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幫助�學的孩⼦再�回到學校�我們��的共識是��學不是孩⼦�
懶�亦�單純���學校的負向經驗——�之��學⾏為是孩⼦⾏為�的求救訊
��孩⼦可�正在經��的�在衝��焦����孩⼦不知�該�何因應�⽽

「�絕上學/堅�留在家」則成了�們的���碼�⼤部�的孩⼦在�學之�是
�疚���惡�的����受�可�讓孩⼦更難�回校���成��衝��焦�

的可�因素�常�元�並會交互影響：

��孩⼦的�質��⼼

困�會使�更易陷�困

境���⾃我�求⾼�

挫折�受⼒不⾜�較不

擅⻑�制�表�負⾯�

緒��

同儕間的⼈�互動對⼀�敏�的

孩⼦⽽⾔可�是�度的刺激��

⽽未⾒的��、課�的負���

��孩⼦�可�對學校環境畏懼

⽽不�到校���亞斯伯格症�

質的孩⼦可�對於����器�

�⾳較敏�⽽�絕到校�

當家⻑對於學�的�求超�孩⼦的

負���或部��年�的孩⼦可�

因��⽗⺟�開⽽焦��都可�影

響孩⼦�學；另⼀⽅⾯���孩⼦

�學的動�是「堅�留在家」��

⼦關��度緊密/���或⽗⺟關�
不���都可�促成孩⼦想��留

在家裡��得家⻑的關注�

個⼈因素 學校因素

家庭因素

1. 2.

3.

看⾒�學孩⼦的焦�

家⻑可�怎�做�

⽴即採�⾏動���狀況

孩⼦是敏�的�家⻑在⽣活中的�⼒�對�孩⼦的⽅式/�格��孩⼦
都看在眼裡�並會發展出⼀套相應的互動�略��學可�是其中⼀種

�略�����孩⼦的�應�傾��的�⼼�和孩⼦討論更�合的�

略�都可�在�學⾏為出現��免其發⽣�或在發⽣之��免其加�

或使其�轉�

1.



和�師��溝��合作

�學的孩⼦會在校��家中來回拉扯�只單憑⼀⽅的�⼒都很難�孩⼦

�回校�；�學的⾏為常是�序漸�的�當孩⼦開�⻑期不�校���

所��學校相關的⼈事物����使孩⼦回�校��會難上加難�於

是�儘早��師展開合作�⼀�為了孩⼦更�⽽做出��⾏動或改變，

⼗�重��

2.

可�和孩⼦⼀�讀繪本�推�《我��⼼》�《嗨�⿊漆漆》兩

本繪本�幫助孩⼦�識對�⼼��懼�並且伴��故事發展⼀�

陪伴孩⼦找到來⾃⽣活中��在的�⽅�（繪本�都�喔�）

幫助我們更了��學的孩⼦�可�上Youtube��「�孩卡
卡」�相關影��讓我們更了��學孩⼦的⼼理�求��境�

�伸�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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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家��絕上學的孩⼦怎�辦�

⽴場堅定�不讓孩⼦「得�」

當孩⼦出現頻��假��學得�形��記得堅�你的⽴場���同理⼼

且堅定�傳�「我知�你很�怕�但你必須上學�當你��我��我會

陪�你的」�同�相信孩⼦��找到克服⼼�的⽅法����家⻑�⼤

的耐⼼�⼼⼒�但��信�����真的���來�找�⽅的���當

孩⼦已經出現�學的⾏為��別讓孩⼦在家閒��關掉�視和�路��

�規律的⽣活�讓孩⼦在家就�在學校⼀樣��學��打��

3.

�續�給予�定�幫助孩⼦�出�緒��幫助其�別�更�切的表��緒�

�⽤諸��點��品�⾏為�略�增加孩⼦上學的動��

幫助孩⼦發展因應困境的�⼒��縮常因孩⼦對⾃⼰�⼒的不信���別於

����⽌�我們可�試�提供允許�幫助�信�⾃⼰�提供其試驗⾃��

⼒的�會�

家⻑��師都可�盡可���試各種可�⽅法����⼒孩⼦會看在眼裡�

�會更��會相信⾃⼰⾜�����⼒��更可�從�⼀��試中�益�

1.
2.
3.

4.

可�和�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