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24 特殊教育  

 

應用正向行為支持策略  改善情障生問題行為  

 

文／高宜芝  

 

小韋是五年級生，經醫師診斷為情緒障礙。上課時，只要不如己

意就會摔桌椅、踢物品、拍桌大聲辱罵；運動會大隊接力決賽，因班

上獲得亞軍，竟怒氣沖沖到得冠軍的班上吼叫怒罵；班上選舉幹部，

他想當體育股長，但不幸落選，滿臉怒氣，對同學大聲叫喊。  

 

像上述小韋所表現出的種種破壞性行為，已成為教育者最頭痛的

問題。隨著融合教育發展，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已成趨勢。類行

為是透過與環境互動而學習產生的，同時也可透過環境調整達到行為

改變，正向支持策略最主要目標，就是希望逐步移除學生的行為問題，

並協助建立適當的行為。  

 

以下介紹國外學者所持的正向行為支持策略的幾個介入步驟：  

 

1 建立學生檔案：收集與分析學生背景資料，並分析行為產生與

教育環境間的關係，了解個案行為問題的全貌，以及考慮優先處理的

行為目標。  

 

2 觀察評估行為發生的原因及功能：了解學生人格特質、環境因

素、行為功能與問題行為本身相互關係。通常人格特質與環境因素會

引發問題行為的產生，而行為的後果（如為獲取注意、逃避任務、感

官刺激的需求、獲得想要的物品或活動），會讓問題持續出現。  

 

3 分析觀察結果：藉由學生檔案與觀察評估的資料，思考以下問

題：行為問題通常發生在什麼時間？學生的特質（生病或情緒問題）

或環境因素為何？問題行為一再發生的動機與行為功能為何？  

 

例如上述個案，小韋的人格特質是情緒無法控制，常用爆發性的

情緒表達自己，以自我為中心，不懂得尊重別人。引發行為的環境因

素，可看出在學校的團體活動中，問題行為強度增強通常在學校性活

動後（如運動會、班際球賽等），其行為結果通常是獲取想要的物品或

活動，一旦這樣的行為模式一直被滿足，問題行為會一再出現。  

 



4 行為介入計畫：一旦學生問題行為假設已經確定，接下來則是

運用團隊合作，對行為功能、個人與環境因素等提出可行的處理方式。

例如小韋行為介入計畫成員，可邀請導師、資源班老師、科任老師、

心理諮商師等，共同針對小韋的行為問題，擬訂一致性的處理策略。  

 

5 預防措施：包括重新調整可能引起問題行為的情境因素。例如

小韋對同學一言一語容易引發情緒爆發，老師可事先將喜歡用言語挑

釁的同學與該生分在不同組別或區域，並和班上同學約定不要隨個案

情緒起舞，在未造成傷害的情況下先「忽視」其言行，並繼續上課，

可降低誘發問題行為的因素。如果班際活動或學校性活動後會讓該生

情緒嚴重失控，則商請裁判老師事先將規則再重新陳述，並強調服從

規則的精神。  

 

6 訓練適當替代行為：依學生能力訓練適當的替代行為，並透過

示範、練習、增強策略，讓適當行為「替代」問題行為。例如數學課

時，小韋都以拍桌子、摔鉛筆表達作業無法達成，老師可訓練他以「舉

牌子」方式，表示他需要協助或調整，並在小韋出現適當行為時給予

鼓勵，這樣「拍桌子」與「摔筆」問題行為就可逐漸被取代。  

 

 

用藝術協助特殊生紓解壓力  

 

採訪／古思  

 

藝術教育和角色扮演，是特殊教育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的兩大法

寶。十一月中旬，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與金門縣特教資源

中心，舉辦了一場「特殊兒童性別平等教育與藝術治療」的研習活動，

邀請臺灣兒童發展協會理事長張明慧與教師分享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設

計的方法，並透過藝術治療，協助特殊孩子紓解情緒，勇於探索自我。 

 

張明慧表示，智能障礙的孩子理解力弱，老師可以運用角色扮演

的方式，讓孩子認識性與性別知識。例如女生青春期面臨的月經問題，

就可以在洋娃娃的褲子上黏貼衛生棉來教育學生，或是設計戲劇情

境，讓學生玩「身體紅綠燈」的遊戲，認識身體的隱私部位。  

 

「慢慢讓學生了解別人觸碰綠色部位和紅色部位會有什麼感覺，

善意的觸碰是表達關心的方法，惡意的觸碰則可能造成性騷擾。」張

明慧也表示，要讓孩子維護身體自主權，有時候摸頭、捏臉，也都是



一種侵犯。「有時大人覺得這是善意表現，孩子卻感到不舒服，就要讓

孩子不斷練習表示：『我不喜歡你這樣做。』讓孩子大聲說出心中的感

覺，只要勇於開口，就該給予鼓勵和讚賞。如果孩子感受錯誤，或誤

解別人好意，再試著與孩子溝通討論。」  

 

不僅是保護自己，也必須讓學生分清楚人我界線，分辨哪些行為

會對他人造成干擾，「有時學生想表現善意，卻過度友善，讓其他人感

到不舒服。」  

 

張明慧也說，有時大人會因為性別刻板印象，讓孩子玩不同玩具，

導致小男生玩芭比娃娃會覺得娃娃身上有毒，或導致小女生愛打扮，

呈現「應有的」女性樣子。但其實特殊孩子沒有性別刻板印象，是周

遭人眼光造成他們的行為，「多元的觀點很重要，自己的喜好其實重於

他人對自我的期待。」  

 

張明慧也說，智能障礙的孩子無法和外界有正常的溝通，有時孩

子有心事而不知如何開口或宣泄，心裡累積了許多負面情緒，就會透

過自慰來紓解壓力。當壓力越大，自慰的頻率也就越來越高，這個時

候，情緒管理就變得特別重要，藝術治療就是讓孩子在生活中紓解壓

力的好方法。  

 

「孩子能在畫畫、玩沙、捏黏土的過程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

獲得心靈療癒的效果。」她也表示，每件孩子的作品都是珍貴的，創

作的成品沒有好與壞的分別，重要的是過程。  

 

張明慧強調，即使是特殊孩子，也有某些與眾不同的能力值得被

看見，如果教師或家長用心協助，特殊孩子也可以發展得很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