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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子女有缺陷，家長面對情緒煎熬

對大部分人來說，結婚和生育下一代皆是人生必經的階段，而孩子的出

生更猶如自己生命的延續。不少為人父母者，在懷孕階段已期盼着那將要出生

的孩子會有何等樣的容貌，或將來會有何種成就，更會精心為子女規劃成長的

每一步，為的是要讓子女「贏在起跑線上」。可是，當孩子被確診為有特殊需

要，例如自閉症、唐氏綜合症、肢體殘障或智力遲緩等問題時，他們一切的夢

想便隨之幻滅。有研究顯示，這些家長感到自己失去了一個完美的子女﹙Ellis, 

J. B. 1989﹚，伴隨而來的是一連串身心和行為上的反應，就如進入「哀悼」的狀

態般﹙Midence, K. & O’Neill, M. 1999﹚，會反覆出現震驚、徬徨、無奈、傷心、

無助、逃避等失落的哀傷情緒。J. B. Ell is的研究更指出，不少父母會因自己未

能及早辨悉子女的問題而感到內疚，生活的秩序也一下子被擾亂，他們會將所

有的注意力都投放在照顧子女和不同的訓練上；也有父母出現自我懷疑情況，

甚至孤立自己，羞於面對親友﹙Siegel, B. 1997﹚。有研究亦顯示，還未確診患

有自閉症兒童的家長會長時間對子女的徵狀存疑，受盡擔心、不安和不確定等

情緒的煎熬。因此，當專業人士真正確診子女有自閉症的一刻，情緒反而得到

紓解﹙Midence, K. & O’Neill, M. 1999﹚。由此可見，基於子女的不同特殊需要，

這些家長所經歷的，實非一般父母所能理解和明白。

如上文所述，當子女被確診為有特殊需要時，父母就如失去了一個期待已

久的子女，教他們陷入失落和哀傷中。可是在復康界別中，至今尚未有一套完整

的理論，可以完全應用在這群要照顧有特殊需要子女的父母上。但有關哀傷階

段的理論則有不少論述，其中大致可分為「階段論」、「任務論」和「長期哀傷

論」。其中心理學家Blacher在1951至1979年間便曾發表多篇論文，將父母的哀

傷歷程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1﹚震驚和否定；﹙2﹚憤怒、失望和罪疚感；﹙3﹚

適應接納和重整生活﹙Blacher 1984b﹚。

此外，亦有學者把哀傷歷程分為「震驚」、「否認」、「傷心」、「適應」和

「重組」五個階段﹙Dale 1996﹚。無論各派如何劃分哀傷歷程，階段論所强調

的是：當事人在經歷不同的哀傷階段後，哀傷總會過去的。但對於子女患有身

心障礙﹙如自閉症﹚的父母而言，失落一個正常子女的那份哀傷，始終有別於

孩子真正的死亡。故此，有學者嘗試用「長期哀傷理論」，解釋這群父母獨特

的哀傷經歷。「長期哀傷論」指出，父母在子女確診為有不同的身心障礙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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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萬般不願意，又或縱然心中哀傷難過，也總得繼續照顧子女，而在子女成長

的不同階段上，亦難免再度遇到困難，例如要考慮為子女選擇入讀主流或是

特殊學校。筆者曾見過一位母親，在患有自閉症的孩子接受評估後，確定孩子

不能入讀主流小學後而放聲大哭。她的情緒反應與初次確診子女有自閉症時

的激動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長期哀傷理論」解釋了即使事隔多年，不少父

母亦會因子女的身心障礙而再度陷入哀傷中；長期哀傷狀態未必會因為時間

的流逝而消失。﹙Seligman 1991﹚。

2. 	 心法合一，有效運用親職技能

目前，不少社會服務機構為這群家長提供不同的支援服務，但服務多集

中在教授父母教育子女的知識和技巧，如學前啟導訓練、家長資源中心等，透

過不同專業同工的協助，讓家長可掌握訓練子女的理論和技巧，更有把握地面

對子女成長及發展的需要。此外，亦會透過講座、不同主題的小組和個別輔導

等，讓家長得到同路人的分享或情緒上的支援，以面對子女有特殊需要所帶來

的種種問題。換句話說，大多數的社會服務都集中在孩子身上，而家長亦多以

子女的「弱能」問題為出發點，忽略了個人情緒上的需要。

事實上，不少研究指出，這群家長的親職壓力，以至個人情緒狀態，均較

一般家長為差。另一方面，在觀察中發現，不少家長即使學習了不同的訓練和

管教孩子的技巧和知識，但情緒依然受到困擾，未能好好實踐已學得的技巧

和知識，因而難以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反之，由於家長偏重訓練成效，令親

子關係陷入緊張狀態，再一次跌入自責的情緒中。即使有滿腔技巧和知識，卻

換來一次又一次引證自己是個「失敗」的父母。他們既未能讓子女追回與一般

孩子在起跑線上的落差，更遑論調適自己的期望，最終只讓自己每天在這惡性

循環中掙扎。而認知行為介入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正好填補了這

部分的不足。家長可透過認知重塑，找出自己在教養子女時所受到的情緒困擾

和固有思維模式的關係，再逐步運用不同的認知行為介入法技巧，如五常法或

規條放寬等，重新掌控自己的情緒。藉此，家長可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好好

運用從不同專業人士身上學到的親職技巧。筆者相信這群家長若要發揮良好

的親職技巧，必先有良好的心理質素。而透過認知行為介入法，正好給予他們

一套有系統的情緒管理工具，讓他們可「心」和「法」合一，提升親職效能，並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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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走出陷阱，重新理解父母角色

正如前文所述，大部分家長在得知子女的「特殊」情況後，均會全力投入

照顧和教育子女。要掌握不同的訓練技巧固然不容易，另一方面又期望子女可

透過訓練，在各方面的發展能有所突破，加上要面對旁人對子女的目光，不難

想像這些家長每天也承受着不同情境所帶來的壓力。其中一位家長常常把一

句說話掛在口邊：「問題天天都多」。簡單如早上起床梳洗，到下課後的功課

處理和温習等，每一個環節都會觸動父母的情緒。

認知行為介入法強調以事件為本，第一步是協助案主認清自己的思維模

式，找出在不同事件中所跌入的思想陷阱﹙詳細例子見第五章﹚，接着是運用

五常法處理好日常生活中不同情境中所遇到的情緒壓力。事實上，對這群家長

來說，能夠紓緩他們在面對子女的教育和訓練時所遇到情緒問題，是非常重要

的一環。特別在孩子被診斷有弱能問題的初期階段，家長尚未完全掌握孩子的

情況，「問題」真的是天天多，也天天不同。幫助他們走出思想陷阱便是他們

最切實的需要，透過日常生活中正面的育兒經驗，點點滴滴地累積，使家長可

重新領會和理解為人父母這角色，踏出正面親職經驗重要的第一步。

4. 	 放寬規條，調適期望，放鬆面對

作為孩子有特殊需要的父母，教養上的壓力固然是他們天天面對的困

擾。放寬不良的思想規條，就是要讓父母學習怎樣調適自己個人對子女及家

人的期望，從而進一步接納有特殊需要的子女。不良的思想規條指的是個人

對自己、別人以至世界的一些準則和期望。這群父母常常有一連串的準則和期

望，對自己作為父母的角色有所要求；另一方面，對有缺陷的子女也有所期望。

試想像，有一位母親相信「凡事只要盡力，總有解決的方法」，這個信念本來

並沒有不妥當，只是她所謂的「事」是指兒子的自閉症，而「解决」的定義是醫

好自閉症；這僵化了的規條就好比一條愈拉愈緊的繩索，不但令這位母親不

斷追尋「解決」兒子自閉症的方法，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最終也未能真正面

對兒子的自閉症，並接納他的限制。故此，輔導員可透過引導式發現﹙Guided 

Discovery﹚，協助這群家長辨識自己不良的思想規條，進而放寬期望﹙見第六

章﹚，使他們能接納子女的缺陷，同時也接納自己的限制，明白自己不可能解決

子女所有的問題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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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結

認知行為介入法是一套架構清晰的治療手法。其中，引導式提問是整個

介入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技巧。透過這個技巧，受助人成了探索自己思維模式

的主導者。在經歷認知行為治療的歷程後，期望受助人最終可以成為自己的治

療師，在往後的人生道路上，可持續使用其中的方法去處理個人的情緒困擾。

故此，家長在得知子女有特殊需要的初期階段，若能好好掌握這套方法，去處

理自己的情緒，並重新理解和詮釋在「為人父母」這領域上的意義，定能建立

一套機制﹙Mechanism﹚，去處理和面對漫漫長路上的種種困難，陪伴子女成

長。須知道為人父母乃是終身的任務，而認知行為介入法正好成為這群父母手

中上的明燈，指引他們走出情緒失落和困擾的迷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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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家長的親職壓力與「認知行為介入法」的關係

認知行為介入法
•	 運用認知行為管理情緒的技
巧，認清思維模式，跳出思
想陷阱，處理日常生活情境
中，因孩子弱能問題引申的
情緒壓力，讓已學到的管教
技巧得以發揮，建立新且正
面的親職經驗。

•	 放寬規條，更能接納孩子的
缺陷，接納自己的限制；面
對失落，調適期望；過渡哀
傷，邁上接納的道路。

•	 接納子女的限制，重整對自
我的評價，建立新經驗，享
受親職的樂趣，重塑人生意
義。

•	 子女縱有發展上的限制，但
亦可快樂成長。

正面情緒

親職壓力下降

•	 擁有豐富的親子知識

•	 認識子女的特殊需要
和發展需要

•	 掌握豐富的訓練技巧

良好的親子關係

親子衝突

子女良好成長

子女的成長	
受到阻礙

負面情緒

親職壓力上升

•	 未能好好運用已學到的管教技巧，
不能處理日常生活中子女的情緒、
行為、訓練等情況，更難於面對外
人對子女不理解的目光。

•	 未能調適對「理想中的子女」的期
望，更未可接納子女的限制。

•	 未能調適接納自己對自己作為父母
的期望，未能享受到親職樂趣。

•	 影響子女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