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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探討不同的父母教養方式對子女心理健康的影

響。研究者特選八位高班幼兒及其家長，過程會透過家長電話訪談、幼兒面談、

軼事觀察記錄表、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和幼兒心理健康評量表等資料進行歸納

和分析，以檢視放任式教養、忽略式教養、權威式教養、獨裁式教養的家長對

子女的心理健康的正面和負面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放任式教養、忽略式教養、

獨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的子女有負面的心理健康特徵，如情緒波動大、缺乏自

信、缺乏安全感等，相反權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的子女有正面的心理健康特徵，

如樂觀積極、勇於挑戰新事物、有自信等，而且權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的子女

亦擁有 Peterson與 Seligman的六種美德，包括智慧與知識、勇氣、靈性及超

越、仁愛、公義和節制，而且研究結果發現家長的個人價值觀會影響個人的教

養方式，例如家長期望、傳統觀念等，亦會影響家長教育子女上的行為和方式。

由此可見，不同的父母教養方式為子女帶來心理健康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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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研究背景及動機 

根據嶺南大學於 2023 年 3 月至 7 月期間所調查的「香港學童快樂指

數」結果（星島日報，2023）指出學生整體的快樂指數是 6.62，較上年跌 2.2%，

而當學生在處理情緒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較弱。就以上調查結果可見，學生的快

樂指數有下降的趨勢，可見學生的心理健康已出現負面的情緒和影響，原因是

基於家庭、校園欺凌、人際關係和學習壓力等各種因素。其實家庭是子女成長

的重要環境，父母亦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師，子女的態度、價值觀、人格發展和

自我形象均受到父母和家庭因素的影響（課程教育指引，2017）。父母的不同

的教養方式對子女心理健康發展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許多父母都會為了配合

社會的步伐、個人的期望和子女將來的成就等，透過不同的教養方式或行為讓

子女成材，但父母往往都忽略了子女的個人的感受、看法和情緒等，從而讓子

女都面對着沉重的心理壓力和負擔。儘管過去許多研究都以寬容式教養、權威

式教養、忽略式教養、獨裁式教養的父母教養模式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但研究

者發現過去的研究都着重探討父母的教養模式對子女的行為和學業成績等的

影響，1.甚少探討父母的教養模式對子女的心理健康之影響，以及本人 2.發

現班中幼兒對於放學後需參加班不同的興趣班和學業壓力，而出現哭泣、緊張

的情緒問題，有見及此，本研究就以上過去的研究不足和發現的問題，便決定

深入探討父母的不同教養方式對子女的心理健康發展的影響作為研究的主題。 

1.2研究重要性 

現時有許多研究探討不同的教養模式對子女的成長發展的影響，閆紅

（2020）不同的家庭教養下培養出子女情感發展、行為表現和自我概念等方面

會存在很大的差異，當中家庭教養方式對幼兒的心理健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另外父母的行為對子女的情緒發展有極大的影響，而且父母亦會成為子女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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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對象，所以身教和言教對於子女成長同樣重要（陳佩汶，2020），因此期望

是次研究結果能為家長或其他相關教育界等人士提供參考，以改善家長的教養

方法，以及總結各類型的父母教養模式對子女心理健康發展的影響，讓家長和

學校等對孩子的心理健康發展提供全面的了解和認識，並藉此給予家長、業界、

學校、社會、教師等一些建議，使孩子的身心健康有良好的發展。 

1.3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聚焦於在不同的父母教養模式下，對於幼兒心理健康

發展的影響，研究目的如下： 

1. 父母教養方式與幼兒心理健康發展之關係。 

2. 探討父母在不同教養方式下的角色。 

3. 探討父母在不同教養方式下對子女的期望。 

1.4研究問題 

就以上之目的，研究問題如下: 

1. 放任式教養、忽略式教養、權威式教養、獨裁式教養對子女的心理健康，有

哪些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2. 家長的個人價值觀，如何影響他的教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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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心理健康的定義： 

心理健康(世界衛生組織，1948)是指人能夠應付到日常的生活壓力、認識到自己

的潛力和有效率地工作，並能對社區作出不同的貢獻；而是沒有任何精神障礙。 

2.2家長的個人價值觀定義： 

個人價值觀是指個人對特定的目標、行為、狀態、事物抱有個人的持久的信念，

是與個人的偏好和需要有關（曾智豐，2013)。其實每位家長都有自身的個人價

值觀，以教育的價值觀為例，有的家長是用傳統家庭的價值觀來教育子女，更偏

重孩子吃飽、有禮貌、尊重和服從長輩等；有的家長是用現代家庭的價值觀來教

育子女，例如現今社會出現許多「怪獸家長1」、「直升機家長2」等，家長受社會

的價值觀影響，對子女的學術、成就有過高的期望，希望子女從小便「贏在起跑

線」，要讀名校和考到好成績等。但往往這些家長的教育觀會影響到子女的各範

疇的發展，例如心理、行為、個人的價值觀等。 

2.3父母教養方式的定義： 

父母教養方式是指 1.家長對待孩子的行為、信念與態度；2.家長的態度與價值

透過一些親子互動的方式及行為來影響孩子之態度、價值與行為；3.家長控制其

孩子的方式和行為。所以，我們可以說教養方式是家長在教導孩子一些行為表現

及日常生活作息等行為時，所採用的行為與態度。而且家長自身的態度、認知、 

以及價值觀會透過與孩子間的互動來傳遞，並直接影響其子女各方面的價值觀、

性格和行為等，使其行為能夠符合社會期望的規範（呂朝賢和呂慧玲，2014）。 

 

                                                 
1 怪獸家長：指一些不講理、自我中心，並經常向學校提出無理投訴的家長。 

 
2 直升機家長：指那些過度保護孩子、緊盯孩子的需求和生活方式、十分關心孩

子的一切，如學街成就等，不給予孩子足夠獨立空間和自主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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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父母教養方式的意義： 

孩子生長於家庭，孩子的成長也於家庭，家庭是學生最初的學習環境（丘金蘭、

胡秀媛和邱紹一，2019）。家庭中父母肩負住孩子健康成長的責任，父母的功能

和角色會直接影響子女的成長，包括其情緒、人格和社會等的發展。而國外有許

多學者對於家長的管教方式和態度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學者會定義為教養方式、

管教方式、管教態度等，但其實這些名詞的意思相似。在內在方面包含家長對子

女的態度、信念、價值、情感等，而外在方面包含家長對子女的反應和行為等的

特徵（黃怡萍，2007）。家長透過自身的內在和外在行為來教養子女以及促使其

發展，而子女透過與父母的互動和受父母教養方式的影響，逐漸發展自身的個人

價值觀、情緒和認知等。綜合上述的文獻，父母的教養方式是直接影響子女的各

範疇發展和健康成長。 

2.5父母教養方式的類型： 

近年許多學者在研究父母教養方式時，把父母教養方式的類型分析（John 

Martin,1789；Leanor Maccoby,1917；Diana Baumrind,1927；Becker,1964；

Maccoby&Martin,1983；Hill,2015）大致分為三類：單向度、雙向度和多向度。 

早期 Baumrind（1972）以單向度方式的把每一個教養方式視為獨立和單一的概

念。例如忽略式教養、權威式教養等。而 Maccoby&Martin（1983）進一步把

Baumrind 提出的父母教養方式擴展為雙向度，當中兩個向度包括「要求」向度 

是指父母對子女的嚴格、控制和監督的規範程度，讓孩子清楚明白父母對他們的

期望；「回應」向度 是指父母對子女的支持、接受和溫暖的程度，讓孩子感受父

母給予他們在感情上的關懷、照顧和重視。 

表 2.5.1 Maccoby&Martin（1983）的雙向度分類 

 

回應 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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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權威式教養 

（Authoritative） 

獨裁式教養 

(Authoritarian) 

不要求 
放任式教養 

(Indulgent) 

忽略式教養 

(Neglecting) 

資料來源：Maccoby&Martin（1983） 

Maccoby&Martin（1983）再把雙向度擴展為多向度，並仔細把多向度總結為四種

父母教養方式，包括放任式教養、忽略式教養、權威式教養、獨裁式教養的模式。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決定會採用多向度的「四種父母教養方式」來進行研

究。研究會解釋四種父母教養方式的類型（表 2.5.1）， 並仔細列出四種父母教

養方式中，每種類型的父母會出現的行為特徵。 

2.6四種父母教養方式： 

四種教養方式（何慧明和陳煜丹，2019)包括：放任式教養、忽略式教養、權威

式教養、獨裁式教養。下列會詳細列出四種父母教養方式的父母行為特徵。 

表 2.6.1 四種父母教養方式的父母行為特徵 

父 母 教

養方式 
父母的行為特徵 

放
任
式
教
養 

1. 父母過分縱容和保護孩子。 

2. 父母盡量滿足孩子所有要求。 

3. 父母甚少指導和管理孩子的行為和問題情緒。 

4. 父母對孩子在行為或學業上沒有要求。 

5. 父母給予孩子許多情感上的支持，但缺乏指導。 

6. 父母給予孩子很大的自由度，讓孩子自己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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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略
式
教
養 

1. 父母忙於工作，很少時間陪伴孩子。 

2. 父母甚少關注孩子情感上的需要。 

3. 父母甚少與孩子溝通和互動。 

4. 父母很少參與孩子學校的生活，甚少督促孩子和定下要求。 

5. 有些父母會很快滿足孩子的需要，避免麻煩自己。 

6. 有些父母會經常拒絕孩子的要求和需要。 

權
威
式
教
養 

1. 父母樂於聆聽孩子的意見和需要。 

2. 父母重視與孩子的雙方溝通。 

3. 父母重視孩子的各方面表現，並會鼓勵孩子。 

4. 父母多以正面的態度來管教孩子，間中會以命令方式管教孩子。 

5. 父母會重視孩子的個人特質，為孩子定下明確的規則和期望。 

獨
裁
式
教
養 

1. 父母會以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 

2. 父母會為孩子定下過高的學業或行為要求。 

3. 父母會以高姿態地強調孩子要完全服從父母。 

4. 父母只是單向溝通，不接受孩子任何意見和解釋。 

5. 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是以教導形式，較少有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勵。 

資料來源：Maccoby&Martin（1983）；何慧明、陳煜丹(2019) 

總括以上四種父母教養方式，放任式教養方式對孩子的要求較低，但給

予孩子好多情感上支持；忽略式教養方式對孩子的要求和情感支持最低，較為忽

略孩子的需要；權威式教養方式不但會給予孩子適當的要求，同時也會給予情感

上的支持；獨裁式教養方式對孩子要求最高，但同時不會給予孩子情感的鼓勵。 

就以上四種父母教養方式可見，每種教養方式都會對孩子的心理造成不同的正面

和負面影響，例如情緒，個人價值觀等，而所造成的心理影響亦會直接影響孩子

的行為表現和成長。 

2.7父母教養方式與心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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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是指人的知覺、情緒、注意、記憶、思考、感覺、行為等，都是以神經系統

的活動為基礎（李新旺和心理學教授，2001)。而當中有許多研究指出父母教養

方式與心理有莫大的關係。陳婉琪和徐崇倫(2011)的研究指出父母的教養方式是

否讓子女感受到支持、接納和關愛，是有助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如父母的

關愛對子女的心理有正面影響，嚴厲的教育方式對子女有負面影響等。而龍柯冰

（2023）的研究亦指出父母對孩子的教養方法，會對子女的人格發展有正面和負

面的影響，父母對子女較多關愛、照顧和溫暖，子女的情緒和人格表現得較為正

面，如做事嚴謹、情緒穩定、自律、人際關係狀況好、有自信等；相反父母以拒

絕、懲罰的教養方法對孩子的情緒和人格表現有負面影響，表現較為缺乏自信、

情緒波動大，人際關係差和個人能力弱等。綜合上述文獻探討，家庭是孩子發展

的第一個重要場所，家長會把自身的價值觀、對子女的行為、情感表達、社會期

望直接傳達到子女身上，當孩子接受父母的教養方式時，逐漸形成自己的社會價

值觀和認知，並做出相應的行為、態度和情緒。由此可見，父母的教養方式是直

接影響子女的心理健康發展，長遠地亦會影響子女的社會價值觀和行為表現。 

綜合以上研究和文獻，我會透過是次研究探討不同的父母教養方式對子女心理的

正面和負面影響，從中亦會給予一些可行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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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研究對象 

根據事前對參與者的觀察和認識，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會特選八位高班五至六

歲的幼兒和其3直接照顧者。當中會與研究對象進行一對一的半結構式訪談和進

行實地觀察，深入了解研究者的教養方式和其子女的心理健康發展。 

3.2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會採用訪談法和實地觀察法，欲探討不同的父母教養方式對子女心理

健康的影響。除了蒐集參與者及其子女的同意書外，也會選用先擬定訪談大綱（附

錄三）與家長進行約 45 分鐘的電話訪談，了解其直接照顧者與子女在家中或校

外的互動情況此外，研究者會選用軼事觀察記錄表（附錄四）觀察參與者與其子

女的關係、教養的方式、溝通方式、解決問題的方法等互動；並透過教養模式評

量表（附錄五）深入分析其直接照顧者的教養模式。另外，研究者會根據觀察的

資料、其直接照顧者的訪談內容和軼事觀察記錄表的資料，擬定訪談大綱（附錄

六）與其子女進行約 45 分鐘一對一的在校面談，了解幼兒日常對父母的感受或

假日的互動情況等，並透過幼兒心理健康評量表（附錄七）探討其家長教養模式

對幼兒心理健康的影響。 

3.3研究程序 

本研究會使用質性研究，當中會用非參與觀察法和半結構式訪談進行深入的研究，

活動會分八個階段進行。為了順利完成本研究，研究者會根據而定之研究步驟和

程序，製作研究階段活動內容表如下： 

 

 

                                                 

3 *直接照顧者：母親、父親祖父母或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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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研究階段活動內容表 

 研究階段 研究日期 活動內容 

研
究
前
準
備 

第一階段 

文獻搜集 

15/4/2023-

15/9/2023 

搜集相關的文獻、了解本研究之理論和研究方

向和草擬相關的訪談問題和軼事觀察記錄表 

第二階段 

聯絡學校和 

其直接照顧者 

1/10/2023-

1/12/2023 

聯絡學校、特選和聯絡八名幼兒及其直接照顧

者告知研究的目的和方向，並簽署同意書 

研
究
過
程 

第三階段 

進行家長電話訪談 

13/12/2023-

29/12/2023 
聯絡家長訪談時間，與四位家長進行電話訪談 

第四階段 

實地觀察 

13/1/2024-

23/1/2024 

選用軼事觀察記錄表，記錄及觀察八名幼兒及

其直接照顧者在本校語文區開放日活動和保良

局 145 彩龍飛躍童樂日活動 

第五階段 

整理資料 

(家長訪談和觀察) 

24/1/2024-

2/2/2024 

把家長訪談內容整理成字稿、整理軼事觀察記

錄表的資料後，研究者填寫教養模式評量表。 

第六階段 

進行幼兒面談 

5/2/2024- 

9/2/2024 

聯絡家長與其子女訪談時間，與四位幼進行一

對一訪談後；研究者填寫幼兒心理健康評量表 

第七階段 

整理幼兒訪談資料 

19/2/2024-

22/2/2024 

把幼兒訪談內容整理成字稿，並會採用編碼方

式整理所有訪談內容和軼事觀察記錄表的資料 

研
究
總
結 

第八階段 

撰寫研究報告 

24/2/2024-

5/4/2024 

撰寫研究報告，得出的結果後，會提出不同的結

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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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為質性研究，以下詳細解釋資料處理過程和方法： 

1.觀察法方面 

研究者會用非參與觀察法，根據事前對參與者的觀察和認識，來制定觀察的方向

和內容，並採用軼事觀察記錄表以整理觀察的內容，當中會仔細觀察八名幼兒及

其直接照顧者在本校語文區開放日活動和保良局 145 彩龍飛躍童樂日活動的互

動情況，研究者對事件的看法，以及會撰寫編碼來進行分類，並以研究者的角度

分析四位家長的教養模式，當中會提出不同的理論和結論支持研究者的論點。 

2.訪談方面 

整理訪談資料：研究者會根據電話訪談的內容整理成字稿，並以螢光筆間着字稿

的重點內容，好讓研究者和家長能清楚明白訪問的重點。整理訪談內容後，研究

者會採用編碼方法進行整合，並加以分析，最後得出結論和具體重點。 

本研究在撰寫報告時，所蒐集的資料將絕對保密，報告不會提及受訪學校的名稱，

並會以匿名方式為研究參加者的身份保密，即名字或有關個人私隱的資料會以代

碼方式呈現，以達到保護研究參與者的私隱權。一切研究資料均會保密處理，資

料僅作為學術研究分析與報告之用，資料的編碼只有研究人員得悉，資料將會儲

存在受密碼保護的電腦，並於研究報告完成後，有關參與者個人資料將會銷毀。 

 

表 3.4.1 資料編碼說明 

資料來源 資料編碼說明 

研究對象幼兒代碼 A,B,C,D 

研究對象家長代碼 AP,BP,CP,DP(幼兒 A/B/C/D+Parent) 

家長訪談 PV (Parent Interview) 

幼兒訪談 CV (Children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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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觀察-語文區開放日 

實地觀察-保良局 145彩龍飛躍童樂日 

OL (Observation-Language) 

OK (Observation-Po Leung Kuk) 

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 PT (Parent Checklist) 

幼兒心理健康評量表 CT (Children Checklist) 

進行日期 20240113 

數字 1,2,3,4,5……… 數據資料的行數 

 

表 3.4.2 編碼例子 

資料的編碼 編碼方式例子 

PV_PA_20231213_2 
家長訪談_幼兒 A 家長_於 2023121 進

行_第二行數據資料 

CV_A_20240205_2 
幼兒訪談_幼兒 A_於 20240205 進行_

第二行數據資料 

OL_A_20240127_1 
實地觀察語文區開放日_幼兒 A_於

20240127 進行_第一行數據資料 

PT_A 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_幼兒 A 

CT_A 幼兒心理健康評量表_幼兒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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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及分析 

針對研究目的與問題，以下會探討研究結果並進行分析。 

4.1四種家長教養方式的家長: 

(一)獨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 

綜合家長訪談和軼事觀察記錄表的資料，幼兒 A家長是獨裁式家長。獨

裁式家長會以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而且不會接受孩子仼何的意見和解䆁。

從幼兒 A家長訪談資料可見，家長在訪談中描述過： 

可見幼兒 A家長當發現孩子做錯事後，會以懲罰的方式教育孩子，但完全沒有再

仔細去了解孩子做事前的前因後果，和不接受孩子仼何的解釋，便懲罰她；； 

 

此外，獨裁式家長會對孩子有過高的學業或行為要求。從幼兒 A家長的

訪談資料可見，家長在訪談中描述過： 

可見幼兒 A家長對孩子有過高的學術要求； 

 

另外，獨裁式家長會強調孩子要完全服從父母。從幼兒 A軼事觀察記錄

表中，當幼兒 A 舞獅表演完結後，想跟同學一起玩攤位，但家長 A 告訴幼兒 A：

「不能！一會兒有 Monkey Tree 的英文班，如果下次有機會再玩。」(附錄八

_OP_A_20240113_2)，而幼兒表現出不開心和失望。可見幼兒 A 家長會要求孩子

“她站在桌子上偷偷地拿取我的手提電話，給我發現後她還說謊是弟弟偷

取的。那時，我真的十分生氣，我命令她站在牆邊舉手罰企、而且不讓她

到公園玩耍、不讓她看電視。”(附錄八_PV_PA_20231213_6) 

“雖然她有告訴我，她拿取我的手機原因是想查英文生字的讀音，但我認

為她說謊就是不對的行為，我要給她一些後果，這樣才能讓她明白自己的

過錯，往後才不會再犯。” (附錄八_PV_PA_20231213_6) 

“我認為只是數概能力好是沒用的，我希望是她各方面的學術成績也達到

我的要求。”(附錄八_PV_PA_20231213_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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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自己的要求，並必需要遵守。 

 

除此之外，獨裁式家長對孩子的態度是以教導形式，較少有情感上的支

持。從幼兒 A家長的訪談資料可見，家長在訪談中描述過： 

可見幼兒 A家長在教導孩子時，甚少以正而鼓勵的形式來教導孩子。 

由此可見，根據上述的資料顯示，幼兒 A家長在教育孩子的行為或態度較為嚴厲

和缺少對孩子有情感上的支持，並反映出她是獨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 

 

(二) 忽略式教養方式的家長 

綜合所有研究的資料，幼兒 B家長是忽略式家長。忽略式家長時常忙於

工作，甚少時間陪伴孩子。從幼兒 B家長的訪談資料可見，家長在訪談中描述過： 

可見幼兒 B家長工作忙錄，日常較少時間陪伴孩子，甚至學校活動也未能出席。 

 

此外，忽略式家長會甚少與孩子互動和溝通，甚至很少關注孩子的需要。

從幼兒 B軼事觀察記錄表中，當幼兒參與童樂日的活動時，家長只是在旁玩電話

完全沒有主動與孩子互動。而且當幼兒正在玩攤位遊戲時遇到困難，家長是沒有

理會孩子的請求，反而說:「玩夠了沒有？是時候回家了，家裏還有許多工作需

要完成。」(附錄九_OP_B_20240113_2)可見幼兒 B家長沒有理會孩子的需要，並

提供適當的協助和溝通。 

 

除此之外，忽略式家長會甚少督促孩子和定下要求。從幼兒 B家長的訪

“記得有一次，我考她如何串’box’、‘bule’的英文生字，她竟然說不

會串，我教了她整整一小時，她也不會，我真的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才能使

她學會呢。” (附錄八_PV_PA_20231213_8) 

“我工作十分繁忙，完全沒有時間參與學校活動。” 

(附錄九_PV_PB_20231215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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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資料可見，家長在訪談中描述過： 

可見幼兒 B家長對孩子沒有學術上的要求，亦無需要急於一時來催谷他的學術成

就和行為。 

 

另外，忽略式家長會很快滿足孩子的需要。從幼兒 B家長的訪談資料可

見，家長在訪談中描述過： 

可見幼兒 B家長避免孩子發脾氣，並滿足孩子的所有要求。 

由此可見，根據上述的資料顯示，幼兒 B家長會過份忽略孩子在生理和

心理上的需要，甚少與孩子有互動和交流，並反映出他是忽略式教養方式的家長。 

 

(三) 權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 

綜合所有研究的資料，幼兒 C家長是權威式家長。權威式家長樂於聆聽

孩子的意見和需要，而且會重視與孩子的雙方溝通。從幼兒 C家長的訪談資料可

見，家長在訪談中描述過： 

可見幼兒 C家長會願意聆聽孩子需要，並給予適切的回應。 

 

此外，權威式家長會重視孩子的各方面表現，並會鼓勵孩子。從幼兒 C

軼事觀察記錄表中，當幼兒在語文區開放日時，當幼兒 C在操作中文教具時，當

“我根本完全沒有時間理會他握筆姿勢正確與否，我相信他長大後自然會

學𢤦的，不用迫他練習，而且學校有老師教導他，我不擔心呢。” 

(附錄九_PV_PB_20231215_6) 

 

“他想吃什麼，想買什麼玩具，我都會買給他，最緊要是他開心，他一發脾

氣，我就覺得很煩厭。”(附錄九_PV_PB_20231215_2) 

 

“她說想學芭蕾舞班，我便讓她去上芭蕾舞興趣班，但我跟她定下一個條

件，就是不可以’三分鐘熱度‘，要努力學習，堅持下去。” 

 (附錄十_PV_PC_20231221_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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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C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家長會先鼓勵她嘗試，例如: 「加油!繼續試試吧!」

(附錄十_OL_C_20240127_1)。可見幼兒 C家長能以正面的說話鼓勵孩子嘗試。 

 

另外，權威式家長會重視孩子的個人特質，為孩子定下明確的規則和期

望。而且懂得以正面的態度來管教孩子，間中會以命令方式管教孩子。從幼兒 C

家長的訪談資料可見，家長在訪談中描述過： 

可見幼兒 C家長會明白孩子獨特的個性和特質，能以正面的方法鼓勵孩子學習。 

由此可見，根據上述的資料顯示，幼兒 C家長在教育孩子的行為或態度

較為正面，能以行動和說話的方式鼓勵孩子，而且亦重視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並

反映出她是權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 

 

(四) 放任式教養方式的家長 

綜合所有研究的資料，幼兒 D家長是放任式家長。放任式家長會過分縱

容和保護孩子，而且會盡量滿足孩子所有要求。幼兒 D家長的訪談資料可見，家

長在訪談中描述過： 

 

可見幼兒 D家長不論孩子所買的物品是否有需要或已經擁有，家長都會滿足孩子

的所有要求。 

 

另外，放任式家長會給予孩子許多情感上的支持，但甚少指導和管理孩

“當剛入學幼稚園時，她十分不願意完成抄寫的功課，時常‘拖延時間’，

我會要求她一定要完成功課才可以玩玩具，因為完成功課是她的責任。但間

中我也會用獎勵的形式來‘推動’她完成抄寫的功課，例如當她完成功課

後，我會獎勵她吃雪糕等等。”(附錄十_PV_PC_20231221_15) 

“他只告訴我想買玩具…想買玩具…我告訴他沒有錢，他只會發更大的脾

氣，會掉玩具。最後我會滿足他買玩具的要求。” 

(附錄十一_PV_PD_20231229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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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行為和情緒問題。幼兒 D家長的訪談資料可見，家長在訪談中描述過： 

 

可見幼兒 D家長當發現孩子出現行為和情緒問題時，家長只會著緊孩子的情感需

要，他開心與否，不會指導和管理孩子的行為和情緒問題。 

 

此外，放任式家長對孩子在行為或學業上沒有要求。幼兒 D 家長的訪談

資料可見，家長在訪談中描述過： 

可見幼兒 D家長不會要求孩子在學業上有成就，只是他開心便夠。 

 

除此之外，放任式家長給予孩子很大的自由度，讓孩子自己做決定。從

幼兒 D軼事觀察記錄表中，當老師邀請幼兒 D上課時，幼兒 D說：「不要! 」家

長便讓孩子自行作決定，並說：「不要緊，他想在這裏看電腦，下次有機會再跟

老師上課吧。」(附錄十一_OL_D_20240127_1)可見幼兒 D家長給予孩子自由作決

定的機會，不會限制他做的事情。由此可見，根據上述的資料顯示，幼兒 D家長

在教育孩子時，不論孩子的行為對與錯，家長會十分重視和滿足孩子的所有需要

和感受，最重要是孩子開心，並反映出她是放任式教養方式的家長。 

 

4.2幼兒的心理健康 

綜合幼兒訪談和軼事觀察記錄表的資料，發現四位不同教養方式的家長在教育孩

子時，孩子會出現不同的心理健康特徵。 

 

“他時常發脾氣說要買玩具，但家中已經有很多玩具了，如果不買給他，他

會發脾氣掉玩具和在街上大吵大鬧。為了他開心，我只好答應他買玩具給

他。” (附錄十一_PV_PD_20231229_6) 

“我覺得最緊要是開心，他開心便足夠了。我不會期望他成材，要成為醫

生、律師……………等職業，將來他想成為什麼職業便去做，我只希望他快

樂的成長。”(附錄十一_PV_PD_20231229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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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獨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的幼兒 

幼兒 A家長是獨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經過心理健康評量表的研究結果

顯示幼兒 A情緒波動大，有時出現感到壓力、缺乏自信、消極退縮、焦慮、自卑

和缺乏個人主見等心理特徵。在幼兒 A的訪談資料可見，幼兒在訪談中描述過： 

 

而且幼兒 A軼事觀察記錄表中可見，幼兒 A在語文區開放日中，她只能

認讀出 walk,sleep 的部分生字，家長向幼兒 A 說:「那麼容易的生字，你也不

會，你升到小學怎麼辦？」「你回家後立即拿出英文課本温習。」(附錄八

_OL_A_20240127_1)由此可見，幼兒因家長的獨裁式教養行為而感到壓力和消極

退縮等情緒。 

 

(二) 忽略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的幼兒 

幼兒 B家長是忽略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經過心理健康評量表的研究結果

顯示幼兒 B情緒波動大，容易缺乏自信、消極退縮、缺乏安全感、學習動機低和

不善於與人溝通等心理特徵。在幼兒 B的訪談資料可見，幼兒在訪談中描述哭的

經過： 

 

而且幼兒 B軼事觀察記錄表中可見，幼兒 B在語文區開放日中，老師要

求家長與幼兒進行親子活動，但家長也沒有理會，只是在玩電話，因此幼兒只能

獨自坐在座位上(附錄九_OL_B_20240127_1)，由此可見，幼兒因家長的忽略式教

養行為而感到出現缺乏安全感和不善於與人溝通等心理特徵。 

 

“我想彈鋼琴，但媽媽很惡地說要我學好英文才說學其他興趣班呢。（幼兒

表情：失望）”(附錄八_CV_A_20240205_14) 

 

“爸爸媽媽不太理會我，通常是工人姐姐走過來問我發生什麼事。而我曾經

因親子旅行的事情而大哭起來，但爸媽也沒有理會我，只是工人姐姐在安慰

我。”(附錄九_CV_B_2024020605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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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權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的幼兒 

幼兒 C家長是權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經過心理健康評量表的研究結果

顯示幼兒 C能勇於挑戰新事物、樂觀積極、有禮貌、懂得與人合作、喜愛學習、

有團隊精神等心理特徵。在幼兒 C的訪談資料可見，幼兒在訪談中描述當遇到困

難時的經過： 

 

而且幼兒 C軼事觀察記錄表中可見，幼兒 C在保良局 145彩龍飛躍童樂

日中，幼兒和她的朋友一起玩攤位遊戲，還一起與幼兒想辦法如何得到攤位遊戲

中的 Elsa 公主貼紙(附錄十_OP_C_20240113_2)。由此可見，幼兒因家長的權威

式教養行為而感到出現樂觀和勇於挑戰新事物等心理特徵。 

 

(四) 放任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的幼兒 

幼兒 D家長是放任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經過心理健康評量表的研究結果

顯示幼兒 D會過分依賴別人、脾氣急躁、做事缺乏恆心和耐性、任性、缺乏解難

能力等心理特徵。在幼兒 D的訪談資料可見，幼兒在訪談中描述過： 

 

而且幼兒 D軼事觀察記錄表中可見，幼兒 D在保良局 145彩龍飛躍童樂

日中，當幼兒 D參與攤位遊戲時，幼兒 D因掉不中指定的數字卡，而拿不到她心

愛的公主顏色筆，幼兒 D便大哭起來(附錄十一_OL_B_20240113_2)。由此可見，

幼兒因家長的放任式教養行為而缺乏解難能力和做事缺乏恆心等心理特徵。 

 

 

“ 媽媽有讓我有參加芭蕾舞班，真的好好玩，我十分喜歡跳芭蕾舞。我每天

都在家跳芭蕾舞給爸爸媽媽看，他們也讚我跳得好看。” 

 (附錄十_CV_C_20240207_12) 

 

“儘管學校有 k-pop 興趣班，我也試過跳一次，但最後我還是不想參加，因

為我不喜歡跳舞的，媽媽也不會迫我學跳舞。” 

 (附錄十一_CV_D_20240209_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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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及建議 

5.1討論： 

以下會進一步討論研究的結果和回應研究問題，而其中值得討論的第一

點是放任式教養方式、忽略式教養方式、權威式教養方式、獨裁式教養方式對子

女的理健康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其中龍柯冰(2023)的研究指出父母對孩子是情緒

理解的教養方式，孩子的心理會有正面影響，如表現為個人能力強、自律、人際

關係良好、情緒穩定、有自信和積極等；相反父母用拒絕、懲罰、否認的教養方

式對孩子的心理會有負面的影響，如孩子表現缺乏熱情、人際關係較差、情緒波

動較大、過份依賴和缺乏自信等。綜合所有研究資料，發現放任式教養方式、忽

略式教養方式和獨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的孩子會有許多負面的心理影響。在心理

健康評量表可見，放任式、忽略式和獨裁式式的家長的孩子共同都有情緒波動大

的負面心理特徵，一時會表現得開心，一時會表現得生氣，甚至表現得失望和傷

心，其餘會根據家長教養方式的行為使子女出現消極退縮、缺乏自信心、缺乏安

全感等負面心理特徵。相反心理健康評量表顯示權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對孩子的

行為和態度較為正面，使權威式教養方式的孩子會擁有正面的心理健康特徵，如

樂觀積極、善於交際和勇於挑戰新事物等。 

此外，第二點值得討論的是家長的個人價值觀，如何影響他的教養方式。

家長的個人價值觀與其教養方式有密切的關係。現代社會出現了許多「怪獸家長」

和「直升機家長」的概念，有些家長寄扥孩子過大期望，而且家長一心便想着從

小催谷孩子學術的成績和參與過多的興趣班，將來便會有好的成就，以幼兒 A的

家長為例，她的行為也是對孩子有過高的學術成就要求，亦要求孩子服從家長的

意思；有些家長會過分寵溺和保護孩子，重視孩子的情緒需要，滿足孩子所有的

需求等，以幼兒 D家長為例，她的行為也是過分保護孩子的情感需要，只需要孩

子開心便足夠了；有些家長會用傳統的家庭教育觀念，孩子必須要服從父母，尊

重長輩的傳統教法，亦有些家長會針對不同孩子的身心特徵，運用啟發或對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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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式與孩子互動，以幼兒 C家長為例，她的行為也是透過互動式對話來啟發

和重視孩子的需要，幫助孩子身心有正面的發展。由此可見，家長的個人價值觀，

會深深地影響自身對下一代的期望和個人教養行為，並透過自身對孩子的期望和

行為而發展個人的教養方式。 

 

總括而言，根據 Peterson與 Seligman 的六種美德，包括智慧與知識、

勇氣、靈性及超越、仁愛、公義和節制(2004)。在研究的資料顯示，權威式教養

方式的孩子（幼兒 C）擁有智慧與知識方面的喜愛學習品格強項，她會向家長要

求參加芭蕾舞班，並會自己查字典學習新的英文生字；亦擁有勇氣方面的勇敢品

格強項，她能勇於在生日會上，在他人面前表演個人的芭蕾舞；亦擁有仁愛方面

的社交智慧品格強項，她能懂得與其他幼兒交往，並合作想辦法挑戰攤位遊戲中

的貼紙；亦擁有公義方面的團隊精神品格強項，她能懂得其他幼兒合作，努力不

懈地完成舞龍的表演；亦擁有節制方面的自我控制品格強項，她 透過故事書的

內容，學習如何控制個人的情緒和行為；亦擁有靈性及超越方面的樂觀感品格強

項，她能樂觀地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挫折，並會想辦法解決當前的困難。由此可

見，權威式教養方式的孩子能擁有以上的六種美德，所以我認為權威式教養方式

對孩子的心理健康發展是最好的。 

 

5.2建議： 

為了減低家長教養模式對孩子心理健康的影響，以下會從學校和家長方

面提供具體的建議： 

（一）學校方面： 

1. 學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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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可以製造更加多親子互動的機會，例如在日常的學習裏，老師可以設計

一些工作紙供幼兒與家長在家一起學習，如設計一星期的良好健康飲食表，

使家長與幼兒共同合作完成功課外，亦能增加家長與幼兒的親子互動機會。 

2. 主動邀請家長參與校內的活動 

學校可以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家長參與校內活動，例如邀請家長到校成為家長 

小老師，與幼兒一起說故事或小食嘗試等的活動， 從而讓家長了解幼兒在校

的情況外，亦能增加家長與幼兒的親子互動機會。 

3. 舉辦家長親子工作坊和教育子女的講座 

學校可舉辦有關教育子女的家長講座，並邀請專業的心理學家或相關人士到

校與家長分享教育子女的正面技巧，從中讓家長學習到正面教育子女的技巧

和態度等。而且學校可多於星期六舉行更多親子工作坊，讓雙職家長能有機

會與幼兒參與學校的活動，從中提升家長與幼兒的親子關係。 

（二）家長方面： 

1. 主動參與學校的工作坊和講座 

學校會經常舉行家長的工作坊和講座，當中家長可主動參與學校舉辦的親子

互動工作坊，例如如何透過親子遊戲，改善幼兒的情緒等工作坊，而透過工

作坊家長能多與幼兒互動外，亦可以透過工作坊的內容學習如何透過某些正

面的方法來改善幼兒的情緒。 

2. 親職教育 

家長可以參加一些親戚教育的證書課程， 例如大學舉辦的親戚教育（幼兒期）

證書課程，當中家長可以學習如何透過親子教養方式促進幼兒的學習和需要

的發展，亦可以培養和教導家長在育兒方面的技巧和如何運用正面的方法建

立良好的家庭關係。 

3. 主動尋求專業心理師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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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長遇到一些心理健康的問題時，家長可以主動尋求專業的心理師協助，

避免把個人的負面情緒發洩在孩子身上，並透過心理師學習以正面的情緒和

互動方式教育孩子。 

 

六.研究限制 

由於本次研究的對象大多是雙職家庭（父和母親），所以只能探討幼兒

的其中一位父或母親的教養模式，並探討其教養模式對子女的心理健康影響，而

研究過程中發現父或母親各是不同教養模式的家長，有可能會對子女的心理健康

出現不同的心理影響。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再深入探討幼兒的父親和母親

各自的教養模式，會否對子女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同的影響。其次，本次研究的對

象是透過事前觀察特選四位幼兒和家長參與是次研究，而在事前觀察中，研究者

有可能存在主觀性的偏見，亦有可能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研究的結果不如事前的期

望，特選的四位家長分別是四種不同教養方式的家長。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

以運用三角測量化，先派發問卷給予高班的家長，當中了解他們日常與幼兒互動

的情況，並綜合問卷的結果，而再邀請其中四位不同教養方式的家長參與研究，

這樣可以更加可以提升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七.總結 

總括來說，本文提供相關的研究證明和理論指出不同教養方式的家長對

子女的心理健康會造成不同的影響，包括個性，情緒，品格等各方面的發展，而

其中研究得出權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的子女心理健康有許多正面的心理特徵，因

此期望是次研究能夠為未來幼兒教育和研究提供理論支持，權威式教養方式是最

適合教育子女，是因為權威式教養方式的子女能擁有 Peterson與 Seligman 的六

種美德，包括智慧與知識、勇氣、靈性及超越、仁愛、公義和節制(2004)。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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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是次研究能給予其他教養方式的家長，如放任式教養方式、忽略式教養方式

和獨裁式教養方式的家長，一些建議來改善他們教育子女上的行為，以提升幼兒

的良好心理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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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 

附錄一:參與研究同意書 (家長 ) 

香港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三年兼讀制 ) 
 

參與研究同意書  

 

不同的父母教養方式對子女心理健康的影響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參加由  黃國茜博士 負責監督 , 陳嘉

希  執行的研究項目 她們是香港教育 大學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三

年兼讀制 )的教員和學生  

 

本人理解此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可用於未來的研究和學術發表 然

而本人有權保護自己的隱私 , 本人的個人資料將不能洩漏  

 

研究者已將所附資料的有關步驟向本人作了充分的解釋 本人理

解可能會出現的風險 本人是自願參與這項研究  

 

本人理解我有權在研究過程中提出問題 ,並在任何時候決定退出

研究 , 更不會因此而對研究工作產生的影響負有任何責任。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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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資料  

 

不同的父 母教養方式對子女 心理健康的影響  

誠邀閣下及  貴子女參加  黃國茜博士 負責監督 , 陳嘉希  負責執

行的研究計劃 她們是香港教育 大學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三年兼

讀制 )的教員和學生  

研究計劃 簡介  

是次研究計劃的目是探討父母在不同的教養方式下，對子女的期望和其角色，

以及影響子女心理健康的因素。 

研究方法  

A) 是次研究將於 2023 年 9 月 9 日至 2024 年 4月 30 日期間進行。研究者會與

八位幼兒及其直接照顧者（母親、父親、祖父母或監護人）進行一對一訪談，

了解其直接照顧者的教養模式和評估其教養模式對幼兒心理健康的影響，訪

談的時間約 1小時，訪談地點為學校，並配合訪談對象決定訪談的時間，整

個訪問過程會以錄音和筆錄的方式進行。研究者會透過實地觀察，及運用軼

事記錄表記錄八名幼兒與其直接照顧者在參與校外活動的互動情況。 

B) 是次研究並不為閣下提供個人利益，但所搜集數據將對研究學習動機的問

題提供寶貴的資料。 

說明任何 風險  (若無 , 請明確指出 ) 

是次研究沒有任何潛在風險。 

閣下及  貴子女的參與純屬自願性質。 閣下及  貴子女享有充分

的權利在任何時候 決定退出這項研究 ,更不會因此引致任何不良

後果 凡有關  貴子女的資料將會保密 ,一切資料的編碼只有研究

人員得悉   

發佈研究 結果  

請細閱同意書內容以及相關研 究資料，若簽 署同意書即同意是

次研究 結果作為教學演 示之用。研究結果將會通過研討會的匯

報方式 分享我們 的研究成果。  

如閣下想獲得更多有關這項研究的資料 ,請與  陳嘉希  聯絡 ,電

話 或聯絡她們的導師  黃國茜博士 ,電話  

如閣下或  貴子女對這項研究 的操守 有任何意見 ,可隨時與香港

教育大 學人類實驗對象操守委員會 聯絡 (電郵 : hrec@eduhk.hk ; 

地址 :香港教育 大學研究與發展事務處 )  

謝謝閣下有興趣參與這項研究  

陳嘉希  

首席研究員  

 

 

mailto:hrec@edu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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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參與研究同意書 (幼兒 ) 

香港教育 大學  

 

幼兒教育 榮譽學士 (三年兼讀制 ) 

 

參與研究 同意書  

 

不同的父 母教養方式對子女 心理健康的影響  

 

茲同意敝子弟 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由  黃國茜博士 負責監督 , 

陳嘉希  執行的研究項目 她們是香港教育 大學幼兒教育 榮譽學

士 (三年兼讀制 )的教員和學生  

 

本人理解此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可用於未來的研究和學術發表 然

而本人有權保護敝子弟的隱私 ,其個人資料將不能洩漏  

 

研究者已將所附資料的有關步驟向本人作了充分的解釋 本人理

解可能會出現的風險 本人是自願讓敝子弟參與這項研究  

 

本人理解本人及敝子弟皆有權在研究過程中提出問題 ,並在任何

時候決定退出研究 , 更不會因此而對研究工作產生的影響負有

任何責任。  

 

參加者姓名:  

父母姓名或監護人姓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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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資料  

 

不同的父 母教養方式對子女 心理健康的影響  

誠邀閣下及  貴子女參加  黃國茜博士 負責監督 , 陳嘉希  負責執

行的研究計劃 她們是香港教育 大學 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三年兼

讀制 )的教員和學生  

研究計劃 簡介  

是次研究計劃的目是探討父母在不同的教養方式下，對子女的期望和其角色，

以及影響子女心理健康的因素。 

研究方法  

C) 是次研究將於 2023 年 9 月 9 日至 2024 年 4月 30 日期間進行。研究者會與

八位幼兒及其直接照顧者（母親、父親、祖父母或監護人）進行一對一訪談，

了解其直接照顧者的教養模式和評估其教養模式對幼兒心理健康的影響，訪

談的時間約 1小時，訪談地點為學校，並配合訪談對象決定訪談的時間，整

個訪問過程會以錄音和筆錄的方式進行。研究者會透過實地觀察，及運用軼

事記錄表記錄八名幼兒與其直接照顧者在參與校外活動的互動情況。 

D) 是次研究並不為閣下提供個人利益，但所搜集數據將對研究學習動機的問

題提供寶貴的資料。 

說明任何 風險  (若無 , 請明確指出 ) 

是次研究沒有任何潛在風險。 

閣下及  貴子女的參與純屬自願性質。 閣下及  貴子女享有充分

的權利在任何時候 決定退出這項研究 ,更不會因此引致任何不良

後果 凡有關  貴子女的資料將會保密 ,一切資料的編碼只有研究

人員得悉   

發佈研究 結果  

請細閱同意書內容以及相關研 究資料，若簽 署同意書即同意是

次研究 結果作為教學演 示之用。研究結果將會通過研討會的匯

報方式 分享我們 的研究成果。  

如閣下想獲得更多有關這項研究的資料 ,請與  陳嘉希  聯絡 ,電

話 或聯絡她們的導師  黃國茜博士 ,電話  

如閣下或  貴子女對這項研究 的操守 有任何意見 ,可隨時與香港

教育大 學人類實驗對象操守委員會 聯絡 (電郵 : hrec@eduhk.hk ; 

地址 :香港教育 大學研究與發展事務處 )  

謝謝閣下有興趣參與這項研究  

陳嘉希  

首席研究員  

 

mailto:hrec@edu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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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家長訪談問題大綱 

訪談問題：（半結構式） 

家長資料：幼兒姓名：______________    與幼兒的關係：______________ 

  訪談日期：______________    訪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 

 訪談員：你認為作為家長，在養育子女方面最重要的責任是？ 

 幼兒 X家長： 

 訪談員：你認為子女在成長階段重要的是？ 

 幼兒 X家長： 

 訪談員：在養育子女方面，你遇到哪些困難或挑戰？ 

 幼兒 X家長： 

 訪談員：在假日裏，你會與子女進行什麼親子活動？ 

 幼兒 X家長： 

 訪談員：對於子女在學業上遇到困難時，你會如何處理呢？ 

 幼兒 X家長： 

 訪談員： 

 幼兒 X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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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軼事觀察記錄表 

觀察對象： 

                                 

觀察地點： 

                                 

活動名稱: 

                                 

觀察日期： 

                            

觀察時間： 

                            

記錄者： 

                            

軼事記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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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 

 

幼兒姓名：            與幼兒的關係：               

父母教養模式 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特徵） 

權威式教養 

重視孩子表現    關注孩子需要   樂於聆聽孩子意見 

定下明確的準則  重視雙方溝通   鼓勵孩子 

正面的態度教導孩子  給予孩子較大的自由度 

間中用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獨裁式教養 

孩子只需服從   用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  沒有溝通 

為孩子定下不同的規則    不接受孩子意見/任何解釋   

不會即時鼓勵和表揚孩子   對孩子缺乏關愛和熱情 

對孩子的學業/行為上有很高的要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忽略式教養 

甚少督促孩子  甚少參與孩子的學校活動  對孩子沒有要求 

不太關心孩子的需求   忽視孩子的情緒   經常拒絕孩子 

忽視或拒絕養育子女的責任    甚少陪伴孩子 

很快滿足孩子的要求，避免麻煩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放任式教養 

給孩子非常大的自主性   讓孩子自行作決定  開放式的溝通 

甚少為孩子的規則   只希望孩子開心  滿足孩子所有的要求 

甚少要求和指導孩子在行為或語言上的作為  甚少懲罰孩子 

對孩子沒有學業/行為上的要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資料：何慧明、陳煜丹 (2019)：《找快樂的孩子：快樂與卓越並行的教

養》，香港，青森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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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幼兒訪談問題大綱 

訪談問題：（半結構式） 

幼兒資料：幼兒姓名：______________    幼兒年齡：__________________ 

  訪談日期：______________    訪談時間：__________________ 

 訪談員：對於父母日常的教養模式，你的感受如何？ 

 幼兒 X： 

 訪談員：你曾經因什麼事情而感到開心或不開心？ 

 幼兒 X： 

 訪談員：父母有沒有為你報讀興趣班呢？試舉出例子。 

 幼兒 X： 

 訪談員：當你遇上困難時，你會如何處理？ 

 幼兒 X： 

 訪談員：當你做錯事時，父母會如何教導你呢？ 

 幼兒 X： 

 訪談員： 

 幼兒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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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幼兒心理健康評量表 

 

幼兒姓名：                幼兒年齡：_  __         _________ 

正面心理發展特徵： 

勇於挑戰新事物  獨立 

樂觀積極        開朗   

懂得與人合作    耐心 

善於交際        有禮貌 

活潑好動        沉穩 

懂得欣賞別人    自律 

有同情心        熱情 

有自信          情緒穩定 

做事謹慎        尊重他人 

有責任感 

樂於助人 

其他:                      

                                   

負面心理發展特徵： 

過分依賴         自卑 

較難相信別人     衝動 

學習動機低       焦慮 

缺乏安全感       專注力低 

感到壓力         自我中心 

性格內向         不守規則 

驕傲自滿         時常憤怒 

情緒波動大       容易放棄 

消極退縮 

缺乏自信 

脾氣急躁 

其他:                      

                             

參 考 資 料 ： 香 港 心 理 衛 生 會 （ 2023 ）。 心 理 健 康 資 訊 。 檢 自 : 

https://www.mhahk.org.hk/index.php/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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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 

附錄八:幼兒 A的研究資料 

幼兒 A家長訪談字稿 

家長資料：幼兒姓名：___幼兒 A_____ 與幼兒的關係：_  ___母親___  ___ 

  訪談日期：_13/12/2023 _ 訪談時間：_下午 1時至 1時 45分鐘_ 

1 訪談員：你認為作為家長，在養育子女方面最重要的責任是？ 

2 

幼兒 A家長：我認為是令小朋友的身體健康，當然令小朋友的有好嘅

將來、夢想和成就也好重要的。 

3 訪談員：你認為子女在成長階段重要的是？ 

4 

幼兒 A家長：我認為小朋友最緊要是誠實。因為我最討厭小朋友講大

話。如果給我發現她說謊，我會很生氣的。 

5 訪談員：請問她曾經因甚麼事情而令你生氣呢？ 

6 

幼兒 A 家長：有一次在家裏，她站在桌子上偷偷地拿取我的手提電

話，給我發現後她還說謊是弟弟偷取的。那時，我真的十分生氣，我

命令她站在牆邊舉手罰企、而且不讓她到公園玩耍、不讓她看電視，

最後我還在星期六早上，帶她到幼稚園裏，讓老師好好教導她，反省

自己的過錯。雖然她有告訴我，她拿取我的手機原因是想查英文生字

的讀音，但我認為她說謊就是不對的行為，我要給她一些後果，這樣

才能讓她明白自己的過錯，往後才不會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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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訪談員：在養育子女方面，你遇到哪些困難或挑戰？ 

8 

幼兒 A家長：我很擔心她讀書的問題，因為當她遇到不明白的地方，

就不會問老師，因為她擔心其他同學會恥笑她。記得有一次，我考她

如何串’box’、‘bule’的英文生字，她竟然說不會串，我教了她

整整一小時，她也不會，我真的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才能使她學會呢。 

9 訪談員：請問學校老師有沒有因她的學業問題而致電給你？ 

10 

幼兒 A家長：有啊！她升讀高班後，老師告訴我，她的英文認讀能力

較弱，因而我立即幫她報讀‘monkey tree’的英文補習班，所以我

逢星期三、五都會提早至下午三時接她放學去參加英文補習，有時星

期六都要參加，希望她能從中學到更多的英文知識，對她升讀小一後

的英文也會有幫助。而她在日常放學後或假期，我都會要求她抄寫圖

書或學校課本中的生字，希望她能在抄寫的過程中認識不同的英文生

字。有時她生病的時候，我也會待她有精神後，便讓她繼續抄寫英文

生字，因為我覺得一但停了這個抄寫習慣，她便會很快忘記以往所學

過的生字。 

11 訪談員：在假日裏，你會與子女進行什麼親子活動？ 

12 

幼兒 A家長：以往我會與她和弟弟一起到公園玩耍，但經過老師告訴

我她的英文認讀能力較弱後，我認為倒不如把玩耍的時間用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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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能好好銜接小一的學術課程。我規定如果她能完成我給予的抄寫

功課，而且亦能認讀抄寫中的生字，我便會給她去看電視或到公園玩

耍，但前提是她要完成我指派的學習功課。 

13 訪談員：就我所知，她的數概能力不俗？ 

14 

幼兒 A家長：對啊！但是我認為只是數概能力好是沒用的，我希望是

她各方面的學術成績也達到我的要求，她快將升小一了，我真擔心她

銜接不到小學的學習水平。 

15 訪談員：對於子女在學業上遇到困難時，你會如何處理呢？ 

16 

幼兒 A 家長：現時幼稚園的高班學習程度，我還可以跟進到她的功

課。但一到小學，如果她遇到功課上的困難，我只能帶她到商場附近

的功課輔導班，讓她完成功課後才接她回家。 

17 訪談員：謝謝你抽空出席是次的電話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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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A訪談字稿 

幼兒資料：幼兒姓名：___幼兒 A_____  幼兒年齡：_  ____五歲__________ 

          訪談日期：___5/2/2024 __ 訪談時間：_下午 4時至 4 時 45分鐘  

1 訪談員：對於父母日常的教養模式，你的感受如何？ 

2 

幼兒 A：媽媽會買糖給我吃，間中會到公園玩耍，但有時會很惡地罵

我和罰我，不批准我玩玩具和到公園玩耍，我不喜歡媽媽常常罰我。 

3 訪談員：你曾經因什麼事情而感到開心或不開心？ 

4 

幼兒 A：開心的事情是爸爸媽媽帶我到公園玩。不開心的事情是媽媽

常常罵我和罰我，有時我做錯事，甚至弟弟做錯事，媽媽只會罵我和

罰我。（幼兒表情：不開心） 

5 訪談員：你在假日時，你會與父母做什麼事情呢？ 

6 

幼兒 A：星期六和日，爸爸媽媽間中會帶我到公園玩耍，但如果我還

未完成功課和抄書，當天就不能到公園玩，就只能留在家先完成功課，

有時間才到公園玩耍。 

7 訪談員：為什麼要抄書呢？ 

8 

幼兒 A：媽媽說我英文差，要多抄英文書，便會學習到更多的英文生

字。 

9 訪談員：你喜歡媽媽給你的抄書的練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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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幼兒 A：不喜歡，因為抄到很累，我想玩玩具，但媽媽說如果未完成

抄書練習，就不能玩玩具呢。 

11 訪談員：父母有沒有為你報讀興趣班呢？試舉出例子。 

12 

幼兒 A：媽媽只幫我報讀 monkey tree 的補習班，胡老師會教我許多

英文生字。 

13 訪談員：你有沒有想參與其他興趣班？試舉出例子。 

14 

幼兒 A：有，我想彈鋼琴，但媽媽很惡地說要我學好英文才說學其他

興趣班呢。（幼兒表情：失望） 

15 訪談員：當你遇上困難時，你會如何處理？ 

16 

幼兒 A：如果我在學習上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會立即問媽媽，媽媽會教

我，但媽媽時常會很生氣地說為什麼教完你，到最後也不明白呢。但

我覺得英文真的很難呢。 

17 訪談員：當你做錯事時，父母會如何教導你呢？ 

18 

幼兒 A：媽媽會大聲罵我和罰我。媽媽有時會說為什麼你這樣頑皮的

呢。 

19 訪談員：媽媽曾經因甚麼事而責罵你？ 

20 

幼兒 A：在晚上，媽媽要求我和弟弟立即刷牙，但我和弟弟正在玩玩

具，而我想玩多一會，所以沒有理會媽媽。媽媽知道後，很生氣地說



 

42 
 

我沒有聽話，所以明天暫停玩玩具的時間。 

21 訪談員：謝謝你接受我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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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A軼事觀察記錄表（語文區開放日） 

觀察對象： 

幼兒 A                       

觀察地點： 

學校課室(幼稚園)              

活動名稱: 

語文區開放日                 

觀察日期：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觀察時間： 

上午九時至上午十一時   

記錄者： 

陳嘉希老師             

軼事記錄 分析 

1. (媽媽)家長與幼兒 A操弄英文教具時，

家長讓幼兒 A 認讀字卡的生字，例如

walk,jump,dance 等生字，但幼兒 A只

能認讀出 walk,sleep 的部分生字，家

長向幼兒 A說:「那麼容易的生字，你

也不會，你升到小學怎麼辦？」「你回

家後立即拿出英文課本温習。」幼兒 A

兒便低著頭，然後家長便與幼兒 A到另

一個區角活動。 

 

 

 

2. 幼兒 A與外籍老師上課時，她能認讀出

部分的英文生字，外籍老師也稱讚她做

得不錯和有進步，但(媽媽)家長就沒有

給幼兒 A仼何的表情和稱讚的說話。 

 

 

1. 家長對孩子有很高的學術要

求，並為孩子定下規則’回家

後要温習’，沒商量的餘地和

沒有跟孩子有良好的溝通，只

是用命令的語氣要求孩子回家

温習。 

 

 

 

 

 

 

2. 對於孩子有良好的行為和表

現，家長沒有給予孩子正面的

稱讚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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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A 軼事觀察記錄表（保良局 145彩龍飛躍童樂日） 

觀察對象： 

幼兒 A                       

觀察地點： 

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活動名稱: 

保良局 145彩龍飛躍童樂日     

觀察日期：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三日   

觀察時間：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   

記錄者： 

陳嘉希老師             

軼事記錄 分析 

1. 在童樂日活動中，幼兒 A擔當搖旗手

的角色，(媽媽)家長表達不滿：「不明

白她為什麼是擔當搖旗手，而不是舉

獅頭的重要角色。家長便追問幼兒 A

是否在學校是沒有好好表現和練習，

並告訴她：「下一次要成功做到舉獅頭

的位置。」 

 

 

 

2. 舞獅表演完結後，幼兒 A滿心期待地想

跟同學一起玩攤位遊戲，但(媽媽)家長

告訴幼兒 A：「不能！一會兒有 Monkey 

Tree 的英文班，如果下次有機會再

玩。」幼兒便低著頭表現出不開心和哭

起來。 

 

1. 家長沒有因孩子能擔當搖旗手

而給予孩子讚揚和鼓勵，相反

孩子有更高的要高。 

 

 

 

 

 

 

 

2. 家長對孩子只是單向溝通，沒

有考慮過孩子的要求，只是傾

向命令孩子完成自己規定的事

情，然後孩子便需要遵守家長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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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A家長-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 

 

幼兒姓名：     幼兒 A     與幼兒的關係：    母親     

父母教養模式 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特徵） 

權威式教養 

重視孩子表現    關注孩子需要   樂於聆聽孩子意見 

定下明確的準則  重視雙方溝通   鼓勵孩子 

正面的態度教導孩子  給予孩子較大的自由度 

間中用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獨裁式教養 

孩子只需服從   用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  沒有溝通 

為孩子定下不同的規則    不接受孩子意見/任何解釋   

不會即時鼓勵和表揚孩子   對孩子缺乏關愛和熱情 

對孩子的學業/行為上有很高的要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忽略式教養 

甚少督促孩子  甚少參與孩子的學校活動  對孩子沒有要求 

不太關心孩子的需求   忽視孩子的情緒   經常拒絕孩子 

忽視或拒絕養育子女的責任    甚少陪伴孩子 

很快滿足孩子的要求，避免麻煩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放任式教養 

給孩子非常大的自主性   讓孩子自行作決定  開放式的溝通 

甚少為孩子的規則   只希望孩子開心  滿足孩子所有的要求 

甚少要求和指導孩子在行為或語言上的作為  甚少懲罰孩子 

對孩子沒有學業/行為上的要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資料：何慧明、陳煜丹 (2019) ： 《找快樂的孩子：快樂與卓越並行的教

養》，香港，青森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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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A心理健康評量表 

 

幼兒姓名：      幼兒 A         幼兒年齡：_  ___五歲_________ 

正面心理發展特徵： 

勇於挑戰新事物  獨立 

樂觀積極        開朗   

懂得與人合作    耐心 

善於交際        有禮貌 

活潑好動        沉穩 

懂得欣賞別人    自律 

有同情心        熱情 

有自信          情緒穩定 

做事謹慎        尊重他人 

有責任感 

樂於助人 

其他:                      

                                   

負面心理發展特徵： 

過分依賴         自卑 

較難相信別人     衝動 

學習動機低       焦慮 

缺乏安全感       專注力低 

感到壓力         自我中心 

性格內向         不守規則 

驕傲自滿         時常憤怒 

情緒波動大       容易放棄 

消極退縮 

缺乏自信 

脾氣急躁 

其他: 缺乏個人主見                      

                               

參 考 資 料 ： 香 港 心 理 衛 生 會 （ 2023 ）。 心 理 健 康 資 訊 。 檢 自 : 

https://www.mhahk.org.hk/index.php/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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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幼兒 B的研究資料 

幼兒 B家長訪談字稿 

家長資料：幼兒姓名：___幼兒 B_____ 與幼兒的關係：______父親________ 

  訪談日期：_15/12/2023 _ 訪談時間：_下午 5時至 5時 45分鐘_ 

1 訪談員：你認為作為家長，在養育子女方面最重要的責任是？ 

2 

幼兒 B家長：我認為是給予小朋友一個開心的成長環境。他開心，我

便開心。他想吃什麼，想買什麼玩具，我都會買給他，最緊要是他開

心，他一發脾氣，我就覺得很煩厭。 

3 訪談員：你認為子女在成長階段重要的是？ 

4 

幼兒 B家長：我認為是開心。我不管他的成績好與否，也沒有所謂，

學習的知識很難逼出來，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我覺得他長大很便會

懂的呢。 

5 訪談員：請問學校老師有沒有因他的學習的問題而致電給你？ 

6 

幼兒 B家長：有啊！老師曾經告訴我，他握筆和寫字的姿勢錯誤，想

我多在家中與他多練習握筆和寫字的姿勢。我工作十分繁忙，而且我

跟他的媽媽已離婚，我根本完全沒有時間理會他握筆姿勢正確與否，

我相信他長大後自然會學𢤦的，不用迫他練習，而且學校有老師教導

他，我不擔心呢。 



 

48 
 

7 訪談員：在養育子女方面，你遇到哪些困難和挑戰？ 

8 

幼兒 B家長：我覺得主要是難以抽時間參與他學校的活動。我工作十

分繁忙，完全沒有時間參與學校活動。這次學校的親子旅行我也沒有

參加，因為是次活動在平日星期五舉行，我真的很難抽空出席。雖然

他三番四次告訴我：很想我參加這次的親子旅行，但真的沒有辦法。 

9 訪談員：在假日裏，你會與子女進行什麼親子活動？ 

10 

幼兒 B家長：以往假日有空餘時間，我會帶他和弟弟一起上大陸玩耍

和吃火鍋。但近來工作繁忙，假日他和弟弟只是留在家中玩玩具。 

11 訪談員：請問你有為他報讀興趣班嗎？ 

12 

幼兒 B家長：沒有啊。我覺得他自然地發展便可以了。他也曾經告訴

我想與同班同學一起參加跆拳道興趣班，但我真的難以抽空帶他到興

趣班上課啊！ 

13 訪談員：對於子女在學業上遇到困難時，你會如何處理？ 

 

幼兒 B家長：他升上高班已經好幾個月了，老師跟我說他英文認讀能

力較弱，期望我們家長可以日常多督促他閱讀英文圖書或生字，但我

不太會英文，而且我認為他還是一名幼稚園的小朋友，無需要給他太

大壓力，升到小學後便會慢慢學懂的呢。 

14 訪談員：謝謝你抽空出席是次的電話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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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B訪談字稿 

幼兒資料：幼兒姓名：___幼兒 B_____  幼兒年齡：_  ____五歲__________ 

          訪談日期：___6/2/2024 __ 訪談時間：_下午 4時至 4 時 45分鐘 

1 訪談員：對於父母日常的教養模式，你的感受如何？ 

2 

幼兒 B：爸爸媽媽時常忙於工作，所以我經常與工人姐姐在家玩玩具，

他們很少時間陪我玩恐龍。 

3 訪談員：你曾經因什麼事情而感到開心或不開心？ 

4 

幼兒 B：最開心的是爸爸媽媽帶我到太古城吃生日大餐，很好味的，

有雞翼、薄餅、生日蛋糕，很開心啊！ 

5 訪談員：有沒有發生過令你不開心的事情呢？ 

6 

幼兒 B：不開心的事是其實…我很想爸爸媽媽來到我學校參與我的生

日會，但爸媽說沒有空……所以沒有參與我的生日。而且 3月份學校

舉辦親子旅行，我真的很想爸爸媽媽和我一起參與，但爸媽也說沒空

參加…（幼兒表情：失望） 

7 訪談員：你感到不開心的時候，爸爸媽媽會如何處理？ 

8 

幼兒 B：爸爸媽媽不太理會我，通常是工人姐姐走過來問我發生什麼

事。而我曾經因親子旅行的事情而大哭起來，但爸媽也沒有理會我，

只是工人姐姐在安慰我。 

9 訪談員：你在假日時，你會與父母做什麼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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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幼兒 B：唔……星期六和日，我會與工人姐姐留在家中等爸爸媽媽放

工回家。 

11 訪談員：如果假日裏，爸爸媽媽不需要上班，他們會跟你做什麼呢？ 

12 

幼兒 B：爸爸媽媽會在家中用電腦工作，而我在大廳玩玩具，他們很

少陪我玩。 

13 訪談員：父母有沒有為你報讀興趣班呢？試舉出例子。 

14 幼兒 B：沒有啊! 

15 訪談員：你想參加興趣班嗎？ 

16 

幼兒 B：我想和 xxx(同學)一起參加跆拳道班，但媽媽說沒有空帶我

去參加跆拳道班，而且你個子小，參加跆拳道班會給別人恥笑的。所

以我最後沒有參加跆拳道班，我怕給別人恥笑呢。 

17 訪談員：當你遇上困難時，你會如何處理？例如功課上的困難。 

18 

幼兒 B：我有時會問工人姐姐，但如果是中文功課，我會等爸爸媽媽

收工回家後才問他們。 

19 訪談員：爸爸媽媽大約何時回家呢？ 

20 

幼兒 B：爸爸和媽媽很夜才回家。媽媽大約八時，而爸爸有時會在我

睡覺後才回家。 

21 訪談員：如果爸爸媽媽很夜才回家，他們能教導你完成功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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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幼兒 B：爸媽很夜才回家，他們有時會說很累，明天才教我做功課；

但有時爸媽太忙，他們會告訴我回校問老師。 

23 訪談員：當你做錯事時，父母會如何教導你呢？ 

24 幼兒 B：爸媽很少會罰我和罵我的，他們很忙的。 

25 訪談員：謝謝你接受我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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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B軼事觀察記錄表（語文區開放日） 

觀察對象： 

幼兒 B                       

觀察地點： 

學校課室(幼稚園)              

活動名稱: 

語文區開放日                 

觀察日期：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觀察時間： 

上午九時至上午十一時   

記錄者： 

陳嘉希老師             

軼事記錄 分析 

1. 開放日活動當天，(爸爸)家長與幼兒 B

參與活動時，家長表現得不太投入，幼

兒 B只是自己在操作教具，家長在玩電

話，沒有理會幼兒 B操作教具的情況。 

2. 此外，當幼兒 B上課時，老師要求(爸

爸)家長與幼兒 B進行親子活動，但家

長也沒有理會，只是在玩電話，因此幼

兒 B只能獨自坐在座位上，並需要老師

的介入和協助。 

 

 

 

 

1&2. 家長在活動的過程中，甚少

與孩子互動，經常只是孩子

獨自玩耍，也沒有理會孩子

操作教具的情況，不太關心

孩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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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B 軼事觀察記錄表（保良局 145彩龍飛躍童樂日） 

觀察對象： 

幼兒 B                       

觀察地點： 

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活動名稱: 

保良局 145彩龍飛躍童樂日     

觀察日期：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三日   

觀察時間：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   

記錄者： 

陳嘉希老師             

軼事記錄 分析 

1. (爸爸)家長與幼兒 B 參與童樂日的活

動時，幼兒 B 拉著家長到攤位遊戲面

前，幼兒 B十分投入參與活動中，但家

長只是在旁玩電話。 

 

 

 

2. 當幼兒 B在參與遊戲的過程中，幼兒 B

遇到困難時，如球一直掉不中筒內，因

此幼兒 B請求家長幫助，但(爸爸)家長

只是不耐煩地說:「玩夠了沒有？是時

候回家了，家裏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完

成。」幼兒 B低著頭感到失望。 

 

1. 雖然家長會帶孩子到尖沙咀參

與童樂日活動，但在活動的過

程中，家長是沒有陪伴孩子一

起投入地參與活動。 

 

 

 

2. 家長甚少指導或關注孩子的需

要，過程中亦甚少與孩子有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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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B家長-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 

 

幼兒姓名：     幼兒 B     與幼兒的關係：    父親     

父母教養模式 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特徵） 

權威式教養 

重視孩子表現    關注孩子需要   樂於聆聽孩子意見 

定下明確的準則  重視雙方溝通   鼓勵孩子 

正面的態度教導孩子  給予孩子較大的自由度 

間中用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獨裁式教養 

孩子只需服從   用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  沒有溝通 

為孩子定下不同的規則    不接受孩子意見/任何解釋   

不會即時鼓勵和表揚孩子   對孩子缺乏關愛和熱情 

對孩子的學業/行為上有很高的要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忽略式教養 

甚少督促孩子  甚少參與孩子的學校活動  對孩子沒有要求 

不太關心孩子的需求   忽視孩子的情緒   經常拒絕孩子 

忽視或拒絕養育子女的責任    甚少陪伴孩子 

很快滿足孩子的要求，避免麻煩 

其他: 甚少指導或理會孩子在學業上的困難和需要             

放任式教養 

給孩子非常大的自主性   讓孩子自行作決定  開放式的溝通 

甚少為孩子的規則   只希望孩子開心  滿足孩子所有的要求 

甚少要求和指導孩子在行為或語言上的作為  甚少懲罰孩子 

對孩子沒有學業/行為上的要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資料：何慧明、陳煜丹 (2019) ： 《找快樂的孩子：快樂與卓越並行的教

養》，香港，青森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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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B心理健康評量表 

 

幼兒姓名：      幼兒 B       幼兒年齡：_  ___五歲_________ 

正面心理發展特徵： 

勇於挑戰新事物  獨立 

樂觀積極        開朗   

懂得與人合作    耐心 

善於交際        有禮貌 

活潑好動        沉穩 

懂得欣賞別人    自律 

有同情心        熱情 

有自信          情緒穩定 

做事謹慎        尊重他人 

有責任感 

樂於助人 

其他:                      

                                   

負面心理發展特徵： 

過分依賴         自卑 

較難相信別人     衝動 

學習動機低       焦慮 

缺乏安全感       專注力低 

感到壓力         自我中心 

性格內向         不守規則 

驕傲自滿         時常憤怒 

情緒波動大       容易放棄 

消極退縮 

缺乏自信 

脾氣急躁 

其他: 不善於與人溝通                      

                               

參 考 資 料 ： 香 港 心 理 衛 生 會 （ 2023 ）。 心 理 健 康 資 訊 。 檢 自 : 

https://www.mhahk.org.hk/index.php/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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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幼兒 C的研究資料 

幼兒 C家長訪談字稿 

家長資料：幼兒姓名：___幼兒 C_____ 與幼兒的關係：______母親________ 

  訪談日期：_21/12/2023 _ 訪談時間：_下午 1時至 1時 45分鐘_ 

1 訪談員：你認為作為家長，在養育子女方面最重要的責任是？ 

2 

幼兒 C家長：我認為是小朋友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亦希望小朋

友能開心、健康、快樂地成長。 

3 訪談員：你認為子女在成長階段重要的是？ 

4 

幼兒 C家長：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家長抽空陪伴子女，因為家長是影響

小朋友成長的最重要因素。如果家長能抽空陪伴子女學習或參與活

動，孩子會有更良好的發展。 

5 訪談員：在養育子女方面，你遇到哪些困難和挑戰？ 

6 

幼兒 C 家長： 因為她是上年才入讀該幼稚園，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

讓她能好好適應學校生活和培養她有正面的情緒發展。因為有時當我

不讓她買玩具時和在學校認識不到朋友，她會向我表達不開心。 

7 訪談員：如果當她發脾氣時，你會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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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幼兒 C家長：我會先讓她冷靜下來，然後了解她發脾氣的原因，並透

過一些繪本故事和’說教’，教導她以正面的情緒面對困難或不滿的

地方，例如教導她有不滿時，可主動告訴媽媽，不要以發脾氣來發洩

自己的不滿，因為發脾氣是解決不到問題的。 

9 訪談員：當她不適應該幼稚園的學校生活時，你會如何處理？ 

10 

幼兒 C家長：我會先了解她不適應學校生活的原因，然後我會選擇多

陪伴她參與學校的活動，期望透過我的參與讓她逐漸適應學校的生

活，提升她對學校的歸屬感。並向老師多了解她在學校適應的情況，

讓我可以在家中好好與她傾談。現時她已經好好地適應學校的生活環

境了，還告訴我很喜歡上學。 

11 訪談員：在假日裏，你會與子女進行什麼親子活動？ 

12 

幼兒 C家長：在假日時，我會選擇她喜歡的行山活動，有時會到大埔

踏單車，最緊要多做運動。此外，她希望能在星期五放學時，與同班

同學一起到公園玩耍，我也會盡量抽時間陪她，提早接她放學，讓她

有時間與同學一起到公園’放電‘。 

13 訪談員：請問你有為她報讀興趣班嗎？ 

14 

幼兒 C 家長：有啊！她說想學芭蕾舞班，我便讓她去上芭蕾舞興趣

班，但我跟她定下一個條件，就是不可以’三分鐘熱度‘，要努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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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堅持下去。記得有一次生日會，她能在同學面前有自信地表現芭

蕾舞，我真的十分驚訝，同時她表演過後，我也有稱讚她表演得很好。 

15 訪談員：對於子女在學業上遇到困難時，你會如何處理呢？ 

16 

幼兒 C家長：當剛入學幼稚園時，她十分不願意完成抄寫的功課，時

常‘拖延時間’，我會要求她一定要完成功課才可以玩玩具，因為完

成功課是她的責任。但間中我也會用獎勵的形式來‘推動’她完成抄

寫的功課，例如當她完成功課後，我會獎勵她吃雪糕等等。我發現用

獎勵的方式能有效地推動她學習的動機，做功課亦較以往有效率。 

17 訪談員：謝謝你抽空出席是次的電話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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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C訪談字稿 

幼兒資料：幼兒姓名：___幼兒 C_____  幼兒年齡：_  ____六歲__________ 

          訪談日期：___7/2/2024 __ 訪談時間：_下午 5時至 5 時 45分鐘 

1 訪談員：對於父母日常的教養模式，你的感受如何？ 

2 

幼兒 C：我很喜歡我的爸爸媽媽，爸媽都很疼愛我。當我完成功課，

他們會獎勵我吃朱古力味雪糕，很美味呢！ 

3 訪談員：你曾經因什麼事情而感到開心或不開心？ 

4 

幼兒 C：開心的事情是爸爸媽媽每逢星期六會陪我行山，我真係很喜

歡行山，山上面有許多昆蟲。 

5 訪談員：有沒有發生過令你不開心的事情呢？ 

6 幼兒 C：嗯…在學校時，小朋友不和我分享玩具。 

7 訪談員：如果小朋友不和你分享玩具時，你會如何處理？ 

8 幼兒 C：我會問小朋友可不可以和我分享玩具，我想跟你做朋友啊！ 

9 訪談員：你在假日時，你會與父母做什麼事情呢？ 

10 

幼兒 C：爸媽會和我一起行山和踏單車，踏單車過後，還可以吃我最

喜歡的朱古力味雪糕，真的很開心呢！ 

11 訪談員：父母有沒有為你報讀興趣班呢？試舉出例子。 

12 

幼兒 C：媽媽有讓我有參加芭蕾舞班，真的好好玩，我十分喜歡跳芭

蕾舞。我每天都在家跳芭蕾舞給爸爸媽媽看，他們也讚我跳得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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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訪談員：當你遇上困難時，你會如何處理？ 

14 

幼兒 C：媽媽教我有什麼困難和不開心的事情時，都可以跟她或爸爸

說，不可以胡亂發脾氣，要做一個樂觀小天使。 

15 訪談員：什麼是樂觀小天使？ 

16 

幼兒 C：這是媽媽常常教我要做個樂觀小天使，因為我不想好像「吼!

壞脾氣走開!」故事中的小熊一樣，常常發脾氣，從而令到身邊的朋

友和爸爸媽媽不開心。 

17 訪談員：當你遇上困難時，你會如何處理？  

18 

幼兒 C：我會自己先嘗試解決問題，如有不明白的英文生字，可以先

在網上查字典，然後才找媽媽幫忙。 

19 訪談員：當你做錯事時，父母會如何教導你呢？ 

20 幼兒 C：爸爸和媽媽教我要向別人説對不起。 

21 訪談員：你曾經因什麼事而受到爸爸媽媽的責罵？ 

22 

幼兒 C：我不願意吃豆，爸爸媽媽很生氣地說我浪費食物，因為這是

農夫伯伯很辛苦種出來的食物。 

23 訪談員：最後你有聽爸爸媽媽的說話嗎？ 

24 幼兒 C：嘻嘻…最後我也嘗試了三粒豆。 

25 訪談員：謝謝你接受我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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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C軼事觀察記錄表（語文區開放日） 

觀察對象： 

幼兒 C                       

觀察地點： 

學校課室(幼稚園)              

活動名稱: 

語文區開放日                 

觀察日期：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觀察時間： 

上午九時至上午十一時   

記錄者： 

陳嘉希老師             

軼事記錄 分析 

1. 開放日活動當天，幼兒 C主動帶(媽媽)

家長到她最喜愛的角落進行活動，在圖

書角中家長會給幼兒 C說故事，在說故

事的過程中，會教導幼兒 C書中正面的

價值觀。此外。在操作中文教具時，當

幼兒 C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家長會先鼓

勵她嘗試，例如: 「加油!繼續試試吧!」

就算失敗過後，家長亦會樂意鼓勵和教

導幼兒 C中文詞彙的正確讀音，幼兒會

願意繼續努力嘗試。過程中家長與幼兒

C 有較多的互動，亦能投入地參與活

動。幼兒 C表現得十分高興和投入。 

 

 

 

2. 當幼兒 C與普通話老師上課時，幼兒 C

能認讀出蘋果、香蕉等水果的名稱，不

單只老師給予她讚賞，而且(媽媽)家長

亦有在後面拍手以是給予幼兒 C鼓勵，

幼兒 C看到家長拍手後，感到雀躍和興

奮。 

1. 在孩子面對失敗後，孩子沒有

因失敗而感到氣餒，原因是家

長能以正面的態度鼓勵孩子，

孩子亦因家長的鼓勵，便願意

繼續嘗試認讀詞彙。 

 

 

 

 

 

 

 

 

 

 

2. 家長十分重視孩子的表現，會

給予孩子認同和正面的鼓勵，

這對於孩子在不同方面發展有

很大的幫助，培養正面的價值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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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C 軼事觀察記錄表（保良局 145彩龍飛躍童樂日） 

觀察對象： 

幼兒 C                       

觀察地點： 

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活動名稱: 

保良局 145彩龍飛躍童樂日     

觀察日期：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三日   

觀察時間：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   

記錄者： 

陳嘉希老師             

軼事記錄 分析 

1. 當幼兒 C 與其他幼兒合作完成舞獅的

表演時，(媽媽)家長坐在觀眾席上觀看

幼兒 C的表演，在表演開始前，家長會

大聲地鼓勵幼兒 C：「xx加油！。」而

當表演完結後，家長亦會讚賞幼兒做得

好！幼兒 C也感到開心。 

 

 

 

2. 幼兒 C想跟朋友一起玩攤位遊戲，(媽

媽)家長便答應幼兒 C的要求，而且家

長會陪伴幼兒 C 和她的朋友一起玩攤

位遊戲，還一起與幼兒 C想辦法如何得

到攤位遊戲中的 Elsa公主貼紙。 

 

 

1. 家長能用正面的態度鼓勵孩

子，會給予孩子適當的讚賞。 

 

 

 

 

 

 

 

3. 家長懂得先聆聽孩子的意見，

並適當地滿足孩子的需要。而

且幼兒懂得與人合作想辦法得

到 Elsa公主貼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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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C家長-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 

 

幼兒姓名：     幼兒 C     與幼兒的關係：    母親     

父母教養模式 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特徵） 

權威式教養 

重視孩子表現    關注孩子需要   樂於聆聽孩子意見 

定下明確的準則  重視雙方溝通   鼓勵孩子 

正面的態度教導孩子  給予孩子較大的自由度 

間中用懲罰/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 

其他: 願意花時間陪伴孩子，如：與孩子一起參與學校活動    

獨裁式教養 

孩子只需服從   用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  沒有溝通 

為孩子定下不同的規則    不接受孩子意見/任何解釋   

不會即時鼓勵和表揚孩子   對孩子缺乏關愛和熱情 

對孩子的學業/行為上有很高的要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忽略式教養 

甚少督促孩子  甚少參與孩子的學校活動  對孩子沒有要求 

不太關心孩子的需求   忽視孩子的情緒   經常拒絕孩子 

忽視或拒絕養育子女的責任    甚少陪伴孩子 

很快滿足孩子的要求，避免麻煩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放任式教養 

給孩子非常大的自主性   讓孩子自行作決定  開放式的溝通 

甚少為孩子的規則   只希望孩子開心  滿足孩子所有的要求 

甚少要求和指導孩子在行為或語言上的作為  甚少懲罰孩子 

對孩子沒有學業/行為上的要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資料：何慧明、陳煜丹 (2019) ： 《找快樂的孩子：快樂與卓越並行的教

養》，香港，青森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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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C心理健康評量表 

 

幼兒姓名：      幼兒 C       幼兒年齡：_  ___五歲_________ 

正面心理發展特徵： 

勇於挑戰新事物  獨立 

樂觀積極        開朗   

懂得與人合作    耐心 

善於交際        有禮貌 

活潑好動        沉穩 

懂得欣賞別人    自律 

有同情心        熱情 

有自信          情緒穩定 

做事謹慎        尊重他人 

有責任感 

樂於助人 

其他: 良好解難能力、善於表

達自己、喜愛學習、有團隊精神、

有自我控制能力                      

負面心理發展特徵： 

過分依賴         自卑 

較難相信別人     衝動 

學習動機低       焦慮 

缺乏安全感       專注力低 

感到壓力         自我中心 

性格內向         不守規則 

驕傲自滿         時常憤怒 

情緒波動大       容易放棄 

消極退縮 

缺乏自信 

脾氣急躁 

其他:                      

                             

參 考 資 料 ： 香 港 心 理 衛 生 會 （ 2023 ）。 心 理 健 康 資 訊 。 檢 自 : 

https://www.mhahk.org.hk/index.php/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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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幼兒 D的研究資料 

幼兒 D家長訪談字稿 

家長資料：幼兒姓名：___幼兒 D ____ 與幼兒的關係：______母親________ 

  訪談日期：_29/12/2023 _ 訪談時間：_下午 1時至 1時 45分鐘_ 

1 訪談員：你認為作為家長，在養育子女方面最重要的責任是？ 

2 幼兒 D家長：我認為是令小朋友健康地成長，努力養育他成為大人。 

3 訪談員：你認為子女在成長階段重要的是？ 

4 

幼兒 D家長：我覺得最緊要是開心，他開心便足夠了。我不會期望他

成材，要成為醫生、律師……………等職業，將來他想成為什麼職業

便去做，我只希望他快樂的成長。現時社會給予孩子太大壓力，才會

令孩子有許多負面的情緒。 

5 訪談員：在養育子女方面，你遇到哪些困難和挑戰？ 

6 

幼兒 D家長：我認為最難處理的是小朋友的情緒，他時常發脾氣說要

買玩具，但家中已經有很多玩具了，如果不買給他，他會發脾氣掉玩

具和在街上大吵大鬧。為了他開心，我只好答應他買玩具給他。 

7 訪談員：當他發脾氣時，你如何與他溝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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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幼兒 D家長：我會問他因什麼事而發脾氣，他只告訴我想買玩具…想

買玩具…我告訴他沒有錢，他只會發更大的脾氣，會掉玩具。最後我

會滿足他買玩具的要求。 

9 訪談員：在假日裏，你會與子女進行什麼親子活動？ 

10 

幼兒 D家長：他最喜愛‘toys story’的卡通人物，我為了他申請了

迪士尼全年證，好讓我假期都能帶他到迪士尼玩耍。另外，他也喜歡

香港的鐵路，因此我特意抽空在星期六帶他參觀屯門輕鐵車廠開放

日，他非常開心啊！ 

11 訪談員：對於子女在學業上遇到困難時，你會如何處理？ 

12 

幼兒 D 家長：我覺得現時他在高班遇到的困難是他不明白功課的內

容，因為他未懂得認讀和理解題目的指示，因此他會因以上的原因而

不想做功課。有時我會與他一起完成功課，但有時功課太多，他不想

完成功課，我也會給他決定，因為學校逢星期五都有大量的功課需要

完成，一共七份功課，例如新聞分享、閱讀報告、中文工作紙、英文

工作紙和英文生字簿等，我覺得太多了。難道星期六只在家完成功課

嗎？根本完全沒有親子活動的時間，所以當他說不想完成功課，我也

會給他自己決定，因為小朋友在這個階段是需要一個開心的成長環

境，但爸爸有時會要求仔仔完成功課，我真的不明白爸爸在想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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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小朋友的責任。 

13 訪談員：你會為他的將來或準備升小一而擔心嗎？ 

 

幼兒 D家長：當然擔心，我最擔心的是他升到小一後，因未能適應新

的學習環境而出現情緒的問題。最緊要他喜歡上學，享受學校的生活。

相反我對他的學業成績沒有太大要求，盡力便可以了。 

14 訪談員：謝謝你抽空出席是次的電話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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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D訪談字稿 

幼兒資料：幼兒姓名：___幼兒 D_____  幼兒年齡：_  ____六歲__________ 

          訪談日期：___9/2/2024 __ 訪談時間：_下午 4時至 4 時 45分鐘 

1 訪談員：對於父母日常的教養模式，你的感受如何？ 

2 幼兒 D：我好喜歡爸爸媽媽，因為他們常常買玩具和糖給我。 

3 訪談員：你曾經因什麼事情而感到開心或不開心？ 

4 

幼兒 D：開心的事情是我和爸爸媽媽到迪士尼遊玩，爸爸買了許多巴

斯光年的玩具給我，太開心了。 

5 訪談員：有沒有發生過令你不開心的事情呢？ 

6 

幼兒 D：嗯…爸爸不買玩具給我，說家裏已經有很多玩具了。我便生

氣。 

7 訪談員：媽媽在場嗎？媽媽有沒有買玩具給你？ 

8 

幼兒 D：有！媽媽好好，她會即刻買玩具給我，所以我很喜愛我的媽

媽。但爸爸有時會因媽媽買玩具給我而跟媽媽吵架! 

9 訪談員：你在假日時，你會與父母做什麼事情呢？ 

10 

幼兒 D：爸爸媽媽會帶我看地鐵模型，這輛地鐵模型真的很大。另外，

放學後也會帶我到公園玩耍，星期六也會帶我到迪士尼遊玩，最重要

的是媽媽會帶到到麥當勞吃薯條呢。 

11 訪談員：父母有沒有為你報讀興趣班呢？試舉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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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幼兒 D：沒有。儘管學校有 k-pop 興趣班，我也試過跳一次，但最後

我還是不想參加，因為我不喜歡跳舞的，媽媽也不會迫我學跳舞。 

13 訪談員：當你遇上困難時，你會如何處理？例如功課的問題 

14 

幼兒 D：媽媽會教我做功課的，但如果我沒有時間完成功課，媽媽說

可以不用做功課。 

15 訪談員：如果你未完成功課，老師不會罵你嗎？ 

16 

幼兒 D：媽媽會幫我向老師解釋的，媽媽說老師不會罵你的。但爸爸

有時會要求我完成功課。媽媽爸爸有時會因功課問題而吵架，真的不

喜歡媽媽爸爸吵架! 

17 訪談員：當你做錯事時，父母會如何教導你呢？例如弄爛玩具？ 

18 幼兒 D：如果玩具爛了，媽媽會再買玩具給我。 

19 訪談員：你是否有不喜歡吃的食物？父母有要求你均衡飲食嗎？ 

20 

幼兒 D：有很多，例如蕃茄、南瓜、魚、豆腐等…如果我不想吃的東

西，媽媽不會給我吃，而且常常煮我最喜歡的雞翼給我吃。 

21 訪談員：如果你發脾氣的話，父母會如何處理？ 

22 

幼兒 D：爸媽會問我發生什麼事，然後會幫我解決問題。他們會很關

心我。 

23 訪談員：父母如何幫解決問題呢？試舉出例子。 

24 幼兒 D：例如晚上吃完晚餐後，我非常想吃朱古力味雪糕，但家中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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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雪糕了，媽媽便立刻到樓下的便利店，買我最喜愛的朱古力味雪糕，

真開心呢! 

25 訪談員：謝謝你接受我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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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D軼事觀察記錄表（語文區開放日） 

觀察對象： 

幼兒 D                       

觀察地點： 

學校課室(幼稚園)              

活動名稱: 

語文區開放日                 

觀察日期：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觀察時間： 

上午九時至上午十一時   

記錄者： 

陳嘉希老師             

軼事記錄 分析 

1. (媽媽)家長與幼兒 D 到圖書角閱讀圖

書和玩手偶時，幼兒 D拿出許多圖書和

手偶後想到其他角落玩耍，但幼兒 D沒

有收拾，家長曾經告訴幼兒 D要先收拾

才開始其他的活動，但幼兒 D完全沒有

理會家長的說話，最後家長自行幫幼兒

D收拾手偶和圖書。 

 

 

 

 

2. 當老師邀請幼兒 D 和(媽媽)家長一起

與其他幼兒上課時，幼兒 D說：「不要，

我要在這課室看電腦。」家長便告訴老

師：「不要緊，他想在這裏看電腦，下

次有機會再跟老師上課吧。」然後幼兒

D便繼續在課室看電腦。 

 

1. 雖然家長有告訴孩子要收拾圖

書和手偶，但孩子沒有理會

後，家長亦沒有繼續要求孩子

需要自行收拾圖書和手偶，反

而是家長幫孩子收拾好。可見

家長甚少為孩子兒日常定下規

則和要求，讓幼兒過分自主地

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 

 

 

 

2. 家長與孩子有開放式溝通，讓

孩子自行決定想做的事，不會

勉強他做他不喜歡的事，給予

孩子很大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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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D 軼事觀察記錄表（保良局 145彩龍飛躍童樂日） 

觀察對象： 

幼兒 D                       

觀察地點： 

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活動名稱: 

保良局 145彩龍飛躍童樂日     

觀察日期：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三日   

觀察時間：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   

記錄者： 

陳嘉希老師             

軼事記錄 分析 

1. 當幼兒 D表演完結後，幼兒 D要求(媽

媽)家長給她吃雪糕和糖，家長說：「你

的手不乾淨，先洗手，才給你吃好嗎？」

幼兒 D便搖搖頭，然後家長便滿足幼兒

D的要求，並喂幼兒 D吃糖。 

2. 當幼兒 D 參與攤位遊戲時，幼兒 D 因

掉不中指定的數字卡，而拿不到她心愛

的公主顏色筆，幼兒 D 便大哭起來，

(媽媽)家長在旁看到後，便告訴她：「我

一會買給你啦，不要哭。」幼兒 D便停

止哭泣了。 

 

1&2. 家長會無條件滿足孩子所有

的要求和需要，只希望孩子

開心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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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D家長-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 

 

幼兒姓名：     幼兒 D     與幼兒的關係：    母親     

父母教養模式 父母教養模式評量表（特徵） 

權威式教養 

重視孩子表現    關注孩子需要   樂於聆聽孩子意見 

定下明確的準則  重視雙方溝通   鼓勵孩子 

正面的態度教導孩子  給予孩子較大的自由度 

間中用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獨裁式教養 

孩子只需服從   用懲罰和命令的方式管教孩子  沒有溝通 

為孩子定下不同的規則    不接受孩子意見/任何解釋   

不會即時鼓勵和表揚孩子   對孩子缺乏關愛和熱情 

對孩子的學業/行為上有很高的要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忽略式教養 

甚少督促孩子  甚少參與孩子的學校活動  對孩子沒有要求 

不太關心孩子的需求   忽視孩子的情緒   經常拒絕孩子 

忽視或拒絕養育子女的責任    甚少陪伴孩子 

很快滿足孩子的要求，避免麻煩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放任式教養 

給孩子非常大的自主性   讓孩子自行作決定  開放式的溝通 

甚少為孩子的規則   只希望孩子開心  滿足孩子所有的要求 

甚少要求和指導孩子在行為或語言上的作為  甚少懲罰孩子 

對孩子沒有學業/行為上的要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資料：何慧明、陳煜丹 (2019) ： 《找快樂的孩子：快樂與卓越並行的教

養》，香港，青森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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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D心理健康評量表 

 

幼兒姓名：      幼兒 D      幼兒年齡：_  ___五歲_________ 

正面心理發展特徵： 

勇於挑戰新事物  獨立 

樂觀積極        開朗   

懂得與人合作    耐心 

善於交際        有禮貌 

活潑好動        沉穩 

懂得欣賞別人    自律 

有同情心        熱情 

有自信          情緒穩定 

做事謹慎        尊重他人 

有責任感 

樂於助人 

其他:                      

                                   

負面心理發展特徵： 

過分依賴         自卑 

較難相信別人     衝動 

學習動機低       焦慮 

缺乏安全感       專注力低 

感到壓力         自我中心 

性格內向         不守規則 

驕傲自滿         時常憤怒 

情緒波動大       容易放棄 

消極退縮 

缺乏自信 

脾氣急躁 

其他: 做事缺乏恆心和耐性、任

性、缺乏解難能力                      

參 考 資 料 ： 香 港 心 理 衛 生 會 （ 2023 ）。 心 理 健 康 資 訊 。 檢 自 : 

https://www.mhahk.org.hk/index.php/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