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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養技巧 

1.2.1  也許應該多點兒挫折教育 
    如今的孩子普遍缺乏挫折的歷練。作為老師和家長，我們的不敏感、我們的

想當然、我們的推卸責任、我們的盲目樂觀都可能是他們經不起挫折的原因。所

以，不妨為孩子制造一點兒挫折，當孩子置于人生的轉折點或者步入了一個新階

段的時候我們都該適時地給予指導，畢竟成長容不得嘗試，也無法重來，與其事

后扼腕嘆息不如事前多想多做防患于未然。如果您的孩子從小就很優秀也一帆風

順，那麼您可能更需要給他(她)多一些挫折教育。希望我們的孩子們都能在比過

去更優秀的環境里“軟着陸”。 
 
北京青年報   2009 年 5 月 7 日 
 

1.2.2  爸媽，有人掀我裙子… 
  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吞吞吐吐、轉彎抹角地向你說某人掀起她的裙子……
你的反應會如何呢？震驚、懷疑、痛心、立即報警，還是不了了之呢？孩子不幸

遭性侵犯或懷疑遭受性侵犯，家長應如何處理呢？ 
  香港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雷張慎佳表示，現代父母理性上都會以保護者的

形象支授懷疑遭性侵犯的孩子，但遇事的孩子正處於脆弱又敏感的狀態，成人回

應時的語氣、面部表情以至身體語言，都會觸動孩子的不安感，影響她是否能說

明事情始未，甚至是否願意說下去。 
 
年紀愈大 顧慮愈多 
  孩子愈年幼，愈依賴大人對她日常生活、表達能力的了解，只有在這基礎上

才能較準確判斷孩子對「掀起她裙子」的定義，察覺其中不妥之處。當孩子到了

七八歲，表達能力較全面，但同時思想和擔憂也更複雜，例如她與侵犯者的關係、

持續時間和次數、形式與暴力程度，以及侵犯者的地位和平日相處的表現，甚至

補償禮品，都可能構成孩子告發對方的心理障礙。 
 
第一守則 保持鎮定 
  孩子肯透露端倪已需要很大的勇氣，若告訴家長時，稍感挫折，他們便會把

事件收藏得更深。因此當家長收到可疑信息後，第一守則是努力保持鎮定。雷太

說：「深呼吸、飲一杯水都是讓自己冷靜的好方法。」第二步，無論如何要告訴

孩子你信任她，從此以後保護她是你最重視的事。孩子感到大人能沉著替她處

理，才有可能說出真相。 
  當家長得到孩子信賴後，可找一個安全的地方關心她，鼓勵及聆聽她的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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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不過，在進行談話時，雷張慎佳提醒家長必須留意當中宜忌。 
 
初步了解 注意宜忌 
．不要答應保密，因為將來可能需要尋求其他人的幫助，況且錯誤的事，亦不應

隱瞞 
．不要為求取得詳情而催促孩子 
．不要問引導性問題，如「佢有無伸手入褲子摸你呀？」「你咁驚佢，係唔係佢

搞你呀？」 
．不要指出孩子或侵犯者的「錯」處 
．要以孩子慣用的語法和名詞形容身體部位和感覺，不必追求高度清晰、明確 
．讓孩子無拘束地回憶事件，減少發問，但可以澄清兒童用語 
．當孩子自由敘述時，需耐心聆聽，不要下評語 
．宜用開放式提問，如「佢同你一齊時，你鍾意做乜，唔鍾意做乜？」「你話佢

曳，例如呢？」 
．讓孩子明白你會怎樣幫助她，下一步如何？ 
 
不信孩子 雙重傷害 
  雷太強調當家長嘗試向孩子了解較詳細的經過時，自己對「性侵犯」亦要有

正確的概念，例如： 
。無論有沒有身體接觸，對孩子來說同樣具有傷害性 
。家庭成員、熟人或陌生人都可能是侵犯者 
。再溫和的事件，也絕對不能忽視或不了了之 
  家長本身若沒有清晰概念，或怕過敏怪錯人、怕被歧視、怕懽威、怕麻，煩

就會不知不覺地使用不當方式探問孩子，要求孩子「清楚交代」，甚至提出質疑，

這或對孩子造成雙重至更深的傷害。 
 
報警緊記 說明年齡 
  當掌握到事件的大玫情況，就可尋求警方、社會福利署或保護福利署或保護

兒童團體等的專業協助。她表示，若孩子處境危險，例如侵犯者是家人的話，報

警可讓孩子立刻得到保護。在致電報警時要緊記說清楚懷疑受害人是兒童，多少

歲，可提醒對方作出特別安排，例如要求虐兒案件調查組的專業配合處理事件；

調查小組在了解事件後作出評估，共同商討後，才決定是否啟動執法程序或其他

方案，如轉交社會福利署及保護兒童團體安排跟進。但無論如何，孩子在報警一

刻起就會得到安全保證。如果大人向孩子初步了解不果，即使只有一絲懷疑，都

可以找受過專業訓練的社工等專業人士給予輔助。 
 
孩子受壓 不知所措 
  護苗基金會副主席吳穎英醫生說，小孩子語言表達能力即使不清晰，但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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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是基於真實的經歷而表達的，沒有設計攻心的念頭。即使五六歲，想得複雜

了，也多數是擔心被責難，而７歲以上的孩子會怕大人不信、被加害人發現會遭

懲罰，他們會感到混亂，不知所措。如此壓力下，孩子在言語、行為上可能會出

現可疑現象，這些家長都必須正視，並採取「信」的態度，冷靜打開話匣，從日

常談話入手，切忌單刀直入。 
 
追問細節 弄巧成拙 
  她表示一般家長並非專業人士，能根據平日對孩子的言語能力、行為態度的

觀察認識，用常識了解事件概略即可，不應苛求仔細描述或希望蒐集得「有力證

據」。反覆追問只會令孩子混淆，希望滿足大人的要求而說出令大人滿意的話，

或嚇壞他們；即使孩子十二三歲，追問親密細節可能變成「不信任」、「煩」的表

現，結果弄巧成拙，她建議最好還是交給專業社工、心理學家、醫生或警方協助

處理。 
  她解釋，現時處理懷疑兒童遭性侵害的事件，一旦有專業人士介入後，會盡

量遵守只要孩子說一次的原則，避免重複盤問，加上視像科技，可安排孩子在特

設家居和舒適地方傾談，攝錄取證。必要時，獲孩子信任的非涉事成人也可陪同。 
  吳穎英解釋由於事件不同，因此沒有固定的具體處理準則，尤其是關係愈親

密，考慮因素愈複雜，如事發時間長短、影響孩子及其他家人程度、家庭關係以

至利益矛盾，但最重要的是保護孩子免再受威脅。她回想多年前有位勤勞媽媽為

生計每天做兩份工作，後來發現６歲女兒的分泌有異味，帶她求診。當時她想替

女孩採點分泌化驗，卻察覺孩子表現異常懼怕，可是女孩不肯說是如何弄傷了。

翌日化驗報告驗出她染上嚴重淋病，孩子仍然不肯說出實情，媽媽報警求助，警

方幫忙通知同樣忙碌的父親，誰知父親一收到消息便立刻自首招供。 
 
拆散家庭 耿耿於懷 
  吳穎英表示在此個案中，媽媽明白為了保護女兒是最合適的選擇，但對拆散

了這頭家而耿耿於懷。吳穎英認為既然侵犯事件發生了，必然會造成傷害，期望

完美結局是不可能的，只有制止侵犯重演，才能回復有限的正常。 
  雷張慎佳和吳穎英都不忘提醒家長：保護孩子是家長的責任，不能以為教導

過孩子應該如何避免就算完成任務，因為家長始終都是為孩子提供依靠的守護

者。 
 
明報  ２００９年５月５日 
 

1.2.3  暑假提升抗逆力 
    姚穎詩認為家長本身的憂慮，最直影響孩子的情緒。 
  一家人共度難關，父母首先要學習好好管理自己的情緒，不可極端地向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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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表達自己的擔心和焦慮，要讓孩子看到父母在逆境中的堅強和應變。 
 
切忌誇大言詞 
  她亦建議父母可以將金融海嘯對家庭的影響，主動向孩子們解釋，除了可藉

此灌輸正確的理財知識，也可讓孩子了解家中的財政狀況，學習節儉、彼此扶持，

讓一家人更加團結，消除孩子們因猜測而產生的莫名恐懼。「父母在解釋的過程

中，切忌過分誇大金融海嘯對家庭的影響，例如『屋企就嚟無飯開』、『我哋就嚟

要瞓街』等說話，這只會加添他們的恐懼和憂慮。」 
  另一個角度來看，其實今次金融海嘯對教育孩子，也可說是一個良機。是次

事件令部分家庭財政狀況出現危機，孩子們無可選擇地要學習面對逆境，過程中

可讓他們領悟幸福非必然，人生經歷風浪後會變得更堅強和成熟的道理！ 
  溝通、信任和關懷永遠是對抗各種負面情緒的靈藥，只要父母本身持樂觀積

極的態度，以身作則、身體力行去面對逆境，現實生活中必有回報。「在孩子身

上得到的投資回報，才是最大的收穫和無價寶！」 
 
香港經濟日報  ２００９年７月１日 
 

1.2.4  棍棒底下未必能出孝子 
    教助兒童會中國項目政策與傳播主任李萍 
  李萍指出，對兒童的暴力行為根據其性質和嚴重程度的不同，可以造成多種

不同後果，但其短期及長期影響往往很嚴重，而且具有破壞性。暴力導致兒童比

較容易出現終身的社會、情感和認知障礙以及危及健康的行為，比如藥物濫用和

過早開始性行為。相關的心理健康和社會問題包括焦慮和抑鬱、妄想、學業成績

不佳、記憶混亂以及攻擊性行為。 
 
觀點  反對一切形式體罰兒童，倡議「正面紀律」措施 
  「正面紀律是非暴力、着眼於解決問題、尊重兒童的、基於兒童發育規律的。」

救助兒童會東南亞及太平洋區域預防兒童虐待和兒童保護顧問多米尼克說，「正

面紀律是做父母的原則：着重於確立長期目標、提供溫情和指導、理解兒童如何

思考和感受和問題解決。」 
  多米尼克指出，父母要給孩子提供溫情，比如可以通過說我愛你、給他們讀

故事書、擁抱他們、當他們受到傷害或感到害怕時給予安慰、傾聽他們、跟他們

一起做遊戲、跟他們一起歡笑、讓他們知道你信任他們等方式表達；提供指導就

是要給孩子清楚的行為規範、清晰的預期描述、清晰的理由解釋、幫助孩子成功

的支持、鼓勵孩子獨立思考等，父母能給孩子提供指導的一些方或包括告訴他們

可能會發生什麼以及他們該如何處理，以讓他們對困境有所準備；跟他們解釋需

要規章制度的原因；跟他們一起討論規章制度並聽取他們的觀點；幫助他們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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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從中吸取教訓的改正錯誤的方式；控制怒氣；闡述自己的觀點，也聽取孩子

的想法；告誡他們的行為有可能對他人產生何種影響等，避免用打人、不再愛他

們、妖魔鬼怪或其他會讓兒童害怕的東西威脅他們。 
   
北京青年報  ２００９年１０月２２日 
 

1.2.5  家中乖乖女 半年前交損友 
 三名只讀中一中二的女生，竟涉嫌組織布局打劫夜更的士。消息稱，其中有

人來自單親家庭，本來是乖乖女，半年前開始結交童黨才「學壞」，家人和街坊

感惋惜。 
 被捕者中，十四歲姓何少女來自單親家庭，與母親寄住在元朗大棠村的外公

外婆家。 
 據鄰居稱，上址為三層村屋，何家佔住頂樓和天台，地下還有花圃，家境不

錯。何女自幼與父母搬來與外公外婆同住，樂聚天倫。 
 
父母鬧離婚 變心事重重 
 她留一把長長秀髮，表現活潑天真，很討人喜歡，深得外公外婆疼愛，是一

家人的心肝寶貝。可是，數年前父母鬧離婚，何女頓成單親兒童。她自從入讀元

朗區一所中學讀中一，變得心事重重，少與家人及鄰居交談。 
 鄰居表示，半年前，何女突然剪掉長髮，作「男仔頭」打扮，令家人困惑，

但未有深究，未料到她變本加厲，無心學業，經常與童黨為伍，早出晚歸，家人

多次勤她改過，恢復本來乖女模樣，但何女未有遵從。 
 另一被捕少女姓陳，十五歲，與家人居住觀塘區，在區內中學讀中二。消息

稱，陳何與在逃少女都不是同學，本來互不相識，她們跟隨童黨「夜蒲」，因而

結識對方，由於「志同道合」，短短幾個月之間便結為「死黨」。 
 
見記者拍攝 突大罵粗口 
 可惜，她們共同進退竟涉密謀打劫的士搵快錢，其中兩少女失手被捕，擒獲

她們的事主和救護員見她們太年幼，本來寄予同情，但當記者拍攝她們被警員帶

走時，其中手臂有割傷痕跡的少女，以粗言穢語破口大罵，令在場各人為之側目。 
 案發後，兩女的母親接警方通知，才知女兒闖下大禍，夤夜趕至警署了解情

況。稍後，兩女各自在母親陪同下，分別押返其觀塘和元朗大棠村住所搜查，之

後將她們送往女童院看管。 
 
關愛子女行為錦囊 
１留意子女行為有否經常出夜街 
２觀察子女日常消費比所給予為多 



 

                                           6

３了解子女來往的朋友是否不良 
４要多與子女溝通表現關懷他們 
５子女行為有偏差要耐心教導 
６如未能解決子女問題可向社工求助 
 
星島日報 2009 年 6 月 2 日 
 

1.2.6  尿頻遲鈍沒神采 子女或染毒癮 
 學生濫藥情況持續增加，令家長擔心孩子變成「索Ｋ」族。明愛青少年及社

區服務容圃中心督導主任馮慶球稱，其實家長可透過子女行為表現，識別有否濫

藥情況。 
 馮慶球稱，父母可觀察子女物件，中有否收藏懷疑是「Ｋ仔」白色粉末；時

常尿頻上廁所；不時有肚痛或胃痛；睡眠不足沒精打采；說話口齒不清；記憶力

減弱及反應遲鈍；情緒易激動及有抑鬱；經常表不無錢、不願上學及成績倒退等，

便應要與子女傾談，以了解是否吸毒，必要時與學校商量，甚至向社工求助。 
 
星島日報 2009 年 6 月 5 日 
 

1.2.7  愛祖父母照顧「唔鍾意媽咪」 
 ２歲女兒自小由祖父母照顧，近月我們夫妻倆照顧她時，她會發脾氣，「唔

鍾意媽咪」是她的口頭禪。我很傷心，我想自己湊她，好好培養感情，但是否太

遲？ 
 
 建議媽媽先拋開個人感受，從了解女兒入手： 
１、女兒在祖父母照顧下，日常作息和生活細節是怎樣的？這些細微處，女兒可

能看得很重要。若有太大改變，她不習慣自然會投訴。 
２、女兒喜歡什麼呢？吃冷吃熱，穿紅著綠，應從她的角度出發，明白她的選擇，

也要注意自己家中和祖父母家中的配套有何不同，必要時作出調整。 
３、多跟女兒講故事、玩手偶、玩煮飯仔或角色扮演，從中了解女兒的喜惡，建

立親子關係。 
４、珍惜相聚時間，一起參加社區組織的遊戲活動或親子興趣班，在活動中製造

兩母女的美好回憶。 
 祖父母自小和孫女建立了深厚感情，媽媽切忌「橫刀奪愛」，否則會變成「三

輸」局面。 
 若女兒要搬離祖父母家，宜循序漸進，保持良好關係，減少摩擦，女兒也不

用做「磨心」，祖父母也得到慰藉，即使爸媽忙起來，也有後援。 



 

                                           7

 
香港經濟日報  2009 年 5 月 29 日 
 

1.2.8  孩子暴燥易怒? 是心受傷了 
 經歷重大災難事件者，初期常會有急性壓力症狀出現，例如失眠、胸悶、疼

痛等，若未能獲得妥善處置，往後極有可能惡化為創傷後壓力失調（PTSD）、憂

鬱症或物質濫用等精神疾病，甚至未來自殺的風險也大增。 
 學齡前兒童：透過言語保證，讓孩子明白目前已無危險；多給予親吻、擁抱，

強化安全感；主動和孩子討論災難，了解其恐懼或擔憂，適時澄清疑慮；儘量維

持例行事務，如散步、說故事或固定時間上床等。 
 學齡兒童：說明整起事件對家庭帶來的變化與因應措施；篩選收看的電視節

目，避免觀賞災情晝面；鼓勵以繪圖、遊戲等方式表達感受，傾聽其煩惱，並耐

心回答問題。勿撒謊搪塞，儘量開誠布公，就算表示不知道相關內容也無妨。 
 青少年：對於本來就有情緒困擾者，包容其退化表現，多提供社會支持；善

用時間，如晚餐、就寢前表達關懷，詢問其對災難的看法與生活近況；留意其接

觸的媒體內容，鼓勵從事正當休閒活動，減少對於災情的關注。 
 若行有餘力，帶著孩子去幫忙其他災民（如協助打掃、準備伙食、照顧老人

等），從中建立價值感，重新獲得自信，對其心理建設也有裨益。若孩子身心症

狀持續一個月未見改善，應立即找精神科醫師或心理師接受治療，以免錯失介入

良機。 
 
聯合報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八月二十八日  
 

1.2.9 打造快樂港童 
答問題 容許考慮 
 說起港童特質，阿詹認為普遍孩子欠缺自信心，不敢嘗試新事物，「遇到問

題慣常問父母，父母認為對的，才去做。」他們不懂用遊戲的方法鼓勵孩子跟別

人溝通，只想盡快要求孩子回應，還要答得對。 
 阿詹說，鼓勵女兒跟人打招呼，除出於禮貌，亦由此建立她開放的心胸，是

一種習慣，不是家長的命令：「這代表孩子很開放，肯跟別人溝通。」 
 
引發好奇 長遠學習 
 阿詹強調女兒的童年要玩得開心，早期教育先引發她的好奇心，鼓勵她嘗試

新事物，好讓她長大後有能力吸收知識，孩子的性格，大抵一半是天性，另一半

是後天培養。 
 他認為，傳統智慧必不可棄，「時代已經改變，昔日古老智慧要學，好像『天



 

                                           8

生天養』，你不要怕讓孩子面對困難，小朋友跌倒，你的態度影響他如何面對自

己跌倒那一下。他覺得痛，是需要自己負責。」 
 
香港經濟日報   2009 年 5 月 20 日 
 

1.2.10  與讀障孩子同走學習之旅 
  讀障學童及其家長必須謹記：讀障學童的智能都是正常的，他們都有學習的

能力；只是他們在文字處理上的相關認知能力存有缺損，以致當他們以文字去學

習時會遇到困難。讀障學童若能及早得到適當的支援，幫助他們掌握學習文字的

方法，將有助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而家長正正就是幫助孩子掌握這些學習方法

的關鍵人物。 
  很多家長得悉孩子患有讀寫障礙，都會很焦急，不斷為孩子尋求服務、安排

訓練，催谷孩子認讀、默寫的能力，務求在短期內見到果效。這反而適得其反，

因為過量的催谷、過高的期望不但不能讓孩子按自己的步伐去學習，更會製造額

外的學習壓力。 
  家長有關學習障礙的策略及技巧外，更着重理解孩子在學習上的困難，並鼓

勵家長通過有趣的學習活動，幫助讀障孩子掌握學習的方法。在日常的學習支援

中，加強與孩子的溝通，促進親子關係，成為孩子的學習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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