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輔導篇

 拐
H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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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刁

 挪、家長輔莘

仕)特殊兒童帶給家庭的影響

 家裡有特殊兒童，對家庭的戚員來說，心情很複雜，

 父母，常懷有罪惡感、依賴、拒絕、焦慮。有的家人

 家裡有殘障的人，顯得悲哀傷痛，必須一段時間的適

 才能慢慢接受既威的事實。

1.父毋婚姻的威脅

 由於父母親的情緒受到很大的打擊，往往身心調

 很多的危機，因此離婚率．，高於一般正常的家庭．

醫療費用不貲

 殘障兒童的養育，需花費很多的醫療、復健、輔

尤其

知遣

2

 材的購置，也需

左
夕  手的生活照顧，以及教肩

 與經濟規劃，家長負擔較重。

 3．手足相助

 有的父母教養殘障兒童，一肩擔負，非常辛苦;

 父母關注特殊兒童的需要，而忽視了其他正常子

 需求，使得兄弟姊妹情緒受到干擾，親情受到忽

 ̂^生怨慰。家有特殊兒童，全家每一個人均得分

 務，伸出援手，幫忙自己的手足，全家團結一致

 對挑戰，克服困難。

七質疑再有子女

 有的父母會儘快懷孕，證-明自己有能力生產正常子

有的家長會擔心自己無法全力照顧特殊子女;或

 再生一個殘障子女，質疑是否要再生育子女。

 □家長對於殘障子女的態度

 山於家長接納殘障子女的程度，和面對特殊兒童期望

理有

助器

輛導

 的
的
，
家

面

 有
女
視
擔

，

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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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產

 1．密切

有的

 生的教養態度不一致。例如

聯繫

 父母，

密切的

 逆來順受，

 聯繫，針對

坦然接受障

 孩子問題，

 礙子女，願意和老師

 肯共同討論，期許解

三事事

有的

找權

老師

 3．冷淡

有的

造訪

職活

山畏縮

有的

 擔。

放棄

 女。

 5．逃避

有的

拒絕

 席。

居異

亦無

)體諒特

 1．接納

干預

父母對

威資深

的服務

孤立

父母不
入^^

 ，仕仕

 動，帶

被動

父母以

對於殘

貴任

特殊子女期

的醫護或教

 ，凡事挑剔

能承認自己

 態度冷淡。

給老師無力

為生養殘障

障子女的教

任其自生自

 望很高，寵

育人員依附

 ，日積月累

孩子是殘障

 非不得已，

 感的沮喪。

 子女，是前

 養，表示不

 滅，不願意

 溺要求甚多，喜歡尋

常不滿意特教

 影響教師的士氣。

指導

 ，對於

不參加

班教師的

玄的親日

 世的欠債，今生的負

 可救藥的無奈。有的

 贅心血，教養殘障子

 豈、

 父母明知自己孩子殘障，但對孩子教養常口是心非，

 接受親職教育。諉稱工作忙碌、家中有事，推拖出

 有的家長因家有殘障兒女，飽受親戚奚落，倍受鄰

 樣眼光，逃避現實，放棄責任，任憑特殊教師鼓勵，

 動於衷，拒絕參與。

殊兒童父母的困境

家長情緒

 兒童的父母，均有著焦慮恐慌、四處求醫、期望改

 求神問卜、面對現況、接受特殊教育、結合家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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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要同理家長照

 期望社會福利之心路歷程。因此特教老師要坦然

 家長內心難以言喻的心酸，肯定他們曾經做過的

尊重家長抉摧 助家長波化危機為轉

育責

是訴說學

 顧殘障子女的苦心。在專業知能的付出中，分擔家長

 的憂勞，分享他努力的威果，攜手同心，共

 任。

十讚美兒童優點

 很多家長不喜歡老師家庭訪問，因為教師總

 生之缺點，家長疏忽的不是，直言不諱，令人不能面

 對教師的數落。教師宜找出學生之具體優點，讚美兒

 童的表現，肯定家長的辛勞，化解家長的防衛，而願

 意與教師共謀良策，幫助兒童戚長。

 山多用間接．語氣

和家長未建立良好的關係前

接語氣

 師給建議，宜多凋間

運用

育

 和家長溝通意見，分析兒童問題

 專業知能，提供家長決定參考。

刨瞭解家長的需求

 孩子誕生前，家長總是抱著熱切的期待，盼望子女是龍是

 鳳，活潑又可愛，諸多因素而造成子女殘障，其內心的掙

 扎令人同情。所以特教班教師要體認家長的需要，積極提

 供適性的教育方案，做 好的教育服務。下面略述家長的

可能需要:

1.心理輔導

 協助家長面對現實，接納殘障．女子，克服挫敗的情緒，

 重整教養子女的信心。

工教育輔導

自己的子女

肯定家長的辛苦

天下的父母都是疼



溢潮放^^
^^^^

戚長

 使「

 3．社會

家長

或支

家長諮

1.諮商

(^)諮

諮
可

"日^口

匕
匕

么
日

食

 賢料，讓家長瞭解殘障兒童各階段的發展，及

 半隨的問題。教養及訓練子女的生活自理，促

 仟道，大無相生之才」威莫。

服
極 需

 、訓練、輔助器材，安置子女機構的資訊

 教師應主動提供協助或轉介服務。

應

醫療

特教

巧(根據台北市立師院熊嚥教授的看法

具備的特質與態度

商員必備的特質

 真誠:教師和家長會談．，指

 致，言行如一，出於自發的

 快樂，也分．擔他們的痛苦。

 尊重:尊重家長自我選擇，

 接納揉長的獨特性。

童學習

 ，分

家

表裡一

兒童的

 自我決定，並且無條件

口
心

心
 X刁

刁
｜

匕
卜
口

么
日

m三次

自寺戈

用
傾

常
山

乙

理情

衡發

幽默

潤飾

的諮

聽

 ，口

傾聽

對方

客觀

點;

應有

肯定

他人

調適

展得

 ．諮，，

"口

 j可

的
腫
的

 事
 
 
度

。
、

使
 理
 
 
適
賴
，^

 處
。

 
 
，

信
性

的
惑

 
己

的
理

性
困
 
自
度
事

理
解

 
達

高
論

 ;
化

 
表

生
，

題
;
 
 
地

產
性

問
結
 
確
長
感

析
癥

度
明

家
人

分
清

態
能

讓
待

 ; ^R，H己白勺

普
手

體
商

以
巧

過程是嚴肅的

 緩和．進行

氛氣

 ，但如

增加家

地
 
 
感

匕
匕

 q
日

開放

情和

有幽

的吸

自己

理性

默感

U帶

 種專注的行為，代表尊重、關懷、接納

 問題的了解。良好的傾聽是諮商的知覺

是

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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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尚
-B．

膺
供
 凡

F^吼
印

 
傾

 
以

 
注

 
諮

 
純

 
覺

 
諮

 
有

 
使

 
肢

 
如

 O
 
 
 
 
 
專
 
e
 
 
 
 
 
 
8
 
 
 
 
 
 
Q

亡五二
口口

現
事

聽
話

聽
式

信
聽
淨

 ，不僅用耳、也要用眼、用心去聽，以接

 人語言及非語言的訊息。

 者完全尊重當事人說話的權利，使當事人

 的過程中，得以整理自已的思緒。

 對當事人是 好的增強物，也是尊重的

 ，使當事人在接受諮商時，得以發展自尊

 者是當事人情緒的垃圾筒，讓當事人情緒

 化，產生心靈的釋放，減經心理的負擔。

的
避

溫
員

好

得
商

良

 環境必須安靜、溫暖、舒適，但布置宜

 兔當事人分心。坐位安排適於談話，讓

 馨舒適，能放鬆自己。

面向當  保持開放性的姿態，如眼

亡五

 的接觸，身體向前微傾，姿勢自然輕鬆

 人覺得有人和他在市起共同奮鬥。

 言:是指身體的語言及非語言的訊息，

 y丘

故
的

澄清

 說話聲調的高低、語氣快慢強弱、結巴

 表示。

一訊一"

一"

口口

身體

傾聽

觀察

 、^島丁
7
^

 息:有效的傾聽不僅專注說話內容，也

 語言訊息是如何的修飾說話內容。一個

 者的專注，正如伺照相機的焦距與顯微

 力，自然地捕捉到任何隱藏或微小的訊息

納
 
在
 
佳
與
 
可

 
 
單

人
 
神

例
頓

有

語
明
清
的

 意澄清:當事人的思路往往零散破碎、隱晦

 ;當事人表達能力亦往往不能說清楚事件。

 的技術在於協助當事人整理零亂、矛盾、複

 思緒，並助其清楚地、具體化表達出來。讓

不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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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吝H" 茲．^羽紅

性
佣

 憎
化

題
陳
事
把
題

感
及

淨
問

的
當

並
問

外呈壬

日
比

 J
丁

用

感
淆

題
的

明

思緒

澄清

藏壓

的作

澄清

 述，

人澄

主要

 ，決

澄清

 、行

 、衝

解決

態度

細表

 單純化，問題明朗化。"

 :幫助當事人表達自己未說出的感覺，

 卯的情緒表露，進而達到情緒宣洩與情

以

用

"諮-，
-

"。

但當

清閒

的問

定諮

:藉;

為作

突的

方式

 ，來

列出

商關係的發展往往始於當事人

 事人的問題經常是錯綜複雜。

 題，找出環境的因素或內在的

 題及次要的問題逐條列出，才

 商目標及諮商策略。

咨商的過程引導當事人對自己的

 自我分析、自我反省，釐清自

 部份，進而建立新的價值觀於

的澄清:幫助當事人以創造性

 探討問題．解決的方式，並且很

對問

捐
針

困
能

咫

對

信念

已價

欠 、
亢

几

曰
佇

"
刑

(4)引

-，

言
各 商不是二

 ，有

滿足當

 導扶術。

發問扶術

扶術來增

境的尷尬

單二問勺

具體化扶

擬定諮商

用發問扶

 與行為，

 人漫無目的的聊天，亦非諮商員專

一定過程及脈絡;既定的方向和目摺

 人對諮商過程的需求、諮商員要用

弟
而 :在諮商過程，對不明的事物

 進彼此的瞭解，也可以打破沉默和

 ，而深入討論。發問時宜多用開放

 、間接問句，使人明白、容易。

術:若對問題的表達敘述含混籠統

 目標，諮商員要真正了解當事人，

 術，以引導當事人對其特定的感覺

 作具體的描述。

具體

橫獨斷

 依循。

適切的

用發問

不明情

 問句，

是無法

必需善

鄉
江

13"1



自我表露

諮商冒尤

T
人

我表露的

='圭刀
 p，Q

適當

刀

面
面

兀
此
可
商
產
畝

諮
模
態
所

對當

'間之日

以突

員也

生同

商員

 白，

商貝

定自己的經驗對當事人有所幫助的情況

 地將自己類似的感覺、經驗、行為和當事

 次數不宜大頻繁，可達到很多的效果。自

技巧:

 事人真誠與信任的具體表現，可以縮短彼

 的心理距離。

 破諮商員的角色限制，

當

白勺魚坐馬

會到諮

更容易

我
當

或

刀

是一

經驗

發展

事人

理想

的合

曲的

 是人，也有過和自己類似

 理心。

 將類似經驗以正向的處理問題過程，加以

 能產"生激勵與啟示的作用。

 的自我開放，對當事人無形中建立很好的

 在往後諮商過程中，也可能會用更開放的

 表露自已。

 種同理心的表現，諮商員基於對當事人感

 和行為的深度了解。邀請當事人正視阻礙

 的矛盾與衝突。通常使用狀況如下:

 表現不一致時:如內在與外在的不一致，

 與現實之間不同步。

 每個人難兔用合理化的作用保護自己，過

理化

觀點

是 者
田 了。諮商員幫助

 理客觀的參照架構，讓其酌

情
針

或
有

對當

掩飾

會

 、
O
寸

強
式
的

逞
方
目

 、
通
戚

尊
溝

達
自
計
法

了
詭

無
為
的

僅
門
幕
不

+
煙

際
臥

放
實

 止
于
，

二

4

有
進
通

+
 
 
~

 ，
溝

吉
點
在

詭
亂
面

的
的

表
人
己
戚

事
自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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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
諮

-，
-口

不

同理

同理

內心

不僅

他內

諮商

培養

地著

 O同

 O針
責
商

 彼此更形疏離。

 :人為了怕痛苦，往往要逃避一些真正問題

 任推給別人或環境，不敢勇敢面對或承擔後果

 員要讓當事人自己面對，並且鼓勵他、支持他

 於處於孤立。

心
心

的

是
 相

心
僧

 。

諮
法  商員以高超的敏感度，莫正捕捉到

者
田

 與感受。諮商員走進當事人內心的深處

出當事人明顯的思想與感情

 心隱密，表達不出的訊息。

必須經常不斷地訓練自己對人對

 溺己溺'、人飢已飢的胸懷，以及

 想的處世態度。

 心是諮商技術極致表現。

 人個人經驗的獨特反應。

 善惡，不做任何價值批判的反應模式。

 清或反映前，不作任何建議，讓當事人

也能反映

的敏感度

別人設身

出
處

當
是

 口
Xl｜

 口
口
．

哇
恫

勺白

清
同
同

緒自由

奔

卜
^

主
日  八』，"

'Vi

是
是

 止於情緒認同，可能迷失自己。

 保持客觀性、冷靜與理性、綜觀全面

休)親職

 1．和

教育的實施

家長有效的溝通

不以自己的層面

巧

扛皇家長里

景和

程和

站在

行為

配合

^^

么
心

^^；^^+
上

量學生的標出

出
但

兒
現

有

師往往以自己的生活

 ，忽略了學生威長的

 異。老師應視學生的能力訂定期望水準

童父母立場看問題:學生無論在課業上

 適應欠佳時，教師會直接的想尋找家長

 時並未能如願。我們教師應該設身處地

歷
或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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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家長想一想，他們是否有不得已的難處苦衷，親

 師如何溝通，才是解決問題的癥結。

做好溝通準

長的

玄
日

再

協助

大多

希望

子關係

定溝通

的對象

和家長

家長瞭

數在家

家長能

 準備工作:溝通前搜集家長的資料，如家

 程度、思考模式、生活習慣、特殊個性、

 等資料，教師前往輔導，必然此較順利。

 目標:先確定溝通的目標，再慎重選擇溝

 ，以及處理問題的優．先順序，擬訂好計劃

 溝通，目的得以順利達威。

 子女殘障程度和需要。

 育的兒童，都有嚴重的生理

解

教口

正確的瞭解自己子女殘障的程度和原因

智能障礙

 山，

 礙兒童，如何補救教育。

 肌肉骨骼問題:讓家長熟悉如何協助子女醫療重健，

 或是請求轉介或訓練。

 威脅生命的狀況:兒童隨時有突發的生命危險，家

 裡應準備緊急電話號碼、醫生用藥、急救設備、醫

吱
重
好

醫
心

 3．規畫

人人

力發

知識

病的

環境

療與

輔服

童接

 ，和

子女

對未

展就

共不時之需要

配
的

諮
的

會

 合措施:生理罹，蕙的醫		^^甘卜^勺^吋少^二^^口卜士僚^	教學	的良

 設置，都得;首-	整合良好，	讓兒童得	到洽	當的
 重病或行	為不良的子女，不能		一如	常人
 義務教育，	通常家長和子女都需		要心	理輔
 商服務，再克服內心的不滿足。				
 涯生				
 都充滿理想	，但時空杉	轉，年齡	變化	匕匕口么向口
 不斷的調換	，從長計諄	配合現況	韌心、^^口	言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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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身心發展，預定未來遠景的目標，擬訂達戚的

按
長

在
學

步就班的增進子女的能力

 的喜悅、生命的光輝。

學的推展

 家教育的學習，家長要安排有

 的程序，進行規律的學習生活

 激，達戚在家自學的戚果。

豐沛生 名卜 的力

旦
里 領受戚

 的情境，設計每

 指導課業，增進

變技術的運作 5．行為

 生活習慣的培養，良好知能的戚長，必須行為改變

 的運作，才能事半功倍，其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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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

 傾聽孩子的言語內容;欣賞孩子的作品;．分

子
收

幽
威

默
的

親情的溫

感的培養

管

手段

几

壓
勺

許
都

的
要

心
親

用
不

的
誌

可
到

同
標
不
達
共

三五
 p『

谷
也

意
母

細
通

善
何

流
情

以
弭

汎
柔

敵
行

的風

 分擔孩子失敗的憂傷。使孩子接

 ，積極奮發追尋理想。

 中國傳統的父母，大多以高壓權

 子女;誤用打是情，罵是愛的關

 帶給孩子只是敬畏有加，疏離逃避。孩子

 父母師長語言幽默風趣，化憤怒破涕威嬉笑，

力調整為生活有趣的刺激;運用會心的珠磯

 ，改善彼此的關係。

 孩子說不的權利:每個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

 擁有特殊的人格特質，父母刻意的安排，蓄

 決定，不一定得到孩子肯定或歡心。所以父

 瞭解孩子的心理，接受孩子有說不的權利，

 探究孩子說不的動機，背後潛藏的原因。

子溝通的管道

 文字或符號:語言溝通聽多了讓子女厭煩，

 轉用文字、符號、圖像、標誌，創告親情

 契機。例如筆談、書摘、笑臉、哭臉、交

 的遵行或禁止，圈勾三角形狀，表示贊許

 以。有時"借用歌曲音符．，傾訴彼此心意，

 溝通的目的。

 工作:利用共同的工作情境，閒聊幾句，真

露表示感受;用關懷激勵撤除孩子拒絕防衛;

 情蜜意感召父母緣，子女福的恩情，而願消

 意，接納父母的提攜。

 家庭會議:民主法治的能力，得自幼學起，

 負責的態度要在會議中養威。父母應有民主

 範，分派家庭會議的角色任務，大家尊重主

交
通

或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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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飆盯．釗"．"．，

 席的議事，接受彼此慎重的決議，在和諧中爭取權

 益，在團結申增進家庭的福利。

效的溝通技巧

 讚美孩子優點:人人都要掌聲的鼓勵，才能倍覺受

 到肯定。多重障礙孩子，更需別人的贊許，才更有

 勇氣，接受挫折的挑戰，克服障礙。父母應找出孩

 子的優點，時時給於激勵，培養孩子向善向上的自

 我概念，使優點信增，缺點遞減，享受自我實現的

的
立

 重孩子的選擇:父母常以孩子小，

 以為是剝削孩子的自主選擇權利，

 期望替孩子做'決定。久而久之，養

 ，做．事不敢負責，只求依賴父母庇護

家長應鼓勵孩子遇事自我抉擇

"
白

回學

主
貝

肴
委 氣

付)適

根
的

詠
當

表現

所以

處時

軌
叭

有疏

曲受

孩子瞭

 苦心，

的期望

許多心

有影響

 ，逐漸

家長宜

的氣氛

 定，提

坦誠認錯:父母若有無意的

 ，父母不妨坦誠歉意，向子女

解每一個人都有可能

 包容缺陷的不得已。

巧巴磊皆

 理學家研究實驗，證實

 別人行為的魔力，適

 合乎我們的心願，甚

對殘障子女有合理的

 醞釀，面對面反應的

 供參與機會的多寡，

 不懂事為由，

處處皆以自己

戚孩子不能獨

 親長福蔭。

對自己行為負

 疏失，讓子女

 說"聲對不起，

互磋互勵

曲
豆

屆
日

百
日

八
共

方 期望的力昱哇圭

當的其 望會使他人的

 至符合我們的理想。

 期望，例如與子女相

 差別待遇，學習的標

都足以影響兒童的威

長

 氣氛的醜釀:威人常給聰明兄童有特殊的待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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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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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

班教

養家

照顧

 和藹可親。笑臉迎迸，眼神交換，

 嘉許稱讚。對於殘障遲頓的

 意疏離隔絕，冷漠的臉色，拒絕的

 受奚落。使孩子有著被遺棄的孤獨

 溺在自我刺激的傷害．或自娛在封閉

 法面對現實，跳出心理障礙。

遇:親師尊長對於兒童的問答態度

 遇。戚績好的兒童，給予較多的禮

 兒童，給予較多的責難怒罵，鮮少

 許稱讚。

 準:同為父母生養子女，父母在教

 來標準一致，實質上都會因人而異

 子父母疼愛有加，給予多元艱深的

 許戚為人上人，為父母揚眉吐氣。

 耐心不足，

讓孩子放牛

'O

囚
皿

 、
刁

v

眼
寂

的
遇
和

幻
 
 
有

相

戚
悅

 子女，則會愛心不在

 ̂^血，放諸子女身上

 滅，不抱任何希望。

會

 極主動，父母多會提

 滯被動，則父母也常

對
不

吃

時
高
材
於

 。
曰

矣
氏4
。

較多的參與

忘子女的需

因此殘障教師更須

元管道的刺激學習

 ，得到身心的滿足

 孩子機會參與。

 的機會，擴展多

多的反覆學習中

親職教育

 教育學生的父母，較少機會有同臍的

 師巡迥輔導時，應多元化的增進親職

 長正確的教養態度，使孩子受到妥

活動

 求，

開拓

 ，使

減

學
活
豈

弭
白

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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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效能威長團體:組織在家教育家長會和同學會

 讓家長學習各種教學技巧、醫學常識和居家護理

 生活自理訓練、社會人際溝通等知能，增加父母

匕
匕

么
口

口

壺
而手足資源研習活動:家有極重度的兄弟姊妹

 諸多的人力資源．，協助照顧，實施教育。父母時間、

 精力有限，極要殘障者的兄弟姊妹智慧的資助。因

 此辦理其兄弟姊妹的研習，讓他們瞭解殘障者的身

 ̂^理發展，體諒協助的需求，發揮親情友誼

 援手支援父母之不足，殘障者之不能。

參觀訪問活動:舉辦在家教育家長參觀醫療和教育

 福利機構。增廣醫療的認知、教育的參與、社會

 利的權益、諮詢資源的洽尋，以備將來急需時選

 的參考。

 舉辦親子育樂活動:在家教育子女，外出機會幾

 微乎其微，若公益團體或政府機構能籌募經贅，

 這些可憐的孩子舉辦育樂活動，讓他們見見陽光

 大自然，接受親情滋養，認識善心群眾，發

出
一

稻
乎

^豆

是造福的活動

 自
老
的
幫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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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師
教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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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遷
全
。

教
特

快
懷
師

都
變
安

效

 社會技倆，

我安全的防範

 師定期做在家巡迴輔導，常富有熱心，願學生都

 學習，所以非常樂意犧牲時間，奉獻智慧，投注

 助孩子。

 育，均教導教師人性的光明，世界的美好，教師

 初衷，赤子心懷，為教育工作盡心盡力。但社會

 隱藏的黑暗污濁，並非人人可明兒，為防範自身

 建議下列要點．，期望教師能確保平安，發

匕
匕

么
日

也
的
的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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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烈 ．功口"

巡

景
仁
定
有
定
比

乙

作
期

的
時

較
報

立

學生

迥輔

比較

 ，地

訝異

 伴。

訪視

家庭

有律

安全

居家環境

 導之前，先瞭解學生居家環境，家長生活

 能掌握前往時的準備。有的地區，生活份

 理位置偏狹;家長生活型態奇特，酗酒賭

 ，教師若要前往， 好不要掛單

匕
匕

乙
日

背
子

博
同

 作息，並非如同公務人員，教育工作者

 。能與家長約好時間，安排空閑，前往輔

 若遇特殊緊急狀況， 好爭取時

 處理。

效有

兀注意自已形

 教育人員，

要掌握教育

 牌炫耀，不
耀

 用，保持為

七防身器材的

防人之心不

 輔導時，、若

的防身器

 衣著宜樸素大方，言談要穩重端莊，

 方向，謀取家長的敬重信任。不必穿

 可暴露招搖，不受邀宴禮物，不收額

 人師表的良好風範。

準備

 可無，防身器材有備無患，單身前往

 能懂得防身術，備有哨子，噴霧器或

 以備不時之需，加強自己身心的安全

效
 
 
做
著

窯
肚

巡
立

迥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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