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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實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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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

支援方向及實踐策略

設計多元活動
運用有效提問

提升動機：課堂參與提升動機：課堂參與

學校R是一所規模較大的小學（每級五班），校風純樸，學生主要來自附近的公共屋邨家庭，

師生相處融洽。學校一向關注學生的學習情況，期望每位學生也能自主地學習，發展其獨特

性和潛能。然而，在學年初，教師觀察到校內的初小學生，特別是一年級的學生，上課時偶爾

分心，較少主動回應教師的提問。另外，學生亦未能妥善管理個人物品，以致桌面較為雜亂，

容易在進行學習活動時分心，影響課堂表現。有見及此，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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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品組織技巧和課堂參與度。

有效管理空間
擅於組織物品

教授技巧：物品組織教授技巧：物品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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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業培訓

教育局支援人員於2023/24學年初向參與是次支援計劃的教師分享了為有注意力不足/過度

活躍症的小學生提供第一層支援的方向和策略，讓教師對執行技巧、訂定支援方向及如何在

課堂中應用支援策略有基本的認識。支援人員亦分享以往在不同學校實踐課堂支援策略的經

驗，加深教師對執行整個課堂支援計劃的了解。

二、 需要評估

在學校選定目標班別後，支援人員透過課堂觀察，初步了解整班學生的課堂表現。就觀察所

見，班中的學生大多比較文靜，他們能安坐在座位中，聆聽教師的講課。可是，只有少數學生

主動投入學習活動，舉手回答教師提問。即使教師邀請個別學生回答，他們也是害羞地輕聲

回應。而且，部分學生的桌面及座位較為凌亂，除了上課需用的書本和文具外，零食盒、水樽、

紙巾及其他科目的課業也散落在桌面和地上。支援人員留意到，上課時部分懷疑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常在桌上或抽屜內把玩文具或其他物品，更有學生打開零食盒偷偷進食。

他們需要教師頻密的口頭提醒，甚至暫時移除引起分心的物品，才能在課堂中短暫專注。

在籌備會議中，支援人員與教師進行諮詢，進一步討論班內學生的需要及初步訂定支援方向和

策略。支援人員分享課堂的觀察，認為可以透過不同實踐策略加強學生的整體課堂參與度和整

潔度。教師同意整班學生的桌面及座位較凌亂，容易出現分心物，使學生無法專注課堂。教師也

指出，部分學生因只顧把玩手中的物品而未能投入課堂學習，導致他們在課堂上顯得被動，較

少參與學習活動，回應教師的提問亦較為冷淡。教師及支援人員在會議中達成共識，先針對學

生物品組織的困難，訂定及實施有關物品組織的支援策略，並在課堂實踐後再作中期檢討。

三、策略的設計和實施

  物品組織

在考慮學生的年紀及能力後，教師向學生簡單清楚說明有關保持桌面和抽屜整潔的具體期

望，及與學生討論保持整潔的好處，並運用視覺提示圖（附件16.1，16.2）向學生展示整潔的

桌子應有的模樣，讓學生參照及跟從。為協助學生做到要求，教師都預留了上課開首的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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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收好與課堂無關的物品，及準備該課需用的書本及文具後，才開始課堂教學。在此策

略實施初期，學生未習慣在上課前按指示收拾個人物品，教師需要多花時間口頭提醒。但在

教師堅持使用相關策略的兩個星期後，學生都能逐漸內化妥善整理個人物品的行為並建立

常規，他們收拾物品的速度亦見提升。教師表示，學生的桌面和抽屜的整潔度均有改善，而

學生於上課時因把弄物品而分心的情況亦有所減少。

教師再次安排支援人員入班觀察學生的課堂表現。就觀察所見，學生於教師尚未進入課室前

已經開始收拾桌面和抽屜，並把散落在自己座位附近的文具拾起及放入在抽屜的筆盒內。而

教師進入課室後，亦抽查學生座位的整潔情況，並給予具體的讚賞。整體而言，課室的整潔度

改善，令學生容易分心的物品減少，學生能更集中於課堂學習。然而，在參與課堂活動方面，

學生如以往一般並不主動投入。以數學堂為例，教師提出了不同的提問，亦有邀請學生在黑板

前展示運算，但舉手回應教師的學生卻寥寥可數，只有某幾位學生主動舉手。有見及此，團隊

嘗試在第一層支援加入提升學生課堂參與度的實踐策略。

  課堂參與

在課堂觀察後的諮詢會議，支援人員向教師談及所觀察到的情況，並與教師商討下一步的支

援策略。支援人員和教師均認為學生的課堂參與度不足，需給予更多的支援。教師認為課堂

內已有足夠的機會讓學生參與學習活動，但學生的內在動機有待加強。支援人員認同教師的

觀點，提議教師可鼓勵學生使用不同的方式回應課堂提問。例如，學生除了以個人的方式

回應外，亦可用「思考-配對-分享」的方式回應（附件16.3）。教師可指示學生以二人一組，

在回應提問前，每個組員先自己想一想答案，再與另一位組員討論，最後才分享小組的答案。

另外，教師亦提出可以鼓勵學生使用非口頭的方式作回應（附件16.4），例如運用肢體動作、

手號或將答案寫在工作紙上等。教師認為，這些方法不但可使全班學生一同參與回應教師的

提問，還可減低部分學生單獨答題的緊張感，有助提升他們參與課堂活動的動機。

及後，教師除了繼續運用物品組織的支援策略外，亦於課堂內加入不少提升學生課堂參與的

元素，包括上述所提及的分組討論和多元化回應的機會。教師表示，學生整體反應正面，在不

同課堂中參與課堂活動及回應教師提問的次數均有明顯增加，班中建立了積極的學習氣氛。



四、成效檢視

在支援計劃實施了一個學期後，支援人員和教師均認為上述的支援策略能提升課堂內的學習

氣氛。於檢討會議內，教師指出超過一半的科任教師有參與支援計劃，故此支援策略能在

一個高密度的情況下實施，更有效地培養學生保持整潔的習慣。學生除了因分心物減少而更

專心上課外，教師還表示學生於課堂內尋找物品的時間減少，致使課堂的節奏變得更明快。

其中一位參與計劃的教師更表示，在計劃開始之前，她認為每堂給予學生三分鐘的時間收拾

物品可能會影響教學進度，意想不到的是學生因物件有序擺放，反而減省在課堂內等待學生

拿出指定用品，以及提醒學生集中上課的時間，令課堂教學更順暢地進行。

另外，教師反映在推行「課堂參與」的支援策略後，整體學生，包括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症及懷疑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較以往更加集中和投入，參與學

習活動及回應教師提問的機會也大大增加。教師表示，由於大部分學生也有機會參與課堂活

動，展示學習進度及成果，教師更容易地在課堂中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有一位教師分享她

能從學生集體的肢體動作回應中，即時得知學生們遇到的難點，從而就此作進一步講解，回

應學生們的需要。她更引述其中一位學生所言，認為不同的回應方式使課堂變得有趣，學生

更需要細心聆聽教師的指示才能用正確的方式回應教師。

五、總結及展望

為提升學生，包括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專心上課並投入學習活動的情況，參與支

援計劃的一年級教師共同合作在班中推行「物品組織」及「課堂參與」策略。從教師分享及課

堂觀察中得知，是次計劃的物品組織策略不但能提升學生整理桌面和抽屜的能力，還使課堂

更暢順地進行，有利教學。而教師所運用的提升課堂參與的策略則能加強學生參與動機，促

進他們回應教師提問，還為課堂增添趣味。學校有見是次課堂支援在一年級班成功推行，期

望未來能夠把相關策略推廣至其他初小級別，以提升學生課堂的學習表現及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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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援計劃總覽

二、需要評估
了解全班及班中有行為適應
困難的學生的表現及需要

2023年10月
• SENCO
• 相關科任教師

• 觀察每位教師的課堂1次
• 諮詢會議1次

三、實踐策略的設計和實施
針對學生的需要，在班中展示
有關物品組織的視覺提示，
教導整理桌面和抽屜的組織
技巧；並於課堂內提升學生
的課堂參與度，增加學生回
應教師提問和投入學習活動
的機會

2023年11月至
2024年1月
• SENCO
• 相關科任教師

• 觀察每位教師的課堂3次
• 回饋會議3次

教師培訓及參考資源
附件16.3：「思考-配對-分享」
執行流程 (doc) (pdf) 
附件16.4：增加學生的回應
機會的例子 (doc) (pdf) 

課堂用教學工具及材料
附件16.1：桌面組織圖 (ppt) 
(pdf) 
附件16.2：抽屜組織圖 
(ppt)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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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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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及目的 形式和資源
推行時段及
學校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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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 SENCO
• 相關科任教師

• 檢討會議1次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16.3%EF%BC%9A%E6%80%9D%E8%80%83-%E9%85%8D%E5%B0%8D-%E5%88%86%E4%BA%AB%E5%9F%B7%E8%A1%8C%E6%B5%81%E7%A8%8B.docx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16.3%EF%BC%9A%E6%80%9D%E8%80%83-%E9%85%8D%E5%B0%8D-%E5%88%86%E4%BA%AB%E5%9F%B7%E8%A1%8C%E6%B5%81%E7%A8%8B.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16.4%EF%BC%9A%E5%A2%9E%E5%8A%A0%E5%AD%B8%E7%94%9F%E7%9A%84%E5%9B%9E%E6%87%89%E6%A9%9F%E6%9C%83.docx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16.4%EF%BC%9A%E5%A2%9E%E5%8A%A0%E5%AD%B8%E7%94%9F%E7%9A%84%E5%9B%9E%E6%87%89%E6%A9%9F%E6%9C%83.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16.1%EF%BC%9A%E6%A1%8C%E9%9D%A2%E7%B5%84%E7%B9%94%E5%9C%96.pptx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16.1%EF%BC%9A%E6%A1%8C%E9%9D%A2%E7%B5%84%E7%B9%94%E5%9C%96.pdf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16.2%EF%BC%9A%E6%8A%BD%E5%B1%9C%E7%B5%84%E7%B9%94%E5%9C%96.pptx
https://sense.edb.gov.hk/uploads/content/adhd/EnhancementOfExecutiveSkills/Attachment/%E9%99%84%E4%BB%B616.2%EF%BC%9A%E6%8A%BD%E5%B1%9C%E7%B5%84%E7%B9%94%E5%9C%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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