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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育　重拾情緒掌控權

2017-04-30  記者 韓舒容 報導

在今日教育體制的運行下，仍有許多師長、家長和學生以升學主義為依歸，並且非常重視小孩與

生俱來的智商（IQ）高低，成為判斷孩子未來發展的標準。然而心理學家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則指出，一個人的發展不只受到智商的影響，也與他的情緒智商（EQ）有極大的關

係，無論是人際關係、求學、工作或整個人生都與它息息相關。

EQ為情緒智商，主掌感性的能力；IQ為智力商數，簡稱智商，屬於比較理性的能力。

（照片來源／梅問題教學網）

根據教育部103年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的統計，國中階段的兒童少年保護事件最多。而這個現象可

能起因於國中生正在發育，易受叛逆期、情緒不穩定和外在環境影響，假若學生情緒控制不佳，

或無法察覺自己的情緒時，就容易有不恰當的行為產生。因此懂得與情緒相處，已經是現今教育

中除了學科能力以外另一個重要的課題。

 

培養培養EQ能力　自己他人皆受益能力　自己他人皆受益

如今，在國小階段有情緒困擾的學生愈來愈多，再加上科技產品使用的年齡層逐年下降，孩子使

用3C產品的時間長，造成人際相處的機會也隨之減少。在此現況下，由於孩子年紀還小，若無法

從社交活動中學習人際互動的方式，那就更不易去察覺自己和別人的情緒變化，造就許多不必要

的衝突產生。

此外腦科學研究指出，杏仁核是情緒中心，當情緒太過衝動失去控制時，杏仁核會比負責思考的

大腦皮質率先做出反應，由於無法即時做出更縝密、理性的分析，時常導致有情緒失控的反應出

現，往往令人後悔不已。然而此神經迴路的反應方式是經過長期情緒刺激影響的，因此趁年紀較

小時接受情緒教育的薰陶，便會有利孩子掌控自己的情緒，進而刺激大腦皮質的神經迴路發展。

而一個情緒的產生，可能誘發自特定的情境脈絡，影響個體做出行為反應，例如：恐懼、憤怒、

悲傷、厭惡、驚訝、快樂等等。但人們每一個投擲出的情緒，也會受身處在同個環境內的人事物

影響，人們的情緒感染力更會彼此滲透。因此對孩子而言，學校與家庭更是潛移默化影響著他們

性格的地方，親師生三方都該對情緒有清楚的認知，才能營造出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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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宜婷郭宜婷

本期喀報為263期，
以「月琴護土　客庄

鈴聲響」為頭題，文

中不時穿插歌詞，字

字句句凸顯客家音樂的鄉土情懷。

另外本周有3篇與「情緒表達」相
關的文章，值得讀者仔細閱讀、深

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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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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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張芸瑄張芸瑄

阿美族女孩，喜歡大

海。一生若不經得風

浪哪叫人生。有種就

靠自己，人生最大的

懲罰是後悔、是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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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心理學家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認為人有六種基本情緒，包括恐懼、憤怒、

悲傷、厭惡、驚訝和快樂。（照片來源／認知與情緒新聞網）

透過情緒教育的培養，不只能讓孩子更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緒，提升情緒察覺、情緒辨識、情緒控

制、情緒調節、情緒表達和同理心等等的能力，也能改善小朋友的人際關係，培養他們解決問題

的能力。而長期致力於推廣情緒教育的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也設計了一套專門的EQ課程，針

對國小高年級的學生進行推廣，讓小朋友們能夠提早認識情緒。

 

情緒教育推動　人民自己來情緒教育推動　人民自己來

目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向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推動社會與情緒課程，並希望各國的政府能提倡情

緒教育。雖然教育部也有將情緒課題納入課綱，從幼兒園到高中職的教材內都有情緒相關單元，

但都只是教材內容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時常會被忽略或帶過。且情緒教育沒有一套正式、有系統

的教案，幫助老師掌握情緒教育內涵的核心價值，因此老師時常面臨不知道改從何教起、該如何

教的窘境。

由於政府對情緒教育的影響力沒有彰顯，加上情緒教育是個未被重視的課題，因此芯福里也自治

形成了一股由下而上的推廣動力，彌補情緒教育未被普及化的情況。芯福里也讓志同道合的家長

參加一系列完整的志工培訓計畫，而後以協同教學的模式，讓這些志工利用國小早自修或綜合課

的時間入班服務，教導情緒教育相關知識，讓家長、老師、學生三方在學習中都能一同受惠。

在培訓家長的過程中，協會也發覺了情緒教育帶給家長的一些改變。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副

秘書長葉維焜說：「很多家長會比較知道怎麼去經營他的家庭，或說比較能夠尊重他的另外一

半，尊重他的小孩子，而比較不是用教條式的領導，而是看到小孩子的需求、看到小孩子的感

受。」

此外透過入班服務的模式，不僅緩解了許多緊張的家庭狀況，也讓孩子的情緒狀況更趨穩定。葉

維焜也表示：「其實情緒教育是一個比較生活化的教育，你要在生活上用的上去，這個東西才有

用，經過兩年（國小五六年級）的內化，其實事實上效果是蠻不錯的。」經過情緒教育的陶冶

後，幫助小朋友能將EQ能力，成為一輩子帶得走的能力。

情境佈置　鼓勵正向抒發情境佈置　鼓勵正向抒發

隨著年紀增長，學生的學科壓力也愈來愈重，情緒教育的課程也更難被重視。雖然情緒的概念仍

會被收錄在國高中的輔導課或生命教育課內進行討論，但學習的深度仍是有限。台中曉明女中輔

導室察覺許多親子衝突的發生往往起因於不良善的情緒溝通，讓他們意識到了情緒的重要性，所

以特別為家長開辦親子講座、讀書會，幫助家長了解自己的孩子以及察覺彼此的情緒反應。

不僅如此，曉明女中輔導室也讓學生積極參與環境的佈置，利用繪畫或擺設一些可愛小物，鼓勵

學生藉由動手做，表達正向的情緒。曉明女中輔導室主任王美玲說：「我覺得情緒本身就是需要

去察覺跟表達的，好的表達很重要。」經過情境佈置點綴後，不僅讓環境更加美麗、舒適，也營

造出了一個溫馨友善的空間，將有效刺激正面情緒的產生。

雖然自殺、殺人和打人都是情緒表達的方式，但那都是不恰當的負面情緒抒發，不僅傷害自己也

傷害別人。相反的，正向的表達好情緒，藉此去鼓舞他人，必能激起許多不同的正面回應。而情

緒教育的本質，就是讓人們學習去辨認情緒反應是否恰當，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營造出一個更友

善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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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明永　一生與百合相伴駱明永　一生與百合相伴

百合達人駱明永，致力於復育台灣百合，不僅
成立台灣百合工作室，也持續在鄉野間種花。

我們相愛　卻互相傷害我們相愛　卻互相傷害

一念無明細膩描繪家人之間的羈絆和責任，同
時呈現社會環境壓迫、偏見橫行的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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