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管教模式由你建立

圖片來源︰freepik.com



內容重點

了解父母的四種管教模式

學習建立正向家庭的元素

認識正向管教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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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VS接納 低要求 高要求

高接納

低接納 權威型

恩威並重型

忽略型

放任型

圖片來源﹕https://www.happyfamilies.com.au/blog/parenting-styles/

美國 心理學家 Diana Baumrind



放任型父母
＊為了孩子開心，
接納他們所有要求

＊縱使孩子做錯事時，
也不忍心責備孩子

圖片來源﹕https://kknews.cc/zh-cn/baby/ear3qbz.html資料來源﹕http://www.hkspc.org/php/webcms/files/upload/tinymce/cfskc/cfs/parentsclassroom/17_1382000980.pdf

孩子

＊較自私

＊我就是王子公主，
凡事依賴父母！

＊自我中心

(Diana Baumrind,1960)



忽略型父母

＊對孩子的事
情漠不關心，

＊也不太約束孩子行為
及提供適當指導。

圖片來源︰freepik.com資料來源﹕http://www.classroom.com.hk/ptc/read.aspx?aid=46

孩子

2.缺乏自信心
和安全感

1.未能學習分辨
是非對錯

3.較冷漠、
不易接近

(Diana Baumrind,1960)



1.對孩子控制得很嚴謹
2.需要孩子完全服從自己要求

權威型父母

圖片來源﹕https://xw.qq.com/cmsid/20190429A051A400資料來源﹕http://www.classroom.com.hk/ptc/read.aspx?aid=46

孩子 1. 容易感到焦慮、退縮
2. 對人缺乏信任
3. 缺乏自信心

(Diana Baumrind,1960)



恩威並重型父母
設立規範

給自由度

合理期望

關心陪伴

圖片來源︰freepik.com
資料來源﹕ http://www.hkspc.org/php/webcms/files/upload/tinymce/cfskc/cfs/parentsclassroom/17_1382000980.pdf

孩子
• 擁有良好社交關係
• 正視自己及他人感受
• 抱著樂觀態度面對挑戰

(Diana Baumrind,1960)



圖片來源︰freepik.com

四個管教模式比較之下，
思威並重型的模式相對較易建立正向家庭。



圖片來源﹕http://www.cityu.edu.hk/ss_posed/content.aspx?lang=zh&title=13

幸福元素- PERMA
(Seligman, 2011)

圖片來源︰freepi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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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增加幸福元素正向家庭 **



恩威並重管教模式下的孩子
正向情緒(P) 全程投入(E) 正向關係(R) 意義(M) 成就感(A)

恩威並
重型管
教

父母較多欣賞及
讚美孩子

父母願意尊重孩
子的選擇

父母願意花時間
關心孩子的生活
情況

父母發揮孩子強
項，並與他們一
起服務他人

父母會與孩子一起
訂立不同的目標

孩子 孩子較易因被重
視而感到高興

孩子有機會自由
地選擇自己的喜
好，並較能享受
整個過程

孩子向父母表達
不同事件和當中
的感受，逐步與
父母建立關係

孩子有機會發揮
才能和強項

孩子完成所訂立的
目標，感到有成功
感和滿足感

父母 孩子情緒正面，
父母也相對感到
正面的情緒

相對在管教上不
用花太多心力，
父母更能專注於
自己的事情

親子溝通增加，
親子關係更親密

父母有機會與孩
子一起服務他人，
為生命加添意義

父母見證孩子完成
目標，出現愉快或
成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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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的接觸
多擁抱、親吻、
擊掌等

真心的禮物
送孩子喜歡且有需
要的禮物

肯定的言詞
常說讚美、鼓勵、
肯定的字句

服務的行動
真誠地為對方服務

精心的時刻
把專注力
放在對方身上

圖片來源︰freepik.com

＊提升親密親子關係的方法＊

資料來源﹕https://www.mombaby.com.tw/articles/15261

運用愛之語 << 5 love languages >>



讓孩子參與規則的制定

父母先思
考孩子需
要改善的
行為

圖片來源︰freepik.com

與孩子
共同檢視
該行為

讓孩子
制定後果

讓孩子
選擇獎勵

獎罰分明，
言出必行，
說到做到

＊激發孩子正向行為的方法＊

資料來源﹕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45092-/?page=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