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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效果的誤會

2. 社會文化基準

3. 個人成⾧經歷



Lancet, 2021 – 7 個發現



7項主要發現

1. 體罰無法改善問題行為，而且問題行為反而可能會越來越多。
2. 體罰和任何正向的表現無關。
3. 對孩子體罰的家庭，也可能有較高的虐兒風險。
4. 嚴謹的統計分析證實體罰和問題行為的因果關係 : 體罰會導致孩子的問題行為增

加，而非問題行為的本身造成體罰。
5. 半實驗性質的研究證實體罰在各國不同的文化中，都會造成更多負面外顯問題行

為，較少正面能力發展。
6. 不論家⾧和小孩的特質、以及文化背景為何，體罰會帶來所有負面影響的結論都

是㇐致的。
7. 體罰越嚴重，孩子的問題行為也會越多。即「劑量反應效應」(dose response 

relationship)



體罰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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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ience-informed insights 
combined with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e 
expertise of service providers, and a 
diversity of perspectives among 
policymakers and civic leaders can 
catalyze fresh thinking and more 
effective action.” (p. 10)



 最早出自於西漢·戴聖《禮記·學記》。 玉不琢，不成器（琢：雕刻）指玉
石不經過雕刻加工，就成不了器物。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玉石不加工、不琢磨，不能成為
器皿。人不經過培養﹑鍛鍊，就不能成材。



拓展和構建理論
Broaden & Build Theory

心情好

精神好

專注到

學習到

能力高





保良局小學正向教育發展計劃



香港教育大學「3Es 情+社同行計劃」



EASP:  Early Advancement in Social-Emotional Health 
and Positivity
正思樂行：幼師與家⾧正向教育計劃



家庭有教：裝備孩子 強韌抗壓（二）
明報 05.12.2023





體罰

懲罰孩子

敵視孩子

不滿親子關係

認為孩子行為「極有問題」



P.A.I.R. : 理解幼兒的情緒行為「問題」行為背後的信息／需要

（Dinkmeyer, McKay, & Dinkmeyer, 1997）

原因 表面原因 背後信息

權力鬥爭
（Power struggle）

我的意見很重要，甚至比
你的更重要

請你聆聽和尊重我的想法

吸引注意
（Attention seeking）

受到關注，才顯得我重要 請你注意我

因能力不足而迴避要求
（Inadequacy）

我很差，請不要對我有期
望

不要放棄我，請引領我進步

因過去的其他不滿而報復
（Revenge）

我感到受傷害，我不屬於
這裡，所以要傷害人

請正視我所受的傷害

兒童情緒失控的原因



 想法 (Thought)：成⾧心態

 說法 (Verbal)：正面肯定

 做法 (Behavioural)：陪伴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