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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暴家庭親子互動遊戲治療的互動改變歷程分析 

鄭如安 1    藍菊梅 2  

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親子互動遊戲治療歷程中親子互動的轉變情形。研究對象為有身體虐待情

事、單親且低收入戶的母子，研究者引用 Jernberg(1989, 1993)所提出結構性、參與性、撫育性和挑

戰性等四個具體的親子互動向度，設計一系列的親子互動遊戲介入，並將親子互動遊戲介入後的親

子互動過程，視為本研究的重要事件，予以錄影及轉譯成逐字稿後進行分析。資料分析採樣版式的

分析方法。研究結果顯示：運用親子互動四向度可以協助諮商師概念化親子互動關係；以親子互動

四向度進行評估時的注意事項宜再進一步探討；親子互動遊戲初期會自然呈現親子衝突的現況；親

子互動遊戲介入的過程，遠比遊戲本身的內容來得重要，親子間彼此會透過互動遊戲去調整自己最

需要調整的地方；親子互動遊戲有助於兒童建構新的正向安全依附經驗；專門設計給親方回饋的單

元極具實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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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遊戲是改善親子互動的有效媒介之探討  

 

（一）遊戲對兒童的成長有正面的影響  
Landreth(2002)

(Landreth, 2002) Schaefer(1983)
1.

2.

3.
4.

 

（二）遊戲本身就具有療癒的功效  

(Landreth, 2002)

2001 Ariel, 1992; Ariel, 
Carel, & Tyano, 1985  

（三）親子互動遊戲可以有效調整親子間的互動  

(Schaefer, 1983, 1994)  

二、從安全依附關係與系統觀的觀點論正向

親子互動的重要  

 

（一）正向親子互動與安全依附關係的建構  

(Bowlby, 1969)

(Booth & 

Lindaman, 2000; Briesmeister & Schaefer, 
1998)

(Ainsworth, 1989; Bowlby, 1969)  

(internal working model)

(Bowlby, 1969)

(Teyber, 2000)  

(Booth & Lindaman, 2000; Briesme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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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aefer, 1998)  

（二）從系統觀的觀點論正向親子互動的重要  

(intra-pathology)

(inter-pathology)
(Feldman, 1989)

1996  

(Briesmeister 
& Schaefer, 1998; Gil & Sobol, 2000)  

 

三、親子互動遊戲設計之理念基礎與實務  

 

（一）親子互動遊戲的源起  
Jernberg(1979, 

1989, 1993)
(theraplay)

Kohut
Winnicott

(Hard Start)

(Jernberg, 1979, 
1989, 1993)
Jernberg(1979, 1989, 1993)
(structure) (engagement)
(nurture) (challenge)

2005
2005 2008

2005  
2005

Jernberg

 

（二）親子互動遊戲設計的理念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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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ndaman, 
Booth, & Chambers, 2000  
2.  

(Lindaman et al., 2000)

 
3.  

(Lindaman et al., 2000)  
4.  

(Lindaman et al., 2000)  

 
5.  

(meta analysis)

Jernberg 
(1979, 1989, 1993)

 
(1)

30  
(2)

 
(3)  
(4)

 
(5)

 
(6)

 

（三）諮商師的任務  

 
1.

 
2.

 
3.

 
4.

 

（四）親子互動遊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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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五）親子互動遊戲的設計內涵  

1 Lindaman Booth
Chambers (2000)

2008  
1.

 
2.

 
3.

 

四、遊戲介入改善親子互動之相關研究  

（一）親子互動遊戲介入之相關研究  
Morgan(1989)

68

Munns Jenkinsc
Berger(1997)

(Jernberg & Booth, 2001;Mahan, 
1999) 2004

Jernberg (1979, 1989, 
1993)

 

表 1  親子互動遊戲名稱及其向度一覽表  

    

    

    

    

    

    

        

註：引自 Lindaman、Booth 和 Chambers (2000, pp. 38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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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二）有關身體虐待親子之相關研究  

2006 Costas(1998
Goodwin(2003) Smith Landreth(2003) Swift 
(2001)

 
1.

Smith Landreth (2003)

12

Goodwin(2003)

2005

 
2.

(Costas, 1998; Goodwin, 

2003; Smith & Landreth, 2003)

Costas

Goodwin

Smith Landreth

 
3.Swift(2001)

Swift

(1)

(2)

(3)

(4)
 

4. 2006

 

Swift(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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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2 2. 2006

 

研究方法  

一、研究參與者  

（一）研究對象  
 

1.  
30

 
2.  

    
3.  

 

 

 

（二）親子互動遊戲諮商師      

 



   

- 63 - 

（三）協同分析者     

 

二、研究工具  

（一）親子互動遊戲內容與實施      
1.

Jernberg(1979, 1989, 1993)

30 2
 

2.

 
3. Jernberg (1993)

(1)
(2) (3)

(4)      

（二）錄影器材  

 

（三）親子互動遊戲記錄表  

 

表 2  本研究之親子互動遊戲名稱及設計理念簡表  
 

 
  

1 
 

30  

 
2 

 
35  

11  30  ……
 

4&6 
 

30  

9  30   
10  40  

5  
 

40  

 
7  

 
30  

 

註：第 3、8 單元是回饋單元，並未進行親子互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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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分析  

(template analysis)
1

 

（一）分析大綱  

3  

（二）親子互動遊戲介入過程錄影及謄錄成逐字稿 

 

（三）確定分析範圍  

 

 

圖 1  本研究之資料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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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結構性、參與性、撫育性、挑戰性等向度的定義與內涵  
   

 

 

1.
 

2.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註：修改自 Lindaman、Booth 和 Chambers (2000, pp. 383-392)   

 
1.

 
2.

 

（四）親子互動遊戲行為分析  

3

□

○ ×

 

（五）描述與詮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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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統整親子互動遊戲行為之轉變歷程  

 

（七）撰寫報告  

 

四、信效度考驗  

Lincoln Guba(2000)

(credibility)
(transferability) (dependability)

(confirmability)
2005

 

（一）可信性  

 
1.

 
2.

 
3.

 

（二）遷移性  

 

1.

 
2.

 
3.

 
4.

 

（三）可靠性  

 
1.

 
2.

 

（四）可驗證性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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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確切性  

2005
 

1.

 
2.

 

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親子互動轉變歷程分析  

（一）不和諧的親子互動  
 

1  
CM01001：今天你要背住袋子中的東西

是什麼？  
CL01003：  不要！（未理會 CM 的要求，

就跑去玩玩具）  
CL01004：  我是殺人犯！〈CL 拿了玩具

刀對娃娃做出砍殺的動作〉

（ CL 拿著刀子砍殺動物娃

娃，並尋找想找的槍，CM 則

坐在地板上沒有回應）  
CL01005：  好了，強劫！  

……  
CL01013：強劫，搶到了。〈到放玩具的

地方搬了一個東西表示搶到

的東西〉  

……  
CL010226：好了搶到了，都不用刀就可以

搶到了。（從位置上跑過來又

跑過去）  
CL01027：要搶東西來吃了。（CL 繼續為

他的遊戲主題找東西）  
CL01029：這些都是要吃的。（CL 對 CO

的回應）  
CL01033：儲存食物。（CL 將搶來的東西

放回位置）  
CL01035：不用槍了！要用這吧，這個棍

子。（將手上的槍放下，改拿

棍子打動物娃娃）  
CL01036：好了！搶到恐龍頭了，搶到恐

龍的頭。〈CL 將恐龍頭套在自

己的手上，然後在遊戲室走來

走去，CM 面無表情看著 CL〉
CL01037：沒有東西可以吃了！啊！雞

（CL 玩得流汗了，開始用恐

龍抓動物玩具）（CL 將雞叼起

來丟到坐的位置）  
 

1

 

 

（二）親子衝突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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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 引導母親陪同 CL 合作疊疊樂遊

戲，CL 沒有接受，獨自去建構自己的遊

戲基地。CM 看著 CL 建構遊戲基地，沒

有參與也沒有口語反應。CL 獨自玩了約

20 分鐘，當他想玩其他遊戲時，CM 開

始提出收玩具的要求）  
CM03035：ＸＸＸ，等一下你要自己給人

家收玩具哦！（CL 整個人躺

在椅子上，雙腳翹得高高的，

CM 以嚴肅的口吻跟 CL 說）

CL03010：椅子也要？（ CL 躺著回問

CM，聲音已經變得不是很高

興）  
CM03036：對！  
CL03011：唉唷～（CL 躺在椅子上大聲

地表達）  
CM03037：不用唉唷！（CM 很堅持地回

應）  
CL03012：全部要～（CL 又再大叫一聲）

CM03038：誰叫你要搬那麼多下來。  
CL03013：那我就不用玩哪！（CL 滾了

下來，並用一種哭泣、生氣的

音調回應，並躺在椅子上看著

CM，CM 也看著 CL）  
 

2 20

 

 

1 2

Swift(2001)

 

（三）母親表露個人內在的議題  
 

3 
CM03015：因為他阿嬤最近，這個禮拜

啊！有去安親班找他們。  
CM03016：然後，也是重複那些話出來

說，就是說：他爸爸是我害

的！  
COC03017：哦！  
CM03017：然後又打電話跟我小叔講。我

說：「你跟你媽講，我不想做

到，讓她沒孫子可以看。」

CM03018：對啊！你知道這兩個去安親

班上課、下課，都 OK，還蠻

正常的。問題是他阿嬤每次

去，他們都會緊張！  
COC03019：為什麼？  
CM03019：因為他阿嬤都會跟他說：他爸

爸是我害的！  
CM03021：所以他就不知道要聽哪一邊

的？  

……  
CM03179：因為，之前他爸爸在的時候，

我們幾乎是每個禮拜都會出

去玩，就是他爸爸跟我，然後

小孩子，開著車就出去逛，就

是會去廟裡面。  

……  
CM03181：對啊！自從他阿嬤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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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然後我們就會有一些不

斷的吵架啊！  

……  
CM03187：對！我也跟我小叔、小嬸說，

我說：不要再讓我抓狂，讓我

抓狂，我就永遠讓他們找不到

這兩個，就對了！  
 

3

 

（四）親子正向情感的連結  
 

4 
（CL 仍然獨自遊戲約 20 分鐘，CO 介入

邀請 CM、CL 進行擦拭乳液的活動，CO
協助引導 CL 躺在 CM 大腿上，邀請 CM
為 CL 擦拭乳液） 

COC04085：你可以許三個願望，你要許什

麼？（小華躺在母親大腿上，

母親為其擦拭乳液）  
CL04070：趕快長大！（撒嬌地回答）

CL04071：就不用考試！（CM 聽了噗斥

地笑起來，並用手輕撫 CL 的

臉頰）  

……  
COC04088：你希望天使給你什麼？  
CL04073：我們三個永遠在一起，不會死

掉。（CL 躺在 CM 懷裡，仰著

頭對著 CM 說出願望，CM 聽

了之後也笑了起來）  

……  
COC04092：所以你希望媽媽怎麼樣？  
CL04077：嗯～永遠不死！（CL 很認真

地說出來，CM 繼續看著 CL，
也噗地笑起來）  

COC04093：很好，第三個願望呢？  
CL04078：嗯～可以過很好的生活。  

 
4

4

3
2004

(Lindaman et al., 
2000)  

（五）親子新的正向互動體驗      
 

5 
（CL 主動邀請 CM 一起用布偶演戲）  
CM05112：沒有，你要演一個就是有一個

動物啊。（CM 捧著 CL 的臉頰

說明）  
CL05008：冒險喔?（CL 笑起來，顯得很

有興趣地想急著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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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05113：對啊，因為他跟他的家人走失

了，那他要怎麼辦，你去想辦法。

CL05009：好！好！我會。（CL 急著爬起

來，並準備衝向布偶戲臺處）

……  
CL05025：這是人類。  
CL05026：然後他走失了，走失了，他跟

不到，他走失了。  
CM05131：然後他又遇到誰？（CM 開始

融入 CL 的劇情中，並開始開

放式地引導 CL 演下去，CL
則很投入地邊演邊自發講起

劇情故事與角色的發展）  

……  
CL05079：乓乓…這是他的…勇士後來

被抓傷，乓乓…啊！你要抓住

他啊！！（CL 對著媽媽說）

（CM 配合著 CL 的指示演出

小朋友抓住機器人）  
CL05080：給他吸住，小孩子刺他，然後

勇士受大傷。然後妳要踹他

啊，（CL 邊演邊描述，並告知

CM 要如何配合演出）用力踹

他，然後他受傷，這條線就斷

掉了，他還沒死啊，他的線斷

掉而已。（CM 合作一起演出

此段過程，CM 露出笑容地跟

著 CL 演）  

……  
COC05174：你有什麼要對媽媽說的?（演

完後，CL、CM 回到位置上）

CL05101：媽媽…… 
CL05102：謝謝媽媽。  
CL05103：媽媽！我愛你！（CL 抱著 CM

並回應）  
 

5

5 1
2

(Kashani & Allan, 1998; Wolfe & Bourdeau, 
1987)  

（六）調整中的親子互動  
     

6 
（CL 和 CM 先是進行自由遊戲 20 分鐘，

然後 CL 主動要求進行擦拭乳液的親子

互動）  
CM06038：你以後還是要加油啊！對不

對？  
CL06039：對，都考得很爛。  
CM06039：誰考得很爛？（CM 開始擦拭

CL 的手指頭，兩手輕握 CL
的手掌）  

CL06040：我考得很爛！  
CM06040：第二次考爛，我就不幫你了，

就讓你被人家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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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6   

（七）親子衝突的再呈現  
 

7 
（CO 引導親子進行相互化妝的親子互

動遊戲，進行到一半就因為 CL 的抗拒而

中斷，CL 獨自到一個角落，先是生氣地

坐著，然後就獨自玩遊戲）  
CM07093：我幫你用亮金金的！（CM 拿

了一瓶金粉）  
CL07087：不要！（CL 很專注地為自己

塗上顏色，並拒絕 CM 的要

求）亮金金很醜，我是吸血僵

屍耶。（CM 將金粉倒在自己

的手背上，仍然將金粉塗在

CL 臉上）  
CM07095：醬油的味道齁，對齁！（CM

繼續將金粉沾上 CL 臉部）

……  
CL07089：齁！幹嘛塗亮金金味道很奇

怪耶！（CL 開始大聲抗議沾

上金粉的味道）  
CL07090：我不要塗鼻子那裡啦，鼻子塗

黑色的啦！（CM 繼續在 CL
鼻子處沾金粉， CL 則抗拒

CM，並要求 CM 鼻子塗黑色

的顏色，不要沾金粉）  

 

 
7

2 7

7 2 2

7

2
7

7 2

 
1 6

7 2

 

（八）親子內在感受的轉換  
 

8 
COC08195：有時候會不會不捨？  
CＭC08095：會啊！會責備自己嘛！  

……  
CＭC08098：然後，只要每次我跟他爸爸吵

架，我一定是把小孩子帶走

的，然後只有那一次沒帶走而

導致小孩這樣。  
COC08199：而且就那一次妳沒有來帶，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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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變成這樣子流浪。  
CＭC08099：對啊，那小孩子會怎樣想啊，

會想是爸爸媽媽不要他還是

怎樣？對啊！  
COC08200：這段時間下來，妳對這個點妳

自己有沒有解開來？  
CＭC08100：是還 OK。  
COC082101：有比較解開來了？  
CＭC08101：如果沒解開就完蛋了！  

……  
CＭC08115：你看他去育幼院，回來的時候

是多瘦，很瘦非常瘦。  
COC08216：比現在瘦？  
CＭC08116：真的是瘦兩倍，真的啊，他之

前回來的時候真的很瘦！  
CＭC08117：對啊，就是他們兩個真的很

瘦，然後你看了都很心疼。

COC08218：妳晚上會哭嗎？  
CＭC08118：會，就想說我兒子之前養得都

胖嘟嘟的，現在變那麼瘦，會

想到這些！唉！…然後現在

又好不容易養胖了  
COC08219：哈哈哈，養胖了而且很快樂。

 
3

8

 

（九）衝突後親子互動的正向轉變  
 

9 
（CO 事先準備好「孩子，我永遠愛你」

繪本，引導 CM 讓 CL 躺在大腿上，然後

逐字念繪本故事給 CL 聽）  

……  

COC09027：來，你看喔這是誰？  
CL09021：媽媽。（CL 露出笑容，滿足地

躺在 CM 懷裡，看著故事書回

應，CM 也很專注地抱著 CL，
看著故事書）  

COC09028：這個是誰？  
CL09022：小孩。  
CM09013：我永遠愛你，我永遠疼你，在

媽媽的心裡，你是我永遠的寶

貝！  （CM 很感動的音調，

慢慢地念）  
CM09014：對不對…（CM 邊聽邊講的過

程，會輕輕拍著 CL 的身體）

CL09029：「手錶丟出來。」（CM 邊聽

CL 念，臉上露出輕輕的笑容）

COC09037：「媽媽氣得大叫，你這個小孩

你真讓我怎樣…」  
CL09030：「受不了！」  

……  
CM09016：我永遠愛你，我永遠疼你，在

媽媽的心裡，你是我永遠的寶

貝！（CM 一開始念這段文字

時，CL 整個人就變得更安靜

了下來）  
 

9

 
4

9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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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母親正向的轉變  
 

10 9  
CO 引導親子進行親子繪圖遊戲，中間

有很長一段時間就是親子安靜地作畫，

之後 CM 請 CL 在作品上簽名）  
CL09047：先畫樹，先畫樹，畫…錯了！

CM09022：那你剛剛有看到橡皮擦嗎？

（CM 和 CL 一起尋找橡皮

擦）  
CL09048：怎麼這麼奇怪，沒有橡皮擦。

（CM 仍專注地幫 CL 找橡皮

擦，找到橡皮擦之後，CL 繼

續畫圖，CM 在旁邊陪伴著）

……  
CM09027：你沒有簽名  ! 那不然ＸＸ老

師哪知道是誰畫的? （CM 將

圖畫紙拿起來，請 CL 簽名）

CL09089：不要做壞事。  
CM09028：你要簽名…（CM 將畫冊拿給

CL，CL 手伸向 CM，CM 將

CL 牽起來，CL 靠向 CM 趴下

來）  
CM09029：不 然 Ｘ Ｘ 老 師 不 知 道 是 你

的。（CL 開始靠著 CM，趴下

來簽名）  
10

 
2

7
10

 

（十一）轉換成功的的親子互動     
 

11 
（CL 主動邀請 CM 一起完玩具士兵，依

顏色分成兩國，玩兩軍對抗之遊戲）  
CL10068：再來，用這個。一，咦，這隻。

一、二、三、四！（CL、CM
都可以遵守規則，一來一往地

互動，兩個人都露出笑容）

CL10069：一、二、三、四、五，最多十

步而已。哈哈！（CL 邊玩邊

建構新的遊戲規則）  
CM10052：一、二、三，好了！（CM 專

注認真地移動士兵，和 CL 建

構整個互動遊戲）  
CL10070：我要用哪一隻啊？一、二、

三、四、五…（遊戲過程，

CL 會專心的思考，運用策略

和 CM 的部隊對抗，CM 笑笑

地看著 CL）  

……  
COC10032：最後一分鐘！  
CL10071：快點啦！（CL 要求 CM 把握

最後的時間）（CL、CM 開始

快入移動士兵，不再像剛才一

步一步地慢慢走，兩個人越走

越興奮，越走越開懷地笑起

來）  
11



 

- 74 - 

1 11

2006 ; Kashani & Allan, 
1998; Wolfe & Bourdeau, 1987  

二、親子互動轉變歷程探討  

11
4

11
 

 

（一）親子互動遊戲介入能使親子不當互動具體

呈現  

Keith
Whitaker(1981)

Swift(2001)
 

（二）回饋單元的應用極具實務價值  

(Costas, 

1998; Goodwin, 2003; Smith & Landreth, 
2003)

 

(Fish & Faynik, 1997)  

（三）親子互動遊戲是一個可以滿足親子需求的

媒介  

4

2004

2002 Costas(1998)
Goodwin(2003) Smith Landreth(2003)
Swift(2001)

 

（四）親子互動遊戲有助於兒童建構新的正向安

全依附經驗  

 

（五）親子互動過程比遊戲類別及內容重要  

9

2002

 

（六）親子互動的改善歷程是反覆及逐步的歷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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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親子互動轉變脈絡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7
10

 
 

 
   

○
○
□
○

 

註：○：表示為正向互動   ×：表示為負向互動   □：表示未出現此向度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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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ve an experience with the 
family)

(Kaplan, 1994)

 

（七）親子互動的評估宜加入整體的親子互動現

象描述      

1
11

 

 

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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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nberg

 
（本篇文章部分資料係參酌鄭如安於高雄師範

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撰寫之博士論文修改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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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Parent-Child Inter-

action in Counseling Sessions 

Ju-An Chen 1    Chu-Mei Lan 2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counseling 
sessions. The subject is a physically abused child from a low income family. Based on Jern-
berg(1989, 1993), a set of play with four dimensions, structure, engagement, nurture, and chal-
lenges, was designed for th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 feedback session was added to help the 
child’s mother process the play interaction. Data of significant events from the parent-child play 
intervention was recorded using video . The data was translated into texts and template analysis 
was appl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 dimension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re useful to 
counselors for conceptualiz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existing parent-child 
conflicts are spontaneously expressed in the initial sessions. We view the process of the par-
ent-child interaction 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content of the play therapy per se.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play, both the parent and child make necessary adjustments in their interactions, 
enabling the child to build new experiences of safe attachment. The feedback sessions of the 
counseling is very valu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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