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孩子的世界 

淺談特殊需求兒童的挑戰行為及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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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可是一位就讀幼稚園大班的女孩，那天由媽媽陪著來到了診間。那是個

炎炎夏日，小可穿著裙子，手上卻拿著羽絨外套。當心理師嘗試跟小可互

動，小可看了心理師一眼，接著用羽絨外套將自己蓋住並背對心理師。心

理師決定尊重小可的意願，於是先與媽媽進行會談，媽媽說：「她的情緒起

伏很大，很容易生氣，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她有一個妹妹，妹妹就不

會這樣…」正當媽媽說話的時候，小可把羽絨外套掀開，整個人趴到桌子

上，擋在媽媽與心理師之間，並伸手摸著桌上的電腦、鍵盤、滑鼠及讀卡

機。當媽媽制止她，她就大笑、大叫，然後大聲吼著：「妳都不愛我，只愛

妹妹！」、「妳都不陪我，只陪妹妹！」類似的話，小可在整個會談過程中

說了不下數十次，而媽媽總面有難色的看著心理師。後來心理師嘗試在與

媽媽會談的過程中透露著對小可的同理與接納，神奇的是，小可的挑戰行

為變少了，也開始願意跟心理師互動，甚至在最後要結束整個會談的時候，

小可一直要求延長時間，心理師說：「好，那我們再 5分鐘。」小可則著急

地說：「還沒，還不可以計時喔！」最後媽媽與小可打開門要離開診間的時

候，媽媽問小可：「妳為什麼都不聽我的話？」小可說：「如果妳是醫生阿

姨(意指心理師)，我就會聽妳的話了。」 

 

調整看孩子的眼光 

根據心理學大師阿德勒：「每個人都有追求歸屬感和價值感的需求。」不

僅是大人，孩子也有同樣的需求，即便我們的孩子可能因為發展遲緩、生理疾

病或是其他兒童心智科常見的疾病以致於他們有一些特殊需求，但他們仍然有

追求歸屬感和價值感的基本需求，而當孩子們對於歸屬感及價值感有不正確的

解讀，也就是所謂的「錯誤的信念」，那麼孩子就有可能表現出不符社會期待

的挑戰行為，而讓家長們感到頭痛不已。而身為家長的我們，在陪伴孩子成長

的過程中，我們到底能夠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要試著了解孩子的獨特性。其中包括了以下幾個面向： 

（1）孩子的好惡：有些孩子可能會因為他們的特殊需求而有特別的偏好，例如：

有些自閉症的孩子可能會在感官刺激方面特別的敏感，他們可能特別喜愛特定

的氣味、觸感、口感、溫度等，但也可能正好相反，特別排斥特定的感官刺激

經驗。因此，當我們能夠了解孩子的好惡時，當孩子出現「看似莫名其妙」的

負向情緒時，我們可以更有效的幫助孩子緩解他們的情緒。此外，我們也能透



過將孩子喜歡的東西安排到我們想教導孩子的事物中，藉此提升孩子學習的動

機。 

（2）孩子的氣質：「氣質」可以看作是孩子的特質，或是面對環境刺激的一種

反應型態。根據學者 Alexander Thomas及 Stella Chess將氣質分為九類： 

A. 活動量：孩子的活動量大小。 

B. 規律性：孩子包括睡醒、飲食、排泄等生理時鐘的規律性。 

C. 趨避性：孩子第一次遇到新的人事物時，所表現出來是接受或退縮的態度。 

D. 適應度：孩子適應新的人事物、情況、環境的難易程度與時間的長短。 

E. 反應強度：孩子對內外在刺激所產生反應的激烈程度。 

F. 情緒本質：孩子快樂、不快樂等正負向情緒的表現比例。 

G. 堅持度：當孩子正在從事某件事情，卻遭到外來的阻礙時，克服阻礙而持

續下去的程度。 

H. 注意力分散度：將孩子的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刺激的容易度。 

I. 反應閾：要引起孩子某種反應所需的刺激量。 

孩子的氣質沒有好與壞之分，當我們學習以欣賞與尊重的態度看待孩子因應這

個世界的獨特方式，並在孩子面對挑戰的時候，將孩子天生的氣質合併一起考

量，將有助於我們更能夠理解孩子所面對到的困難。 

（3）孩子的強項與挑戰：所有的孩子，包含特殊兒，都有自己的「優勢能力」

與「弱勢能力」，透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細心的觀察，或是當孩子來到醫院做

評估之後，與孩子的醫師或治療師進行討論，都能夠幫助我們對於孩子的優勢

與弱勢能力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減少孩子出現挑戰行為 

    在了解的孩子的獨特性後，接下來，我們可以透過以下幾個技巧，來幫助

我們更進入孩子的世界並減少孩子出現挑戰行為： 

（1）傳達同理：所謂的同理是透過我們的語言、語調、臉部表情和其他肢體語

言，來向孩子傳達「我知道你的感覺」、「我了解你正在經歷的事」，讓孩子

感覺到被理解、被接納，而不是試圖否認或改變孩子的感受。當孩子感覺到

「被接住」的時候，往往就能讓孩子的情緒慢慢地平靜下來。然而在傳達同理

時，仍然需要考量到每個孩子的獨特性，有的孩子對於語言的接受度可能沒那

麼高，那麼我們可以坐在孩子的身邊，以肢體語言（如：凝視、臉部表情、手

勢和身體姿勢）來傳達我們的同理。 

（2）傾聽語言以外的訊息：每個孩子可能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溝通能力，特別是

特殊兒，有的孩子可能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他內心的感覺與想法。然而不管孩子

的溝通能力如何，仔細的傾聽「語言」以外的訊息很重要。我們可以觀察孩子

的表情、姿勢、身體動作、移動速度、眼光注視的方向和焦點、手勢和肢體語



言等各方面的變化，試著去感受、去了解孩子在特定時刻的身體動態變化，將

有助於我們能夠更進入孩子的世界。 

（3）啓發性提問：對孩子提問，邀請孩子一起來思考如何克服所面對的挑戰，

傾聽孩子的回答，我們將更可以從孩子的角度去看問題，同時幫助孩子發展解

決問題的能力。同樣的，當我們要問孩子問題的時候，一樣需要考量孩子的溝

通能力，溝通能力比較好的孩子我們可以問他「你覺得怎麼做會比較好呢？」，

而溝通能力比較弱的孩子，則會用行動來表達他看待問題的方式，因此我們可

以給他引導，並等待孩子做出反應。如：教導孩子學習收拾玩具時，剛開始我

們可能會拉著孩子的手一起將玩具放回盒子裡，但當我們確定孩子有這樣的能

力之後，我們就會漸漸減少給他的幫助，並且當孩子沒有發現掉在盒子外面的

玩具時，給予簡單的引導，像是用手指著玩具，說：「喔喔！」，讓孩子注意

到掉落的玩具，並鼓勵孩子嘗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再次撿起來，放進去）。 

（4）特殊時光：當我們與孩子一起安排共度特殊時光的時間，可以幫助我們培

養與建立彼此互相尊重及充滿愛的關係，同時更可以幫助我們進入孩子的世界。

在有明顯手足競爭情形的家中或是孩子常有過度尋求注意力的行為時，這個技

巧格外重要。若孩子可以與我們有個別獨處的時間，滿足孩子歸屬感的需求，

其手足競爭的情形或過度尋求注意力的行為將能減少。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個

特殊時光裡，最重要的就是「專心」陪伴〈絕對不是只在一旁滑手機〉，跟隨

孩子的引導，陪伴孩子做他想做的事，或是計畫彼此都能夠享受的活動，參與

其中，讓我們更能夠了解到孩子的獨特觀點，進入孩子的世界，並在孩子遇到

挑戰的時候，提供更多適合他的幫助。 

（5）在糾正前先連結：孩子難免犯錯，在糾正孩子的行為之前，我們要先讓孩

子感受到我們對他的愛。我們可以靠近孩子，蹲下來，與孩子的視線保持在同

樣的高度，接著以固定的音量、不帶情緒或較為輕鬆的語調說話，確實傳達愛

的訊息，讓孩子感受到我們愛他的程度遠超過於對他所犯錯誤的擔憂，減少孩

子的緊張、擔心或害怕的情緒。當我們了解孩子犯錯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時，

也許我們就能夠減少在面對孩子犯錯時的強烈情緒，而更能以溫暖、關愛的態

度來與孩子互動。 

    在小可的故事裡，可以看到小可從一開始的抗拒、搗蛋、不配合，到最後

的依依不捨，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小可多次傳達出想要被關注、被愛的需求

（歸屬感），但這個需求在生活中一直未被滿足，因此，小可用了很多挑戰行

為來嘗試吸引媽媽的注意力，也對於媽媽無法滿足其內在需求感到生氣，但當

心理師嘗試傳達對小可的理解、接納與同理後，小可卸下了心防，生氣的情緒

逐漸平復，並與心理師建立了信任關係。心理師並沒有任何神奇的魔法，只是

嘗試著進入孩子的世界，了解孩子的感受與想法，與孩子連結，滿足孩子歸屬

感的需求，就可以讓孩子的挑戰行為大大減少。上面所分享的教養技巧，若是

能夠落實在我們與孩子的互動當中，相信我們也能夠與孩子建立親密信任的關

係，並且與孩子一起面對與解決他所遇到的挑戰，快樂陪伴孩子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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