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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聽到家長說：「我的孩子調皮又不聽話，講也講不聽，該怎麼辦才好？」

或是「孩子活動量高，對甚麼都好奇，該怎麼辦？」。在臨床工作上，對於有這

樣困擾的家長，我們通常會建議學習行為塑造的技術，來改變孩子目前所出現的

行為，但甚麼是「行為塑造」呢？簡單來說，行為塑造就是以「獎勵」或「懲罰」

的方式，增加孩子正向行為，或是減少不當行為出現的頻率。 

首先來談談家長最常使用改變孩子行為的方式 — 懲罰，相信很多人都在

生活周遭常聽到有父母說：「你再一次試試看」、「你不聽話我就不帶你回家了」

或是「你再不聽話就叫警察來抓你」，在醫院之中也常聽到「你再不聽話等等就

要醫生幫你打針」，除了口語的恐嚇或是警告之外，家長也會利用責罵、體罰，

或是剝奪權力的方式來懲罰孩子；而懲罰的目的相當清楚，是在減少不當行為出

現的頻率，也因孩子會害怕，容易立竿見影，通常是家長最常使用的方式之一。 

但在進行懲罰時，家長必須注意到的是，懲罰需要針對孩子的行為，而非

發洩情緒，且懲罰前必須先說明，讓孩子可以了解為什麼被懲罰。懲罰雖然可以

在短時間內達到行為改變的目的，但使用時仍有幾點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懲罰

是針對孩子不當的行為，而非讓家長發洩情緒，所以在懲罰時前必須先說明，且

不要將生氣的情緒擴展到孩子身上，而孩子被懲罰後必定會有情緒，所以家長在

懲罰孩子之後，一定要給予適當的情緒安撫，並給予孩子情緒調整的時間；二是

懲罰容易讓孩子產生負面的情緒，且孩童容易模仿而出現有暴力行為。而懲罰最

大的缺點為只能限制不當行為的發生，並無法幫助孩子建立一個新的、好的行

為，例如考不好被禁止看電視，但是孩子可能轉而出去找同學玩，懲罰無法達到

使孩子考試成績進步的目標，故家長在懲罰使用上，需特別注意且謹慎使用。而

接下來所談到的獎勵，是可以讓孩子在改變行為上更有動機。 

獎勵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家長常使用的改變行為的方式之一；先來談談增

強物的種類，通常分為四種，一是家長最常使用的原級增強物，包含了點心、玩

具等等，二為次級增強物，包括了錢、點數(可換獎勵)，三為社會性增強物，包

括口頭上的獎勵、讚美、權力、榮譽，四為自然增強物，就是孩子可以從欲達成

的目標活動中獲得增強；以看書為例，原本孩子要利用獎勵來增強讀書的行為，

但是後來孩子發現書中其實有很多的知識，可以從讀書中獲得樂趣，這就是自然

增強物。 

在獎勵的使用上，很多家長會擔心，若給了太多的獎勵，對於孩子來說，

會不會甚麼事情都要談條件，例如：寫完功課要看電視，或是考一百分可以得到



甚麼獎品，所以在給獎勵增強時，家長往往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沒有事前約定，

另一是掌握主動權，所以獎勵事須要有配套措施。 

而再給予增強物的注意事項包括以下幾點： 

1. 改變的動機 

對於孩子來說，具有改變的動機相當重要，改變的動機取決於增強物的強

度，所以決定增強物時，增強物一定要能夠吸引孩子， 

2. 增強物的強度 

在給予增強物的同時，雖然需要考慮到增強物能夠吸引孩子，但是絕不適

合一次給予太多，這樣會讓孩子飽足，導致之後給予的增強物需要越來越多，或

是強度越來越強。 

3. 增強物給予的時間 

若孩子如果年紀還小，給予增強物的時間就需特別注意，需在目標行為出

現後立即給予，這樣才可以讓孩子將目標行為與增強物做連結，知道兩者之間的

關聯性，了解出現了家長希望的行為時，就可以得到獎勵。 

4. 家長的堅持與掌握 

這一點相當難，因為家長需要面對的情境相當多，可能在餐廳、捷運上或

是長輩家中，這樣容易使得在進行增強或是懲罰時受到限制，當家長獎勵或是懲

罰的原則開始會因情境不同而有所不同時，孩子就容易鑽漏洞，使得行為塑造的

執行產生困難，故在執行行為塑造，最好從家中開始執行，這樣不但可以使家長

控制情境可能會造成的影響，也讓可減低塑造孩子行為的困難度。 

5. 逐步漸進的訣竅 

家長須設定合理且可達成的目標，讓孩子覺得目標是容易達成，並逐漸地

增強目標難度，使孩子的行為漸漸地達到最後設定的目標；當孩子的行為可以逐

漸的穩定後，可以逐漸的減少給予增強物的強度以及頻率，讓孩子可以在不需要

增強物的情形下，也可以達成目標，或是將增強物逐漸轉變至社會性增強或是自

然增強物。 

最後，提醒家長在執行行為塑造，或在日常生活中處理孩子行為時，需要

注意的基本原則 

1. 足夠的時間與耐心 

行為並不是這麼容易改變，甚至是孩子行為已經變成了習慣，這會使得行

為塑造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故在臨床上常看到的是，家長往往會因為無

法在短時間內看到改變或是成效，而執行了一段時間後就放棄，故在執行行為塑

造時，一定要有足夠的耐心與陪伴的時間，當孩子的行為有了一點點小小的進步

時，就需要給予增加，讓孩子知道他的改變，爸爸媽媽都是有注意到的，這會讓

孩子更容易出現目標行為。 

2. 明確的界線與紀律 

在執行行為塑造時，明確的界線與規則是相當重要的，要讓孩子知道家長



的原則與底限為何，是不允許耍賴或是被挑戰的；久而久之，孩子會知道家長是

相當有原則的，行為塑造執行的成效也會增加。 

3. 退出情緒環境  

當孩子犯錯時，不僅孩子有情緒，家長也常常有很大的情緒，在有情緒的

情境下，家長往往很難客觀的處理事情，所以在孩子出現不當行為時，建議家長

要先冷靜自己的情緒，在穩定的情緒下在處理孩子的行為，或是所犯的錯，給予

的懲罰是對事不對人。 

4. 以可以替代不可以 

家長往往容易脫口而出「不可以這樣」，這對孩子來說，是一種禁止與懲罰，

但是這對於孩子正向的行為來說，並沒有特別的幫助，所以要以「可以代替不可

以」，讓孩子知道做什麼事情是家長允許的，而在進行之後可以獲得增強或獎勵。 

5. 成功為成功之母  

俗話說「失敗為成功之母」，希望我們可以從失敗中獲取經驗，不要再重蹈

覆轍，但是對於孩子來說，失敗並不是一個好的經驗，而是「成功為成功之母」，

讓孩子可以從成功的經驗中獲得正向的增強，同時可以記得成功的經驗，加以複

製，甚至在不同的事物上創造新的成功模式。 

部分早產的孩子，因受限於生理或是能力發展的影響，在日常生活或是學

習，甚至是人際交友上所遇到的挫折會比一般孩子來得多，而家長更需要多利用

鼓勵或是鼓勵的方式，讓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可以獲得更多正向的增強，也相信

當家長可以掌握以上這些原則時，除了可以幫助孩子在行為上有所改變，也可以

讓自己在執行獎勵或是懲罰的更具有原則，以幫助孩子建立更好的行為與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