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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學家 韋智敏 

親子互動治療的和啟示 (下) 

當給予指令建立家長威信 

當你能恆常在遊戲中建立良好親子關係，你便可以進入第二階段的家

長主導互動，透過學習給予指令及合理後果去處理孩子的行為，當中

提及八個給指令的原則值得家長在日常生活中留意。 

 

一） 直截了當 

指令宜直接表達，避免暗示或留有選擇空間，尤其是年紀較小的孩子，

以減少混淆，讓孩子確定自己要跟從指示去做。 

   

正確例子 不正確例子 

請你把玩具放回玩具箱。 不如放好玩具。 

眼睛望住別人打招呼。 你識唔識望住人呢？ 

現在去洗澡了。 你去洗澡得唔得？ 

 

二） 正面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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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宜告訴孩子做什麼而不是不做什麼，以避免否定孩子的行為，且

清楚告訴他／她可以或者應該做什麼。 

 

正確例子 不正確例子 

請你在我身旁慢慢行。 不要周圍跑。 

雙手放在自己身旁。 不要觸摸別人的物件。 

輕輕力放好玩具。 不要大力擲玩具。 

  

三） 每次一指令 

避免同時給予多項指令，宜逐一給予，讓孩子容易記得你的指令，也

讓你知道孩子有否完成你整個指令，以決定下一步行動。 

 

正確例子 不正確例子 

把你的鞋放進鞋櫃。 放好鞋入鞋櫃再去換衫洗澡。 

把顏色筆收好。 顏色筆收好後洗手食飯。 

  

四） 清晰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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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宜清晰表達你所要求的行為，讓孩子具體知道他／她應該做什麼。 

 

正確例子 不正確例子 

現在去跟同學道歉。 你自己好自為之。 

去到婆婆家要跟婆婆指示去做。 去到婆婆家要乖乖地。 

 

五） 與年紀相乎 

指令需要配合孩子的年齡，確定他／她們明白及能夠做到你所指示的。 

 

正確例子 不正確例子 

(孩子三歲) 

你玩多 3 次就到琳琳玩。 

你要和其他小朋友分享玩具。 

(孩子六歲) 

把玩具放回原本的地方。 

請你替我還原房間。 

  

六） 尊重有禮 

以一個尊重孩子的語氣口吻給予指令會增加孩子服從的機會，同時亦

教導孩子在平靜語氣下聽從指令，避免孩子學懂在大吵大鬧下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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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 

 

正確例子 不正確例子 

(孩子在踢檯) 

(平靜地)請你放低雙腳。 

(大聲地)請你放低雙腳。 

(孩子用積木敲打檯面) 

(平靜地)請你把積木給我。 

(大聲地)請你把積木給我。 

  

七） 適時解釋 

若需要解釋指令背後的原因，宜在下指令前或孩子完成指令後進行，

以避免孩子利用問原因來拖延，也避免意外獎賞（額外注意）了他／

她不合作的行為。 

 

正確例子 不正確例子 

(指令前解釋) 

是時候回家吃飯，現在要收拾離開

了。 

家長：現在要收拾離開了。 

 

孩子：點解？ 

(孩子完成指令後解釋) 

(孩子收好玩具)多謝合作，收好現

家長：請你收好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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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令房間十分整齊。 孩子：點解？ 

  

八） 減少指令 

指令儘量留在有需要情況下運用，減少孩子感到厭煩或沮喪的機會，

讓家長容易跟進孩子的進度。 

 

正確例子 不正確例子 

(孩子不停跑) 

請過來我身旁坐下。 

(孩子在做功課) 

請你替我拿檯面的眼鏡。 

 

雖然不是每位家長都需要親子互動治療，但治療當中的親子互動智

慧的確適用於所有家長，若你能掌握和孩子建立關係及有效給予指

令的技巧，相信你在處理孩子的情緒行為時必定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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