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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生情緒行為問題的介入
—爆發行為的預防與處理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情緒行為專業支援團隊

教師姚惠馨

2018/05/30

行為是一種溝通方式

行為問題可能是個體僅有或最有效的溝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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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行為目錄，建立新的有效連結

師長發考卷 學生尖叫
學生不用寫

考卷

學生找老師幫
忙或口頭拒絕

行為問題

環境不利因子

(家庭、社區、學校、社會)

個人不利因子

(氣質、疾病、障礙等)

個體環境適配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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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是個體變項和環境變項互動產生的結果

個體環境間具不利因子或適配不佳，
可能產生行為問題

調整環境和教導個體，是同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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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稱的爆發行為是指……

 嚴重的干擾秩序

 口語叫囂對嗆

 肢體衝突、破壞（或嘗試破壞）物品

 意圖傷人或傷己

容易引起爆發行為的可能原因

 對學生的要求或期待與學生能力有落差

 學生持續遭受壓力或挫折

 學生間的衝突未獲得適當處理，或師生間陷入競爭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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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他喜歡的東西給他，試圖讓他不要生氣

 跟他講道理，試圖說服他

 罵他或唸他，直接逼他做到老師要求的事情

 暫時先不要求了，不理會他

學生出現爆發行為時，你會怎麼辦？

情緒往往在行為爆發之前就存在

控制不住情緒，就易出現爆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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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冷靜，維護安全

 允許學生有負向情緒，但不隨之起舞

 避免錯誤增強

 同理關切，適度溝通

爆發行為的處理原則

爆發行為的處理原則

重視團隊

事先擬定與演練

重視關係

事先預告與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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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二次爆發

 少量提問與指示

 增強配合行為

在爆發之後—降溫

 引導經驗學習

 陪伴承擔後果

在爆發之後—恢復

•行為有好壞(教導)，情緒無對錯(接納)
用好方式發洩情緒，可以紓解情緒、不帶來麻煩
用壞方式發洩情緒，可以釋放壓力、但要承擔後果



2018/5/28

8

 釐清狀況
 盡量用開放式問句引導學生表達意見

 釐清事件前因後果時，避免成為對質

 檢討行為
 討論不適切行為的負向影響與後果

 討論與演練較適當的因應方式

引導經驗學習

 眼神接觸、溫和堅定、不慍不火

 重申既定的規則與可能的後果，陪伴學生：

 感受自然的後果

 執行事先約定的後果

 承受學生可能的情緒，不回應藉口、討價還價、抱怨

陪伴承擔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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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educative, not indictive

 有獎才有懲。單用懲罰無助於引導學
生表現正向行為

 選擇與行為高相關的負向後果較佳。
如：破壞公物→剝奪休息時間修復公物

 符合規定，遵守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

 考量比例原則

陪伴承擔後果

依背景顏色呈現嫌惡程度

消弱

反應代價

隔離

回復原狀

過度矯正

身體制伏

減少行為問題，引發適當行為

爆發行為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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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行為的發展歷程

綠區 黃區 紅區 綠區

 發現先兆

 察覺先兆行為

• 如：碎念、緊握拳頭、臉脹紅、表情僵硬、來回踱步、……等

 試圖移除或減少刺激源

• 如：衝突對象暫離現場、停止爭執辯論、暫停討論是非、……等

 若行為持續，強度升高

 進行先兆處理

 避免陷入權力抗爭

• 同理與引導溝通

• 反應中斷

• 重新指令

 若判斷行為可能進入高峰，開始執行紅區策略

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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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區—先兆處理

執行原則：
• 明確溝通，避免製造陷阱。
• 不等學生面露難色，嗅到氣氛改變就要處理。

常用策略
• 正向提示：｢我知道你可以好好說。」｢我等你保持安靜。」｢生氣的時候，
可以找老師抱怨，或是去輔導室休息，可以讓自己好點」

• 重述指令：堅定溫和的提醒之前的行為約定或規則、可能後果。｢上課舉手發
言可以蓋印章。」

• 預告改變：｢還有十分鐘就下課了，再撐一下。」、｢加油，再努力一下就完
成了！」

• 彈性調整：調整份量、時間、位置(如：安靜角)等。｢今天先寫到這就好。」、
｢今天已經完成這部分，可以休息了。」

• 提供協助

 情緒會互相激化。學生的態度，會激發大人的情緒，而造成雙方同時
有情緒

 一旦雙方針鋒相對，則易陷入權力的抗爭，彼此都想壓制對方，而升
高為爆炸式的違抗行為

 為了態度問題，糾纏不清，但雙方想傳達的意思，反而沒有處理。文

字摘自：洪仲清：你有沒有對孩子罵過：「你這什麼態度？」

黃區—避免陷入權力抗爭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409-11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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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不要……

• 試圖用權威壓他，學生在情緒風暴上，這通常會越弄越糟

• 持續回應學生的質問，和學生爭辨或解釋教師的命令何其重要

• 當下指責學生態度行為不適當，做道德、價值判斷

• 急著插手、急著要他聽話，肢體制止協助

黃區—避免陷入權力抗爭

 教師可以
• 少量關切，肯定正面特質，提示冷靜

• 堅定、溫和、簡短的提醒之前的行為約定

• 給選擇：所有的選擇都是學生可接受的

• 轉移注意到正向或中性事務上

• 協商製造雙贏

• 教導好好Say No

 視需求尋求支援，協助雙方冷靜

• 支援者到場協助穩定學生情緒

• 鼓勵學生暫時離開冷靜，或表達老師需要冷靜

黃區—避免陷入權力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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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不處理ǂ讓步。暫不處理=保護雙方

先冷靜再解決ǂ縱容。先冷靜再解決=適當處理情緒的榜樣

同理情緒ǂ同意行為。同理情緒=情緒釋放

第三者ǂ捲入紛爭。第三者=協助雙方冷靜

黃區—避免陷入權力抗爭

黃區—同理與引導溝通

 目的：察覺學生情緒狀態與行為的溝通目的，嘗試與學生交流，以幫助穩
定

 傾聽、同理

• ｢老師要你交作業，你覺得很煩是嗎？」

• ｢你好像有點擔心等一下的考試？」

• ｢聽到同學這樣說你，你很難過是嗎？」

• ｢我知道你很氣同學拒絕你」

 視師生關係，適度表達自己的感受

• ｢我不是在找你麻煩，我是擔心你的安全。」

• ｢看到你瞪著我，我覺得蠻難過的。」

• ｢如果你能好好說，我會覺得很欣慰。」

部分文字摘自：王明華譯(民98)。安戴爾•法柏、艾蓮•瑪茲利許、麗莎•奈柏格和羅莎琳•坦布雷頓著。
如何跟孩子有效的溝通。台北：世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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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區—反應中斷

 執行原則
 發現情緒變化就要當機立「斷」。

 打斷行為的鎖鏈，避免情緒持續升高。

 常用策略
• 引導放鬆：不要急，慢慢來。先坐下來，放輕鬆。要不要走走？趴著休息一
下吧！深呼吸。

• 表達關切：需要幫忙嗎？要找人說說嗎？怎麼了嗎？看你今天都沒說話，好
像心情不好？

• 轉移注意：安插正向或中性的事務或活動，如發作業、擦黑板、傳遞文件等

 給予選擇

 工作內容：你要寫國字還是背書？

 工作順序：你要先吃飯還是午睡？

 工作材料：你要用剪刀還是刀片？

 工作長度或數量：你要打球10分鐘或15分鐘？

黃區—重新指令

 執行時機
 用以指示學生停止不適當行為(非爆發行為)，引導其從事適當行
為

 執行步驟
 學生不適當行為出現，教師口語阻止：停……
 教師正向指示適當行為：好好說、放輕鬆、放下、深呼吸……
 學生全部或部分遵循，教師給予增強：很好，你做到了！……

 實例
 情境：同學在哈哈大笑，小明以為同學在嘲笑自己。就作勢握拳
要打同學。

• 執行方式：老師看到小明｢作勢握拳」的先兆行為，就告訴小明｢
停，深呼吸讓情緒穩定，(小明放鬆拳頭），老師鼓勵｢你做到了，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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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

綠區—建立師生關係

高關係，高要求！

建立規則與後果

積極鼓勵

賦權(Empowering) & 相信 關係

規範

 適當的期待

 清楚的規則

 足夠的練習

 正負向後果

 明確的提示

 正向的指令

 堅定的語氣

 可及的協助

綠區—建立規則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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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規則示例

行為問題 清楚的規則

上課遲到

上課離座

上課一直發問、頂嘴

上課使用手機

講話口氣很差

上課不聽話

做事情拖拖拉拉

上課鐘響3分鐘內進教室

上課坐在座位上

舉手等待老師點名才發言

桌面上擺放上課需要的用品

用適當的方式表達情緒

上課遵守老師的指令

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老師交代的事情

 調整物理環境：座位安排、結構化環境、視覺提示……等

 調整教材、評量、作業

 其他：事先預告、行為契約、行為訓練……等

綠區—其他常見的環境調整策略

學生的重要他人，是最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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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不公平？

 尊重與接納個別差異
 經過特殊教育鑑定的特殊學生，即表示有其特殊
的需求，給予符合其需求的協助，也是保障學生
教育權利

 每位學生在學校教育的重要任務有其不同的比重或順序

 學校提供安全支持的環境，學生才有機會成長與學習

要求？不要求？

情緒管理

基礎溝通

生活自理

人際互動

技能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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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

•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編(民98)：注意力缺陷過動症20問—教師實用輔
導手冊。臺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編(民98)：亞斯伯格症20問—教師實用輔導手冊。
臺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編(民92)：自閉症教戰手冊—學校如何協助自閉
症學生。臺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民103)：2014臺北市融合教育現場教學手冊(上)(下)。
臺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影片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民102)：身心障礙學生情緒行為問題處理策略宣導短
片—與他同行。臺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民106)：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策略(ADHD篇)。

相關資源

先期處理情緒比後續善後行為結果更輕鬆。

特殊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常是慢性、長期、複雜的，
包裹式的策略是需要的，團隊間的支持是重要的！

結語

圖片引自網路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