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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執行功能」角度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
參考資料

「執行功能」稍遜的同學，對單一傳達的信息（例如語言或文字）的短期記憶較弱，較難持續專

注，亦較難連貫過往的已有知識，建立具意義的資訊系統，影響學習成效。此外，他們對於非自己

喜歡的任務，可能拖延方法面對，遇到困難或工作趣味性較低時，較常出現負面反應。

以下列舉部分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同學在執行功能上的困難，並羅列相關的教學原則及策

略，讓老師在課堂教學上，能為同學提供適切的輔助，以加強學生參與課堂的動機﹕

執行功能上的困難 

反應抑制

工作記憶

情緒控制

持久專注

任務展開

組織

• 安排動態、靜態交替的教學活動

• 調節課堂涵蓋的知識量

• 明確標示新知識重點

• 適時重溫知識，鞏固知識聯繫

• 提供小錦囊提示知識重點，減少記憶負荷

• 安排不同場景應用新知識

• 提供支援讓同學逐步完成任務

• 以小步驟鋪排引入新知識重點

• 提供不同的練習機會

• 讓所有同學都參與練習

• 有系統地引入新知識

• 將新知識與已有知識連繫

• 有序地安排教學 ，讓學生有線索依循

相關的教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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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學生吸收及組織資訊的教學策略：

環境設置

▪ 把教學目標和流程張貼在課室的當眼處

教學策略

▪ 預先教授詞彙或關鍵概念

▪ 標示重點關鍵詞（字體加粗/劃線提示）

▪ 把訊息拆細，讓學生容易記得

▪ 運用視覺組織圖或概念圖展示概念

▪ 以實例、情境或學生的生活經驗舉例說明概念

▪ 安排學生積極參與的活動，例如角色扮演 

教材安排

▪ 提供筆記或組織圖

▪ 使用多元化教材（實物、照片、短片、漫畫或動畫）解釋關鍵概念或重點字詞

▪ 提供分層工作紙

▪ 提供「步驟提示卡」

有助學生整理及展示學習成果的教學策略：

教學策略

▪ 讓學生以二人小組先討論可行答案，再在大班分享

▪ 讓學生以有創意的方式展現學習內容，例如話劇創作、結局改寫、推銷創新產 

品等

教材安排

▪ 提供答題框架或寫作框架協助學生整理答案

相關支援策略 (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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