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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孩子而言，危機事件可包括親人/  

同學/師長的傷亡、社區暴力事件、

交通意外及自然災害等。這些事故

可能會為孩子的生活帶來混亂，並

削弱情緒的穩定性。

危機事件可能令孩子感受到驚慌、

焦慮、哀傷或憤怒等各種情緒。家長

可以參考以下結合「認知行為治療」

理論和「危機介入ABC 」模型的三個

步驟 (A: Assure; B: Beware; C: Connect)，

協助孩子在危機事件中臨危不亂，並

學習調節自己的情緒。

什麼是危機事件？

面對危機事件，
家長也可能百感交雜。

家長宜容讓自己
停一停、定一定，
接納自己的情緒。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
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

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以賽亞書 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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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二：聆聽轉述
❖ 專心聆聽孩子的表達，並嘗試以

中性正面的語言轉述她/他的話語。
從孩子的角度，肯定孩子有她/他
的觀察。

心法三：反映感受
❖ 觀察孩子當下的情緒，說出孩子

的感受，告訴她/他人有情感是正
常的，讓孩子明白自己的情緒是
被接納的。

心法一：陪伴接納
❖ 陪伴孩子，給她/他支持、安慰和

幫助 。用温柔的眼神望著她/他，
給她/他一個擁抱，讓孩子知道你
就在她/他身邊。

A : Assure 鞏固安全感

留意孩子，如果他們在認知、行為、
情緒及生理方面出現以下令您擔心
的情況，請考慮尋求專業協助。

• 難以集中精神
• 記憶力變差
• 學業成績或功課表現退步
• 不願意上學
• 思想負面
• 失去希望

• 容易緊張
• 容易受驚 /感到驚慌，如怕黑、怪獸、

陌生人
• 感到失望、內疚、無助
• 情緒不穩定，容易煩躁、哭泣
• 感到悶悶不樂、沉默寡言或情感麻木

• 激烈行為：表現疏離或抗拒，如不合
作、較常發脾氣、大哭、尖叫、出現
攻擊行為等

• 異常行為: 談及/重複詢問關於死亡的
話題；在遊戲中反覆重演創傷事故的
場面、不斷重提創傷事故

• 倒退行為: 如遺尿/便、吮手指、言語
困難

• 依賴行為: 經常緊隨父母或照顧者，
害怕與他們分離

• 退縮行為: 不願與其他人玩耍或說話

• 頭痛、腸胃不適
• 食量突然增加或減少
• 睡眠困難、早起、發惡夢
• 疲累、提不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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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nnect 連繫應對

透過對話讓孩子理解事件
❖ 告訴子女正確的資訊，傳遞正面

的訊息，維持正向的思維。
❖ 有需要時適當地篩選有關事件的

報導，避免描述令人不安的細節。

有需要時尋求援助

❖ 熱線輔導：向社會福利署/志願機
構尋求專業協助。

❖ 校內諮詢：如學校社工、輔導人
員、教育心理學家 (經學校轉介)。

❖ 即時危險：應打999召喚救護車/
直接前往醫院。

透過孩子喜歡的活動紓緩情緒
❖ 如繪畫、做手工、做輕鬆運動等。

B：Beware 了解情況

今次係一件不幸的事。
實在令人感到傷心同難過。

呢種感受更提醒我哋要珍惜生命。

如果你驚自己瞓，
我可以陪你。

事情發生得好
突然，你擔心
佢都好正常呀。
點樣可以令你
安心啲?

新聞報咗好
幾次，好多
救護車，
好似好大件
事咁……

嗯，你留意到
新聞報導，
大家都關注呀，
醫護人員依家
救緊人。

同學依家
入咗醫院，
我係咪唔會
再見到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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