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做恩威並重的家長



內容重點

四大管教模式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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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並重型的管教模式與正向家庭

與孩子建立安全依附的關係

如何實行恩威並重



提起管教，你會想起那些詞語？



小測驗 - 你是哪種家長 ?



四大管教模式－ 黛安娜·鮑姆林德 (Diana 
Baumrind)
美國發展心理學家



孩子正在製作手工藝，但卻不懂如何將材料組合，
最後不小心整壞了，於是哭了起來...

你會怎樣回應？
(請各家長分組, 扮演家長、孩子、旁觀者)

角色扮演－情境題



如果有4個以上的A，就代表你是「權威型父母」
權威型父母對孩子有絕對的掌控慾，雖然是好意、為了孩子的未來着想，卻也扼殺了孩子的獨特性與先天的氣質。
未來，孩子可能會變得更加退縮與被動，覺得都只要聽父母的就好了，而且也缺乏自尊心、容易焦慮、懷疑自己；若是哪
天脫離了父母的掌控，也會缺乏自律。雖然專制式的教導看起來最有效率、也最有用，但卻不是長久之計，也容易造成無
法挽回的後果。

如果有4個以上的B，就代表你是「放任型父母」
放任型的父母雖然看似對孩子很好，但卻因為溺愛把孩子推向極端的發展：無法無天、生活廢人。因為孩子從小就享受着
萬眾矚目、長大後也會理所當然的要求別人比照辦理，甚至不分是非，覺得大家都要聽自己的話，或是一切以報酬論：你
要先給我我想要的東西，我再考慮要不要答應你的要求。比起當父母，家長們更期待自己能夠像朋友的角色與孩子相處，
也不會嚴格教導是非觀念。

如果有4個以上的C，就代表你是「忽略型父母」
忽略型父母看起來好像沒甚麼問題，小孩也長得很好，但細看就會發現他們與孩子幾乎零溝通，他們只確保小孩衣食無虞，
卻不管他們是否有獲得足夠的安全感、信任感、親密感。這種父母可能只是複製從小被父母對待的方式，而不曉得孩子除
了生理，還有心理上的需求；或是純粹工作太累、無暇顧忌，甚至是本身就有成癮問題，無法對孩子提供情感上的幫助。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雖然習慣自給自足，但也害怕自己變得依賴他人，情感與社交方面也會有所不足，也因為缺乏家
庭支持，容易焦慮或憂鬱。

如果有4個以上的D，就代表你是「恩威並重型父母」
恩威並重型父母會花很多時間與孩子培養關係，除了滿足生理需求外，更注重心理的富足。他們會盡力給予孩子安全感、
尊重，但孩子如果犯錯、不聽話，他們也會堅持自己的底線，教導正確的是非觀念。過程雖然會更辛苦，因為花更多時間
與孩子溝通，但孩子的成長過程是開心且健康的。

原文網址: 親子｜孩子在研究剪刀 你有甚麼反應？7個Q&A判斷你是哪類型父母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79710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放任型

(Diana Baumrind, 1960)

低要求
高接納

家庭氣氛

•有著愛與支持

對子女的期望

•沒有特定的期望
與標準

行為準則

•害怕破壞親子關
係，不會處罰孩
子的不當行為，
任由孩子決定許
多事情，縱有不
對也不忍心責備。

子女特徵

•經常表現自我中

心、不積極、倚

賴他人、不守規

矩、衝動，並且

會希望獲得他人

的注意。



忽略型 低要求
低接納

(Diana Baumrind, 1960)

家庭氣氛

•少有情緒上的支持，
不關心孩子的事情，
也不太約束孩子行為
及提供適當指導。

對子女的期望及行為

準則

•沒有特定的期待與標
準，沒時間和精力用
於教養子女。

子女特徵

•未能學習分辨是非對
錯、經常表現出不守
規矩、自制力薄弱、
不會應付挫折、缺乏
自信心和安全感。



權威型 高要求
低接納

(Diana Baumrind, 1960)

家庭氣氛

•欠缺情感表達

對子女的期望

•高要求、多限制

行為準則

•子女的想法及需求
並不在建立家規的
考慮因素，要求孩
子無異議地遵守規
範。孩子無法商量、
選擇。

子女特徵

•經常不快樂、焦慮、

自信心低落、不主

動、依賴他人、缺

乏社交技巧與利社

會行為，或者對外

界產生反抗。



恩威並重型 高要求
高接納

(Diana Baumrind, 1960)

家庭氣氛

•充滿關愛與支持

對子女的期望

•高要求

行為準則

•給予孩子有限制但
充足的自由。父母清
楚表達期望並解釋限
制的理由和不遵守的
後果。對孩子有要求
及期望，同時了解孩
子的想法、感受。

子女特徵

•通常是快樂的、有

活力的、有信心的及

自立的，具有良好社

交能力，能正視自己

和別人的感受，懂得

調節負面情緒。



孩子小朋友在餐廳跑來跑去，不同管教類型的父母會

怎樣應對？

情境題



小朋友在餐廳跑來跑去,
不同管教類型的父母會怎樣應對？

權威型

放任型 恩威並重型

忽略型

來配對－



四個管教模式比較之下，

恩威並重型的模式相對較易建立正向家庭。





「恩威並重型」 的管教模式能增加父母及孩子的幸福感，逐步建立正向家庭 。

恩威並重管教模式下的孩子



孩子安全感

保護 秩序 穩定
安全
感

•保護：有屋遮頂、有人照顧
•常規秩序
•穩定不常改變

要讓孩子得到安全感，必須要在孩子面臨危機時，
滿足下列三個條件：
•適時出現
•敏感覺察
•給予支持



親子依附關係－ 約翰．鮑比 (John Bowlby)
英國心理學家

孩子在幼兒階段，會對照顧者產生依賴、眷戀的情緒，也就是發展出所謂的

「依附關係」。

• 當每㇐次孩子以哭、行為或是片段語句表達自己的需求時，照顧者的回
應和照顧，會影響孩子感受到自己是被接納或是被拒絕。

• 經驗累積下便會發展出他對於自己、他人以及環境的想法，轉換為思考
和行動的模式，並持續影響孩子未來人格發展以及適應社會的能力。

定義

原則



1. 安全型依附(Secure Attachment)

•積極與孩子互動，理解孩子想傳達的訊息、回應孩子並適當鼓勵他們。

父母回應

•即使是遇到陌生人，只要媽媽在身旁，都不容易對外來者感到緊張害怕。

孩子反應

•心態積極正向，情感成熟，願意與人建立社交聯繫。

孩子特徵



2.非安全型依附-焦慮型依附 (Resistant Attachment)

•雖然也願意積極與孩子互動，但比較是照家長情緒去回應孩子，沒有一致性的
回應，讓孩子會有不知所措的反應。

父母回應

•當父母離開後，會表現出強烈的負面情緒，並且十分焦慮。就算在父母回來後，
仍無法停止負面情緒，甚至會對媽媽表現出攻擊性的行為。

孩子反應

•希望與人交流，但又怕受到傷害或傷害他人，容易妒忌。

孩子特徵



3.非安全型依附- 逃避型依附 Avoidant Attachment

• 逃避型依附嬰兒的父母長期忽略孩子的需要，責備孩子表達情緒和需要。

父母回應

• 當媽媽離開時，會積極地尋找媽媽，但當媽媽回來後，嬰兒會表現出對媽媽的擁抱冷
漠、逃避的態度。

孩子反應

•個性獨立，甚少表達情感，對人表現冷漠，不願意與人親近

• 孩子會過度的調整自己的情緒，就像直接把開關給關上一樣。

• 他們藉由否認自己的感覺、關係的重要性的方法，來保護自己不受到任何傷害。

孩子特徵



4.非安全型依附-混亂型依附(Disorganized-disoriented Attachment)

•父母情緒反差很大，令孩子一時感到被愛，一時感到強烈負面情緒

父母回應

•矛盾焦慮，一時很想親近父母，一時又對親密感到害怕

孩子反應

•情緒起伏很大，總是讓人摸不透他想怎樣。

•內心總是矛盾和混亂，但他不是故意的，只是不懂自己要什麼

•本能上他們想要親近照顧者，但是照顧者同時又是痛苦的來源。這樣環境下的孩子無法形成一

種固定的模式來回應世界，因為，這個世界對他來說實在是太混亂了

孩子特徵



難道，有些父母會刻意讓孩子形成不安全依附關係嗎？

安全型依附

「我好,世界也
很美好」

焦慮型依附

「我不好,其他
人很好」

逃避型依附

「我很好,其他
人不好」

混亂型依附
(我不好,

世界也不好)



如何實行恩威並重？



以下哪些字眼是實踐恩威並重的關鍵﹖

批評

情感

理性

以身作則

欣賞

規則

感性

強硬

相信

嚴厲

忍耐

機會

一 致

關愛

明白

理解

遷就

接納

空間

選擇

重複



訂立規範，以身作則

先講情，後講理



父母是孩子的鏡子。
孩子總是透過我們的言語、態度、評價與互動，
來慢慢認識自我與建構自我價值。



「畢馬龍效應」

● 一種自我預言效應

● 內心常帶著自我期許的人，不停為自己鼓

舞打氣，就會如實發展成所希望的樣子

「格蘭效應」

● 反之，內心常帶著他人或自己負面貶低的

人，有更高機會必須面對失敗與沮喪，因

為內心早就不停的預言自己



保持「對事不對人」的原則，
避免口不擇言情緒化的字眼



接受禮物

● 送孩子喜歡且有

需要的禮物

5 種愛的語言
身體接觸
• 擁抱、摸頭、

親吻

肯定的言詞
•常說讚美、鼓勵、
肯定的字句

精心的時刻
• 把專注力放在

對方身上

服務行動
• 真誠地為對方
服務



6種管教要點
重承諾–答應孩子的事要完成而不是推搪

建規律–建立規律而不是隨意安排

樂於聽–富同理心的聆聽而不是管教任務至上

勇於認–謙卑承認自己的不足而不是死撐

對人寬–疑中留情而不是嚴厲執行

善溝通–理性溝通而不是對罵及發洩



孩子在家的

活動時間表是怎樣的﹖

如何建立生活常規﹖



● 放學後宜有30分鐘休息時間，為身體叉電

● 定時、定點開始做功課

● 每小段時間設小休5-10分鐘

● 飯後讀書效率較低，宜稍作休息

● 環境簡潔，有利專注

● 可在開始前先預計一下需要的時間

● 孩子參與訂立計劃

● 以自由時間獎勵完成

孩子在家學習小提醒



深呼吸，飲杯水，抖一抖

別忘記自己的本意，是希望讓孩子領悟、學習，並健康成長！

情理兼備-管教孩子
第一步

處理孩子情緒前，家長必先自我冷靜



情理兼備-管教孩子
第二步

了解孩子的反應及原因



● 時間太長，身體不適或疲倦

● 數量太多，感到不耐煩

● 內容太難，被責備，有挫折感

孩子對學習有情緒的原因... 

•內容乏味，欠缺興趣

•不同意家長的意見或安排

•對自己有要求，感到壓力



兒童的困擾

● 學業要求高

● 十八般武藝

● 循規蹈矩

● 朋輩/兄妹間的關係和比較

● 父母的要求高

● 壓力、焦慮、枯燥

● 疲倦、少見父母、少在家

● 精力無處發洩、創意被扼殺

● 自卑、被忽略、不公平、孤單、壓力

● 壓力、挫敗感、焦慮



● 「你唔想做功課，因為要寫好多字」

● 「你好嬲，因為串極都唔識，個字都幾難串……」

● 「你好唔開心，因為你放低手上心愛的玩具，去完成剛才答應媽媽的任務」

● 「你好嬲，因為弟弟試圖拿了你珍貴的玩具，因此你想好好保護它，

並阻止弟弟的行為……」

情理兼備-管教孩子
第三步

接納及表達孩子的情緒 (同理心
)



給孩子空間（發洩情緒）

● 生氣是可以，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情緒；

● 情緒到來了，我們要給自己不開心的空間，然後一起尋找

方法，疏理這些負面的情緒。

情理兼備-管教孩子
第四步



● 「但係做功課係你的責任，個個小朋友都要做……」

● 「但係傷害別人是不允許的，每個人都要學習愛護自己及他人」

情理兼備-管教孩子
第五步

施以適當的限制



● 「你可以選擇繼續做中文功課先，或者做咗英文功課先。」

● 「你可以選擇繼續休息5分鐘再做功課，或者做完功課先再玩15分鐘。」

● 「你可以選擇將憤怒吹在氣球裡，或者大力地捉緊枕頭。」

情理兼備-管教孩子
第六步

提供其他可行的選擇



情理兼備-管教孩子
小提示

萬一孩子仍鬧情緒......
● 陪伴、待他冷靜

● 立場堅定

● 不給予過多的關注，

如不需立即擁抱、滿足其願望



情理兼備-管教孩子
小提示



訂立規範，以身作則

先講情，後講理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