotion-focused coping）

回應情緒的技巧



案例討論 小林跟叮叮借筆，

叮叮說小林把筆用壞了，但小林否認

叮叮很生氣地踢小林的桌子及書包

小林很生氣地推叮叮

回應情緒的技巧



筆壞了很難過？

認為小林說謊？很生氣？

擔心？媽媽會罵我不珍惜？

如果是小林用壞的

擔心被罵害怕說謊

如果小林沒有用壞委屈

被踢書包被冒犯委屈、生氣

情緒對焦，你看到什麼？

踢東西、推人的行為背後是..？
還有別的心情及想法嗎?

回應情緒的技巧



情緒沒有對錯之分。

情緒讓我們更認識自己，

讓我們感受到自己內在的需求。



親密的需求

•我是被愛的

•我是重要的

•我是被需要的

•我想探索

•我是可以的

•我是有能力的

•我是辦得到的

生理需求

自主的需求



筆壞了很難過？

認為小林說謊？很生氣？

擔心？媽媽會罵我不珍惜？

如果是小林用壞的

擔心被罵害怕說謊

如果小林沒有用壞委屈

被踢書包被冒犯委屈、生氣

孩子是什麼樣的需求沒被滿足，所以才做出這樣反應?

回應情緒的技巧

親密的需求 自主的需求



情緒腦 VS 理性腦

Source: https://vocus.cc/article/6365eff1fd897800019fd136

一般的情緒支援及介入



誰殺死小紅帽?



當有強烈負面情緒時…

是亂成一團的不舒服感受。

當大人情緒對焦的回應…



情緒處理原則 01
「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同理孩子感受
辨識及命名情緒

「因為（事情），所以你（情緒）。」
「因為（想法），所以你（情緒）。」

一般的情緒支援及介入

回應情緒的技巧



情緒處理原則 02
「傾聽孩子怎麼說
（先不要急著講道理哦）」

對孩子好奇，
中性地詢問，
不要預設立場/對錯

「老師看到你很生氣，握著拳，發生什麼事了?」
「老師很擔心，你願意說說看嗎?」

一般的情緒支援及介入

回應情緒的技巧



嘗試以孩子的高度、眼光，去理解孩子的困難

X「這沒什麼啊，每個人都有困難」

Ｘ「你要想想你自己也有責任」

回應情緒的技巧



情緒處理原則 03

協助孩子緩和強烈情緒，
有時需要時間，
有時需要陪伴

（如孩子同意）可拍一拍肩？拍拍背？陪他走一走？
練習深呼吸？

「老師知道你超生氣，氣到無法好好說話，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舒緩活動），讓自己好一點，
我會來聽你說」

一般的情緒支援及介入

回應情緒的技巧



情緒處理原則 04
若無法立即處理，
告訴孩子等多久會聽他說

孩子在強烈情緒當下及過後，可能會有羞愧、不知所措等複雜感受，

讓孩子知道等等會有人聽他們，有助安全渡過情緒風暴。

「老師需要處理一下（事情），10分鐘後再來找你哦」

一般的情緒支援及介入

回應情緒的技巧



「讓孩子需要感受／理解到，

他的各種心情是自然的，

包括生氣、難過等等。」

(接納或同理情緒，不代表認同其行為)

情緒處理原則 05
讓孩子感受到情緒被接納

一般的情緒支援及介入

回應情緒的技巧



強調如何做到好行為

告訴孩子當他很生氣時，可以怎樣做?

有些孩子需要練習

情緒處理原則 06
情緒緩和後，再來講道理

一般的情緒支援及介入

回應情緒的技巧



「真的很生氣！！！」可以怎樣做?

事件的當下
•練習深呼吸

•離開現場

•找人傾訴

事件過後
•找信任的人聊聊

•用說／畫畫等方式表達

•做轉移注意力的事

•運動



「是什麼讓你那麼生氣…?」
「生氣的感覺，很不舒服吧」
「說出來，可能會好一點」
「有什麼事，讓你那麼不開心嗎?」
「我很想要幫忙」

若孩子持續易怒…

記得系統的觀點，
可能是孩子的系統出問題。
可能孩子有發展的議題。



若孩子持續易怒…



Calm Down!



情緒風暴後，
有引導孩子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並練習嗎？

處理糾紛時，是非對錯判斷，是最重要的嗎？

有一方講「對不起」後，事件就落幕了嗎？



情緒處理原則

「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預防勝於治療

容易挫折？爭強好勝？唱反調？好哭？不合作？

營造接納情緒、
表達情緒的氛圍



第二部分

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
的情緒支援

特定型的學習障礙症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自閉症類群障礙症

憂鬱、焦慮等情緒議題



案例01：書寫障礙的毛毛

毛毛，８歲，小二。
學習表現：錯字很多，字體歪斜，學不太會新的字

人際表現：退縮，曾被同學取笑

情緒：挫折感重，常寫功課寫到哭，字被擦掉時曾
崩潰大叫，親子關係緊張。



特定型學習障礙症

是神經發展的障礙。
閱讀障礙、數學障礙、書寫障礙等。

讀、寫、算術等領域學的學習與運用
上有困難，
不是因為感官、智能或環境因素造成。

一系列的評估鑑定：醫院（認知、注意力評估*、學障相關*）、
學校（認知、學障相關）
鑑輔會（身份、教育安置）



LD的孩子的傷：不斷的挫折及誤解

「你是懶惰！不用功！」

「你還不夠努力！」

「這不是很簡單嗎？」

「學習動機低」 是因? 還是果？

自我概念低下



•每位LD孩子都存在差異性，設定個人化的合宜的目標。

•同時，營造學習以外的「成功」經驗。

•看見孩子的優勢，讓孩子看到自己的優勢能力。

•總是肯定孩子已經有做的努力。

教育性的介入

學習行為策略



老師說：
「這樣給孩子特權，對其他孩子是不公平的。」

家長說：
「這樣我孩子做不一樣的，不那更跟不上嗎?」

孩子說：
「為什麼，他們做到的，為什麼我做不到?」



“Everybody‘s a genius. . .
But if you judge a fish by its ability to climb a tree, it will live 
its whole life believing that it is stupid.”

Albert Einstein once said





案例02：好動、衝動的小林

小林，７歲，小一。
自幼精力充沛、非常動，睡眠時間很短（<5小
時）。無其他發展上的困難。
上課時表現：
上課常分心、發呆，坐不住、有時會離座、發出怪
聲音、上課時不斷地說話。
功課：草率、錯誤百出。
人際表現：
與同學遊戲相當粗魯、會有衝動的行為及語言干擾
他人。
生活：常忘東忘西、對話沒在聽
情緒：勝負心重，大起大落，容易亢奮，常大叫。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神經發展障礙
三種表現型態：
1. 注意力不足型
2. 過動與衝動型
3. 混合型

共病：
學習障礙、焦慮及憂鬱症、自閉症類群障礙症







ADHD的孩子的傷：「你是故意的！」
「你可以自控！」

一分鐘十句「不可以」。

「你是故意的！」

「跟你講幾次了？！」

過動不是孩子的錯！



ADHD is not a problem with knowing what to do, 
it is a problem with doing what you know. 

-Russell A. Barkley (2006)

藥物治療

心理治療

環境調整



1. 每位ADHD孩子都存在差異性，設定個人化的合宜的目標

2. 協助改善症狀產生的問題，而非消滅症狀

3. 抓到孩子的注意力，再來對話

4. 前後一致，簡單、具體的規則（如：「以屁股坐在椅子上」取代「不要亂跑」）

5. 正向回饋（正增強）好行為

6. 代幣制度（初期要有成功經驗，立即回饋好行為，非懲罰壞行為）

7. 溝通：讓孩子知道行為後果的關係

8. 「合法」離座的可能：幫忙跑腳、小幫手

9. 視覺訊息輔助

10. 鼓勵持續運動

導師可以嘗試的協助



案例03：堅持度高、自我的小白
小白，9歲，小三。

上課時表現：
有興趣的課會專注，沒興趣的會做自己的事。

人際及行為表現：
察言觀色很弱，常跟著別人起哄打鬧卻不知收歛，
常過去偶爾被邀跟別人遊戲，但想要別人配合他的
規則，常有糾紛，漸漸在學校常獨處。
常過度談論自己的興趣話題，即使別人沒興趣。

情緒：勝負心重，成績不理想顯非常沮喪，曾因此
把考卷撕了。



自閉症類群障礙症（ASD）

神經發展障礙
光譜，異質性高

核心症狀：
持續有社交溝通及社交互動的缺損
侷限、重覆的行為、興趣或活動模式



ASD的孩子的傷：

怎麼別人都不跟我玩？
他在氣什麼?
別人不懂我。



1. 多傾聽孩子的想法

2. 多協助孩子覺察及命名情緒

3. 人際糾紛中：讓孩子知道行為後果的關係

4. 在生活例子中引導孩子換位思考（這非常不容易）

5. 情緒調節及社交技巧亦需要練習

導師可以嘗試的協助



怎樣做?？？？



憂鬱、焦慮等情緒議題

情感性疾患大多數發生在25至65歲之間,
但實際上可以在任何時期發生。

焦慮

•通常表現為過度擔憂、害怕或緊張，或伴隨身體

症狀，如拉肚子、頭痛、失眠等。

憂鬱

•兒童/青少年期的憂鬱症狀，可能是以易怒心情呈現。

•若孩子常無緣無故感到憂傷、失去希望，
對日常事物失去興趣、注意力渙散、活動量減少，
自尊心受損、社交變得退縮。



1. 觀察及紀錄：行為、情緒、社交及學習等變化。

2. 建議尋求專業（醫療及心理治療）協助。

3. 提供支持：表達關心及支持，讓孩子感到被在乎，建立信任。
以情緒對焦的方式，傾聽及回應。

4. 與家長溝通：分享觀察，鼓勵家長與醫療資源合作。

5. 提供彈性支援：若有需要，可延長作業時間等。

6. 避免給出「你應該（做運動／早點睡／不要想太多／讓自己開
心／等等）」的建議，易讓憂鬱症的患者感到自責及不被理解。

若有疑似情緒困擾的學生，
導師可以嘗試的協助



孩子都需要「成功」的經驗

讓「成就感」的來源不止來自成績。

＋

讓孩子知道，
他的「好」一直有被看見。

＝

孩子才能有良好、穩定的自我概念



第三部分

自傷防治
自傷行為的成因及介入

如何辨識有風險的孩子

建立關係

情緒支持

風險評估



校園的自我傷害／自殺的嚴重性

• 青少年族群自殺問題，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嚴肅課題

• 自殺為15至29歲人口的第四大死因 (WHO, 2019）

• 台灣近年輕族群自殺死亡率上升（張奕涵等人，2020）

• 「企圖自殺」的近因，以12至14歲的國中學齡層為例：
情感/人際關係、精神健康藥物濫用、校園學生問題（衛生福利部通報資料記錄）

• 非自殺性自我傷害，研究指出，高峰在 15-16 歲時，到青春期晚期 ( 約18歲 ) 會逐漸下降。
至少發生一次 盛行率約為 17-18%，若是在有精神疾病的樣本中可高達 60%。

• 國小學生的自我傷害盛行率相對較低，但仍存在，而且同樣有上升的趨勢。（甄偉政，2023）

• 一般來說常見自傷行為：常見的方式有割、打、抓等（recited 陳怡如, 2023)；

國小學生的自傷行為，可能是挰自己、拔頭髮等（甄偉政，2023）

趨勢



在教育現場

• 更常出現的是自殺意念及不具有立即至死意圖的自我傷害行為。

• 有效區分「企圖自殺」與「「非自殺自我傷害行為」尤其重要。



(教育部委託臺北師範大學編制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手冊，2023)



瑞士乳酪理論Swiss Cheese Model

自殺是「多重因素」造成悲劇結果的事實，有效的自殺防止工作端
賴我們從「系統性」思維去做原因的分析，
導正人們的「單純歸因」與「懲罰犯錯的人」的慣性的思考方式。
（Mokkenstorm et al, 2018)



老師、專輔、家長、醫療、社區資源



校園三級預防架構

(教育部委託臺北師範大學編制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手冊，2023)



案例討論 常發生師生衝突的佳佳

小五男生，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及輕度自閉症。
智力及學習能力中上程度，在學校適應困難。

----

在班上有幾個朋友可以一齊玩一齊學習，但容易因為某
些事情產生焦慮和擔心時，會做出非常衝動的行為，如
打自己、或拿物品砸老師或同學，造成別人受傷事件。

----

這一次佳佳要用課本時才發現忘記帶！感到非常焦慮，
拿鉛筆盒往前丟，老師大聲斥責他，他便從教室後門衝
出去，老師衝上去想要攔阻，但佳佳從2樓教室跳下去。
後來骨折，沒有生命危險。

(教育部委託臺北師範大學編制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手冊，2023)



案例討論

「為什麼佳佳反應總是那麼大？」

「不是講過很多次不能丟東西或砸人嗎? 為什麼
他一直做！？」

「不就是制止他不要丟鉛筆盒而已，有需要到衝
出去還跳樓嗎？」

你想到什麼？



案例討論

看到佳佳砸東西時生氣 ? 緊張 ? 擔心 ? 煩躁 ?
勾起過去被砸的不愉快感受? 

看到佳佳衝出去時震驚? 害怕？ 擔心? 

看到佳佳跳下去時O口O!!!!????

這可能也成為老師的創傷事件…

你覺得佳佳的老師
感受到什麼？



案例討論

生 理：ADHD＋ASD特質
(衝動性高，情緒調節弱等，情境的理解弱)，

心 理：覺察及表達情緒能力弱，情緒強度很高
生理心理：反映閾值低

家庭因素：父親嚴格，處罰方式，缺乏情緒的引導及協助。

分析與評估

「為什麼佳佳反應總是那麼大？」

問題行為=生理上脆弱因子+環境風險因子(維持因素)-保護因子



案例討論 分析與評估

「不是講過很多次不能丟東西或砸人嗎? 為什麼他一直做！？」

當下情緒腦區主導！理性腦區當機了！

「不就是制止他而已，有需要到衝出去還跳樓嗎？」

老師斥責的當下，勾起是佳佳過去相關經驗的強烈恐懼，可能是
「我又做錯事了！我要被罵了！會被打！很可怕！誰來救我?」
這種強烈不舒服的感覺，讓佳佳作出「逃走」的情緒性反應。



案例討論

1. 提升佳佳對於自身情緒的覺察及理解，
協助發展合宜的表達方式

2. 增進教師及同學的理解，提升處理的彈性

3. 家校合作

輔導目標與計劃



案例討論

建立良好關係

嘗試其了解心理需求

針對事件進行討論：孩子如何理解，他的感受，對於衝動
行為後的想法及感受。

讓孩子有動機同自信面對自己的情緒，

讓孩子願意嘗試改變。

或有成功處理衝動時，立即給予正向肯定
新的方法需要討論及練習。

家長溝通：避免體罰，正向的教養，情緒的回應等。

輔導目標與計劃



「在魔法世界中，
無法想像的事情就無法實現。」

葬送的芙莉蓮

我們要先相信孩子做得到
孩子才能想像，自己做得到的樣子



自傷行為（不具自殺意圖）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自殺
Suicide

刻意造成身體的傷害，
但行為目的不是想造成死亡。

目的在調節情緒等。

不慎可能會導致死亡。

有結束自己生命的意圖。

想永遠逃離生命中的苦痛，
所做之行為會導致死亡或沒有死
亡（自殺未遂）

(台灣中華心理衛生學刊第十九卷，2006)



「孩子自傷，只是想要別人關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MhXwnRPP5M

影片是廣東話

名詞對照：

自殘＝自我傷害

搣自己＝挰自己

界刂手＝割手



自傷行為（不具自殺意圖）的成因：
•轉移情緒

•避免失控

•無價值感（懲罰沒有價值的自己）

•模仿效果

•想要被關心

(教育部委託臺北師範大學編制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手冊，2023)



在教育現場，我們要做的事

「建立關係」、「情緒支持」、「風險評估」
依據風險評估對於學生獨特困境的理解，進行介入處遇，
持續追蹤，連結校內外資源，在能力所及，盡力提供協助。



如何辨識？在學校較容易觀察到的症狀：

•悲傷、沮喪、易怒、浮躁衝動、害怕焦慮等情緒轉變

•活動力突然減弱，興趣活動變得意氣闌珊

•上課難以專注

•害怕且拒絕上學、作業沒辦法完成

•人際疏離（同學疏離、家人等）、

有不少孩子有隱性的自傷行為，的確不易辨識



經常出現的自殺徵兆：



當發現孩子自我傷害時… 

可能心疼、可能生氣、可能激動、可能想罵他…

「是不是交了壞朋友？你怎麼那麼笨割自己？」

最重要先處理好自己的情緒
冷靜、平和地溝通，

不評價、真誠地關懷，才能獲得信任。

PS. 若是具自殺風險要立即處理!





當與孩子討論自我傷害時…

我們關懷的是「這個人」，而不是「傷口」或他的行
為。
當孩子態度惡劣或抗拒地回應你的關心時…

不要放棄，
孩子傷痕累累的心，讓他以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

有時需要時間，不要太急！

「建立關係」、「情緒支持」的心法



案例討論

有一位導師描述學生在聯絡簿上抒發痛苦感受、活著沒意
義、想像死後的感覺，持續割手。

因為該生的母親已過世多年，父親忙於工作，家庭缺乏支
持與功能。



如何做?

1. 站在關懷、了解的位置，而非教導的位置

「看着你手上滿滿的傷痕，老師非常心痛，我猜想每一條都有一些

不好的經驗，是嗎？你願意跟我說說看嗎」

2. 探索孩子選擇用自我傷害的方式的用意與目的

孩子：「割手很爽啊」

孩子常常無法明確表達內在的想法與感受，反映着內在糾結無法負

荷的複雜感受。



如何做?

3. 鼓勵孩子表達想法、情緒與需求、共同拓展滿足需求的替代方法

不是單方面提供價值觀的引導和勸說，而是跟隨孩子的表達，基於對他

的了解，慢慢發展出來，這樣孩子的接受度會比較大，更容易引發改變

的意願及及行動力。

4. 正向回饋與預防再度自我傷害

肯定孩子嘗試坦誠面對自己的感受，分享想法與需求。

5. 依據會談蒐集的資料進行危機評估



「危機評估」

自殺風險評估 情緒及行為困擾 了解壓力源

自殺意念：想法
自殺企圖：有計劃、

有準備
有具體行動

自殺史
家族史



自
殺
風
險
評
估



自
殺
風
險
評
估



「危機評估」

自殺風險評估 情緒及行為困擾 了解壓力源

自殺意念：想法
自殺企圖：有計劃、

有準備
有具體行動

自殺史
家族史

憂鬱症
廣泛性焦慮症
社交焦慮症
幻聽
持續失眠
身體化症狀
(嘔吐、頭痛等)

急性壓力?
社會/家庭
學校
個人性格特質





壓力來源





如何幫助有自我傷害意圖的學生

• 成為好的傾聽者，和學生建立關係

• 進入個案的世界，重新架構處理或因應痛苦的作法
主要是讓個案了解他之所以會自我傷害，並不是真的要
傷害自己，而是面對的事情實在太痛苦了，他又想不到
可以解決的方法，所以用自我傷害的方式來轉移自己的
注意力

• 給予同理的了解與支持

•抱持深度警戒

• 建立學生周圍人際關係的連結



社群自殺訊息之因應
• 如於社群媒體有學生所書寫的自殺相關訊息，雖然有可能是學生抒發心情的方式，但
更應視為危險之求救訊息，也須了解這也可能會在社群間產生漣漪效應。

• 學校單位可嘗試與其接觸，了解詳細訊息，安全評估
若是發現危險訊息，或者無法聯繫，
可在 iWIN 平臺（https://i.win.org.tw/）進行通報，聯絡縣市政府警察局；

• 進行自媒體識能教育，像是避免轉傳自殺自傷相關訊息、看到有同學張貼自殺自傷相
關訊息時，其他同學可以如何適當協助，包括及早求助於願意信賴的成年人（老師、
家長）以獲得支持和如何回應的建議。
當中年紀較長的高中生或大學生，也可以考慮關懷貼文的同學，給予初步支持並鼓勵
求助。





與家長溝通時，一些注意事項

•小學階段的問題困擾，家長的合作及參與，非常關鍵。

•若有部分家長不易溝通時…

若家長感到被究責否認孩子的困難、不參與



羞愧感受
• 通常家長在面臨學生的自我傷害行為時，內在的狀態都會伴隨著害怕和痛苦的感覺，

• 所以很容易去指責學生，也很容易去讓學生感受到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情，衍生出
一種非常羞愧的感覺。

• 初期：需要對家長進行身心教育的衛教，幫助家長了解學生有這個行為，

有可能是面臨到一些人際的壓力，或是一些課業的壓力，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先協助
他減輕這個壓力

• 進入專業的輔導：個案的成長跟療癒需要一些時間，協助父母了解個案的狀況，
幫助父母解除害怕的心理，協助父母處理可能失去小孩的痛苦。

• 透過教育幫助父母更了解小孩，讓父母知道有需要的時候可以諮詢輔導老師。



注意事項：

•當知道孩子有自傷行為時，不要答應孩子不告訴別人！

•通報的立意是讓更多人一起參與個案安全的守護

• 在安全責任的前提下，努力建立與個案的信任與理解關係

• 協助資源連結並持續評估、討論與合作



自我照顧



照顧孩子的同時，你今天有好好照顧自己嗎？
1. 捨得為自己花時間，

即使是每天十分鐘的自我放鬆。

2. 好的睡眠。

3. 吃得好、營養及健康。

4. 活動一下，

輕微的運動有助於降低壓力感受。

5. 找到放鬆的方法，

如呼吸練習、靜坐、瑜珈、散步等。

6. 與親朋好友相處的時間。

7. 每天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



肯定孩子的同時，你今天有好好肯定自己嗎？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Ｑ＆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