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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火龍的春天一情緒障礙兒童輔導之啟示

許秀美

壹、前言

隨著社會的急遲變化， 教育現場特殊兒童的需求日漸受到重視 。 這幾年筆者班上

都有情緒自我控制方面需要協助的學生，從任實習教師開始， 就曾協助實習學校輔

導 、 照顧情緒障礙生和過動兒 ; 回首自己與這些特殊孩子互動的點點滴滴，走過的路，

內心的感動就如福祿貝爾所說 : ' 教育無他 ，唯愛與榜樣而已 。 」從發現孩子的不同，

試探 、 觀察，進而和家長互動 、 溝通，經歷家長的抗拒對立 、 憤怒打罵 、 無力管教 、

到願意和老師 、 學校配合 。 最後看到孩子轉變，喜|兌 、 欣慰之心溢於言表 ， 陪伴過程

雖然自己的內心歷經火燒水洗般的煎熬，但因真心陪伴 、 真愛付出 ，感動的不僅是學

生，連家長都更願意為他的孩子的生命多一些付出了 。

人是可以被教育的，教育的方法可以多樣化 ，孩子的心永遠都是一樣一一 「心是

柔軟的 J '端看教育者用什麼樣的心去開發 、 敢動這顆柔軟的心 。 筆者期盼透過和孩

子互動的過程分享，作為自我教學的省思和回顧，並與願意為教育盡一分心力的教育

人共同勉勵 。

個案在筆者所任教的班級出現了許多不當行為，造成個案的人際關係不良，在班

級經營和課間教學上也產生困擾，故而運用一些有效策略，建立個案適應團體社會的

能力 。 本篇文章分享目的如下 : 一 、 探討輔導策略對情緒障礙學生的行為改善成效 。

二 、 提升情緒障礙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 。

貳 、 情緒障礙的診治與輔導

情緒障礙( emotiona l di sorders ) 是生物 、 發育 、心理 、社會等素質性和誘發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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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複雜的互動結果(林正文， 2001 )。 在兒童的心理疾病中，情緒障礙是很常見的，

尤其是女孩，多以焦慮的形式表現，男孩多以行為規範障礙來表達(戚汝芬， 2005 ) 。

由於情緒障礙的問題常會導致學習問題，成績因而低落，對功課就不感興趣，不

為師長、同儕所重視，而感到孤寂，形成惡性循環，進而衍生更多的生活與學習問題 。

(一)情緒障礙生的診斷與輔導

專科醫師對於情緒障礙生診斷與輔導， 一般的處理方向有以下幾種(賊汝芬，

2005) : 

l.減少壓力來源 : 對於懼學的孩子，父母要了解孩子與老師 、 同學的互動，如何

用行為增強的方法來減低孩子的拒學傾向 。

2 個別輔導:試讓孩子想想，怕什麼?焦慮什麼?並教導孩子如何處理焦慮感 。

3.父母諮商:了解父母與孩子的互動，是否孩子過度依賴或父母過度保護，是否

父母自己處在焦慮狀態中 。

4.家族治療 : 如果身體化症狀嚴重， 一個接著一個出現，不易改善 ，須考慮見全

家 。

5 藥物治療:對大孩子的強迫症，嚴重的焦慮狀態可考慮用藥 。

(二)情緒障礙生的矯治與輔導

家長或老師們對於孩童的行為 ，常常會問 : 當問題行為發生時，我該如何處理?

但這種等到行為發生了才處理的策略為反應性 ( reactive ) 的策略; 反應性策略基本上

走一種被動的策略，其效果常常較不如積極性的引導，使問題行為不出現的預防性策

略有效 (楊碧桃， 2005 ) 。 事先矯正策略有下列 7 個步驟 ( Col vin ， Sugai & Patching, 

1993 ) : 

1.鑑定發生問題行為的脈絡 (context ) 及可預測的行為 ，經由行為的功能性分析

加以確定 。

2 指出其體的所期望的行為，所選擇的期待行為最好是與原先的問題行為不相容

的(不兩立的行為卜 且所選擇的替代行為應為有功能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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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改行為發生的脈絡，使所期望行為更可能出現，且使不當行為較不可能出現 。

如:指示給予、活動、座位安排等 。

4.引導行為演練，演練學生剛要進入問題行為時的情境 。 訓練可以有多種形式，

如要求學生回憶適當行為、示範行為、或撓帶一張檢核表作為提醒 。 使學生比較可能

記得所期望的行為 。

5.當所期望行為的出現時 ，提供有力的增強，讓新行為來取代舊行為 。

6.提示所期望的行為，為了讓適當行為出現，學生可能需要額外的協助 。 當不當

行為第三次出現時，給予警告 。

7 監控計畫 : 收集資料以確定此事先矯正計劃是否有效，檢查不當行為是否減少?

適當行為是否增加?

情緒障礙學生多半在適應方面的困難較其他方面急迫，教師應針對其需求先給予

協助;另外，情緒障礙學生特別需要學校之外的相關專業支援，建立完整個案支持系

統、實施個別化行為管理計畫 、提供學習輔導、加強心理與認知輔導等，多種方式的

配合以及長期的介入規劃與執行才能見收成效(吳怡潔， 2006 ) 。

參 、 噴火龍的情緒現場

一 、 個案閏介:

一年級入學後，第 6 週開始即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情緒反應，經過一段與家長艱辛

的溝通歷程，家長終於在學期中第 12~ I 6 週，同意帶個案到醫院兒童心智科就診，經

心理師心理衡鑑評估、醫師診斷，診斷書上的病名為 「 對立反抗症(ODD)併情緒障

礙 J '需定期回院追蹤，但未服藥 。

二、家庭功能評估:

父 :職業軍人(士官 ) ，隔日休假 。 每當個案在校發生脫序行為時，回家就會被

打 。 父親以打罵的方式教育孩子 。

母:任職安親班 。 母親表示個案在家時不曾有脫序行為，但經查詢個案在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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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有情緒失控的脫序行為發生，但媽媽不肯承認個案需要協助，故而一直包庇個案

的脫序行為，導致個案的不當行為一直沒有改善 。

個案的弟弟: 3 歲， 也是託嬰，根據媽媽的說法，弟弟沒有行為脫序的障礙 。

肆、輔導之旅

輔導策略進行式如下圖:

一、發現行為問題描述

行為問題的描述

與輔導成效展現

/\r) 一\
/ 個案學生的 ) 

\』行為問題可

'\~一/

圖 l 輔導策略圖

個案的行為問題有溝通能力 、 情緒問題 、行為表現等三方面 ，其具體行為問題詳

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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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溝通、面對:家長態度的轉變

筆者與家長溝通的歷程如下

(一〉抗拒對立期 : 不肯承認孩子有問題， 一直責怪老師 。

( 二)憤怒打罵期 : 每當將孩子的偏差行為做告知時，孩子常常會被爸爸或是媽

媽打 。

( 三) 無力管教期 : 只要請家長協助輔導孩子的行為，家長就會告知，他已經在

家訓誡過孩子了，可否讓孩子轉班或是他要讓孩子轉學。

( 四 )面對、配合期: 經過醫生的建議(診斷證明) 、 學校行政人員的溝通 (個

案會議) ，適當的轉介輔導(開完個案會議之後，學校將個案轉介高雄市學生心理諮

商中心 。) 家長同意讓學生接受相關輔導，並定期回醫院追蹤 (吳怡潔， 2006 ) 。

三 、 陪伴 、 輔導 :

(一)接案日期: 95 年 9 月 1 日

( 二) 輔導的期間: 95 年 1 2 月 11 日至 96 年 5 月 11 日

( 三) 使用的策略

在改進個案行為之策略上，參考賊汝芬 ( 2005 )建議使用耐心陪伴 、同理心 、 遊

戲治療、親師合作 。 楊碧桃 ( 2006 )建議使用上課行為紀錄表(如附件一)量化獎勵，

用增強物增強正確行為 、用社會性鼓勵增加其自信心 、獎懲分明 。 改進本個案的實際

過程如下 :

l 耐心陪伴 : 當他想要的協助或陪伴，會讓他知道，筆者非常喜歡現在的他，非

常不喜歡生氣時候失去控制的他 。 讓他清楚明白對他是真心付出 ，也讓他清楚知道老

師對他的行為期許是什麼 。

2 同理心:當他情緒來的時候同理他，允許他可以發脾氣，但明確的告訴他發脾

氣不可以打人 。

3.遊戲治療:從遊戲中找出個案的偏差行為背後的原因一一個案從 2 歲就開始託

嬰， 他對母親的關愛需求常常得不到滿足，對父親又很害怕 。 孩子常常出現缺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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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行為 。

4 .上課行為紀錄表(如附件一)量化獎勵，用增強物增強正確行為 : 將要求個案

的行為寫清楚，並做成表格(如附件二 ) ，紀錄每一節課個案達成行為的總節數，達

到獎勵次數的節數，個案可利用下課時問玩 10 分鐘電腦或是和筆者下棋 。 針對個案

的行為表現紀錄表每週做一次省思和輔導策略修正(如附件三 〉。

5.用社會性鼓勵增加其自信心 : 常利用機會請個案當小老師或是送東西、領東西，

事後都會在全班面前大大的口頭獎勵他一番 。

6.獎懲分明:在行為紀錄表上若有違犯，總節數達到處罰個數， 一定嚴格執行 (當

天不准下課)。

7 親師合作: 上述行為紀錄獎懲表有經過家長的同意。若達到獎勵標準時，除了

在校筆者的獎勵之外，也請家長口頭讚許孩子 。

經過一學期的輔導，使用不同的輔導策略 : 鼓勵、增強、同理心與親師的合作，

其間筆者面對不同情境，隨時調整輔導策略，運用同儕的協同合作，與孩子們的典範

學習，漸次引領個案學習待人處世的方法，這漫長的輔導歷程，終於在學期末看到初

步的成果(如表 1 ) 。

表 1 、 實施策略前後個案的行為比較

問題 行為問題
實施策略四個月後個案的轉變

類型 (開學第 6 週~第 14 週)

溝 常設法引起老師的注意 當他又Jð日出引起老師注意的不當言行時 ，老師會用

通 肢體動作示意或聲音提醒他 ， 此時他就會將想要ii

能 即表達的動作慢下來 。

力 當老師或同學在上課分享或發言時 ， 會 此時老師會用肢體動作示意或聲音提醒他 ， 他就

一直插嘴或打斷，直到自己想說的話都 會將想要立即表達的言行動作慢下來 。

說完為止 。

非常固執自己的想法 先用同理心 ， 肯定他的想法，再引導他用不同的面

向去思惜 ， 找出更好的做法 。 當老師的提醒動作一

出現，他會軟化他的固執 。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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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接前頁)

問題 行為問題

類型 (開學第 6 週~第 14 週)

和人說話時眼睛不看對方

與同儕發生爭執

'1育 和同學有爭執峙 ， 除非老師連對方都有

緒 處罰 ， 否則不道歉 。

問

題
很難安靜的參與遊戲或活動

發脾氣時會全身都採攻擊動作 ， 打人時

不分對象 ， 直到有人出面將他拉開 。

當他的東西不見j ，必須立即協助他找

到 ， 否則他會在教室內走動 。

行 不排隊 ， 每次都脫隊 。

為

表
需要花費心力耐心完成的作品或活動 ，

現
常亂(故或表現出不喜歡 。

不經他人同意，隨意將他人的物品拿來

用或是把玩 ， 當同學要求歸還物品時 ，

他會用丟的還人 。

會在上課時間忽然站起來走動 ， 同時拿

走他人的文具 ， 走到哪裡就打到哪裡 。

會無理由打人或用鉛筆的筆心刺人 。

考試或寫功課時會將文具、書本、練習

簿等相關用品 ， 故意放在他後面座位的

F亭亭生 ! 不肯在自己的桌上完成 \

教育論壇一一「

~ 

實施策略四個月後個案的轉變

經提醒後眼睛會直視對方

先隔離，讓他的情緒發j曳 ， 再引導他去思惟打人以

外更好的解決方法 。 日後發生爭執時 ， 他都會先來

告訴老師 。

先隔離 ， 讓他的情緒發j曳 ，再引導他去思惟自己有

沒有錯 ，若有要道歉 o 日後只要他也有錯 ， 他會道

歉 。

只要無安全之虞 ， 會藉由其他孩子進行的活動

時，引導他不參與的遺憾和缺點 ， 幾次之後他就會

安靜等待 。

已經不會無緣無故打人 。

立即協助他，因為成功的舊經驗 ， 他會很信任老師

想幫助他的心 ， 而將他的心安住 。

己能跟著大家排隊

老師鼓勵之後他會盡力完成 ， 當老師大大讀美之後

他會很開心 ， 進而樂於參與 。

此行為已經不再出現

此行為已經不再出現

此行為已經不再出現

當老師將後面座位移開 ， 此行為就不再出現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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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親師溝通方面

剛開始面對家長的質疑 、 不信任時 ，內心確實非常挫敗，當放棄的念頭出現時，

心中就強烈的浮現出孩子未來的相狀，此時筆者那顆想要退卻的心又強了起來，心

想:和孩子的緣就是這個樣子 ，能幫他的時機就是現在了，還在退什麼 。 心力一強，

和家長溝通時的態度就比較可以站在家長的立場和角度來想孩子的行為問題，幾次的

互動之後，家長也了解筆者是真的想幫助孩子，而不是對他的孩子有偏見，想要把他

的孩子的行為標籤化 。

二、班級經營方面

低年級的孩子是最喜歡分享的階段，但其轉述能力又不足，孩子在學校發生的點

點滴滴，家長們都會知道，尤其班上有孩子會打人，很多家長都會睜大眼睛，看著筆

者如何保護他們自己的心肝寶貝， 此時同理心的互動和交流就顯得非常重要 。 筆者會

定期( 2-4 週)寫家書給家長，跟家長報告孩子各方面的學習，尤其在品格 、行為方

面的教育，更因為這些學習和進步與學科不同，無法在分數上呈現，故而筆者會盡量

毫無遺漏的寫清楚 、 說明白 。

三、行為輔導方面

開學時個案的心是不安 、 防衛的，當第 7 週個案的父親不再陪他進教室時，個案

的行為就開始出現偏差 、打人，連科任老師也打;學校的組長、主任到教室支援時，

他也照打不誤， 甚至行為更激烈 。

透過不斷的關懷，同理心的運作，當個案出現偏差行為，筆者嘗試各種不同合乎

情、理的方式教導他時，他都會欣然接受 。 而且透過家長與孩子互動的分享，孩子漸

能體會筆者處理事務的用意，對筆者的用心， 真的心服口服的接受 。

四 、 課程規劃方面

為使個案不可預期的脫序行為有所改善，故而在課程規劃上，常因應情境而融入

教師之友 62 第50.iiÞ靠自嘲



-ι 

教育論種一---)

~ 

品德教育或生活教育的內涵，而在實施學科內容時，孩子們上課時的發言和分享時(例

如國語的造句，生活的正確事項 、 錯誤事項的舉例) ，適時給予機會教育，逐步引導

個案 。

「人生最難過 、 最困頓的時期 ，就是成長最多 、收穫最滿的時期 。 」透過筆者的

教學分享，期許大家未來在面對特殊孩子時少跌幾次跤，更希望藉此具備特教知能去

幫助需要幫助的孩子 ， 共同為孩子的未來而努力盡一分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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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在校行為表現紀錄表

。。。在校行為表現紀錄表

星
四

期

行 1 . 拿透明夾打同學 。 1. 第 1 節上課時 ， 用鉛筆 1. 把後面同學的國 1 本 1. 第 3 節上課時走來

為 一導師時間 射同學 。 丟到別人桌上 。 導 走去干擾，甚至東摸

表 2 用筆畫後面同學的 2. 媽媽幫他送前一日的 師時間 西摸罔學的東西，筆

現 桌墊 o 導師時間 功課進教室時 ， 他開 2 . 升旗時故意不跟全班 者告誡他不聽 。 筆者

3. 上課時走來走去， 不 始跟媽媽吵鬧著要玩 一起到操場 ，一直在 只能一邊上課， 還

理會老師的告戒 。 具，情緒有些激動 。 教室內走來走去，東 牽著他的手帶他走

第 3.4 節 一第 2 節 摸西摸同學的東西 ， 回他的座位 (好幾

直到筆者帶全班到操 次)

場就定位安頓好之

後 ， 再進教室牽他出

去 。

3 . 課外活動到校園觀察

樹葉時，不跟全班一

起出去 ， 約 5 分鐘之

後 ，自己才偷偷眼上

班級 。 一第 3 節

教師之友 64 第50再!t-~ 四期



教育論種一一六

~ 

附件二 :上課表現紀錄表

年 班姓名 : ( / ----- / )上課表現紀錄表

上課好行為契約: 1.拿出書坐好 。 2 看老師 。 3 . 聽話 。 4. 屁股坐在椅子上 。 5 不打人 。

好行為做到畫0 ， 發脾氣、打人、不聽話畫X ，部份做到畫6， 0

獎懲辦法: [ 個O可以得到 [

個x將會 [

紀錄者 : 導師和所有科任老師

週一 週二 週一 週四 週五
節數 時間

1 
8:15-8 :35 
導師時間

2 8:40- 9 :20 

3 9:30-10: 10 

4 10:30-11:10 

5 11:20-12 :00 

午餐 12:00-12:40 

午1木 12:40-13:20 

6 13:30-14:10 

7 14:20- 15:00 

8 15 : 15一1 5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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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00在校行為觀察記錄心得和札記

。。。在校行為表現觀察紀錄心得和札記(第八週)

從第 4 週開始做上課紀銀到第 8 週 . 0。在第 8 週才完全和其他孩子一樣 ， 上課時坐在自己的

座位 。 第 8 週對00和筆者都是成功的一週 。

雖然00有進步 ， 打電腦的激勵目前對孩子是個增強物 ， 但00只做到其他孩子的平常標準而

己，而且穩定性也還未得知 ， 故而還需要努力 o

00除了學科以外的其他方面 ， 穩定性還有待觀察 。 例如.

他和大人的良好互動關係 ， 他不敢讓大人輕易接觸他的肢體 ， 如摸豆頁、摸肩、牽于... ， 有時候

筆者要牽他的手排隊 ， 須先告知他 ， 他才會讓人牽手 ， 否則他會一直跑 。

他和大人講話時 ， 一開始的眼神是畏縮和充滿防衛的 ， 甚至不敢正視對方 。

上戶外課時 ， 他往往不排好隊 ， 跑來跑去 。 等到隊伍出發時，他就跟在班級隊伍旁跑來跑去 。

感覺的出來他很怕自己會落單 。

每天一早進教室 (他都很早就進教室 ) . 他的第一個動作不是將書包放好，而是整個人連人帶

書包 ， 趴在他座位後面的桌子上 (這學期筆者將他後面的座位騰空) 。 約過了 10-20 分鐘之久才將

書包放好 。

若是當天聯絡簿內容有 4 頂之多 ， 筆者通常需要運用一點策略才能讓他在第一節上課前完成，

例如 ， 未完成者不能不日大家一起到戶外望遠凝視、也不能跑操場一圈運動 。

本想改變上課行為表現的內容和行為指標 ， 看來，還需要一些時間來觀察00的行為穩定度 。

筆者告訴自己 ， 加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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