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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點 主 題
相爭．相親
兄弟姊妹間相爭、冷戰、吵鬧，甚至打罵，
大都是孩子們恆常採用以滿足自身需求的方
法。幼兒階段的孩子較衝動，亦在學習掌握
正面解難的方法。家長不宜將兄弟姊妹相爭
的事情視為自己失職，甚至乎是「無家教」
的表現，反而嘗試客觀理解相爭又相親的背
後原理，以對焦問題。

兄弟姊妹相爭的常見成因

．嫉妒
．爭寵
．競賽
．引起關注
．閒來玩樂
．獲取能力感
．不同性格的碰撞

相爭中的學習

幼兒階段的學習方式，主要是探索嘗
試和從錯誤中學習（試錯法 Trial and 
Error） 以獲取生活技能與知識。其
實相爭也是孩子們學習的良機，從中
有機會學到：
．分配權責
．認識不同
．處理衝突
．據理力爭
．決斷堅持
．磋商妥協

如果兄弟姊妹的衝突不帶危險性（一
般口角），家長宜從旁觀察孩子，看
看他們如何自己解決，不用過早干預
，讓他們有機會嘗試運用自己的腦袋
解決問題及修正。即使孩子的解難方
法未必完美，實際體驗也讓他們學習
獨立思考，記憶更牢固。

相爭之處理方法

１調整期望
　．正面看待及接受兄弟姊妹相爭是成長
　　必經階段
　．留意每一個孩子的獨持性

２冷靜思考
　．冷靜情緒
　．思考孩子行為背後所蘊含的渴求：
　．感到被忽略而渴望被關注
　　．缺乏自信心而渴望被肯定
　　．受到干預而不知所措
　　．心情欠佳但不懂處理
　　．因羡慕生妒忌但不懂表達
　　．想被尊重但不懂方法

３回應孩子們的感受 
　（並非認同其行為）
　．媽媽感受到你覺得好委屈
　．爸爸知道你好想要哥哥的玩具車

４示範用正確的方法獲得訴求

５教導正確價值觀
　「公平」非「平分」
　．「公平」是按能力劃分權責 ：初生的弟妹需要奶咀，但年長的兄姊就不需要了；
　　初生的弟妹未上學，但年長的兄姊就可以上學了，如此類推。
　．「平分」是平均等量的分配：共有兩粒糖，哥哥得一粒，弟弟得一粒。
　　換言之，爸爸要食兩碗白飯，幼兒也要食兩碗白飯。試請幼兒想想這是否合理呢
　　？

６「通告」非「打小報告」
　．「通告」是當弟妹有需要但不能及時找着幫忙，兄姐代為通知父母。如弟妹爬出
　　嬰兒床快要跌倒，兄姐通知父母使弟妹得到適時協助。目的是讓對方得到幫助。
　．「打小報告」是刻意找出兄姐或弟妹的缺點舉報，目的是要令對方受罰。
　．讓孩子知道目的是解決問題而不是找岔 

７營造合作空間
　．讚賞兄姐弟妹平日互相合作的表現
　．切忌比較



調解相爭基本七式

第一式：事先訂立簡單易明的家規，讓孩         
　　　　子有準則可循。

第二式：分隔爭執中的兄弟姊妹及暫停他們的
　　　　活動，讓他們有空間和時間冷靜下來
　　　　。

第三式：了解相爭背後的想法與渴求。

第四式：鼓勵及協助雙方說出事件中的感　　
　　　　受，引導孩子從對方的角度感受　　
　　　　一下。

第五式：按情理和家規帶出合理後果。

第六式：正面示範。

第七式：鼓勵和表達信任孩子可以和諧相處。

家規範例

社交

．彼此相愛
．對人有禮
．要打招呼
．不可出手推撞及打人

範疇 簡易家規

行為
．不說謊言
．不說粗言
．不可尖叫

．自己做到的事自己做
．輪流玩玩具
．先問父母後取玩具

情緒
．有負面情緒時，先冷静，後討論
．憤怒是可以的，但不可尖叫/擲東西/推撞/罵人/打人
．就算不喜愛也不說難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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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事例

哥哥和弟弟玩，弟弟爭玩具

訂立家規：
要輪流玩玩具１

運用「暫停」讓他們有
空間和時間冷靜下來：
拿走雙方爭奪的玩具，
分開弟弟和哥哥。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了解相爭背後的渴求：
弟弟也想開心玩而直接
搶

鼓勵各人說出在事件中的感
受，再從對方角度想想：
問弟弟：「如果哥哥搶你玩
具你會開心還是不開心？」
問哥哥： 「如果弟弟在你
面前玩車，但没有你的份，
你會覺得怎樣？」

按情理和家規帶出合理後果：
爸爸媽媽說過：「要輪流玩玩
具」，如果不守規會怎樣？
自然後果：「想想，其他人會
喜歡和搶玩具的人玩嗎？」
人為後果：「犯規會扣減零食
，一視同仁。」

正面示範：
如果爸爸媽媽想玩別人的玩
具時會講：「唔該，可以和
我一起玩嗎？」

鼓勵和表達信任幼兒可以和
諧相處：
爸爸媽媽有信心哥哥和弟弟
可以慢慢學習到輪流玩。



應用事例

姐姐命令妹妹倒水，
妹妹不從後吵架

訂立家規：
自己做到的事自己做１

運用「暫停」讓他們有
空間和時間冷靜下來：
分開姐姐和妹妹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了解相爭背後的渴求：
姐姐想被人尊重而領導
妹妹

鼓勵各人說出在事件中的感
受，再從對方角度想想：
問姐姐：「如果媽媽喝令你
做事，你覺得怎樣？」
問妹妹：「如果你想姐姐幫
你，她不肯幫，你開心嗎？
」

按情理和家規帶出合理後果：
爸爸媽媽說過：「自己做到的事
自己做」，如果不守規會怎樣？
自然後果：「想想，如每樣東西
都只叫別人做，自己不做，有誰
會喜歡跟這樣的人做朋友呢？」
人為後果：「自己會做的事不去
做，那麼姐姐今天就沒有貼紙了
。」

正面示範：
如果爸爸/媽媽想別人的幫
忙時會講：「唔該，請問可
以幫我倒杯水嗎？」

鼓勵和表達信任幼兒可以和
諧相處：
爸爸媽媽有信心兩姊妹一齊
去學有禮貌和自己做到的事
自己做。

相愛一家親．遊戲棋

前言｜
和諧家庭是幼兒健康成長的基石。無論世情和疫情如何，家人的肯定
和支持，給予我們力量面對困難。齊來邀請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員參與
遊戲，學習合作與同行，一起打破人間的各種隔閡。

遊戲大綱｜
有一天晚上，「偕同」的一家人都發着同一個夢：家中各人散落在不
同的荒島上，他們需要集合衆人的力量，打敗沿途的怪獸（自私獸、
衝動獸、拖延獸、打罵獸、爭先獸、冷漠獸）回到家中團聚。
目的：家人一起完成任務，學習合作及信任，提升親子關係和促進兄
弟姊妹互諒互讓的精神。
玩法：按參與遊戲的人物將角色咭放在各小島的開始點位置，按序擲
骰，按骰面數字行棋，在停下的小方格，按圖示的怪獸圖樣取怪獸任
務咭，大人須說出完整內容：我欣賞你好努力、有勇氣、夠大方、懂
體諒。完成任務後可繼續前行至全體到達家中。
人物咭：祖父、祖母、父親、媽媽、哥哥、姊姊、弟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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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CENTERFORPARENTINGEDUCATION.ORG/LIBRARY-OF-ARTICLES/SIBLING-RIVALRY/COPING-SIBLING-RIVAL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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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空白頁
請剪出下頁遊戲卡

１請找出一件玩具，向兄弟姊妹說：
　「我哋輪住玩。」奬多行２步。

２請找出一件玩具，你讓他（兄弟姊
　妹）先玩，請說：「我讓你先。」
　奬多行３步。

１父母工作一天／孩子學習一天，
　覺得疲累，請前去擁抱各人，互
　相打氣說：「支持你！」，奬多
　行３步。
２請向祖父母／父母／兄姊／弟妹
　說聲：「我欣賞你！」，奬多行
　３步。



１替爸爸媽媽揼骨（２至３下）
　，奬多行１步。

２和兄弟姊妹商量，交換一件玩
　具玩一天，奬多行2步。

１因為搶了兄弟姊妹的玩具，請
　向對方說：「對不起」１次，
　奬多行1步。
２向爸爸媽媽／祖父母扭買玩具
　，請向他／她說：「對不起」
　２次，奬多行2步。

１請幫忙兄弟姊妹放好１件玩具，
　立即去做，奬多行１步。

２請找出家中未放好的１樣東西，
　然後請兄弟姊妹幫你放好，並：
　「唔該」１次，奬多行２步。

１感到不滿，邀請兄弟姊妹一起做
　一個Ｔ字手勢，說：「停一停，
　再說話」；奬多行３步。

２請和兄弟姊妹握握手，和平相處
　，奬多行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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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空白頁
請剪出下頁遊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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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家  解  說  
《 相 爭．相 親 — 教 養 兄 弟 姊 妹 和 諧 之 道 》

馮禮遜校監
馮教授在幼兒教育方面學識淵博，熱衷於幼
兒教育及課程發展，在幼兒發展的實踐及研
究上貢獻良多，是國際幼稚園機構前校監兼
總校長、教育局前課程發展議會委員、香港
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幼兒及基礎教育部兼
任講師、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客座副教授、香
港中文大學教育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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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為 空 白 頁



出
席
家
長

Cecil ia｜
兼職工作，與祖輩（要求年長的禮讓
弟妹）合力照顧5歲兒、3歲及1歲女
兒。

馮校監｜
從另一角度理解問題
明白相爭是成長的必經階段
兄弟姊妹間相爭乃是家常便飯， 從中孩子能夠學習到解難、協作
及溝通等生活技能，若非嚴重至打鬥，家長可以平常心，不需刻
意干預，讓孩子得以鍛練。

留心幼兒的發展階段及個性特質
兩個孩子年紀相差，在社交和認知發展階段有很大差距。妹妹的
橫行霸道不一定是姊姊的遷就所造成，兩者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
三歲或以下的幼兒：認知尚待發展，認為所有的東西都屬於自己
，較主觀和自我中心。所以，妹妹會有搶奪玩具的行為。
六歲的幼兒：已入學，認知能力較高、一般已有守規的概念：按
序輪流玩、喜歡參與合作性遊戲。因此，姊姊懂得禮讓。

Maggie｜
全職媽媽，育有2歲半及5歲女兒。

Jacqueline ｜
全職媽媽，育有2歲及6歲女兒。

《相爭．相親—教養兄弟姊妹和諧之道》

Jacqueline｜
大女(6歲)過份遷就妹妹(2歲)，令細女更加橫行霸道，如何是好？

馮校監｜
具體行動促進姊妹和平共處
先觀察孩子如何處理爭執 ，若非動手，
不過早介入
家長保持情緒平穩，不動氣，協助孩子平
伏情緒 
引導孩子思考：爭執時，如何解決紛爭
按幼兒發展階段應對
六歲姊姊（懂得推理和語言表達），家長
可與她討論解難。
兩歲妹妹（理解能力有限），家長可抱抱
孩子，告訴她：「姊姊很愛你、遷就你。
」讓她感到愛與關懷。

日常締造和諧家庭氛圍
透過兒歌、繪本、故事，帶出美德和價值觀（較抽象的概念）：「尊重」，增
加孩子的認知。
在家佈置一道「特色牆」，貼上姊妹相親的照片，留下和諧温馨的成長印記。
運用角色互換扮演遊戲，邀請姊姊扮演妹妹及讓妹妹扮演姊姊，讓孩子嘗試投
入別人的角色和感受，建立「同理心」。

Cecil ia｜
大仔（５歲）與大女（３歲）各不相讓，時起爭執，哥哥只肯讓１
歲妹妹；３歲妹妹性格剛烈，以自我為中心，事事搶先，亦不會遷
就１歲妹。如何教好？

馮校監｜
從另一角度理解問題 
理解兩代間價值觀的不同
不同時代、不同的文化背景會影響個人價值觀，兩
代的差異需要互相理解。
以平常心看待。

留心幼兒的發展階段及個性特質
5歲幼兒：守規則的概念已確立。
3歲幼兒：已入學，略懂少許社會規範。
1歲幼兒：語言和邏輯思維能力尚在發展初階 。
在家庭長幼序列裏，一般注意力都會放在最年長和
最年幼的身上，3歲女排行中間，父母分給她的時
間相對地少，因而引發孩子搶先的行為，可考慮將
1歲女兒照顧安排祖輩幫忙，多點時間教導5歲和3
歲兄妺學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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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校監｜
具體行動促進孩子守規和發展品德
與孩子一起訂規則
與5歲哥哥和3歲姊姊討論和議訂規則。
例如：玩具只有一件，誰先玩？玩多久？怎樣玩？
家長從旁以問題引導，規則由孩子自己思考去訂立，他們充满創
造力，家長可協助寫下並貼在當眼處，提示孩子按協定遵守。
如有反悔，家長可與孩子再次立約。目標在於有規則可循。讓孩
子在討論當中學會思考和溝通。
引導孩子理性思考(Menta l  Reasoning)
家長多發問，引導孩子經自己頭腦思考去作答。
例如，問妹妹：「哥哥為何一定要幫你呢？」「哥哥不是必定要
幫妳，但因為他愛錫妳，所以幫妳，那麽妳應該要怎樣做？」過
程中，家長不宜急於提供答案，如「哥哥幫妳，妳應該道謝。」
如此，孩子只知家長叫她去做，而不知道為何這樣做。同時也問
哥哥：「妹妺向你道謝，(哥哥) 你可以怎樣？」讓哥哥也經過思
考，學到「同理心」，禮讓妹妹的行為是愛的表達，而不是講條
件或是出於命令。
「親子共讀」和實際行動認識品德
家長可選取一些講述兄弟姊妹相處的繪本，透過說故事形式和解
答孩子的問題，讓孩子掌握正確的值價觀。
孩子與父母之間有着親密的依附關係。故此，他們都愛親近媽媽
，媽媽可以一種獎勵方式，如果兄妹不相爭便會安排「媽媽講故
事時間」，孩子會非常渴望而有動力和諧相處。
預備一些小咭，當5歲哥哥幫助了3歲妹妹，請妹妹畫個公仔送給
哥哥，多謝他的幫忙，讓哥哥知道妹妹欣賞他。此舉拉近兄妹關
係，也教孩子學會表達和感恩。

Maggie｜
每逢趕時間，兩姐妹一起不合作，自己就肝火上升，如何兼顧？
姊姊（５歲）性格內斂，不擅表達情緒，覺得妹妹（２歲半）煩
時會出手推妹妹，如何教好？Cecil ia｜

大仔（５歲）與大女（３歲）各不相讓，時起爭執，哥哥只肯讓１
歲妹妹；３歲妹妹性格剛烈，以自我為中心，事事搶先，亦不會遷
就１歲妹。如何教好？

馮校監｜
從另一角度理解問題 
了解自己和孩子的性格
先天的因素和後天的影響，導致各人不同的
性格，擁有個別差異實屬平常。
2歲半幼兒：較自我中心，未入學，自理和
紀律仍待學習。
5歲幼兒：說話能掌握運用句子溝通，內歛
的性格需要安全感和鼓勵，以表達內心世界
。
媽媽「急性子」、做事講求「快靚正」，但
教養孩子便要鍛練耐性。
正面看姊妹相爭，視為學習機遇
處理衡突，往往需要運用到8大共通能力
(Gener ic  sk i l l s )  ，如協作、溝通、創造、
批判、運算、解難、自我管理和研習技能。
孩子從實踐中得以鍛練，家長只需從旁引導
，而冷靜情緒是第一步。

具體行動促進孩子解難和學習情緒表達
分配時間與5歲姊姊獨處傾談
以提問啟發孩子解難能力
１找出問題所在：姊姊和妹妹都想玩同一件玩具，所以爭。
２思考解決方法：鼓勵孩子說出自己的想法，孩子可能答：「
我(姊姊)可以讓她(妹妹)玩一會兒，不過她最後要還給我。」、
「我們輪流玩。」、「我們兩個都不准玩！」、「我不玩這個
玩具，玩別的玩具。」孩子提出任何答案都不要緊，重點在於
答案必需經過孩子理性思考(Reasoning)並出自孩子的口，方
能達致施教的目的。
陪伴孩子思考解決問題方法，而不是替孩子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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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校監｜
情智教育
孩子有情緒時，大人應先冷靜，才有能力協助孩子，否則會令孩
子更燥動驚惶。
讓孩子明白自己的情緒狀態：如難過、心煩、生氣等。
教導孩子表達方式：說出情緒詞彙。
引導孩子找出路：不安時可找媽媽抱抱。

Maggie｜
每逢趕時間，兩姐妹一起不合作，自己就肝火上升，如何兼顧？
姊姊（５歲）性格內斂，不擅表達情緒，覺得妹妹（２歲半）煩
時會出手推妹妹，如何教好？

結語：
兄弟姊妹相處間中有爭執，不是什麼稀奇的
事情，家長的角色在於陪同及引導孩子尋找
解决方法。正如此刊物的取名一樣：「偕同
」- 陪伴兒童成長，意義深長。
聖經中的智慧：「不可含怒到日落」，正正
教導孩子可以「嬲」，但不可以「記」太長
時間。

相爭是一時， 相親是永久，珍惜兄弟姊妹
的愛與關懷。

協恩中學附屬幼稚園 李心悦

同玩 ·  同樂 ·  一同快樂成長！

溫馨牆．
致我愛的家人
我們收集了家庭成員或兄弟姐妹間相處的溫馨愉快的時刻，製作成「溫馨
牆」，讓讀者透過分享家庭喜悅，在家庭及社區間傳送「關愛、和諧相處
」的信息。
同時鼓勵大家可在家中自行築起屬於你們家庭的溫馨牆。

協恩中學附屬幼稚園 彭凱願

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何峻橦、何俊逸

願朢展現歡笑臉，同行互愛每一天！
Ful l  of  Love ,  Fa i th  w i th  Hope!

設計對白:
哥哥：「細佬，我地估吓米奇喺後面做咩動作
　　　吖，我哋又一齊做個動作先。」
細佬  :  「好呀！ 」

— 情緒專題　2019　專家解說 — 



美 感 專 題
物資準備：
綠色、橙色、黑色和白色廣告彩、畫筆
孩子，嘗試將不同份量的白色加入各種色彩，看看色彩的深與淺有甚
麼分別，再為媽媽的肢體、婆婆的衣服和肢體填上顏色。

關愛社區．物資相贈

在執拾家居、為孩子添置玩具、圖書，甚至搬屋時，會留意
到仍有價值的物品，卻未必合用。其實坊間有些物資捐贈的
團體或機構，我們可分享有餘的物品予社區上有需要的人士
，共建關愛的社區。

五 餅 二 魚 網 站
捐贈：
有心人把有餘的物品贈送給社福機構
和教會，以及機構內的貧困家庭。捐
贈人士可在網站內登記物品，然後由
申領者向捐贈者提出申領。
徵求：
有需要人士先告知社福機構或教會，
然後由社工或機構幹事代為刊登所需
物品及聯絡捐贈者。

救 世 軍 循 環 再 用 計劃歡迎個人或各大機構的衣服及物
資捐贈。捐贈物資經分類後，部分會
於港澳兩地的家品店作義賣，收益用
於救世軍推行的社區計劃。部分捐贈
物資則會轉贈予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如
獨居長者、露宿者、釋囚及領綜援人
士等。

— 美感專題　2221　社區專題 — 



抽獎結果公佈｜幼兒劍擊體驗（６人）
以下是得獎的幼兒姓名及家長聯絡電話首四個號碼
（排名不分先後）：
１陳奕熹 6154
２梁皓浚 5400
３柯逸霖 6981
４潘怡琳 5401
５鄧宇軒 5335
６李學麟 6548

獎勵安排將於４月中旬個別電話聯絡得獎人。如有查詢，
請電2111 2055 與《偕同》編輯聯絡．

第二十四期「偕同」問卷

問卷：http://bit.ly/30VR4lk

23　抽獎結果公佈 —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的幼稚園駐校社工團隊，特別為本服
務的幼稚園家長設立熱線電話，家長在管教或家庭上有需
要或困難，可致電本熱線作諮詢，詳情如下

熱線電話：51939481
熱線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公眾    　
　　　　　假期除外

若有需要，家長亦可聯絡你的駐校社工尋求支援或協助。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哥林多後書十二章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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