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緒行為問題的預防
與輔導策略

桃園市情支中心 
 康菩珊



課程內容
從特殊需求看情緒行為問題

爆發性行為處遇策略七部曲

危機處理流程SOP 預演秀

情緒行為問題三伏貼



是否可以有情緒

Add your 
idea here

Add your 
idea here

是人都會有情緒?

情緒是要壓抑?還是要釋放?

情緒行為本身是好?不好的?



哪些情緒行為需要優先處理

Add your 
idea here

Add your 
idea here

緊急的,影響自身或他人人身安全  EX:自傷 傷人

嚴重的
      -持續的干擾行為,影響班級秩序
      -如果不介入處理會更嚴重的   

僅牽涉財物損失,人際關係及觀感

影響日常生活功能運作



Add your 
idea here

Add your 
idea here

當孩子不懂得如何閱讀,  我們教導他
當孩子不懂得如何游泳,  我們教
當孩子不懂得乘法計算
當孩子不懂得如何開車,
當孩子不懂得守規矩時,是教他還是處罰他?

面對情緒行為的小思考



特殊生常見特質
自閉症  VS情緒行為障礙



常見的情緒行為問題學生簡介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特質簡介



特質-情緒障礙 VS  應對策略

Add your 
idea here

Add your 
idea here

降低個體本身不利因素的
影響

調整
向度

–醫療
弱勢

–提供成功經驗

–增強動機

–提供輔具

–諮商輔導

–行為訓練

專注力不足

學業學習困難

衝動控制困難

情緒調控困難

社會互動技巧缺乏

衝突因應與處理較巧缺乏



自閉症學生特質簡介

抽象的、假設的、迂迴的、幽默的、反諷的、時間序列的語言較不易理解。

選擇性注意強烈，注意力轉移困難。

無法從無關的刺激中找出有關的訊息，因而分心。

語言表達優於語言理解,常使用直接、不加修飾的語言，讓周邊的人不自在或難堪

多半視覺學習優於聽覺學習。

對冷熱、氣味、噪音等特別敏感而好惡分明，特別喜愛或排斥，有時因此有特殊的刻板行為，
如：沉迷於光線的改變、利用聞嗅來感受物體、以眼角餘光來觀察物體…

動作笨拙不靈活動作慢,協調與平衡不佳,精細動作困難─有時會影響書寫



自閉症學生特質簡介

不能理解社會行為法則，如眼神接觸、親近他人、手勢和姿勢等
不懂得如何運用視線接觸做「非語言」的溝通
難以解讀或誤解別人的表情、情感和想法
社會技巧欠缺或使用不當，對於會話的開始、延續、輪流、轉換、結束有相當的困難
視線接觸的運用有些奇特，面部表情冷漠
不易習得與人分享喜怒哀樂、競爭合作等社會能力
不易理解潛規則（不成文的規範、規則）
難以根據時、地、人的改變而調整自己的言行
不易建立與維持友誼

較同儕缺乏彈性，在類化知識、問題解決策略及技能方面有困難。
堅持自己的原則，面對未知或未準備好的改變易焦慮、恐懼。 
遵循固定的生活模式，因應環境改變的調適力差。



特質-自閉症 VS  應對策略

Add your 
idea here

Add your 
idea here

降低個體本身不利因素的
影響

調整
向度

–醫療
弱勢

–提供成功經驗

–增強動機

–視覺化  結構化

–諮商輔導

–行為訓練

自我刺激

固執性

易焦慮

面對變動的調節不易

社會互動技巧缺乏及僵化

衝突因應與處理較巧缺乏

-預告訊息與改變



情緒行為問題
預防與介入三伏貼
環境調整,行為教導,後果處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8GeSJ18od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8GeSJ18od8


調整生態環境常用作法

重新安排心理社會及物理環
境，減少環境中不利的刺激
因素

降低學生本身特質不利因素
的影響

建立安全感、培養人際互動
的正向經驗、增加學習上的
成功信心

Add your 
idea here

Add your 
idea here

心理社會調整

物理結構調整

互動調整

調整
向度

目
的



環境調整-心理社會調整(營造正向接納的環境)

主動了解學生並
建立關係

1

必要時安排特
教宣導活動

不吝嗇給予
正向回饋與

讚美

找到學生優
勢與獨特性
(價值感)

營造班級同理
心與問題解決

能力

發生事件,了解
學生的想法
把握事件進行
機會教育

鼓勵同儕間的
友好互動 安排小天使

創造並增加人
際連結的機會
(社會關係)

創造並練習在班
上的貢獻度
(社會角色)

預告訊息與改
變

目的
提升溫暖與支持度
增加與環境中的連結及正向互動

創造活動的參
與機會

(活動參與)



不可能沒有變動,變動的接受是需要訓練的

預告訊息與改變

務必針對變動及可能成為壓力源的因素進行預告

針對變動及壓力事件,事先安排情緒支持與紓解配套措施
      -可預期,可操作,事先演練)



環境調整-心理社會調整-親職溝通

務必陳述學生在
校有哪些好表現

2

提出明確的討
論主題

先處理情緒
再解決問題

提出明確具體
可行的方法或
方案進行討論

善用多玩化的
溝通管道

陳述試行過的
策略及改善情

形

避免一次大量
告知多項在校

問題

把握每次小事
件的溝通機會

目的
了解學生在家情形以及家長的想法
協助家長了解學生學習適應情形
商討協助學生的方法



環境調整-心理社會調整-設定合理期待

評估學生的學習能力現況(起點能力)

3

安排適當的教材教法

目的：
教師調整對學生的要求與期待
適度設定學生可及的學習目標必要時,思考教育安置的調整



環境調整-心理社會調整-班規建立調整與維持

斑規不宜過多
不超過7個

4

必要時具體說
明要求班規的

原因

避免過度強調
違規事項

表明正向而具
體期待的事項

經常性的提醒班
規

教師示範和演
練班規

確保學生理解

目的：
考量班級特性需求做微調
明確化教師對團體的基礎
期待

事先提出全班性
的班規

定期與學生檢討
並調整班規 正向引導與具

體增強
善用團體後效

增強



環境調整-物理結構調整-教室空間及座位安排5

目的：
1.降低環境干擾   2.提升學習效率  3.維持順暢動線



環境調整-物理結構調整-視覺化提示
6

目的：
預告訊息
協助學生記憶與搜尋環境線索



環境調整-互動調整(初級預防)

指令的調
整與彈性
(書面,口語,

同儕)

7

正向回饋
與增強

目的:打斷行為問題發展的鎖鏈
提供「動」

元素
活動轉換、
安排小任務

適度增設
「煞車」機

制

積極關注
好行為

降低要求
的難度，
簡短扼要
的指令

促進溝通調整工作或
活動的順序

提示正向
行為及預
告後果

具體明確的
指令

有意識地
忽略干擾
行為



提升個體能力的常用作法
-行為教導

Add your 
idea here

Add your 
idea here

說明技巧
重點

示範 演練
技巧

回饋
修正演練

目的：增加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的彈性，建立正向技巧
作法：分為隨機教導及系統性教學



控制行為後果的常用作法

增強正向行為

避免行為問題加劇Add your 
idea here

Add your 
idea here

策
略

目
的

回饋

增強/讚美

恢復原狀

反應代價



正向肯定的互動氛圍(挑對不挑錯)
      -多看好的一面，少念負向表現

正向回饋

需要改變的行為

回饋三元素
1.肯定句(正向)
2.具體讚美
3.提供範例或楷模 行為往好的方向變化



正向肯定的互動氛圍(挑對不挑錯)  -多用正向語句

正向回饋



積極增強好行為

增強

好行為

增強成功六要素
1.選擇適當目標
2.增強物足以吸引個體
3.立即性與一致性
4.時距VS難度適中
5.視覺化的紀錄
6.說到要做到

好行為更穩固
動機UPUP!!



嫌惡性後果

採取嫌惡性後果策略時須同時教導正向的行為

安排的剝奪,需付出的代價,都需事先說明與預告

嫌惡性後果的安排需與行為有相關,合理,具教育意義

可運用一致的班規,但標準和內容可視情形調整

穩定教師自身情緒來執行,避免個人情緒的參雜



爆發性行為處遇
Are you rea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8GeSJ18od8


親師溝通與合作的考驗
    -特殊生家長VS.普通生家長
    -公平性的議題

團隊合作的考驗
 -班級教師VS.特教教師VS.專輔教師VS.行政人員VS.家長間的合作

面對時的挑戰

情緒行為事件當下教師情緒調解的考驗
    -我只是在盡管教職責



面對時的準備

1.融合趨勢下的挑戰
2. 技能升級的必要性
3.沒有特效藥
4.預防勝於治療
5.保持彈性
6.準備好情緒調節器

Add your 
idea here

Add your 
idea here

1.情報戰:掌握訊息
2.關係存款要存飽
3.發佈規則指引
4.團隊戰! 合體~!
5.盡速安排環境調整策略
6.情緒管理當下留一「口」

心理
調適 踏出

步伐



爆發性行為循環圖(Acting-out cycle)



平靜期

學生的樣態

合作專心積極
參與上課

執行課堂
任務

守規矩

遵循
指令

可以被提
醒或糾正



介入方向與原則:打好關係基礎    建立明確一致規範

平靜期

1.建立並維持班級明確規範
  -搭配個別事先說明+行為契約
2.增強/鼓勵/讚美正向好行為

3.環境調整(心理社會VS.物理結構)

7.因應學生能力調整課程與學業學習要求

4.創造並增加人際連結的機會

5.提供適當任務與關注

6.教師保持彈性(心態,規範,情緒)及幽默感

8.建立危機行為的處理流程SOP



介入方向與原則:打好關係基礎    建立明確一致規範

平靜期

明確的指令
-正向語句
-具體可操作
讓學生有所依循,有明確行為目錄



介入方向與原則:打好關係基礎    建立明確一致規範

平靜期

行為契約



導火線期

可能的樣態
皺眉

對提問沒反應

課堂任務參與
度下降

動來動去/
起身走動

趴在桌上

面無表情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S6AVMtrEYs


1.避免可能觸發情緒的事件

2.察覺情緒是否被觸發,初步同理感受,以協助穩定情緒

介入方向與原則:
1.發現先兆   2.預防情緒加速   3.導向正向行為

觸發期(導火線期)

3.提供協助,避免指責

4.口頭提示正向行為+預告後果   (必要時,當下可調整作業要求難度)

5.必要時,引導放鬆



激躁期

可能的樣態
呼吸
急促

發出聲音碎念
喃喃自語

無法進行/完成
老師的任務

手握拳

臉色轉為
難看

焦躁走來走去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S6AVMtrEYs


反應中斷策略  (時機:發現先兆行為)    

介入方向與原則:打斷行為鎖鍊,減少壓力,刺激,要求

激躁期(不安期)

1.促進溝通+表達關切:

2.提供選擇:
 3.提示放鬆:

4.轉移注意: 

 5.提供協助: 
6.降低要求:



反應中斷策略  (使用時機:已出現不當行為)  

介入方向與原則:打斷行為鎖鍊,減少壓力,刺激,要求

激躁期(不安期)

重新指令
出現不當行為→引導可做的適當行為→當作出遵循指令表現時,立即增強



指令後給予時間反應,避免催促及密集提醒使用

介入方向與原則:打斷行為鎖鍊,減少壓力,刺激,要求

激躁期(不安期)

正向指令:明確告知期待的行為

必要時,引導至冷靜空間



加速期

可能的樣態
言語
挑釁發出怒吼

手腳舞動幅度變大

撕毀作業

言語激怒
他人

拒絕老師指令

https://www.youtube.com/embed/eke86rs5W9I


介入方向與原則:退出戰場,停止所有刺激/要求,    教師調整情緒

停下:停所有要求/指責/,持續「同理」「協助」

加速期(焦躁/惡化期)

傾聽: 專心聽個案說話,肯定他願意說

通知: 必要時,進行通報流程



介入方向與原則:保護自己/學生     啟動緊急sop計畫

高峰期

保護其他學生和教師安全(必要時撤離)
只處理情緒，不檢討行為

https://www.youtube.com/embed/NO7UVCxOCiY


緩和期

可能的樣態
情緒慢慢
減弱睡覺

順從

否定自己

不知所措

退縮

https://www.youtube.com/embed/KVS9EKaEU3g


介入方向與原則:給予冷靜空間/時間,避免二度刺激  ,增強/讚美

緩和期

回到激躁期的策略

指令後給予時間反應,避免與個案過度靠近

逐步引導回課堂或活動中即可



介入方向與原則:   增強    討論/解決事件  重建關係

恢復期

協助轉換回日常生活

指出並增強學生在事件中正確的行為
傳達對於學生能能成功改變的支持和期待

改進計畫的討論
     -討論行為與事件,整理經驗想法
     -討論下次遇到狀況的因應,並演練

關係的修復
     -輔導同儕與人員
     -協助個案進行修復關係

https://www.youtube.com/embed/2iLGo2GWxzo


危機處理流程SOP 預演秀



SOP緊急處理流程
事先安排通報流程及人員,以利必要時求助    (搭配動線規劃安排與演練)

      -找1-2名較機靈的學生擔任,執行通報  
      -事先確立1-3位支援人力名單與排序    (優先考量個案信任的師長)

減少刺激
      -停止所有指責,要求,釐清問題等舉動  (情緒中說什麼都沒有用,勿火上加油)
      -至多提示冷靜  

保護所有人安全
      -必要時撤離其他學生  
      -撤離123:後退,安靜,迅速



SOP緊急處理流程
校內危機處理流程的精緻化

      -因應個案不同情緒強度的應對技巧
      -當個案情緒高漲衝出教室時,跟隨的技巧討論
      -情緒緩和後的處理方式

角色明確分工的必要性
      -角色定位明確,避免一人分飾多角
      -利於訓練個案求助或解決問題路徑的行程

冷靜緩衝站的安排
      -建議安排多個
      -個案經驗中是安全的尤佳



SOP緊急處理流程
建議可適度與個案進行約定以形成默契

      -可與個案事先討論約定形成默契
      -可適度給予個案情緒自處的空間與時間彈性 
      -情緒平穩後針對事件進行討論與協助



善用現有工具與資源
班級經營策略表



善用現有工具與資源
班級經營策略表



團隊分工
教務處：適當編班、作業及抽查要求調整
學務處：事件處理、藥物使用的協助與諮詢（校護）
輔導室：宣導、事件處理、輔導及連結資源
特教組：宣導、行為教導（情緒處理、社交技巧等）、事
件處理、相關專業資源連結、
家長:合作與信任,定期聯繫,協助執行教育目標
家長會：志工的協助、普通生家長的協調溝通



結語
先處理情緒,再處理行為
先處理好自己,再處理學生
預防  勝於 善後
事先規劃安排,可免除許多問題
知己知彼才能游刃有餘
團隊合作事先明確分工,才能發揮最大效益

正向互動的循環   VS  攻擊誘發攻擊
危機處理並非一瞬間,需要事先且經常演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