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 緒 障 礙 

壹、情緒障礙定義 

教育部在實施第二次全國特殊兒童普查工作時，情緒障礙兒童被歸類為「性格與行為異常兒童」，

並對其提出正式的定義：「指兒童由於生理、心理或環境因素之影響，導致其生活內容、思考方式或行為

表現僵滯或偏差，而在生活中表現出顯著異於生活常規或年齡發展常態之行為，並妨礙到自己或他人之學

習、情緒或人際關係者。」區分其為下列五類： 

1.人際關係問題：無法與同學或教師建立並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經常與同學打架、發生口角、攻擊老師、

濫發脾氣、不與同學來往、任意指責或批評同學等。 

2.行為規範問題：違規犯過或反社會的行為，如無故遲到、缺席、逃學、說謊、偷竊、易怒、破壞行為、

考試作弊、不守規定或傷害別人等。 

3.憂鬱情緒問題：經常出現不快樂或沮喪的情緒，如對活動不感興趣、傷害自己、愁眉苦臉、悲觀、對自

己的事漠不關心、情緒低潮或畏縮等。 

4.焦慮情緒問題：因過度焦慮而導致身體明顯的不適應症狀、恐懼反應或強迫性行為，如容易緊張、亂動、

易因焦慮引起生理反應（嘔吐、頭昏）、坐立不安、重覆同一動作、情緒激動、動作過度誇張、過度恐

懼反應等。 

5.偏畸習癖：如經常吸吮姆指、咬指甲、作異性打扮、沉迷色情書刊影片、吸食藥物、強力膠。 

根據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公布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條文草案笫九條之定

義： 「情緒障礙係指非因壓力情境造成個人長期在學校中的情緒或行為反應，明顯的異於其年齡或文化，

且嚴重影響其學業、社會生活、職業技能、人際關係者。 情緒障礙可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

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或有其他持續性的情緒或行為問題者。」  

 

嚴重情緒障礙之鑑定，需由標準化測驗、專家觀察、或與教師、家長、學生之晤談結果，顯示學生的困難

符合左列三項原則：  

1. 行為、心裡或情緒有異常之現象。必要時可參考精神醫師之診斷。  

2. 在學業、社會、職業技能或人際關係有顯著困難者。  

3. 經評估後確定普通教育所提供之輔導無顯著成效者 

貳、情緒障礙特徵  

1. 脫離常態：情緒或行為反應與同儕或身處的社會文化比較，明顯的不同，脫離了常軌.。 

2. 持續性的發生：情緒或行為問題，不斷的一再發生,例如長達半年以上。 

3. 發生在兩種以上的場合：除在學校或學校安排的學習環境情境中發生外，亦在工作，家庭或社區等生

活情境中發生。 

4. 妨礙學習和日常適應功能:情緒與行為的反應，嚴重干擾正常課業學習活動,人際交往衝突或不良,社會

與生活適應有明顯的困難。 

5. 普通教育的輔導未見具體成效：經由學校專業輔導人員的團體或個別輔導後，其問題仍然持續存在，

無明顯改善成效。 

6. 排除因素：學生的情緒與行為障礙 (1)非肇因於智能,感官或健康因素所直接造成； (2)亦非因壓力環

境或壓力事件所引起的暫時性情緒與行為困難。 

參、情緒障礙者的身心特質  

  情緒與行為有障礙的兒童常無法用社會所預期的或允許的方法來解決困難，可能就會情緒緊張、焦

慮、擔憂，有的變得退縮、害羞、不合群、拒絕上學，有些則產生生理上的症狀，如頭痛、頭暈、昏倒、

胃痛等；另外有些人會採用反抗、逃學、打架、說謊等方法。這類兒童由於心理與社會功能發生障礙，常

常會在行為和情緒上出現的一些值得注意的訊號： 

（一）注意力渙散：  

1. 常對事物的細節掉以輕心，做功課、遊戲、或其他活動時常出現錯誤。  

2. 當別人對他說話時，經常看似無法聽進去。  



3. 經常無法完成指定的功課、遊戲、日常工作，經常忘記日常事務。  

（二）過動：  

1. 經常坐立不安、手足無措；坐在椅子上也是扭動身體，侷促不安。   

2. 在教室中或是需要安靜的地方，會經常離開座位。  

3. 無法安靜的遊戲或是從事悠閒的活動。  

（三）攻擊暴力行為：   

1. 經常引起打鬥，使用武器傷害他人。  

2. 對他人、動物施加殘酷的暴行 。 

3. 搶劫、勒索、偷竊……等不法行為； 逼使他人屈從而參與性活動破壞財產。  

 （四）違逆、敵視和反抗的行為  

（五）憂鬱症： 

1. 對有趣或好玩的事物失去了興趣，天天如此，感到無法集中精神、無法思考、無法做決定。 

2. 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沒有價值，或是有歉疚感、自責與罪惡感。  

3. 死亡的想法不斷湧現，或是有實行自殺的計畫與嘗試。 

  （六）躁狂 

（七）廣泛性焦慮： 

1. 感覺不耐煩、浮躁或是不能保持安靜。  

2. 難以保持專心注意，或是內心平靜  

3. 容易生氣、發怒、感覺疲憊、很累。 

（八）藥物中毒、毒品中毒 

肆、心靈的補手－談輔導 

（一）學習的輔導：  

1、指定作業時依據學生的個別能力差異。  2、適度地限定孩子的座位以及移動的範圍。  

3、對於遊戲與娛樂進行適當地限制。      4、將自由行動作為增強的一部份。  

5、對於孩子不當的社會情緒予以限制。 

（二）生活的輔導：社會技巧能讓孩子有能力從事人際互動，以獲得同儕、老師、社會大眾的接納； 在

教導情緒障礙孩子社會溝通技能時，最好能先讓孩子瞭解教學的原因與內容， 社會

技巧的有用性與附帶的好處，獲得孩子的信任與接納，可以較容易達到教學、輔導的

目的。  

伍、老師如何與家長互相合作  

（一）溝通前的準備  

1. 收集相關的資料：包含家長、學生的基本資料，以及有關協助情緒障礙兒童的參考資料。  

2. 安排溝通時間與地點：安排能讓家長有空的時間，以及能獲得信賴的溝通場合，相信能提高合作

意願與建立共識。  

3. 確定溝通目標：對於情緒障礙兒童親職教育的目的，在於建立正確的教養觀念，協助孩子克服情

緒的困難與行為的問題，有效的學習，順利的成長。溝通前如果能先訂定具體目標，可以凝聚共

識，避免老師與家長各說各話，沒有任何重點。  

（二）溝通的技巧  

1、肯定父母教養情緒障礙學童的辛勞。      2、多多讚美孩子的優點。  

3、穩定自己的情緒。                      4、接納家長的情緒。  

5、建立溝通的橋樑。                      6、不勉強家長接受建議或要求。  

7、對於溝通結果要做好追蹤調查。  

（三）建議家長學習以下事項以瞭解孩子  

1、建立對情緒障礙的正確認知 。           2、了解情緒障礙兒童特殊的生理情況及其需要。  

3、了解情緒障礙兒童的心理需要及情緒輔導。4、對情緒障礙兒童日常行為的觀察與矯正。  

5、給予情緒障礙兒童課業的協助與輔導。    6、了解兒童社交、人際關係並適時給予輔導 。  

7、能配合學校老師的教學，父母應在家做銜接的家庭教育。 8、能尋求可用的社會資源及協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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