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用合適獎勵
強化目標行為

提升動機：獎勵系統提升動機：獎勵系統

獎勵記錄表

訂立清晰期望
運用正面語言

調適環境：班規建立調適環境：班規建立

班 規

1.
2.
3.

支援方向及實踐策略

學校B的辦學宗旨是透過愉快而結構化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的學業造詣及良好品德。面對

學生的多樣性及學習需要，學校以正面積極的教導方法啟迪學生，協助他們發揮潛能。

2022/23學年，一甲班有三名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他們的注意力及自制力明

顯較弱。他們難以留心聆聽教師的教學，有時四處張望，有時又把玩手中的物件，有時就像

被拉動的彈弓一樣，渾身是勁卻又難以控制，不時出現離座及干擾課堂的行為，教師需不時

提醒他們安坐。為了及早支援學生及建立班上良好的學習氣氛，任教一甲班的教師期望運用

班本支援策略，加強整班學生的注意力及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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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培訓及需要評估

教育局支援人員於2021/22學年已向全體教職員分享了為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

提供課堂支援的策略及實踐方法。因此，一甲班教師對相關策略已有一定認識及實施經驗。

可是，面對有較大行為需要的學生，一甲班教師雖已運用不同策略，但未見顯著的成效。有見

及此，支援人員與一甲班教師進行了諮詢面談，並觀察語文科的課堂。有關一甲班的狀況及挑

戰大致如下：

首先，支援人員發現一甲班學生對班規的認知不夠清晰。一甲班的規則數目頗多，而且全部印

在一張A4紙上，儘管張貼在壁報板的當眼處，學生卻難於閱讀。對於注意力較弱的學生，要

讀懂和牢記所有規則並不容易。另外，面對學生的分心及衝動行為，教師雖多番口頭提醒，但

學生不消一會又忘掉要求及教師的勸告。支援人員與教師均認為要加強學生對班規的認知，

便有需要簡化班規，並運用生動有趣的方法，令學生更易理解和記得教師的期望和班規。

支援人員同時也留意到一甲班學生普遍改變動機不足。在開學初期，教師嘗試給予三名目標

學生（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更多正面鼓勵，並於課堂完結時就著個別學生表現

較好的地方，給予具體的讚賞。實施初期，這三名學生的注意力及多動情況的確稍有改善。但

是，他們逐漸對教師的讚賞失去興趣，未能維持良好行為。此外，教師在課後與他們檢討表現

時，學生也常常表示已忘記自己的課堂表現。故此，提升學生展現良好課堂行為的動機亦成

為支援計劃的另一重要方向。

二、實踐策略的設計和實施

  班規建立

一甲班教師決定將原有的班規按實際情況作出統整及簡化，以便更聚焦改善學生的注意力及

行為控制能力。為加強學生對班規的記憶，支援人員建議教師借助有趣的小故事作引入及運

用視覺提示作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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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一甲班教師與支援人員創作一個有關玩具兵團的故事（附件2.1），在班上引導學生想

像自己是玩具兵團的一員，必須時常留意自己的專注狀態及言行舉止，以防被人類發現玩具

兵團的成員原來是有生命這個秘密。教師更創作有趣的故事情節，安排經常分心又蹦蹦跳跳

的彈弓兔加入玩具團隊，鼓勵學生留意並提示自己保持專注及調節衝動行為，成為彈弓兔的

榜樣。為了令學生對班規的印象更深刻，一甲班教師以故事的另外一個角色南瓜頭首領製

成視覺提示：南瓜頭首領身體的不同部分代表不同的班規，並有簡單文字作具體說明。他的

眼晴代表「眼望老師」，耳朵代表「細心聆聽」，嘴巴代表「保持安靜」，而手腳則分別代表

「先舉手、後發言」及「安坐」的行為。有了這個能吸引學生的視覺提示，當學生在課堂出現分

心或衝動行為時，教師便可適時運用它來提醒學生遵守班規。

  獎勵系統

為增強學生作出良好行為的動機，支援人員亦建議一甲班教師在班主任課與學生共同訂立

明確的獎勵系統。研究指出，部分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徵狀的學生的延遲滿足的能力

較弱，明確的獎勵系統能讓學生在展現良好行為後，因教師的即時正面回饋而獲得即時的

滿足感（Jackson & MacKillop, 2016）。明確的獎勵系統能培養學生的良好行為之餘，亦

能讓學生更留意自己的行為。

有了明確、可量度的行為目標後，教師再按學生的喜好及興趣訂立獎勵方法及換領獎勵的準

則。例如，每當學生做到先舉手後發言，便能獲得教師的讚賞及印章。集齊指定數量的印章

後，學生便可換領獎勵。此外，教師更仔細地把獎勵按印章數量分為不同等級（如金獎、銀獎

及銅獎），讓學生自行決定以較少的印章數量即時換領獎勵，還是繼續累積印章來換領更高

等級的獎勵。這個設計有助學生逐漸體會耐心等候的價值，發展其延遲滿足的能力，學生也

能學習透過延遲滿足，追求更遠大的目標，獲取更大的滿足感。

三、成效檢視

支援計劃在一甲班實施了一個學期後，支援人員及教師一致認為上述策略能改善班內的課堂秩

序及學習氣氛。雖然三位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仍間中有分心或衝動行為，但是他們

遵從班規的意識漸見增強。例如，過往他們需要教師重複指示才能作出短暫的配合。自實施以

上策略後，教師只需以眼神及視覺提示提醒，三位學生已能領會教師的期望而即時作出改善。

更重要的是，一甲班學生彼此間建立了共同語言，會以「要做南瓜頭首領」及「要做彈弓兔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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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等來互相提醒，營造了友愛互助的課堂氛圍。同時，當學生能清晰明確地了解自己的行為表

現，以及看到自己累積的印章數量越來越接近可以換領心儀獎勵禮物的數目時，其作出良好行

為的決心更強。另一方面，一甲班教師亦表示是次支援不單有助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更讓教

師熟悉調適環境以及提升動機的課堂策略，掌握如何照顧低年級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徵

狀的學生的學習和行為需要。

四、總結及展望

透過學校教師與支援人員的溝通和合作，及在班規建立及獎勵系統的推行下，學生對班規

及課堂期望有更深印象，其改善動機亦見增強，整體課堂秩序及學習氣氛也有顯著的改善。展

望將來，一甲班教師可多引導學生思考良好課堂行為的好處，以內化其改善動機。有見支援計

劃的成效，一甲班教師表示有意與同儕分享當中的支援經驗及教學點滴，讓班本支援模式可

以推廣至更多班級的學生，令更多學生得益。

五、支援計劃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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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培訓及需要評估
了解班中有行為適應困難的
學生的表現

二、實踐策略的設計和實施
針對學生需要，在班中訂立
明確的班規和建立有效的獎
勵系統

三、成效檢視
檢視支援成效，商討如何持
續發展第一層支援

2022年9-10月
• SENCO
• 一年級甲班班主任

2022年12月至2023年3月
• SENCO
• 一年級甲班班主任

2023年6月
• SENCO

• 諮詢會議1次
• 觀察課堂1次

• 諮詢會議
• 觀察課堂1次
• 回饋會議1次

課堂用教學工具及材料  
附件2.1：玩具兵團的故事 
(ppt) (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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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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2.1%EF%BC%9A%E7%8E%A9%E5%85%B7%E5%85%B5%E5%9C%98%E7%9A%84%E6%95%85%E4%BA%8B.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2.1%EF%BC%9A%E7%8E%A9%E5%85%B7%E5%85%B5%E5%9C%98%E7%9A%84%E6%95%85%E4%BA%8B.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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