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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治疗结合优势观点 
在学龄前儿童中的应用

黄慧珊  蔡远宁

澳门城市大学，澳门

摘  要｜在现代学龄前的教育辅导普遍缺乏人力资源与调配时间紧迫，传统的标准化教育

在开展学龄前儿童的心理辅导上存有局限的现实情况下。认知行为治疗是一种对

于想法的转换，认为其思想的改变，行为便会产生变化，实证指出其对儿童及青

少年的行为问题的治疗有显著效果。学校是学龄前儿童第二个社会化学习的重要

场所，从社会互动理论视角可知，儿童会受到学校文化、环境体制、同侪互动等

多方面影响，而最为显著的是老师观感，将会影响他们接下来一年的相处和儿童

早期的适应。因此，在校园里把认知行为与优势观点相结合，亦即整合模式治疗

的介入方案，能有效协助学龄前儿童在校园生活的行为问题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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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校是个人社交和沟通技巧发展的系统环境。学龄前的幼儿在一个持续成

长和发展的阶段，可以透过社会化和学习作出改变。在上幼儿园时，与幼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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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最多的便是老师，老师最初感知幼儿的行为模式，会直接影响老师在接下来

的一年如何与其互动，作出反应及应对方式［1-3］。这个阶段是幼儿在学校环境

初期的适应与自我形象的塑造过程，这些早期的认知会对幼儿产生深远的影响，

更影响其后的学习经验和发展［4，5］。因此，老师采取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尤为重要，

除能协助幼儿行为修正外，亦为其学习路上的态度奠定基础，亦对老师课堂的

规范管理产生影响。

从社会互动理论来看，婴幼儿在早期阶段主要受到家庭环境互动的影响，

而学龄前的幼儿亦会进一步受到学校文化、环境体制互动的影响，是经由老师

与同侪社会互动经验学习而来的。学校是幼儿第二个学习的重要场所，对于幼

儿的行为问题若能以多样视角来看待，如优势观点所看重的每个人都必有其优

势，在发掘优势的过程中可为其带来内在转变，从而达到正面的改善［6］。因此，

若学校系统能以优势观点来看待学龄前儿童，以及对其行为背后有一定的理解，

从而采取适当的应对方式与教育方法，不仅能协助老师自身的课堂管理，还能

对学龄前儿童在环境上的成长适应、社会能力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作用。

从微观系统来看，行为问题的产生是社会适应的不良反应，其行为本身便是对

抗这些不适应而作出的行动［7，8］。以往较常把学龄前儿童的行为问题与生理、心

理这两方面视作病理层面作诠释［9，10］。对于儿童的行为问题，如果只关注个人的

病理则阻碍个人优势发掘与发展，这不仅无助于协助其对自身行为的检视，亦无助

于其在校园生活上的改善［11］。相反，如果对于儿童行为问题的干预，只侧重其优

势而忽略教导亦有违教育的本质，因此要让儿童在行为偏差上有所认知，协助其作

出改变也是学习社会化的重要历程。认知行为治疗较常应用在儿童及青少年的行为

矫治上，可见其有效性［12］。过往亦曾指出学校系统以及课堂干预，比父母心理教

育干预来得有效［13］。因此本研究以社会互动理论为视角，来看待被视为有行为问

题的学龄儿童，并把焦点放在学校环境上，对当事人以及任教老师作出干预的介入

策略，并就以下两方面进行探讨：（1）探讨认知行为治疗在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

的个案成效；（2）结合优势观点和认知行为治疗对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效果。

2  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困境与处遇分析
学龄前是幼儿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所出现的行为问题，通常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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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性问题与外化性问题，内化性问题是指儿童表现于内在的冲突或困扰；

外化性问题是指个体与环境产生冲突，导致个体的反应影响到环境［14］。幼

儿常见的外显性行为，包括违规行为、攻击行为及分心过动。所指的违抗行

为意即反抗成人要求，作出自主性 / 对立的行为。而攻击行为则是指身体 /

言语，以及破坏物品等攻击性行为。分心过动是指不能安坐，或安坐时间过

短及静不下来的行为表现［15］。内显性是指具有上述行为的幼儿，较常伴随

情绪焦虑、退缩，或易怒的情绪反应，以及攻击性行为。当这些行为反应，

发生在幼儿与同侪的日常互动中，便会直接影响幼儿的情绪调节与人际关系 

发展［16，17］。

家庭管教方面，若采取过度放纵或是过度惩罚，会进一步加剧孩子行为

问题［18］。父母的教养与陪伴对孩子的情绪调节有着正面的影响作用，而母

亲是孩子情绪教养的关键人物［19］。父母不同的管教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

幸福感和行为问题有着莫大关系［20，21］。因此，父母能觉察其教养方式是否

符合孩子的成长，并作出调整及改变能有效改善幼儿的行为问题［19］。然而，

如何让幼儿的行为问题产生转变，将行为记录并制定策略是处理行为问题的

常用手法。认知行为治疗已相当广泛地适用于学园，且已有不同研究证实了

基于功能评估，课堂的行为干预等，能有效减少儿童知觉的行为问题和社交

技巧的受损［13，22］。

2.1  认知行为治疗在学校的应用价值

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以下简称 CBT）是一个转换观点

的理论，是以问题为导向，强调当下“此时此地”的问题和困难［23］。而在社

会个案工作中的问题解决学派，强调每个人都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24］。米勒

（Miller，1990）把 CBT 分为四个阶段来实践：明白（know）、知道怎样做（know 

how）、展示如何做（show how）和做到（does）［25］。每个阶段均需要作出记录

及评估。

学校是学龄前儿童学习和进行社会化过程的场所，不同的研究表明 CBT

能 有 助 于 减 少 行 为 问 题 及 攻 击 性 行 为， 也 能 提 高 学 龄 前 儿 童 社 交 技 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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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6，27］。CBT 对于儿童的认知水平曾一度受到质疑［28］，其后有不同的学

者指出 CBT 对儿童应用相当有效，尤为对行为问题具持续性的正面影响，

以及对于对立和不服从的行为影响最大，其次是对于冲动和多动行为［12］。

由此可见，如何教导学龄前儿童以适当的行为表达尤为重要，以协助其更

好地适应校园生活，也为其在人际互动上采取正向积极的态度，并从中发

展自身的优势。

2.2  优势观点在学校的应用价值

优势观点（strengths perspective）强调“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焦点应放

在每个人都拥有学习、成长及改变的能力［29］。其理论相信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

优势，是可以透过发掘并加以培养的，强调发掘优势的过程可为个体本身带来

内在转变［6］。并把问题视为个人、组织或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个人、

组织或结构内部的缺陷［6，11，30］。简言之，优势观点所看重的是个人与环境互动

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学校仅次于家庭，对幼儿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老师与学生

的关系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研究指出，老师的第一印象，即最初感

知幼儿的行为模式，会直接影响老师在接下来的一年如何与其互动［1-3］。 

而这种个体所产生的主观印象，会进一步影响有行为问题的幼儿与老师间的关

系［31］。如不良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未能解决，则会形成恶性循环，继而让

幼儿的行为问题持续［32-34］。因此，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幼儿的正向支持尤为重要，

这些不但会为幼儿带来正面的发展，也会加强其学习的动力及改善行为问题的

程度［35-38］。

优势观点在学校应用时，是指关注个人优势及协助其觉察和发掘个人的长

处与资源，以协助他们建立与实现目标，亦是进一步协助其提升与校园环境之

间的适配度［6，29，39］。于个案辅导方面，是以学生的优势为基础，这不但能有助

于辅导员与当事人合作关系的建立，亦是增强当事人拥有改变的能力，是运用

其个人优势来协助个体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40，41］。优势观点已被广

泛应用于社会工作、特殊教育和大中小学教育中［42］。优势观点着重的是个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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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之间的互动，当中包含三大基本优势及助人原则：个人优势、环境优势和

优势观点［43］。因此，本研究把优势观点引进校园，引发教师发掘个案的优势，

从中找出个案工作的切入点，以此缔造发掘优势的场所，协助当事人建立及实

现目标［30］。

3  整合模式治疗的介入方案
对当事人的社交能力和行为问题作出评估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先以家长

填写的儿童行为检核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进行评量［44］，并透过

参与观察、纪录过程，进而对当事人目前处境作出评鉴，以较全面了解当事人

的能力与行为表现。其后，从社会互动的理论视角，进一步以学校系统所实施

的支持措施进行多方面评估，以及推进实施的可能性，结合整合模式治疗与辅

导成效的情形，最后再以调整修正的介入方式将研究回归到评估及辅导实践的

层次，其过程与步骤（参见图 1）。

调整修正 调整修正

学校系统的支持措施 整合模式治疗 辅导成效

评估 评估

实施 实施

1. 学校文化的支持

2. 老师角色的支持

3. 同伴支持

1. 认识情绪

2. 辨识情绪

3. 情绪调节技巧

4. 人际关系

5. 社交相处

6. 同伴支持

1. 正向行为表达
（1）正向社会互动
（2）正向社会适应

2. 负向行为表达
（1）负向社会互动
（2）负向社会适应

图 1  研究过程与步骤

Figure 1 Research Process & Steps

应用米勒所提出 CBT 的四个阶段技巧，并依据前文建基，选定情绪调节、

社交互动两大主题作为对当事人介入实践方案（参见表 1）。同时结合发掘优势、

培养优势、在环境中打造优势的建立，从而协助老师实施优势观点的介入策略，

改善学龄前儿童的行为问题（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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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当事人实施介入方案

Table 1 Intervention programs for clients

主题 目标导向
情绪调节 认识和学习辨别 4 种情绪，开心、伤心、难过、痛苦

社交相处
了解当事人行为背后的目的，引导其思考持续该行为的事情将会怎样
发展、发掘个人优势

情绪调节 + 社交相处
强调选择方案，而非惯用的实时反应；选取一种可行的方法，并制定
实施方案和诸之行动

同伴支持 + 角色扮演 让当事人邀请一名好友来辅导室，协助其参与其角色演练
检视成果与回馈 推动演练成果至校园生活里，讨论正向经验的感受

表 2  协助老师实施优势观点的介入策略

Table 2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assist teachers in implementing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目标 向老师作出之介入方案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对老师作出认同与肯定；发掘老师的优点

培养老师成为个案的支持者 让老师了解当事人的能力与需求，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学生

发掘当事人优势
与老师一同就观察记录和干预介入作出讨论，引发发掘学生的
优点，并在场景中加以运用

实施正向支持，建立优势环境
推动老师实施好行为观察记录；每天在课间给予当事人 1 ～ 2
次小任务，予以贴纸作奖励

稳定期 + 退出期
鼓励老师依然每天在课间给予当事人 1 ～ 2 次小任务，予以口
头赞赏 / 非口语的动作来作回馈（点头、竖起大拇指）

4  总结

辅导员需要在学校体系下，协助当事人在此时此刻的问题解决与改变能力，

以及带着优势观点的视角来与老师通力合作，一方面引导当事人对问题的认识，

重塑改变的意义，并予以正面积极的响应。在正式学习主题后，辅导员可以给

予当事人提供一些目标导向的预想和演练，推动当事人在情境下作出的正向行

为取代惯性反应，鼓励其继续尝试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并以同侪见证方式，以

维持改变的持久性。此外，在优势观点应用部分，老师需真切地被感受到发掘

优势的认可，才能运用优势观点来看待学生，是为打造优势场景的重要元素。

以上为一次完整实施 CBT 和优势观点的介入手法，后续辅导会以转变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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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进行讨论，评量当事人的行动决策，具体探讨进步何以发生和维持，

并寻找强化与巩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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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with a Strengths Perspective to Preschool Children

Huang Huishan Ray Yuen Ling CHOY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Abstract: In modern preschool educational counseling, the lack of staffing 

resources and time constraints, and traditional standardized education have 

limitations in provid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preschool children.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is aimed at modifying the cognition, which is 

believed to lead to behavioral changes. As we know, children are influenced 

by many elements, such as school culture, school environment and peer 

interaction. Meanwhile, the most notably teacher perceptions, will affec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st children and their early adjustment in the following ye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Therefore, an intervention that 

combines cognitive behaviors with a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the school setting: 

an integrated model is effective in helping preschoolers, can improve their 

behavioral problems in school life.

Key words: Behavior Problems;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Preschool 

Children; Strengths Perspec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