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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義：(根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九條)

 指長期情緒或行為反應顯著異常，嚴重影響生活適應者；
其症狀並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

 前項情緒行為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
疾患、畏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注意力缺陷過動症、
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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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鑑定標準：

 1.行為或情緒顯著異於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
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

 2.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
應困難。

 3.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且經
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輔導無顯著成效者。

 具有上述列舉症狀診斷的學生未必是情緒行為障礙，
還要考慮鑑定基準才可符合情緒行為障礙。

 相反的，沒有上述診斷的也未必不是情緒行為障礙。

 除了上述DSM所列之疾患，還包括有其他持續性之
情緒或行為問題者，以防部份因腦傷所致或年齡過
小不易診斷之情緒行為異常的學生之特殊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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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

情緒行為問題

(對己、人、物)

內化行為：

退縮
害羞
自卑
膽小
焦慮
憂鬱
恐懼

過度敏感

課業壓力

人際關係困擾
外化行為：

攻擊性

反抗性

衝動性

破壞性

過動性

傷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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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力不足

 過動

 衝動

 情緒調節困難

 上小學之後，算是惡夢的開始。早上起不來，不能安
份的坐在座位上安靜上課，東張西望，常做怪異的表
情，捉弄別的小朋友，咬手指頭，更誇張的是挖鼻屎
來舔。總是要引起別人注意，甚至在課堂上故意答非
所問，講一些低級的笑話。三年級時，被安排坐在講
桌旁的特別座。這次對他自尊及自信造成很大的打擊
及傷害。在家則是天天為了作業沒完成被打。

 小學又經歷一次轉學，從此就發現他很少在家寫作業
或做功課，沒看過聯絡簿，老師也很少與我們互動，
也就沒告狀之類的，以為天下從此太平。誰知學期末
的成績一出來，很少有甲，甚至有丁等的。

 這種狀況一直到國中畢業，因為國中沒交作業不是什
麼大不了的事，學校的資源都在升學班。因為他不抽
煙、不打架、不會翹課，算不上是什麼頭痛人物，只
是不愛上的課就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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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高職，也沒特別的違規事件。可是3C已經
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玩具了。

 只要放假沒上課，就沒日沒夜的上網或電玩，也
因此被趕出家門幾次。

 讀高職之後，說謊、偷錢、翹課、沉迷網咖都已
經是家常便飯。

 高職念的是苗栗建台高中高職部.

 畢業以後沒考上大學, 念的是沒有學籍的新竹聖
經學院一年後被退學. 第二年重考, 考上苗栗育
達技術學院外文系．一年後又被退學.

 當兵常常時逾假未歸，差一點被關禁閉。

 服完兵役以後重考．又考上育達技術學院外文
系．升上四年級時休學. 現在去澳洲打工旅遊! 
大學重念了三次還沒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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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前兩年，上帝才想到打開另一扇門。告訴我們他
只是個ADHD的孩子。之後．他的生活才慢慢找到重
心．

 他開始知道自己哪裡須需要幫助，又該如何找到好的
方法來克服困難，例如: 不擅筆記，就先用錄音，用
照相來記錄。

 早上起不來容易造成曠課，就請朋友或家人定時打電
話提醒。

 要做的報告或是任何文書處理，就用電腦或口述錄音
記錄。

 在工作及學業上也就慢慢得到肯定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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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親師溝通

 平時”積極關注”學生，表揚他的好行為。

 給予”特別時間” ，讓他表現(當助手)，在旁協助他、
讚美他。安排小老師

 鄰座安排不會挑釁的同學

 情境轉換預作提示

 約定底限，要求他。

 耐心等待他長大。

 忽略無關緊要的干擾，知道何時該介入，以避免
行為過當。

 變化課堂的步調、作業與活動，最好是那些短的、
活潑的，且高度動態性質的活動，來配合孩子對
活動的需求。

 穿插安排適合學生學習風格的「有趣」和「無趣」
作業。

 當學生的挫折很高時，知道何時該緩和之。

 說簡單、扼要、易懂的語言。

 溫柔但堅定地執行規範，並同時保持冷靜及正向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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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大考機制讓國中
生會考考完後就失去學
習動力，這些老師決定
顛覆傳統，讓學生當軍
師、設計淺艇和戰術，
彷彿穿越時光親身參與
了二次世界大戰，不僅
理解了歷史課本裡的內
容，也讓他們學習如何
合作。

 諾曼第戰役、大西洋反潛戰、德國閃擊西歐、不列顛之戰(英倫
空戰) 、

 蘇芬之戰(北歐)、德國入侵波蘭(東歐) 、法國戰役、比利時戰役、
敦克爾克戰役。

 二樓太平洋戰場：沖繩戰役、硫磺島戰役、吉爾伯特戰役、中
途島海空大戰(中途島海戰)、 偷襲珍珠港(珍珠港事件)、關島戰
役、阿留申群島戰、珊瑚海海戰、菲律賓戰役。

 三樓地中海、亞洲戰場：空投日本的原子彈、擊沉大和號、空
襲東京、登陸西西里島、克里特島空降戰役、阿拉曼戰役、諾
門坎之戰、重慶大轟炸。

 四樓德蘇戰場：柏林戰役、庫爾斯克坦克戰、史達林格勒戰役、
莫斯科保衛戰、布達佩斯戰役、高加索戰役、巴巴薩羅行動、
基輔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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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成因訊息: 能改變負向歸因。

 尊重差異訊息: 能提升積極接納。

 友善互動訊息: 能增加正向互動。

合作的親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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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呈現學生在校表現好的行為，再呈現不好的行為，
盡老師基本的義務。

 轉介給專業人員：特教老師及醫師。

 “我們一起共同來幫忙他”。

 記得保持微笑!表示關心、擔憂之情。
 提供鑑輔資源。

 國小時就開始服藥，學校也沒說要作鑑輔，曾經
問過輔導室，輔導室都說不用。

 國小，不是功課沒帶，就是丟三落四，日子一直
很快樂 。

 一直到小五、六 ，作業簿框框較小，老師嚴格規
定字體，比印刷體還嚴格，常常寫到凌晨。

 上了國中，遇到這位班導，我差點要瘋了，說我
孩子上課時，眼睛沒看黑板、玩筆，說孩子像小
丑。

 說我孩子功課沒完成，被指正時，一直頂嘴不服
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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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導無法認同與理解ADHD症狀，擴大孩子犯錯的事實。

 上學期七支警告，老師認定他明知故犯，家長還寵孩子。

 輔導室有訪談小兒，確認孩子有這方面的病症。在(IEP)
會議上，班導完全無視家長。溝通過程，堅持孩子是被
寵壞的，所有犯錯都要父母出面，干涉教學、干涉班級。

 我只是說孩子如果情緒來，有對立時，先讓孩子離開現
場，去冷靜一下。對老師、同學三方會比較好一些。

 老師不認同，堅決在鑑輔證明沒下來之前，都是一般生。

壹、合作的親師關係

貳、有技巧的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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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藥物控制。

貳、輔導/心理諮商。

參、正向行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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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第一週小恩的過動及衝動行為就非常明顯，需
要有一位老師隨時抓住他，否則像是泥鰍般一滑就
跑掉了，身手相當矯健。

 下課時，小恩喜歡在地上打滾。上課時，小恩總愛
在課程中打斷老師、干擾上課，甚至拿武器（所有
長條形的物件）想攻擊老師。

 不然，就是在教室內隨意走動，所有教他的老師都
哀鴻遍野，不斷抱怨。

 往後的每一天媽媽都需要來學校陪小恩一起上課，
否則老師沒辦法管教他。

 但是，媽媽在課堂上對小恩的制止聲對老師的授課
也帶來不少干擾。

 因為小恩媽媽需要不斷要求小恩坐好來、認真聽講、
不要亂動等等，常會吸引其他同學的注意。

 導師感到相當頭痛，想到未來兩年將是艱辛難行，
心中大石瞬間壓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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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週起輔導室開始介入，
 1.請小恩媽媽帶小恩到輔導室上課，以一對一方式
觀察小恩的行為及教導。

 2.小恩經常爬上辦公桌打滾，或是鑽到辦公桌下面
吃東西，會要求媽媽給他手機玩等等脫序行為。

 3.上課時，老師需用一隻手拉住小恩，並且客氣地
邀請小恩開始寫字做作業，小恩才可以勉強寫上幾
個字。

 這些行為在課程中需不斷重複，相當耗時，一節課
四十分鐘裡約有三十分鐘都花在糾正小恩的行為上。

 小恩相當精明，常會提出許多要求，借故拖延時間，
 被指示要用橡皮擦擦掉錯誤時，他就要求要先把橡
皮擦的外盒完全剝掉，而且一定要照他的方式，不
然他不願把錯誤的字擦掉。

 可是剝掉橡皮擦的外盒後，小恩卻開始玩自己想要
玩的東西，不願意配合老師的指導。小恩往往說到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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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週，在導師及輔導老師的堅持之下，請小恩媽
媽持續讓小恩服用「專司達」。

 同時要求小恩在校在老師的監督下服用專司達，以
杜眾人攸攸之口。

 奇怪的是，小恩服藥之後的效果仍舊不好。
 過程中，小恩的媽媽還是一直嚷嚷吃藥沒有效啦！
想要改回吃中藥。

 第四週媽媽帶小恩回診，要求醫師換新藥，於是開
始服用「利他能（Retalin）」，結果利他能藥物的
效果相當明顯。

 小恩的過動和衝動症狀緩解很多，已經可以在座位
上坐上二十幾分鐘，而且能跟隨老師的指令，一步
步做到老師的要求，課業完成度進步很多，較少出
現反抗的行為，真是萬幸。

 雖然，小恩仍然比其他小朋友容易分心，有時仍然
會轉頭跟小恩媽媽講話。但是，已經不用時時刻刻
拉住小恩，擔心他亂跑、亂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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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頭四週，輔導老師的介入策略。
 初期，先將小恩抽離出班級，在輔導室進行教學，
過程中初步建立起小恩的上課態度、學習習慣，以
及了解學校的生活常規。由輔導室全體人員輪流協
助，之後則商請其他單位派員來分擔課務。

 一開始，小恩一天只上原班導師的一堂課。
 在這個月中，請小恩媽媽陪同小恩就學。
 一直到了小恩服用「利他能」，行為穩定之後，才
讓小恩逐漸回到原班級上課。

 此外，請特教班的特教老師協助申請特殊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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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輔導/心理諮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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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嘉在南投的私立國中曾發生過一些適應不良的狀況。
因為嘉嘉每次清潔工作掃地總是掃不乾淨，一再的被處
罰，從罰寫十篇心經到一百篇心經，還是掃不乾淨，有
一回就頂嘴問老師：「到底是哪裡沒乾淨？我已經掃五
次了。」

 老師認為他的態度不好，叫他去佛堂向佛祖懺悔，想清
楚自己那裡錯了，嘉嘉告訴老師他不想去異教徒的佛堂。

 老師改要他去走廊背熟心經，想清楚自己哪裡錯。嘉嘉
就抓狂的說：「我不背邪魔歪教的經文。」很生氣地翻
了老師的桌子。

 媽媽趕到現場看到已經哭得不成人形的孩子，被關在一
個房間中。學校科任老師、導師、主任都接連數落嘉嘉
的不是，且聲明他們已經給孩子很多的特權與待遇了。

 孩子違逆、敵視和反抗的行為行為持續六個月以上，
並且在下列情形中至少出現四種以上。

1. 經常發脾氣
2. 經常和大人吵嘴
3. 經常公然反叛或是不服從大人的指揮或規定
4. 經常故意激怒別人
5. 經常把自己的過錯或不良行為歸咎於別人
6. 經常顯得暴躁易怒
7. 經常生氣或顯示憎恨的態度
8. 經常懷恨、記仇或存有報復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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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時間安靜下來。
◦ 請同學不要靠近。
◦ 轉移注意力。
◦ 給台階下
◦ 鼓勵說出原因，討論解決策略。
◦ 引導寫下事件經過。

當下冷處理, 事後熱處理.
◦ 情境轉換預作提示

 經常讚美他的好行為/才華

 利用身體接觸以撫慰他 (刺激腦啡)

 提供立即性回饋, 讓他看到自己

 約定表現好即給予喜愛的活動或獎品

處遇三部曲

 讚美他

 施予小惠

 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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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孩子發展社交技巧

 提供正向的角色典範

 激發積極的工作抱負 (eg 學好英文..)

 提供給孩子真實生活中的任務

(負責排桌椅、發作業…..)

 不帶憤怒的回應:一看到孩子表現偏差行為時，就
直接冷靜地指出來，並解釋為什麼這樣的行為必
須改變。避免所有無謂的爭執。

 不要用人身攻擊的方式來處理事情: 不要把孩子
的行為歸咎於他個人的問題，保持中立及客觀。

 不要與孩子的競爭輸、贏、對、錯。

 決定什麼行為需優先處理。

 明確與堅持: ODD的天性就是持續不斷地折騰大人，
直到最後大人投降為止。對孩子設定底限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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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說：「阿文小四之前，一直是個認真念書的
孩子，從小五之後才開始不愛讀書，抗拒去上安
親班，因為要寫很多很多的作業。」

 上國中後，阿文的情緒暴躁，多次向老師嗆聲、
和老師對罵、無故發脾氣，尤其生氣時就破壞公
物，老師常常打電話通知媽媽，表示已經不知道
該如何教導大哥級的阿文。

 文哥的導師則說：「不知道他何時會生氣，直見
他稍不如意就會發脾氣，同學和『學校公物』都
生活在恐懼下。他不但不上課，還會故意鬧老師，
讓老師出糗。」

 入班觀察。文哥上課總是趴著，看似睡覺。不過，
此時老師是開心的，並不會叫他起床。

 偶而，文哥也會跟同學聊天。

 但是，醒著時，對老師的態度總是冷漠及不屑的。
到了該去資源班的時間，也真的是跚跚來遲。

 文哥與同學起衝突，一氣之下用拳頭搥破窗戶玻
璃，造成手臂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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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晤談初期，建立關係最為困難！

 「由於突然地介入，文哥對我(巡輔老師)的防備
之心太強，表現出太多疑惑與不信任。」

 巡輔老師開始將晤談與文哥有興趣的事物－線上
遊戲與籃球－連結在一起。

 晤談時間都是在籃球場上，邊打籃球，邊聊。

 晤談中期，讓文哥以打籃球的方式來抒發心中怒
氣，取替案主的偏差行為。替代行為

 每次巡輔，巡輔老師與文哥一邊打籃球，一邊傾
聽、理解他的想法，同時也加入自己的看法。(情
緒支持 & 再教育 & 提供選擇………)

 希望貴校輔導老師也可以陪他打籃球。(與重要他
人協同合作)

 巡輔老師心想：「他不打球，也是翹課、閒晃，
甚至翻牆出校門買東西，到底有什麼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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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晤談後期，文哥升上國三了，有問題會主動詢問
巡輔老師，至今談論的話題很多，包括：「如與
家人溝通」、「同儕相處」、「兩性相處」、
「社團活動」等等。

 文哥自己也表示：「現在不會那麼容易生氣了！」

 除巡輔老師之外，當文哥有自己無法解決事情發
生時，他會主動詢問輔導主任及資源班的較談得
來的數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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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逐步移除個案的行為問題，並建立適當行為。
 方法: 採用非嫌惡的、正向的處理策略，才不會有
副作用，如：出現攻擊或負向情緒、彼此關係惡化。

 特色: 非常注重預防。不是等待問題行為出現才去
處理，而是為了預防問題行為的產生。

 要做到預防的工作，就必須進行:
 1.事先控制策略
 2.適當的行為訓練，替代原先的偏差行為

 1.立基行為學派，強調實證
 2.關注個案所處的系統
 3.強調人本，重視個案尊嚴
 4.強調預防性的介入
 5.強調社會效度，重視行為功能
 6.整合多元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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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體育課時，故意拿球近距離打同學。同學糾正
他，他會以三字經怒罵回去，甚至說謊話來掩飾
自己的過錯。

 在課托鬧事(踢桌子，把課托同學的書包扔在地上，
躲在課桌椅下，不寫功課)，連續二小時，讓課託
老師無法看其他同學功課。

 甚至怒罵課託老師「幹你娘」多次，課託老師詢
問，便托辭說是同學碰他，他在罵同學。但課託
老師表示該生是對著課託老師罵的。

 會罵課托老師是因為他在自習時，拿球來玩，
被沒收，他不服氣，因為他看到別的同學在玩別
的東西就可以，並沒有被沒收，為什麼他就不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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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他也認為導師沒收他的零食(統一麵)，令他不
服，因為導師曾說過： 「如果有帶零食來，只要沒有拿

出來，沒有被發現，就不用被沒收。」所以，我雖然有
拿東西來，可是我沒拿出來，是老師搜他的書包，才發
現的。為什麼針對他? 所以，他不服氣，希望老師可以
還給他。 「女生就可以吃東西，我都看過她們嘴巴在動，
就沒關係，不公平」 。

 「導師還說，如果有3個人看到你沒有紮衣服，就要被
罰。但是，只要有1個人看到我沒紮衣服，我就要被

罰。」個案表示導師針對他，不公平。之前班上有個同
學，就是受不了這樣的對待，所以轉學走了。

個案最近幾週，都沒有下課，都在罰寫，訂正或
抄課文。只有20分鐘跳操的時候有下課。常被導

師唸，覺得很煩，希望可以不來上課。有時導師
要求他，他也不想聽。(導師表示他下課就會去捉
弄別的同學，所以不讓他下課。)
個案表示在心情悶的時候，就會想大叫。

個案早上在原班被導師「不當對待」了，到了課
托的時候，就發洩出來，課托老師成了出氣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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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輔老師代理拿藥。

讀體育班。

 前事預防:老師重申公平性/專輔老師代理拿藥。
 發展替代行為(發洩情緒)。
 專輔老師用心安排他去參加體育班的訓練，藉由「從事
喜歡的足球訓練」，發洩不能下課的怨氣及被同學排擠
的怒氣。

 訓練新行為。
1.下課時間到隔壁樓找認識的同學玩。
2.將家庭作業分解成小目標，逐步完成，如先完成抄
寫的作業，再完成需他人協助的作業，藉此提高他的動
機。依需求在旁協助指導。只要他有部分完成作業就可
以獎勵他。

 給予有效的行為後果。課托老師不可在他生氣完後，就
不再要求他。可以與班導師配合，如果沒有在課托班完
成課托老師指定完成的作業，隔天的作業會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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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個案檔案
收集資料，分析行為產生與環境間的關係，了解個
案行為問題的全貌。考慮優先處理的目標行為。

A1:通常人格特質與環境因素會引發問題行為的產
生，

C:行為的功能(目的)
1.為獲取注意
2.逃避任務
3.尋求感官刺激
4.獲得想要的物品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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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行為動機評量表（見表四AB）
(一)滿足生理上的自我刺激
(二)逃避：不愉快或不喜歡的情境、人、事、物等等
(三)獲得他人注意

自傷照顧者的特別照顧
(四)獲得實質性的東西
(五)表達：需求與情緒
1.表達基本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或反應生理上的病
痛
因表達困難及理解困難，以行為代替語言來傳達特殊
的需要

2.發洩挫折或不滿的情緒 eg無法攻擊別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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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事控制策略

 行為後果處理

降低不適當行為

 適當的行為訓練

1.教導替代行為

2.訓練新行為

 媽媽帶自閉症的兒子去逛誠品，兒子吵的要買機
器人，可是家中的機器人已經夠多了? 媽媽不要
買給他，兒子在店內大哭，請問媽媽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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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劃性忽略
 計劃性忽略是基於消弱的原理，確定孩子的問題行
為是為了引起成人的注意時，當問題行為發生時不
要給予正增強。

PS當問題行為會對他人或孩子自己造成傷害時，不能
使用此方法。

 一致地忽略不具危險性和破壞性的行為（如哭鬧、
抱怨、頂嘴、製造聲音、做出怪動作），通常最後
行為會減少，

1.計劃性忽略
 計劃性忽略很少立即見效；通常問題行為的頻率和
強度可能會暫時提高。

PS孩子會測試成人的反應，所以問題行為可能會再出
現，必須堅持不理會；剛開始執行時行為會變嚴重，
原因在於孩子發現不能獲得注意，而採取更激烈的
手段。

 計劃性忽略要搭配行為訓練及增強策略。教導孩子
正確獲得注意的方法，並在其做出適當反應時稱讚
或增強他，才能獲得更積極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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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不適當行為的出現

2.隔離（time-out）(淘氣毯)
 當孩子處在喜歡的情境中，因發生特殊事件，將孩
子帶至角落或離開現場。

 平時生活中就提供充實而有增強作用的活動，只要
問題行為一發生，立刻撤除增強物，或把孩子移到
無法得到增強的地方。

 但是在使用上應謹慎，因為個案的問題行為可能會
變得更為顯著(故意)，最好能配合其他增強策略來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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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孩子在問題情境出現時，以正確的方式來因應
或表達。

1.訓練溝通能力：訓練孩子以表達取代問題行為，通
常孩子能表達後，情緒反應也不會那麼強烈。表達
不限定說出來，也可以用手指或圖字卡表示。

2.訓練自我覺察能力/自我控制策略：讓孩子選舉多
元的、適當的情緒發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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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張圖的主角看起來最生氣?你想為什麼他會那麼
生氣?

 我們來算一算，會令主角生氣的事有哪些? ( S )
 你生氣時,哪個部位最不舒服?最有感覺? ( O )
 生氣的時候,做什麼事會讓你比較不生氣? ( R )

我可以
(1)覺察(感覺)一下我的生氣、
(2)停一下
(3)看著它，先不做反應
我可以弄清楚自己為什麼
生氣?綜觀全局
生氣大都是因為自己的某
種心理需求不被滿足。<我
想要…，可是….>
我可以請人幫助我。放鬆
我可以說出來，也可以仔
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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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跑步、
騎腳踏車….
做我喜歡的事

 回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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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問題行為的成因

二、掌握問題行為的功能

三、多元策略介入行為問題(行為功能介入)
1.生態環境改善策略

2.前事控制策略

3.行為教導策略

4.行為後果處理策略

1.服藥問題的解決:
 (1)家庭訪問以深入了解個案家庭情形，並加強與家
長的溝通合作，宣導服藥的重要性。

2.同學排斥:
 (1)營造溫暖與支持的環境，如:鼓勵學生互相看到
對方的優點。

 (2)教導同學問題解決的技能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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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老師和同學說話的語氣和態度。
 盡量減少口語管教和口語提示(提醒)的方式。
 適當地忽略個案輕微的問題行為。
 安排對個案接受度較高的同學坐在旁邊，以利課堂
行為的教導和提示。

 調整課程與作業的內容或份量，以符合個案的程度，
提升課堂參與行為。

 在課堂上隨時增加引起個案動機的事物。
 減少環境中不必要的刺激。

 教導以適當的口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設定有效增強系統，提高課堂參與度。
 為該生另外設計不同形式的作業單。
 簡化教材，提供學習輔具，改善書寫困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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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出現想要行為時，老師立即給予正向口語或物質
的增強。

 當出現替代行為時，給予立即性的增強與回饋。
 當出現輕微行為問題時，立即給予口語校正或手勢
提示。

 當出現嚴重問題行為時，給予隔離或處罰（同儕得
到增強，個案則無）。

壹、藥物控制。

貳、輔導/心理諮商

參、正向行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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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孩子的「挑戰行為」共處

1.降低不合理期待

勿低估個案所需付出的努力、情緒狀態、能力
限制

2.選擇性忽略 (吸引注意力的行為、咒罵、性騷擾言語
等)
任何人，任何情境下的教養態度要一致，一旦
被「部分增強」的不當行為會很難消除。

3.重新引導個案的注意力

• 中性地將注意力導引到其他活動。

4.提供選擇: 賦權。所提供的選擇，需真的可實現。

5.後退一步，再試一次

冷靜、重新專注。

6.小聲說話、保持中立的立場

7.辨認學生漸增的痛苦。

8.避免面質和權力爭奪。

無實際助益，僅會增強挑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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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粉專: 勵心心理成長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