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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實例二十二

第三部分：

目標

年級

調適環境 教授技巧 提升動機

環境
設置

班規
建立

課堂
常規

物品
組織

學習
策略

狀態
調控

課堂
參與

行為
回饋

獎勵
系統

五年級

支援方向及實踐策略

學校Y致力締造良好學習環境，照顧不同能力及需要的學生。校方雖然積極推動不同的教學

策略，例如在日常教學活動中加入「概念圖」以協助學生的理解及記憶，但成效參差。教師

發覺部分學生上課時比較被動，多等待教師抽問才會回應，或直接抄寫教師提供的答案，較

少主動思考。近年學校確診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有上升趨勢，他們一般注意力及

學習持久力較弱，在語文科課堂尤甚。他們在課堂表現被動，難以跟上課堂進度，亦偶爾有

行為問題，影響整體學習。教師希望有方法能對症下藥，提升整體學生的課堂表現。有見及

此，學校以五年級中文科作為起動層，期望藉著參與是次支援計劃，提升學生（包括有注意

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參與課堂學習的動機，加強學校的第一層課堂支援。



支援計劃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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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培訓

教育局支援人員於2023/24學年初，為參與支援計劃的五年級中文教師安排了專業培訓工作

坊。在工作坊上半部分，支援人員分享了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在執行技巧方面的

需要，以及在學校開展第一層支援的理論、方向和策略，讓參與教師對第一層支援有更具體

了解。在下半部分，支援人員與教師溝通，初步了解學校情況及學生需要，以便日後更針對性

地訂定支援方向及策略。

二、需要評估

學校以五年級作為起動層，五年級各班的中文教師都參與其中。5A班的學生整體能力較平均，

班上有兩位確診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被選定為重點支援班別。特殊教育需要統籌

主任（SENCO）先收集教師評語，並在籌備會議中初步向支援人員分享學生的日常課堂表現。

隨後，教育局支援人員連同SENCO進行課堂觀察，留意到課堂上的教學模式多是教師提問，再

邀請個別學生作答，並以工作紙鞏固課後學習。支援人員也觀察到部分學生在課堂上較被動，

未有嘗試舉手回應，也需要教師或其他學生的協助才能完成工作紙。兩位有注意力不足/過度

活躍症的學生（學生甲和學生乙）的課堂參與表現未如理想，例如學生甲未有嘗試舉手回應

教師提問及做工作紙，並時常把玩文具及其他物件。學生乙則只是在課堂初段有嘗試舉手回應

教師提問，課堂下半部分的參與度較低，並出現分心及發呆的情況。同時，學生乙亦未能自行

開展做工作紙，需依賴教師的幫助及提醒。

根據學生的需要，支援人員、SENCO及小五級的中文教師選擇「提升動機」內的「課堂參與」

為主要支援策略，並確立了各班及學生甲和學生乙於第一層支援的行為期望﹕



學生甲

學生乙

•  參與課堂活動
•  回應教學內容
•   向同學匯報學習成果

•   回應教師提問
•   參與不同的課堂活動，例如完成工作紙

•   持續參與課堂活動
•   開展課堂學習活動
•  回應教學內容
•  向同學匯報學習成果

對象 行為期望

整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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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略的設計和實施

在了解各班及個別學生情況後，支援人員、SENCO及教師就進入策略設計的階段。

從近期的教學題材中，五年級中文教師選取了「誇張法」這個修辭手法，嘗試設計提升學生課

堂參與的策略。根據過往教學經驗，「誇張法」是學生較多用但較難掌握的修辭手法。在學習

「誇張法」時，部分學生（包括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未能掌握學習重點，只記得

要誇張地描述，而未有對焦描寫對象的特性，此外，他們對誇張法也欠缺整全的理解，只懂

誇大，卻常忽略「縮小」的部分。而當教師作出指正時，其中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

在學習誇張法時表示「比想像中困難」，失去參與課堂的興趣。透過提升課堂參與，教師期望

學生能更主動地參與課堂和更能掌握學習內容，提升教學效能。

訂定題材及參考過往的教學經驗後，支援人員與教師分享了《從「執行功能」角度提升學生的

課堂參與》這份資料的內容（附件22.1），讓教師更了解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在

執行功能上遇到的困難及相應的教學策略，並一起討論如何改善過往的教學設計。最終，

支援團隊落實以「多感官教學」及「多元參與」作為主要方向，運用相關策略提升學生在課堂

上的參與度。



 「多感官教學」- 有助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汲取及組織資訊

在汲取學習資訊時，支援人員觀察到班上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在工作記憶及

持續專注方面都出現困難。支援人員建議透過多感官教學，以視覺、聽覺或動覺等不同方式

呈現學習資訊或概念，讓學生不單可以聽到，也可以看到、讀到、接觸到及操作到學習資訊。

多感官教學同時可以延長學生的專注力以及加強學生對資訊的記憶。

此外，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因資料組織能力不足，即使他們能掌握個別學習

重點，但有時也未能找到不同重點之間的關連，進而有系統地整合概念。在學習上，他們較難

將新資訊與過往的學習內容作出歸納及連繫。視覺組織圖及概念圖等皆是有效的工具，以圖

像形式將學習資訊及概念，簡單、清楚和有層次地呈現出來，讓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的學生對知識有更整全的掌握。

五年級的中文教師參考了支援人員的意見，以「多感官教學」應用在教授「誇張法」上，在

教材、教學簡報及工作紙上作出以下的修訂（附件22.2）：

1. 以顏色及字體突出關鍵字詞：以較吸引的紅色和放大及縮小的字體呈現了誇張法的

「放大」及「縮小」效果；

2. 以概念圖展示誇張法的定義，既強調「事物特性」的重點，也同時避免學生只記得「誇大」

而忘記「縮小」的方法；

3. 借助學生熟悉的圖像，即卡通人物擁有的「放大電筒」及「縮小電筒」兩個法寶，將「放大」

及「縮小」的概念形象化地呈現出來，學生會感到親切、有趣，既能吸引他們的注意，也能

加強他們的記憶；

4. 在課業題目旁加入圖片，具體地展示描寫對象的特性，並以方格標示描寫對象，讓學生

更清楚留意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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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參與」- 有助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整理及展示學習成果

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在短期記憶、持續專注、開展任務及完成任務方面都常有

困難。他們通常難以完成過長或過於複雜的學習任務。有時，他們也較易受內在（自己的想法）

或外來（周圍環境）的干預而拖延，遲遲未能開展學習任務。在過程中，他們也較容易因

困難、挫折，或任務趣味性低等因素而感到厭煩，選擇放棄。故此，學習任務的設計非常

重要。若教師能提供多元參與的機會，包括將複雜的內容拆細、提供多元化的互動機會、按學

生的能力調整任務的難度等，不但能延長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參與學習的時間，

也能讓他們更投入學習，一步步掌握學習資訊及展現學習成果。

參考了支援人員的意見，五年級的中文教師在「誇張法」的教學過程中，安排了不少多元參與

的機會，讓學生掌握學習資訊及展現學習成果：

1. 將複雜的內容拆細 — 以「小步子」鋪排學習任務

 教師重整了課堂的教學活動。在調整後，每個教學活動只針對一個學習目標，例如：理解

「誇張法」定義、辨析「誇張法」用法、運用「誇張法」創作句子、運用「誇張法」情境

演繹、評鑑「誇張法」的運用等，由淺入深，讓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不會覺

得任務過於艱難，亦讓他們逐步掌握每個學習任務的要求，激發他們參與課堂的動力；

2. 提供多元化的互動機會 — 全班以動作展示答案

 為了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教師也在課堂中引入讓學生作出集體非語言回應的機會。

教師邀請所有學生以雙手舉起為「✔」及以雙手交叉放胸前為「✘」，示意不同的回應。例

如：教師以簡報展示不同的例句，教師邀請所有學生一同閱讀句子，以雙手舉起為「✔」，

示意句子運用了誇張法，以雙手交叉放胸前為「✘」，示意並句子沒有運用誇張法；

3. 提供多元化的互動機會 — 在學習任務中加入小組合作元素

 教師安排學生二至三人一組，應用誇張法一起創作句子，鼓勵同儕互相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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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學生的能力調整任務的難度 — 以「小錦囊」提供關鍵詞

 為減少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在學習時的記憶負荷，教師在寫作活動期間以「小

錦囊」(附件22.3) 提供關鍵詞，藉以調整活動的難度，讓學生更有信心嘗試。

四、成效檢視

就課堂觀察所見，目標班別的學生在「誇張法」的課堂中全部都能參與課堂活動，並回應教學

內容，展示學習成果。根據問卷結果，98%學生認同課堂活動的設計能鼓勵他們參與及投入

課堂活動，98%學生認同小組活動和討論刺激他們學習，100%學生表示喜歡此課堂的教學

活動的形式。在課堂觀察中，學生甲的投入課堂行為增加，例如︰他能以動作回應提問；在二

人創作句子活動時，他能主動與組員討論，一起創作；遇到不懂寫的字，他會向組員請教；

當教師為他提供「小錦囊」後，他會與組員分享，並參考「小錦囊」的提示創作句子。同時，與

學習無關的行為明顯減少。學生乙亦能持續專注及投入整個課堂，積極地以動作回應提問，

在二人創作句子活動時，他先自行試作，再與組員互相評鑑。兩位學生都能在課堂上主動

舉手，口頭分享自己與組員創作的句子。

在檢討會議中，SENCO及中文教師均認同是次課堂以提升學生（包括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的學生）參與課堂學習的動機為目標，教學設計以「多感官教學」及「多元參與」為方向，

輔以不同的教學策略及活動，讓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在35分鐘的課堂中有不同

的「小任務」，過程中需要思考及討論，學習歷程豐富。教師在拆細「任務」成小步子的過程

中也能更洞察學生的學習難點，進一步調節教學方法。支援策略施行的過程雖然也有一定

困難，例如需要調動課堂安排同儕觀課，也需時間調整課堂活動及習作設計，但是次支援

可以明顯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度，令學生投入學習，增強他們的自信。

五、總結及展望

是次參與計劃的Y學校旨在透過「提升動機」內的「課堂參與」策略，以加強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及能力稍弱的學生的課堂參與程度。教師就學生在執行功能方面的困難，

在傳達教學資訊及鋪排教學活動上多考慮他們的需要，加入「多感官教學」及「多元參與」的

教學策略，調整教材的呈現方式及課堂的互動性，讓學生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主動表達及



六、支援計劃總覽

二、需要評估
了解、評估及分析班中學生在
執行功能上的困難的表現及
需要，訂立第一層支援計劃

2023年10-11月
• SENCO
• 相關科任教師

一、專業培訓
讓參與計劃的科任教師深入認識
支援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的學生的第一層支授原則及策略

2023年9月
• SENCO
• 相關科任教師

• 教師培訓講座（詳情請參閱
本彙編第17頁）

三、實踐策略的設計和實施
支援人員與學校人員檢視
第一層支援策略的應用及進展

2023年11-12月
• SENCO
• 相關科任教師

• 觀察5A班的課堂1次
• 回饋會議1次

課堂用教學工具及材料
附件22.2：學校課業例子：
多感官教學 (ppt) (pdf) 
附件22.3：學校課業例子：
多元參與 (ppt) (pdf) 

• 觀察小五級其中兩班的課堂
各1次

• 諮詢會議1次

教師培訓及參考資源
附件22.1：從「執行功能」
角度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
 (doc) (pdf)  

四、成效檢視
檢視支援的成效及商議第一層
支援的跟進措施

2024年1月
• SENCO
• 相關科任教師

• 檢討會議1次

階段及目的 形式和資源
推行時段及
學校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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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課業，效果理想。總括而言，SENCO及教師均認為計劃給予學校一個完善現有教學策略

的機會，讓教師更關注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學習特質和步伐，讓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能更細緻地照顧他們的需要。計劃完結後，SENCO及教師期望未來能夠繼續發展其

他策略，並把課堂支援推廣至不同學科，藉以提升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課堂

參與度。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22.1%EF%BC%9A%E5%BE%9E%E3%80%8C%E5%9F%B7%E8%A1%8C%E5%8A%9F%E8%83%BD%E3%80%8D%E8%A7%92%E5%BA%A6%E6%8F%90%E5%8D%87%E5%AD%B8%E7%94%9F%E7%9A%84%E8%AA%B2%E5%A0%82%E5%8F%83%E8%88%87.docx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22.1%EF%BC%9A%E5%BE%9E%E3%80%8C%E5%9F%B7%E8%A1%8C%E5%8A%9F%E8%83%BD%E3%80%8D%E8%A7%92%E5%BA%A6%E6%8F%90%E5%8D%87%E5%AD%B8%E7%94%9F%E7%9A%84%E8%AA%B2%E5%A0%82%E5%8F%83%E8%88%87.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22.2%EF%BC%9A%E5%AD%B8%E6%A0%A1%E8%AA%B2%E6%A5%AD%E4%BE%8B%E5%AD%90%EF%BC%9A%E5%A4%9A%E6%84%9F%E5%AE%98%E6%95%99%E5%AD%B8.pptx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22.2%EF%BC%9A%E5%AD%B8%E6%A0%A1%E8%AA%B2%E6%A5%AD%E4%BE%8B%E5%AD%90%EF%BC%9A%E5%A4%9A%E6%84%9F%E5%AE%98%E6%95%99%E5%AD%B8.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22.3%EF%BC%9A%E5%AD%B8%E6%A0%A1%E8%AA%B2%E6%A5%AD%E4%BE%8B%E5%AD%90%EF%BC%9A%E5%A4%9A%E5%85%83%E5%8F%83%E8%88%87.pptx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22.3%EF%BC%9A%E5%AD%B8%E6%A0%A1%E8%AA%B2%E6%A5%AD%E4%BE%8B%E5%AD%90%EF%BC%9A%E5%A4%9A%E5%85%83%E5%8F%83%E8%88%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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