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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流程

疫情➔逆情？

在家學習

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神奇的「聽話魔法」

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

在家學習攻略

如何協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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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親子關係

(香港小童群益會,2020)



疫情期間親子衝突的原因

(香港小童群益會,2020)



你看到圖中有幾多條木棍?



不是對與錯，而是角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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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s, 1957)



在家學習的日常



(教育局，2020)



引發事件

● 小美玩了半天的電腦遊戲，明天要交的功課

仍然原封不動。

● 媽媽要小美立刻關機做功課，但小美堅持要

多玩半小時才肯做功課。



如果你是小美媽媽，你會有甚
麼想法和信念?

思想信念



例子:

無鬼用

成日激我

嫌我唔夠多嘢做

好唔生性



思想信念影響我們的情緒和行為

情緒(生氣)；
行為（責備子女)

衝口而出的想法
你無鬼用，成日掛住打機，
成日激我，你係咪嫌我唔夠
多嘢做，我唔想再理你！



情緒行為後果

小美發脾氣，將房門「呯」的一聲關上
親子衝突 ，親子關係 ，久而久之子女未必會
願意和家長溝通，說出自己的心底話。



無鬼用

思想信念紅綠燈

真的嗎? 停一停，
諗一諗！

你無鬼用，成日掛住打機，
成日激我，你係咪嫌我唔
夠多嘢做。我唔想再理你！



成日激我

思想信念紅綠燈

真的嗎? 停一停，
諗一諗！

你無鬼用，成日掛住打機，
成日激我，你係咪嫌我唔
夠多嘢做。我唔想再理你！



嫌我唔夠多嘢做

思想信念紅綠燈

你無鬼用，成日掛住打機，
成日激我，你係咪嫌我唔
夠多嘢做。我唔想再理你！

真的嗎? 停一停，
諗一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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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嗎?



A

B1 C1

(Ellis, 1957)

B2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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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quences



轉換思想信念

前日，小美曾答應多玩半個鐘便關機，最後守諾言。
小美已經開始了遊戲，故未能立刻關機。
今天的功課會不會特別難，而小美不懂得怎樣做？

家長的情緒：心平氣和

行為：
• 與孩子一起商量解決問題的方法
• 聆聽子女背後的困難和原因
• 約法三章：在玩電腦前，預先制訂雙方同意

的時間



情緒行為後果

雙方協定15分鐘後關機，小美自覺地關機。
約法三章：小美每日完成功課後，可以玩半小時電腦
遊戲。

親子衝突 ，親子關係 。
親子溝通有利家長了解子女行為
背後的困難和原因，更能與子女
一起協商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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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見甚麼？



如果家長從黑點角度看子女:

唔專心 唔主動做功課

掛住玩

發脾氣

唔聽話



子女亦會從黑點角度看家長:

唔講道理

管住曬

雙重標準

以大欺小

唔錫我



子女最不想聽到父母說的說話

少少嘢都唔識做，
你冇鬼用!

生舊叉燒好過生你!

你無得救啦你!

你學吓人地啦?

(昔日東方，2015)



除了黑點，你還看見甚麼？

唔專心 唔主動做功課

掛住玩

發脾氣

唔聽話



除了黑點，你還看見甚麼？

懂得運用網上
的不同功能

唱歌好聽

不易放棄

願意嘗試

比之前獨立

幫手做家務

會氹人開心



除了黑點，子女會看見甚麼？

爸爸媽媽聆聽我

爸爸媽媽欣賞我

爸爸媽媽錫我

爸爸媽媽講得岩



黑點與白點

唔專心 唔主動做功課

掛住玩

發脾氣

唔聽話

懂得運用網上
的不同功能

唱歌好聽

不易放棄

願意嘗試

比之前獨立

幫手做家務

會氹人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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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最想聽到父母說的說話

盡咗力就得啦。

我見到你有進步，繼
續比心機。

錯左唔緊要，最緊要
下次做返好。

你做咩都好，我哋都
支持你。

(昔日東方，2015)



影片:有愛才有腦 — 教養兒童與大腦發展

(社會福利署，2020)



講座流程

疫情➔逆情？

在家學習

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神奇的「聽話魔法」

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

在家學習攻略

如何協助孩子

有效地在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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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動機外在動機

如何提升子女的學習動機?



外在動機：行為奬勵計劃（在家學習)

目標行為：專心上網課
每天有1個印仔，儲滿100個就會有奬勵
奬勵：港幣100元

這個計劃表
有甚麼問題?

不夠具體

太難實現

非最佳奬勵



外在動機：行為奬勵計劃（在家學習)

目標行為：上網課時眼睛看課堂內容(一節40分鐘)。

做到目標行為，轉堂時立刻給予1個印仔，儲滿5個
就會有奬勵。

奬勵：晚飯後親子遊戲時間

由一個好行為開始

初期的目標最好容
易達到

避免答應奬勵一些難以做到的事情/物質
要守諾言



外在動機：行為奬勵計劃原則（在家學習)

換取奬勵的原則：

• 按孩子的能力，初期的目標最好容易達到，讓孩子有興趣跟着做，
然後才逐漸提高目標。

• 給予印仔獎勵及換取獎賞的頻率要靈活調整，原則是維持孩子的興
趣，初時頻密，逐漸減少密度。待理想行為變得穩定時，可漸漸減
少獎賞，如變為10個印仔才有獎賞。最終更可變為不定時獎賞，令
孩子不長期依賴物質獎勵。

• 無論獎賞的頻密程度是怎樣，別忘記要繼續稱讚孩子，因為他永遠
都需要你的鼓勵。

• 如果孩子不能做到目標，毋須拿走他的印仔。經常檢討獎勵計劃，
有需要時作出修訂，務求令孩子容易達到目標。

• 貫徹執行：家中每個家人均須了解該計劃，採取一致的方法。
• 奬勵須是孩子喜歡的活動或東西。例如：親子遊戲、到公園玩、外

出吃一頓等，既可避免孩子偏重物質獎勵，也可增添親子相處機會。
(衞生署，2019)



外在動機的問題

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
Mark Lepper

如果你畫得好，
就會得到禮物

一份

實驗：有一群喜歡畫畫的小朋友，分開三組。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沒有奬勵意外奬勵



外在動機的問題

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
Mark Lepper

小朋友只為禮物
畫畫，慢慢對畫
畫亦失去興趣

結果：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仍然喜歡畫畫



外在動機的問題

奬勵一開始可以推動孩子的外在動機，
但是如果孩子做每件事都為了奬勵，當
奬勵不吸引時，便會失去動機。尤其是

物資和金錢的奬勵。

所以奬勵計劃做得好的同時，我地要培
養孩子的內在動機。



內在動機外在動機

奬勵的同時，亦不忘要推動孩子的內在動機



內在動機三元素

能力感
Competence

自主感
Autonomy

關係感
Relatedness

(Deci & Ryan, 2012)



內在動機

能力感
Competence

自主感
Autonomy

關係感
Relatedness

感到自己能否做得到某件事
有機會讓孩子去表現自己的

能力。



內在動機

能力感
Competence

自主感
Autonomy

關係感
Relatedness

感到自己能否做得到某件事
有機會讓孩子去表現自己的

能力。

我做唔做到?



內在動機

能力感
Competence

自主感
Autonomy

關係感
Relatedness

感到自己能否做得到某件事
有機會讓孩子去表現自己的

能力。

孩子做不到，容許
孩子犯錯，引導他
們從錯誤中學習

孩子做到了，口
頭讚賞，肯定孩

子的能力

快

真

準

做到 做不到



讚賞孩子三要素「真、快、準」

快

真

準

真誠
表情言行要一致

即時
讚賞要及時 準確

描述行為/事件要具體



事件: 今天，明仔主動打開書本溫習。

A. 「明仔，你好乖喎！」

B. 「明仔，你今日真係扺錫！」

C. 「明仔，你好叻叻呀！」

D. 「明仔，你今日主動打開書本溫習，做得好！」

考考你，以下哪一個讚賞運用了「準」的要素?



事件: 剛剛，芬女將功課放入書包。

A. 望住芬女，說：「芬女，你今日轉死性喎，將功課放入書包！」

B. 望住芬女，說： 「做得好，你以後都應該要咁做啦！」

C. 望住芬女，說： 「芬女，你頭先將功課放入書包，做得好好呀！」

D. 望住電視，說：「芬女，你頭先將功課放入書包，做得好好呀！ 」

考考你，以下哪一個讚賞運用了「真」的要素?



事件: 小美在玩電腦，媽媽叫她關電腦，她沒有做到。媽媽指如果她
不關電腦，她今晚便沒有雪糕食。她答應玩完這一局便關電腦，最終
她遵守諾言關電腦。

A. 關上電腦後,立刻對小美說:「小美，你今日好乖喎!」

B. 「小美，平時你都無咩口齒。今日突然轉變左，自己自覺地關電

腦。」

C. 臨近睡覺，對小美說:「你今日下午好乖，做得好好呀!」

D. 關上電腦後，立刻對小美說:「你今日遵守諾言，玩完呢局就關電

腦，媽媽／爸爸覺得你做得好好呀!」

考考你，以下哪一個讚賞運用了「真、快、準」三要素?



學習協助孩子控制
打機的行為7步曲

第五步：如孩子聽從指令，給多
讚賞



能力感
Competence

自主感
Autonomy

關係感
Relatedness

外在動機+內在動機

(Deci & Ryan, 2012)

奬勵一開始可以推動孩
子，配合適當的讚賞和
鼓勵，提升能力感



內在動機

能力感
Competence

關係感
Relatedness

自主感
Autonomy

個人意願，自由選擇活動，
而非被逼或強制。



內在動機

能力感
Competence

關係感
Relatedness

自主感
Autonomy

個人意願，自由選擇活動，
而非被逼或強制。

每日必須彈1小時！
必須練完才可以食飯！ 對彈琴的動機



內在動機

能力感
Competence

關係感
Relatedness

自主感
Autonomy

個人意願，自由選擇活動，
而非被逼或強制。

你今日想彈30分鐘，還是
45分鐘的鋼琴？

你想食飯前練琴，定係食
完飯之後練琴?

對彈琴的動機



內在動機

能力感
Competence

關係感
Relatedness

自主感
Autonomy

個人意願，自由選擇活動，
而非被逼或強制。

原則:可以給予孩子選擇，但選
擇的選項需要你自己也能接受



內在動機

能力感
Competence

關係感
Relatedness

自主感
Autonomy

「無王管」

反而係互相尊重，溝通及商
量，讓孩子可以參與決策。



內在動機

能力感
Competence

自主感
Autonomy

關顧他人，或被關顧，並與
其他人或團體連繫的感覺。

關係感
Relatedness



內在動機

能力感
Competence

自主感
Autonomy

關顧他人，或被關顧，並與
其他人或團體連繫的感覺。

關係感
Relatedness

• 人的基本需要
• 孩子受父母的關心和愛，感到被無條件接納
• 與同學建立良好的關係，更有動機學習



建立良好親子關係：親子溝通（全身喺齊度)

眼睛望孩子，放下手
上的工作。
觀察孩子的面部表情。
神態和身體姿態的變
化，從而揣摩他的內
心感受。

耳朵聆聽孩子的想法。

嘴巴表達孩子的感受。
設身處地從孩子角度思
考。

例子:「聽唔明老師網課
的內容，你會感到擔心
同唔知點算。」讓孩子
感到被明白。

(教育局，2014)

點頭回應孩子的說話以表
示興趣。



內在動機

關顧他人，或被關顧，並與
其他人或團體連繫的感覺。

關係感
Relatedness

自主感
Autonomy

個人意願，自由選擇活動，
而非被逼或強制。

能力感
Competence

感到自己能否做得到某件事
有機會讓孩子去表現自己的

能力。

能力感
Competence

自主感
Autonomy

關係感
Relatedness



內在動機

關顧他人，或被關顧，並與
其他人或團體連繫的感覺。

關係感
Relatedness

自主感
Autonomy

個人意願，自由選擇活動，
而非被逼或強制。

能力感
Competence

感到自己能否做得到某件事
有機會讓孩子去表現自己的

能力。

自主感
Autonomy

關係感
Relatedness



內在動機

關顧他人，或被關顧，並與
其他人或團體連繫的感覺。

關係感
Relatedness

自主感
Autonomy

個人意願，自由選擇活動，
而非被逼或強制。

能力感
Competence

感到自己能否做得到某件事
有機會讓孩子去表現自己的

能力。



內在動機

關顧他人，或被關顧，並與
其他人或團體連繫的感覺。

關係感
Relatedness

自主感
Autonomy

個人意願，自由選擇活動，
而非被逼或強制。

能力感
Competence

感到自己能否做得到某件事
有機會讓孩子去表現自己的

能力。



內在動機

能力感
Competence

自主感
Autonomy

關係感
Relatedness



講座流程

疫情➔逆情？

在家學習

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神奇的「聽話魔法」

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

在家學習攻略

如何協助孩子

有效地在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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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 (1943)



(教育局，2021)

影片分享



策略1 (動動眼睛:視覺提示)

清晰時間表：預設提示
多元化活動。
中間要有小休。

因應孩子的不同情況，有需
要才張貼視覺提示卡提醒。



策略2 (動動耳朵:聽覺提示)



策略3 (動動雙手:環境設置)

停課期間，影響在家學習表現三個環境要素：

光線

聲音 溫度

(Realyvásquez-Vargas et al., 2020)



保持充足光線。
上網課時，盡量提
供較大屏幕的電子
產品給孩子使用。

策略3 (動動雙手:環境設置)

光線

• 寧靜的環境。
• 如果環境太嘈吵，建議

使用手機。
例如：耳罩式耳機（較舒適)

聲音

保持空氣流通，
溫度舒適。

溫度



總結及資源推介



黑與白

唔專心 唔主動做功課

掛住玩

發脾氣

唔聽話

懂得運用網上
的不同功能

唱歌好聽

不易放棄

願意嘗試

比之前獨立

幫手做家務

會氹人開心



資源推介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樂在家、網學易系列

小學生「愛‧關機」打機成
癮預防計劃實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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