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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非一張白紙，從初生那一刻起孩子就展露鮮明獨特的個別差異。父母此時扮演「園丁」的角色，了解孩子的天生特質、給他需要的沃壤，他就能夠長得最好
、最適合自已的樣子。

      

   市面上許多有關親職教養的書籍如雨後春筍般上市，每一位兒童教養專家的教養技巧都是好方法，但需端看父母們如何將之融入專屬於自己的家庭生活，及孩子的適應程
度。通常，最令父母感到困擾的多半是孩子的「失控」（out of
control），無論行為或情緒，因此透過一些簡單的互動模式的建立，讓孩子學習「發脾氣」與「收情緒」，同時亦可藉由父母與孩子間的互動模式中，教孩子建
立正確的「界線」（明白「跨」過界線，將有事情發生；如要避免不想要的事情發生，就在界線前留步！）。
   
   
   正確且安全的使用「隔離法」之基本原則：
   

     
    1.     安全且不嚇人的地方（例如：在客廳的某個角落，隔離椅最好放在有90度的牆角，以避免孩子爆炸時向後倒而受傷）   
    2.     不要過度使用（有事先約定好的行為規範，違反時才執行）   
    3.     事先預告／警告（執行前，能給孩子一點機會，因此可給予簡單且簡短的提醒）   
    4.     簡單明瞭的向孩子解釋原因（執行當前，不再長篇大論，如：「因為你又倒地，所以去坐小椅子」）   
    5.     立即執行（講完執行原因當下，立即「帶走」！）   
    6.     事後，再解釋一遍被罰的原因（既然已經處罰完了，說明原因時的口吻要溫暖）   
    7.     事過境遷，勿再重提（意即：不再翻舊帳啦！）  

  

   
   
   運用隔離法失敗的十大原因：

     
    1.     時間太長。   
    2.     隔離的房間，是最好玩的地方。       
    3.     不斷地嘮叨。   
    4.     光說不練。   
    5.     孩子沒有安靜獨處的機會。   
    6.     在公共場合貶損孩子。   
    7.     總是用這一招。   
    8.     即使無效，仍舊使用。   
    9.     隔離完畢後繼續威脅。   
    10.     隔離結束後，忘了給孩子溫暖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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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孩子問題行為與情緒之「眉角」

     
    1.     了解問題行為背後的目的如：哭鬧前，發生什麼事？　　　　　　　　　　　　　　（需求未被立即滿足？遊戲競爭輸了？）   
    2.     衝突發生時，先處理情緒，再講道理　　　　　　　　　　　　　　　　　　　　　
如：孩子動手打人（對方先嘲笑他）→應先讓孩子有說話的機會（此動作可讓孩子感到被在乎）→同理情緒（如：家長可說「某事發生時，你一定很難過」）→公平
且有順序的處理（與他同在的感覺。先處理動手的行為，再處理引起紛爭之嘲笑他的同學）    
    3.     依順序來處理衝突﹣嚴重的先處理，再依事件發展的順序處理　　　　　　　　　
如：咬傷人事件（有人先把他的東西丟地上/先處理咬人的，再處理引起紛爭的主使者）如：哭鬧影響團體遊戲（被嘲笑/先處理嘲笑別人的同學，接受處理老是用哭鬧來表示
不滿的同學）    
    4.     挖洞給「他」跳﹣沒有「要」或「不要」；只有「選擇題」！　　　　　　　　　
如：「你要選把糖果全部收起來？還是選只能吃2個？」（孩子容易是自我中心的、受慾望驅使的，因此只問孩子要或不要，一定容易得到家長也不樂見的結果，此時
只要給予選擇題，通常孩子就會不自覺地為了避開另一個不想要發生的，而只好進行另一個勉強可接受的選擇）
  
    5.     交換條件　　　　　　　　　　　　　　　　　　　　　　　　　　　　　　　　　　
如：先「做……/配合」，才「有……/獎賞」；「要！就做！；不要！就沒有！」    
    6.     無論「獎賞」或「處罰」，都應『快狠準』！　　　　　　　　　　　　　　　　　
如：立即給獎賞，可增加好的行為；立即徹除獎賞或給予處罰，可消除不希望出現的行為再出現。如：坐隔離椅，一旦情緒穩定下來了（哭聲變小或停止哭），就要立即讓
孩子離開。   

  

   
   溝通小撇步：
    

     
    1.     平靜情緒（情緒上升，思考能力暫時關閉，因此等待孩子冷靜後才開始談話）　　如：等你想說話了，再來找媽媽。   
    2.     談需求、想法（被了解的感受）傾聽孩子傷心或哭鬧的原因；平行互動（姿態對等、與孩子視線平行）。　　　　　　　　　　　　　　　　　　　　　　　
　　　　　　如：告訴媽媽，你想要什麼？怎麼了？
  
    3.     學習問題解決（2種以上的選項）判斷孩子的要求合不合理？有什麼方法可以完成？　
如：「我要贏！！」（如果是只想要贏，即使神都辦不到；但如果哭鬧是為了「想要玩」，就教孩子如何適當表達需求）。    
    4.     以「我們」來代替「你」　　　　　　　　　　　　　　　　　　　　　　　　　　　你自已想辦法看要怎麼辦 vs.
我們一起來想辦法。一定都是你的錯！ vs.  可能是我們的錯，同學才會不想和我們玩！    
    5.     練習包「三明治」（先正面鼓勵說對方不想聽的話再鼓勵）　　　　　　　　　　
如：「我覺得你的積木拼的很好！可是因為你都把積木亂丟只好收起來，等可以玩的時候再做厲害的積木給媽媽看！
  
    6.     「妥協」法（各退一步，海闊天空；學習等待）　　　　　　　　　　　　　　　
如：先吃5口，再喝飲料1口（飲料，可能是家長原先不願意提供的）。如：先刷完牙，才有卡通（看電視，可能是家長不希望一早就給予的）
  
    7.     大鬧脾氣時……　　　　　　　　　　　　　　　　　　　　　　　　　　　　　　　　－只說指令、沒有長篇大論（一切靜不在言中）　　　　　　
　　　　　　　　　　　　如：「不可以！穿鞋子，回家了！」vs. 「媽媽說過了，在外面不可以鬧脾氣，媽媽這樣　　　　不喜歡…」。　　　　　　　　　
　　　　　　　　　　　　　　　　　　　－快、狠、準　　　　　　　　　　　　　　　　　　　　　　　　　　　　　　　　　
如：哭鬧不肯穿鞋、坐著不動，此時家長直接幫他拿了鞋子，抱了就走！以示父母的決　　　心！（不需要在此時堅持要孩子自已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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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凱西．萊文森博士著(陳娟娟譯)。「不亂發飆的孩子」。信誼出版社。2009年7月。

  

    

 3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