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主題是"創傷知情概念介紹及如何運用在教學實務"，我大概去了解一下，「創傷知情」是一

種解讀事情的眼光──在理解創傷如何影響人後，你可以用這些知識基礎來重新看待孩子

的行為、以及改變回應孩子的做法。當我們能夠開始理解創傷，就可以建立不一樣的眼

光和作法，不管是在教育、醫療、或是社福領域裡。我們不一定要知道每一位孩子的創

傷細節，但我們可以用創傷知情眼光去對待每一位孩子，理解孩子表現出的行為可能源

自於創傷。每一次當孩子情緒或行為失控，都顯示他不知道如何調節自己的情緒或感

受。孩子需要從身邊的照顧者學習如何調節情緒，讓孩子有機會能夠從你身上學到──每

一次出現情緒行為問題，都是你能夠幫助他學習自我調節的好機會。 

 

今天的講師徐君楓心理師就是這方面的專家，不只是督導級心理師，也培養很多輔導專業心理專業

相關人員，也接觸過很多個案有過很多實務經歷；以往特教研習的主題與內容，對於沒有接觸這樣

學生的老師來說可能感覺離得太遠，尤其是高中部特殊生很少，高中部老師們更多會遇到的是學生

的情緒行為問題及如何處理學生的內在困擾，而這次這一個主題更偏向全校老師都會需要建立的輔

導知能，應該會對大家更實用，能夠幫助老師們在輔導學生，不管是普通學生還是特殊學生，過程

中更能理解學生的困擾。 

 

再次宣導大家打開鏡頭，讓你的臉出現在講師面前，並給予講師回應喔！讓我們歡迎講師徐君楓心

理師。 

 

 

最後提醒大家，還沒報名這場研習的記得去報名喔！ 

 

上課紀錄 

靠體驗學會調節情緒 

失去對外在事物的正確判斷 

大腦過度刺激所以過於敏感 

創傷反應形成一種不舒服的人格特質 

創傷的僵化反應、糟糕的生存策略 

孩子有創傷不代表他可以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過度壓力過度刺激生存策略偏差行為 

無法正確判斷正確的生存策略，會拿出最強的 

給孩子正確的解決方法 

老師會比較淡定、減少焦慮 

對自己安全的判斷程度會影響焦慮程度、不可掌控感變高，引發壓力、危機感 

杏仁核會儲存所有負面事件的區域 

先調節他他才會調節自己 

防止再度受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