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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六的學生，年齡介乎6至11歲，是一個由不
懂世事至慢慢了解學校、社會運作的成長階段，伴隨而來
的是不同的行為問題，綜合家長、老師及校長的意見，小
學生行為問題可分為以下幾類：

不少小學生都非常心急，無論是排隊、輪流
玩遊戲、領取物品等，都要爭先恐後，表現極不耐
煩，「一分鐘都唔等得」，尤其是在遊戲或活動中，
他們難以等待自己的回合，經常打斷他人，或表現
出明顯的沮喪情緒。而當小朋友面對延遲、需要等
待時，他們可能會透過抱怨、哭泣或發脾氣來表達
不耐煩。不少家長反映，小朋友過於心急，做事會
錯漏百出，更會引發衝突影響人際關係。

  改善方法 
讓小朋友多參與一些需要等待的活動，例如桌

上遊戲、烹飪等，在活動中，小朋友必須等待自己
的回合或等待食物煮熟，這樣可以幫助他們以有趣
的方式培養耐性。認可和獎勵有耐性的行為，都可
強化小朋友的正面行為，當他們耐心等待或妥善處
理延遲時，家長可給予讚美及鼓勵，父母更應在自
己的行為中展示耐性，孩子通過觀察學習，逐漸明
白箇中道理。

面對繁忙的日程、與兄弟姊妹相處、朋友之
間的爭吵，或令小學生容易情緒波動發脾氣；另一
邊廂，每個小朋友都有其需求，可能是被肯定的需
求，例如想父母讚美；也有可能是身體感覺的需
求，如肚餓、想去玩等，假如小朋友的需求未被滿
足，就容易衍生情緒行為問題，轉化為發脾氣。

  改善方法 
每個人都有情緒，小朋友也不例外，偶爾發脾

氣是宣洩情緒的表現，家長應讓小朋友知道，發脾
氣、「掟嘢」或動手打人，都是不能夠接受的行為。
當小朋友發脾氣時，家長應先令他們的情緒冷靜下
來，例如重複幫小朋友說出他們的情緒：「我看到
你很生氣、媽咪明白你唔開心。」若孩子想出手打
人，家長應告訴孩子：「我們不要傷害對方。」建議
小朋友嘗試動動雙手或原地跳，令他們轉移視線，
打消傷害別人的念頭。

小朋友愛駁嘴，一句頂一句，氣得父母頭頂
冒煙，相信家長們都有深刻體會。至小朋友升上高
小，駁嘴情況會更趨嚴重，長此下去，小朋友與父
母的怨氣會越來越大，破壞親子關係。事實上，6
至12歲的小朋友特別需要別人的鼓勵，更喜歡表現
自己某方面的能力，於是會在語言上挑戰權威。

  改善方法 
德國心理學家曾做過研究，發現喜歡駁嘴的孩

子，超過80%不僅意志堅定有主見，甚至具備更好
的分析力和判斷力；而74%的「聽話寶寶」在平日
無法完全獨立承擔責任，更會遇到「決定困難」。由
此可見，家長可給予孩子多一點耐心，多做引導和
示範，給予小朋友指令時，應多加解說，當他們駁
嘴時，家長可以回應：「媽媽欣賞你表達自己的想
法」、「我感覺你不太願意做，你是否有更好的想法
和方案，可以告訴我們嗎？我們會尊重你的想法。」 ●讓小朋友多參與桌上遊戲，可訓練其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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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朋友在學校常常向老師投訴同學，例如
指正同學在課堂上說話、排隊插隊、騷擾他人等，
老師初時會回應他們的指控，但他們仍舊不斷指責
他人，小小問題也會指手劃腳，令老師不勝其煩，
同學們也甚為反感，甚至會影響上堂秩序。

  改善方法 
小朋友愛投訴，除了是希望得到成年人關注

外，更希望藉着其他小朋友做得不好，來肯定自己
做得對的地方，甚至希望老師、父母會欣賞他，因
此單單阻止他們投訴是治標不治本，老師、家長可
多按小朋友本身的表現稱讚他，直接回應他們內心
想被肯定的需要，孩子學懂欣賞自己，就不用藉着
批評別人來肯定自己了。

有些小學生愛改同學花名、常常「搞搞震」捉弄別人，
例如藏起同學的書、絆倒他人等，令人感到煩厭。有心理
學家認為，愛搞惡作劇的孩子一般富有創造性和想像力，
具有強烈的表現欲，而且精力過於旺盛，或是想引起別人
的注意，卻忽略了自己的行為會給別人帶來麻煩和不愉快。

  改善方法 
家長們首先要弄清楚小朋友作弄別人的原因，是否想

引起對方、父母的注意，並教育小朋友要尊重他人，清楚
告訴他們，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開玩笑，同時讓小朋友明白
是非黑白，甚麼應該做，甚麼不應該做，要有非常清楚的
界線，並讓小朋友為自己的惡意行為所造成不愉快場面，
誠心道歉。

好勝、唔輸得，可說是小朋友的必經階段，
每逢玩遊戲、下棋、參與運動或比賽，某些小朋友
落敗後就會垂頭喪氣，甚至大哭、發脾氣或拒絕再
玩，某程度上是因為小朋友的自我控制能力未成
熟，自尊心仍在發展階段，因而會想「贏」，從而得
到別人的讚賞，提升自我形象及自信心。

  改善方法 
想小朋友學會「輸得起」，家長宜給予他們誠

實評價，例如小朋友賽跑輸了，父母可以問他：
「今日係咪好緊張？下次跑步前先熱身，平日多練
習，一定會表現得更好。」灌輸體育精神亦是重要

一環，家長可以告訴孩子競賽一
定有輸有贏，平日多跟其他

小朋友玩小遊戲，贏家要
與對方握手說︰「多謝

你同我玩。」輸家則
說︰「恭喜你！」經
過多次後，小朋友
會更能接受「落敗」。

小學生故意與大人唱反調、故意聽不到、
故意搞破壞可說不意外，總之就是故意不遵從指
示，令成年人覺得小朋友在「挑戰」、「挑釁」或

「玩弄大人」，但小朋友為何會故意去惹怒成年人
呢？如果老師、家長不理解小朋友背後的動機，
只用權威去迫使他們停止故意行為，這些行為依
賴只會重複出現。

  改善方法 
有校長指出，小朋友的「故意」其實是隱藏自

己的脆弱，例如當他們缺乏解決問題的方法時，
會覺得不知所措，或認定這是沒辦法處理，於是
乾脆放棄，「故意」搞事；部分小朋友的故意行為
則是要大家知道他不開心，想擺脫成年人控制，
扭轉局面，因此家長們可嘗試代入小朋友的角
度，先冷靜情緒，告訴孩子「我知道你現在感到不
開心」，試着和孩子溝通，才有辦法找出故意行為
背後的真正原因，徹底改善問題。

●家長多跟孩子溝通，理解其故意行
為背後的動機，方可徹底解決問題。

●如小朋友玩
遊戲有「唔輸得」
心態，家長可學
習給予他們正

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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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講求紀律，學生都有自己的座位，離開座位前需
舉手得到老師同意，惟不少學生常常「周身郁、坐唔定」，
不少家長認為是因小朋友上堂嫌悶，無法集中精神。在學
校以外，小朋友在家中要坐定做功課或看書，注意力不集
中的問題會更顯著，小朋友不時離開座位，影響學習效能。 

  改善方法 
事實上，小朋友的大腦發展還不成熟，難以長時間集

中於一件事，因此上課時想「起身郁吓」；部分學生則精力
充沛，若未能釋放能量，他們會感到不安和煩躁，會出現
坐不定的行為。家長可安排小朋友在放學後於戶外散步、
打波「放電」，釋放精力。在家溫習時，可採取分階段方
法，每隔一段時間讓小朋友小休或轉換活動，幫助他們重
新集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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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長反映，部分小學生不願意
與人分享，不論是玩具、小食，小朋友都
喜歡「爭來爭去」，誓要搶贏別人；在家
中，兄弟姊妹為各樣東西爭吵更是家常便
飯，有些家長慣常對長子、長女說「你咁
大個，讓畀弟弟妹妹」，因而激發長子、
長女的不滿，認為父母偏幫弟妹，引起其
他行為問題。

  改善方法 
在教導小朋友分享的過程中，家長

應先讓他們理解「輪流」和「等待」的觀
念，給他們知道「分享不等於失去」；同時
要尊重小朋友的意願，父母在面對孩子不
願意分享時，應該保持理解與包容，不應
強迫分享，而當小朋友願意分享時，父母
要即時、具體地稱讚他們的行為。

說謊可說是每個小朋友在成長過程
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有專家指出，年紀
尚小的小朋友說謊，大致可歸因為認知能
力未成熟，而六歲以上的小朋友，則多用
謊言逃避懲罰，或想達到某些目的、為了
得到關注和認可、出於好奇等。

  改善方法 
如何減少小朋友說謊，考起了不少

家長，有校長分析，不少小朋友其實明
白說謊是不正確的行為，家長應讓小朋友
知道，做錯事是可以被原諒的，不需要以
說謊來逃避責任、懲罰，建議家長們多原
諒、多包容，不要一味批評、指責，這樣
小朋友遇到問題時，才會放心向父母說出
真話，尋求協助和安慰。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張麗珠校長

不同年級的小學生，成長中
都有機會出現不同的行為問題，
需要學校、家長及時指正、輔
導，協助學生重踏正軌。大埔舊
墟公立學校張麗珠校長剖析小學
生不同的行為問題，例如常發脾
氣、不合作、常投訴別人等，其
實是源於小朋友不懂表達自己的
情緒，未能有效與其他人溝通。

張校長說：「例如小朋友想拎一啲嘢，但畀前
面個同學拎咗先，佢就會有啲唔開心，但又唔知點
處理，情緒一到，就變咗發脾氣，或者整蠱人。」
成人眼中的小事，在小朋友眼中或許是大事，張校
長建議家長與小朋友保持和諧穩定的關係，以優質
的陪伴，聆聽小朋友的心事，給予合宜的指導，伴
隨子女健康快樂成長。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採取訓輔合一政策，校方相
信每一個學生都值得教導和可教導，幫助學生建立
自尊自律的精神，以及積極樂觀的態度。張校長直
言，小學生的行為問題只屬表徵，要深入了解、疏
導，培育學生的良好品格；學校常常向學生、家長
解釋，要在自律及自由中取得平衡，小朋友自小學
懂聆聽、理解老師的指示。「小息時做咩，由學生
自己分配時間。」學校亦透過不同活動、課題培養
學生自我挑戰、嘗試解決困難的心，「等學生遇到
阻滯時，唔好發忟憎住，試下用不同方法解決。」

教學經驗豐富的張校長為家長提供三招教養小
錦囊，引導學生改善行為問題，包括建立和諧穩定
的親子關係、給予孩子小任務，以及鼓勵小朋友閱
讀有故事性的圖書、名人傳記。張校長直言，若家
長本身情緒也不穩定，不論過於苛責或溺愛孩子，
都會影響小朋友的行為及情緒，她建議家長按子女
年齡、興趣，給予孩子小任務，例如幫忙做家務、
觀察及研究昆蟲等，讓小朋友覺得自己有能力，又
可製造親子話題。當孩子遇到問題、不開心時，家
長可從旁陪伴、聆聽、鼓勵，讓小朋友說出心底
話，疏導情緒。

此外，多閱讀有故事性的圖書、名人傳記等，
亦是培養小朋友良好品格的好方法，張校長指出，
有故事性的圖書，讓小朋友有代入感，從中學習故
事主角待人接物的態度，潛移默化下，小朋友的行
為亦會有所改善。「小五、小六的學生不妨多閱讀
名人傳記，了解名人如何克服艱難時光，努力不懈
為社會作出貢獻，有助擴闊眼界，協助他們訂立目
標，踏上人生大道。」

●多閱讀有故事性的圖書、名人傳記等，是培養小朋友良
好品格的好方法。

●學校設公民體驗課程，擴闊學生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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