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事控制策略

新北市情緒行為支援團隊



課程目標

• 瞭解行為問題產生與前事之間的關係

• 瞭解前事控制策略的類型及運用時機

• 認識爆發性行為歷程中，反應中斷及重新指令策略、運用

時機及方式



發展行為功能介入方案簡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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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支持介入的常用策略種類

A 前事控制策略 B 行為訓練策略 C 後果處理策略

調整情境

調整課程/工作

調整互動

先兆中斷

生/心理治療

替代行為訓練

相關行為訓練等

區別性增強

自然後果

消弱

反應代價等

預防觀點 增加能力 給予明確規則



遙遠前事（環境背景）立即前事（誘發因素） 行為（具體可觀察） 後果

隱含前事（身心特質）

介入策略
生態環境改善策略 前事控制策略 行為教導策略 後果處理策略

□調整睡眠、飲食、身體
狀態
□就醫評估
□物理環境調整
□調整作息
□調整座位
□調整班規
□視覺提示
□環境結構化
□教學結構化
□改變或調整教材教法
□調整作業（形式、延長
時間、方式、難度、份量）

□預告
□感覺刺激替代、削
弱或改變
□建立可取得刺激的
預期
□提供更多協助
□主動提供正向互動
□促進溝通、表達關
切
□避免負向語言或刺
激
□先兆出現時提醒
□重新指令
□轉移注意

□教室行為訓練
□溝通訓練
□放鬆訓練
□社會技巧訓練
□系統減敏訓練
□社會理解教導
□生活技能訓練
□自我管理計畫
□專注力訓練
□訂立契約

增加適當行
為

減少不當行
為

□原級增強
□活動增強
□代幣系統
□社會性增
強
□DRO
□DRA
□DRI
□DRL
□DRH
□自我增強

□消弱
□反應代價
□隔離
□回復原狀
□過度矯正
□身體的制
服

行為與策略對照勾選表 個案姓名：王小明 填寫日期：101.11.8.



前事控制策略

• 定義及目的：

• 是一種短期預防的策略

• 藉由控制特定的立即前事和背景因素，預防行為問題的發生，
增加引發正向行為的特定立即前事和背景因素。

• 準備：

• 透過觀察及評量，發現及確定行為問題發生的原因，或行為問
題的功能

• 搭配行為功能選定前事介入的方向



前事的類型

• 遙遠前事（背景因素）

• 主要存在於環境中，非立即產生影響的事件或變項。

• 如：物理環境、社會文化因素等

• 隱含前事（能力/特質）

• 主要為個體本身條件變項

• 如：生理狀況、疾病影響、個人特質、經驗等



前事的類型

• 立即前事（誘發因素）

• 主要為引發行為的導火線事件

• 如：被要求做事、被同學欺負等



前事對行為的影響

行為

立即前事
(誘發因素)

遙遠前事
(背景因素)

事件後果

隱含前事〈能力特質〉：
能力、需求、動機、生
理狀況、個人特質、情
緒、經驗、行為目錄等

誘發導致

選擇

得到

前事

〈Antecedents〉

行為

〈Behavior〉

後果

〈Consequences〉



前事對行為的影響（例）

小華撕考卷

立即前事
(老師發下考卷)

遙遠前事
(上次考試成績差，

被媽媽責罵)

老師責罵

隱含前事〈能力特質〉
（小華識字能力弱、
閱讀理解能力不佳）

誘發導致

選擇

得到

前事

〈Antecedents〉

行為

〈Behavior〉

後果

〈Consequences〉



前事調整常見的向度和種類
向度 內容

調整生理/心理
透過消除或減少引發不適的因素（如：睡眠、飲食、
醫療介入）緩解身心不適所產生的行為。

調整情境
主要在調整容易引起行為問題的人、時、地、物和
活動等，以減少行為問題和引發正向行為

調整課程
安排或調整課程/工作的難度及內容，符合學生需求，
以減少行為問題和引發正向學習行為。

調整互動
透過增加正向互動及降低負向互動，改善學生所處
之環境氛圍，並增加正向互動行為

『反應中斷』及『重新指令』



生理/心理調整

控制、消除或減少引發學生不適感的因素

 評估孩子情緒行為不佳的生理因素，提供緩和與協助
（如：讓孩子睡飽、讓孩子適時休息、提醒10點多吃
點心、孩子生病與情緒低落時降低要求…）

與醫療合作，協助穩定用藥，觀察與評估學生用藥後行為
表現



情境調整

調整環境

• 物理環境豐富、結構化

• 座位、班規調整

調整作息
• 依孩子需求調整合適作息，並視覺化

調整個體

刺激

• 感覺刺激替代、削弱或改變

• 建立可取得刺激的預期



盡可能豐富我們的教學與活動

• 教學有意義與目的。

• 在課程中穿插講課、練習、活動與互動。

• 安排並規劃學生其他有意義的學習或體驗
(如：校外教學、自然體驗等等)

無聊為萬惡
的淵藪

研習

網路

行動載具

情境調整-調整環境



前事調整策略-預告與提示

•視覺提示

預告！

情境調整-調整環境



前事調整策略-提供協助

• 相信沒有一個孩子想要讓自己做不好。

• 相信每一個人都想努力往上。

• 幫助他，製造各種成功經驗。
提供課程協助
提供考試協助
提供作業協助
提供情緒支持協助
提供溝通協助
提供……協助……

善用入
班協助

情境調整-調整環境



調整作息

• 配合學生需求調整作息時間表

• 建立明確、可預測的作息時間表

• 預告作息時間表

• 預告即將改變之作息

情境調整-調整作息



調整個體刺激

• 提供替代的感覺刺激

• 如：學生喜歡敲頭，老師可以按摩頭部的方式替代其敲
頭的行為

• 建立可取得刺激的預期

• 如：讓學生知道再幾分鐘就可以結束不喜歡的活動，去
做喜歡的事情。

情境調整-調整個體刺激



調整個體刺激

• 感覺消弱與改變

• 如：學生喜歡以頭撞地，老師在地板上鋪軟墊；學生喜
歡揮手，老師在其手上掛一個手鍊，改變揮手的感覺

• 撤除愉悅刺激前，預先與學生溝通

可漸進改
變要求與
標準

情境調整-調整個體刺激



課程/工作調整原則

• 提供符合個體能力、興趣和需求的課程內容和教學活動

• 依照個體能力、興趣和需求調整課程、活動、作業及工作
量

• 增加課程/工作對個體的吸引力，並引發其成功經驗

• 適時提供個體面對課程/工作所需要的協助



課程/工作調整策略

• 安排有利於學生獲得成功經驗的教材教法，並適時給予協
助

• 如：老師上文言文課文時，提供學障學生白話文的翻譯

• 教學結構化，維持學生學習專注力

• 如：老師在課程中安排講述、口頭練習、小組討論、小
組競賽、課程總結等結構化流程



課程/工作調整策略（續）

• 設計或調整課程及教學內容，吸引學生投入，並提供表現
機會

• 如：將聽寫或寫字活動改成以賓果遊戲方式進行

• 根據學生需求調整作業的形式、完成時間、完成方式、難
度及份量等。

• 如：增加作業的深度與廣度；將密集考試內容改成每次
只呈現一題；將簡答題改成選擇題



課程/工作調整策略（續）

• 設計學生身心不適可參與的學習活動

• 學生生理期，老師允許其不做有氧體操，改做伸展活動



做個讓孩子願意親近的老師

• 主動提供正向互動及氛圍

• 促進溝通，表達關切

• 避免負向語言或刺激



主動提供正向互動及氛圍

• 主動提供正向互動刺激

• 明確指出期待的行為；老師主動鼓勵學生出現的好行為；
老師主動關懷並讚美學生…等。

• 經營非競爭性的友善學習氛圍

• 透過文字、語言等互動方式及班級風氣的塑造，經營非
競爭性的友善氛圍



促進溝通、表達關切

• 使用建議、同理、讚美、鼓勵的話緩和學生情緒

• 表達對孩子情緒的關切，並協助緩解學生情緒

• 如：媽媽讓剛進幼稚園的小美每天帶熟悉的小熊上學。



避免負向語言、行為或刺激

• 避免出現彼此間加重不適感的互動

• 如：催促、不當指令、指責、強制等

• 減少要求、提供協助或增加選擇



在行為歷程中的
「反應中斷」及「重新指令」

• 在行為發生的歷程中，當老師觀察到個體出現「先兆行
為」，可先以「反應中斷」打斷其行為鎖鍊

• 若學生已出現不當行為，則可以「重新指令」打斷行為鎖
鍊，避免學生行為往更高峰的方向發展。



〈摘自黃雅君《民94》：嚴重情緒行為問題處理工作坊講義〉

平靜
合作
清楚目標

導火線

有具體事件
開始承受壓

力

激躁 急躁不
安、憤怒、
無法專注、
喃喃自語、
走來走去、
無法完成老
師交代的事

加速
存心挑釁
老師、拒
絕、激怒
同學

高峰
施暴
尖叫
自傷
逃跑 消弭對立

情緒慢慢減弱
不知所措退縮
否定自己做錯
事、順從、睡

覺

回復
安靜
合作

環境調整 發現先兆 反應中斷 重新指令 退出戰場 增強 增強

面對學生暴怒行為處理流程

教育 處 理 教育

 協助解決背後真正的問題
 轉移注意力

 安全  同理



「反應中斷」

• 有些行為問題發生之前會有明顯的先兆，教師可再發現這
些先兆時，立即採取反應中斷策略，打斷行為的鎖鍊。

• 例如：小瑞與同學爭執，出現握拳、瞪人的行為，老師
告訴他：『我知道你很生氣。』『身體放鬆，手舉到頭
上，深深吸一口氣，再慢慢呼出。』最後帶小瑞去一個
安靜的地方恢復情緒



「反應中斷」的原則

• 透過觀察與記錄，確實掌握『行為前兆』

• 避免情緒繼續升高。

• 中斷行為的增強效果。

• 打斷行為的鎖鍊。

• 給予選擇。



常用的「反應中斷」策略

• 口頭暗示

• 如：當學生出現自傷或傷人先兆，老師告訴他：『我等
你保持安靜』，來阻止行為的延續

• 促進溝通並表達關切

• 當學生出現自傷或傷人先兆，詢問其需求及想法，瞭解
學生感受，並讓其感覺受到關切



常用的「反應中斷」策略（續）

• 促進身心放鬆

• 如小瑞的例子

• 刺激轉換（轉移注意）

• 小孩哭鬧不止時，父母播放他喜歡的音樂，轉換小孩注意力到音樂上，
使其停止哭泣（無教育意義，需搭配其他策略使用）

• 動手阻遏

• 當學生出現打頭動作先兆，教師暫時握住學生的手，阻止行為延續（是
一種保護措施，而非用來處罰行為問題）



「重新指令」

• 當學生出現不適當行為，教師可以口語阻止其不當行為，
同時引導並指示學生做出適當行為。

• 如：小琪因為溝通能力有限，無法表達其需求而抓人時，
老師對小琪說：『小琪，當你要人幫忙時，不要抓人，
你可以給老師求助卡。』同時以肢體協助小琪拿求助卡
給老師。



重新指令

不適當行為發生後

注意事項：

• 說出感受，不要羞辱

• 具體描述，不要諷刺

• 遵循指令，給予增強

例子：
你看吧，我就知道你又沒辦法控制情緒了。
停下來，深呼吸讓情緒穩定！你做到了很棒！

口語阻止不當行為
引導指示適當行為

適當行為

不好的後果

好的後果

• 指示個體停止不適當行為，引導其從事適當行為。



使用前事調整的注意事項

• 考慮生態因素

• 切勿造成其他人過度的不便

• 避免限制個體正向行為和學習

的機會

• 避免帶給個體負向標記和嫌惡

感受

• 採取多元素的前事調整策略

• 使用褪除策略



感謝聆聽，未完待續…

敬請期待第二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