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援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的小學生」分享會

19.6.2025

教育局 特殊教育分部
教育心理服務（香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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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

第一層支援的方向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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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一、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的特徵

二、在課堂內提升學生執行技巧的考慮

三、如何在課堂內提升學生的執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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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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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文老師請大家輪流答題時

，我有很多內容想說，但同學說

得很慢，我忍不住打斷同學，結

果被同學責怪。其實我也知道要

等別人說完才輪到我，但我很難

忍耐。下午，我心情很差，不能

集中上課。其實我發現自己有時

控制不到自己的行為。

19-6-2025

小B
三年級

今日科學展覽，我原本設計了一

架很強的「無人機」，我一直在

腦內想，我知道有很好東西要準

備。但有很多其他事情打亂了我，

所以一直準備不到物資，拖延到

最後才趕急完成，過程很不順利。

我很氣憤，因為明明可以做得更

好！

大B
五年級

19-6-2025

心情日記

他們有甚麼目標?

為甚麼他們未能
如願達成目標?

他們遇到了甚麼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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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口而出

不專心

隱藏困難: 執行功能不足

行為表徵

影響
調節思想和
行為的能力

反應抑制

堅持達標

工作記憶持久專注

規劃/優次排定

組織

情緒調控 任務展開

後設認知

靈活變通

時間管理

心情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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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忽略細節

無時間觀念

隱藏困難: 執行功能不足

行為表徵

影響
調節思想和
行為的能力

反應抑制

堅持達標

工作記憶持久專注

規劃/優次排定

組織

情緒調控 任務展開

後設認知

靈活變通

時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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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
所面對的執行功能困難

• 透過學習執行技巧（executive skills），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症的學生可以學習覺察和調節自己的思維、情緒和行為，更有效

率和效能地工作以達到目標。
(Barkley, 2014; Dawson, 2021)

反應抑制

堅持達標

工作記憶持久專注

規劃/優次排定

組織

情緒調控 任務展開

後設認知

靈活變通

時間管理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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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功能的神經科學基礎

背外側前額葉皮質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 規劃優次
• 時間管理
• 持久專注
• 工作記憶
• 靈活變通
• 後設認知

眼窩前額葉皮質
(Orbital prefrontal cortex)

• 反應抑制
• 情緒控制

Kaufman (2010)

有AD/HD的學生執行功能較弱，與腦神經因素有關，
並非故意做出非期望行為 10



二、在課堂內提升學生執行技巧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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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情緒

社交 自理

1. 提升執行技巧，對學生有甚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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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方面

• 建立持續專注、抑制衝動等執行技巧有助學生持續專注，在課堂中有效學習

• 同時，掌握組織、後設認知、工作記憶等技巧也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1. 提升執行技巧，對學生有甚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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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數學科課堂上由老師教授後設認知的方法

• 每周大約 2 到 3 次，每次約半小時

1. 你的目標是什麼？

2. 您從工作紙哪部分開始工作？

3. 你使用了什麼策略？

4. 該策略如何幫助您實現目標？

5. 下次你還會做什麼？

6. 下次您還會使用哪些其他策略？

Iseman, J. S., & Naglieri, J. A. (2011). A Cognitive Strategy Instruction to Improve Math Calculation for Children With ADHD and LD: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4(2), 184-195. https://doi.org/10.1177/0022219410391190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1)

1.提升執行技巧，對學生有甚麼幫助？

「規劃策略」(Planning Facilitati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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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組」接受一般教學(Normal Instruction)

「實驗組」接受規劃策略教學(Planning Facilitation)

在前後測中，「實驗組」相對「對比組」，在以下範疇

有顯著進步：

– 數字運算（Numerical Operation）

– 數學快速運算（Math Fluency）

前 後

1.提升執行技巧，對學生有甚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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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方面

• 建立情緒控制、後設認知等技巧，能讓學下提醒自己覺察的能力，調整個

人情緒及狀態

1.提升執行技巧，對學生有甚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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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方面

• 當學生掌握抑制衝動的技巧後，較少機會呈現衝動行為，日常朋輩間的互動更

正面

• 掌握規劃與優次排定的技巧後，學生懂得安排自己的日程，能實踐對他人的承

諾，得到同學的信任

1.提升執行技巧，對學生有甚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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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方面

建立組織、時間管理等技巧有助學生提

升自理能力

1.提升執行技巧，對學生有甚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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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情況

執行技巧
不足

學習 情緒

社交 自理

提升執行
技巧 目標

反應抑制

堅持達標

工作記憶持久專注

規劃/優次排定

組織

情緒調控 任務展開

後設認知

靈活變通

時間管理

1.提升執行技巧，對學生有甚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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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技巧繁多，
該怎選擇才能對學生有幫助？

(Dawson, 2021; Dawson & Guare, 2018)

基
礎
技
巧
反應抑制

工作記憶

情緒控制

持久專注

任務展開

靈活變通

高
階
技
巧

規劃與優次排定

組織

時間管理

堅持達標

後設認知

基礎技巧是發展高階技巧的基石 較高階的執行技巧在中學時期持續發展
20



你會選擇集中提升哪一(幾)項執行技巧？

學生表現:

▪ 小二男同學

▪ 上課時經常無故騷擾同學

學生表現:

▪ 小五女同學

▪ 在課堂作文時經常發呆，未

能在限時內完成 21



2.執行技巧繁多，
該怎選擇才能對學生有幫助？

• 執行功能的發展有不同的階段，較早發展的執行技巧，是發展高階技巧的基石

• 觀察學生的具體情況和需要，參考執行技巧的發展時段，按部就班地建立同學
的執行技巧

22



3. 課程既深又廣，教學時間十分寶貴。

教師擔心難以有足夠課時教授執行技巧。

• 長遠來說，培養學生的執行技巧有助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學習過程更有效率

及省時

• 在我們的支援經驗中，不少教師也成功地在課堂內運用提升學生執行技巧的

策略，同時兼顧課程內容

• 在支援前，教學內容本來已包括提升執行技巧的元素，教師們只需作出一些

調節或增潤，便能有系統地在課堂內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執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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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在課堂內提升學生
的執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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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第一層支援提升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
學生的執行技巧

為甚麼學生會有行為困難?

我們如何有效地在日常課堂支援他們呢?

學習環境、任務或指示方式為
會否為學生帶來障礙?

學生欠缺相關的執行技巧?

學生缺乏動機展現執行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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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支援方向，九項實踐策略」

調適環境 教授技巧 提升動機

提升執行技巧

(Dawson & Guare, 2018)

環境中的障礙? 欠缺技巧? 缺乏動機?

三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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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執行技巧

「三個支援方向，九項實踐策略」

調適環境 教授技巧 提升動機

(Dawson & Guare, 2018)

環境中的障礙?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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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運用以下清單檢視目前課室的環境設置，以提升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學習效能。

(Barkley, 2016; Rief, 2016; Simonsen & Myers, 2015; 施淑如，2006)

(1) 課室環境

安排合適的課室燈光和亮度

拉上課室內靠近走廊的窗廉

保持課室環境整潔，包括壁報板、教師桌、書櫃、窗檯等

把課室用品擺放在固定位置，並貼上標籤

保持走道暢通

定期更新壁報板(特別是黑板兩旁的壁報板)上的資料，避免壁報板上資訊過多或壁報板過於混亂

在壁報板上張貼學生的作品和/或好行為記錄，展示他們的進步或成就

移除課室內阻礙教師視線的物品

環境設置（例子）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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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座位安排

確保書桌沒有破損並整齊排列

根據不同的教學活動安排課室座位

安排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坐在靠近教師桌的座位或能專注工作的學生附近

安排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坐在較少干擾的座位，例如避免坐近通道、書櫃或儲物櫃

按需要運用擋板為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製作獨立的工作空間，減低外界干擾

安排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有較多的活動或工作空間以進行不同工作

按需要安排朋輩支援予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

教師可運用以下清單檢視目前課室的環境設置，以提升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學習效能。

(Barkley, 2016; Rief, 2016; Simonsen & Myers, 2015; 施淑如，2006)

環境設置（例子）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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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運用以下清單檢視目前課室的環境設置，以提升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學習效能。

(3) 視覺提示

把視覺提示（如良好行為提示、班規等）張貼於當眼位置、黑板兩旁或教師容易運用的地方，

方便教師提示學生

進行有時限的學習任務時，展示圖像化的倒數計時器

按需要在地板上標記排隊路線或工作及活動範圍

(Barkley, 2016; Rief, 2016; Simonsen & Myers, 2015; 施淑如，2006)

環境設置（例子）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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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班本期望

地點

1. 別人向我說話時，我要眼望別人和專心聆聽。

2. 我會用友善的說話回應別人。

3. 如果我有不同意見，我會先聆聽別人的說話，才說出我的意見。

1. 我會準時完成課業。

2.我會帶齊課本和文具。

3.我會抄齊家課冊。

1. 同學詢問我有關學習的問題時，我會嘗試解答。

2. 我會在同學氣餒時鼓勵同學。

尊重
Respect

負責
Responsible

關懷
Caring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1

(Center on PBIS, 2022; Simonsen & Myers, 2015)

班規建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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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場班本期望

地點

1. 使用設施時，我會排隊輪候。

2. 我會得到別人同意才加入遊戲。

3. 我會在遊戲時有禮貌地表達感受。

1. 我會愛護遊樂設施。

2. 我會在操場安全地行走。

3. 跳繩後，我會收拾好繩子。

1. 我會幫助低年級學生收拾物品。

2. 遊戲時，我會為同學打氣。

尊重
Respect

負責
Responsible

關懷
Caring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1

(Center on PBIS, 2022; Simonsen & Myers, 2015)

班規建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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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運用正面和具體的語句來改寫以下的班規。

5A班班本期望 班規

尊重 • 上課時，同學不要東張西望或玩弄文具

• 想發言時，不要在座位中大叫出來

負責
• 做堂課時不准拖延

• 不可遲交功課

安全 • 不准奔跑

• 不准將雜物和書包放在走廊通道上

班規建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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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班班本期望 班規

尊重
• 上課時，要眼望老師及細心聆聽

• 想說話時，要先舉手，安靜等待老師邀請才發言

負責
• 按老師指示開始做堂課並按時完成

• 按時完成和繳交功課

安全 • 如果需要離開座位，要慢步行走

• 把書包放在書桌旁的掛勾上

參考答案

班規建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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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深學生對班本期望的記憶，學校可設計

具學校特色的吉祥物作為視覺提示。

例子﹕右圖的學校吉祥物「小水牛」

吉祥物設計
一對牛角代表

Respect (尊重) 和Responsible (負責)

鼻環代表

Caring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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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息流程

1. 收拾座位

2. 準備下一堂課本

3. 有秩序地前往操場

4. 進食後清理環境

5. 去洗手間

6. 安靜排隊上課室

課堂常規（例子）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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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玩具兵團
其他玩具想加入玩具兵團，都要

有特別的技能，而且必須聽首領

的指令。

南瓜頭首領最重視的，就是不能

讓主人謝西嘉知道他們的秘密。

同學們，還記得他們的秘密嗎？

南瓜頭指令

課堂常規（例子）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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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執行技巧

(Dawson & Guare, 2018)

「三個支援方向，九項實踐策略」

調適環境 教授技巧 提升動機

欠缺技巧?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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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書包

物品組織（例子）

整理座位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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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互動工具教授學生

物品組織技巧

物品組織（例子）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15、16、20

物品組織（例子）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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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12）+ 27

＝29 - 27

＝2

學習策略（例子）
請在以下各題找出錯處：

89 -（14 + 46）

＝75 + 46

＝121

（72 + 27）- 9

＝99 - 9

＝9

91 +（64 - 45）

＝91 + 29

＝110

7 2
+ 27

99
- 99

09

41

- 12

29

- 27

2

89
- 14

75

＋ 46

121

64

- 45

29

+ 91

110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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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策略（例子）

明白題目重點

查查達人清單

算式對應題目

抄對數字/符號

做對計算步驟

注意題目單位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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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策略（教師培訓活動）
英文科例子

(詞語學習)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17

Habitat
(A place in which animals or plants live)

Meaning Memory Helper
（Let you remember it easily！）

grassland A large land covered with grass.

rainforest A forest that has a lot of ______.

(Meltz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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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和調節自己的狀態

學習狀態咪錶

狀態調控（例子）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7、11、12、18

（翁偉傑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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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心怪 專心小精靈 衝動怪 冷靜小精靈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6

狀態調控（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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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執行技巧

(Dawson & Guare, 2018)

「三個支援方向，九項實踐策略」

調適環境 教授技巧 提升動機

缺乏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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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參與（例子）

身體語言回應錦囊

是／同意／正確
Yes/ Agree / Correct

或

不是／不同意／錯誤
No/ Disagree / Wrong

某個選項
Specific Option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15、22

(Simonsen & Myer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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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方法

A

將行為與班本期望連結，

重申期望行為。

B

強調行為所帶來的 自

然後果，重申因展現好

行為而得到的獎勵。

C

私下提醒學生，

給予合理後果，

讓學生執行補救行動。

參考語句

我見到同學們舉手回

答我的問題，令我感

到被尊重！

欣賞你們積極舉手回

答，讓課堂可以有秩

序地進行。

（不適用）

行為︰學生積極舉手作答，先舉手、後發言。

行為回饋（例子）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1、20

(Center on PBIS, 2022; Simonsen & Myer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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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進行課堂活動時，同學互相指責。

回饋方法

A

將行為與班本期望連結，

重申期望行為。

B

強調行為所帶來的

自然後果，重申因展現

好行為而得到的獎勵。

C

私下提醒學生，

給予合理後果，

讓學生執行補救行動。

參考語句

我留意到你們剛才用

了不當的言詞互相指

責。請尊重大家，友

善地表達，我相信你

們能做到的。

互相指責不能解決問

題，更會破壞彼此關

係。請有禮貌地表達

自己，別人才更願意明

白和接受。

小明、小柔，你們互相對

罵會影響學習。請你們冷

靜一下，專心完成堂課。

否則，你們便要在小息時

完成未做好的堂課，並學

習如何友愛共處。

行為回饋（例子）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1、20

(Center on PBIS, 2022; Simonsen & Myers, 2015)

行為回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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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小強的座位凌亂，隨處擺放物品。

回饋方法

A

1. 將行為與班本期望連結

2.重申恰當行為

參考語句

1.我見到你將文具和書本隨地擺

放，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2.請你管理好個人物品，保持座位

的整潔。

行為回饋（例子）行為回饋（例子）

58



情境：

回饋方法

A. 將行為與班本期望連結，重申恰當行為。

B. 強調行為所帶來的自然後果，重申因

展現好行為而所得到的獎勵。

C. 私下提醒學生，給予合理後果，讓學生

執行補救行動。

語句

行為回饋（教師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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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系統（例子）
詳細內容可參考實例23

目標行為：

一、眼望教師，細心聆聽

二、踴躍舉手回答問題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一次

分數

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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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
及早識別，並透過優化課
堂教學，及早照顧所有學
生的不同需要及適應需要，
包括有輕微或短暫學習或

適應困難的學生

第二層: 

安排額外支援予有
持續學習或適應困

難的學生

第三層

為有持續嚴重
學習或適應困
難的學生提供
個別化的加強

支援

P.2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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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執行功能較弱與腦神經因素有關，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並非故意作出違抗行為

• 大腦是可塑的，具實證為本的介入策略能提升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執行技巧

• 基礎技巧(如﹕反應抑制、工作記憶等) 是發展高階技巧(如﹕規劃、決策、組織、持久追求目

標等) 的基石，教師和家長宜對學生有合理期望

• 參考Dawson 及Gaure（2018）所提出的課堂支援策略，教師可透過「調適環境」、「教授

技巧」及「提升動機」三個支援方向，提升學生的執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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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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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小學

生」分享會

課堂支援策略
保良局雨川小學
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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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背景資料
2. 「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模式」

校本支援計劃
3. 執行實踐策略成功要素
4. 面對的困難及解決困難的方法
5. 計劃延伸
6. 總結

分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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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

模式」校本支援計劃

A.前期工作
B.目的
C.參與班別

D.目標對象
E.主要參與人員
F.現行策略
G.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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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

模式」校本支援計劃

A. 前期工作：
• 挑選對象
• 初步擬定實踐策略
• 聯絡負責班主任、科任老師
• 敲定計劃聯絡人
• 聯絡教育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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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第一層課堂支援策略，及提升

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

學生的執行技巧，以提升學生在學

習及行為方面的表現。

B.目的：

2. 「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

模式」校本支援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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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參與班別： 2A （第一層課堂支援）

D. 目標對象：兩位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症（ADHD) 的學生�

2. 「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

模式」校本支援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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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現行策略：

• 環境設置: 視覺提示
• 課堂常規: 口號
• 課堂參與: 小白板
• 獎勵系統: 分組給分制

2. 「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

模式」校本支援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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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現行策略：

• 環境設置: 視覺提示

2. 「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

模式」校本支援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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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現行策略：

課堂常規: 口號

2. 「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

模式」校本支援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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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現行策略：

• 課堂參與: 小白板
• 獎勵系統: 分組給分制

2. 「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

模式」校本支援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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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內容：

2. 「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

模式」校本支援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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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善用結構化環境與工具
提供適切的視覺提示與標籤：
使用圖片、顏色標籤或文字標示
物品位置

2.「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模式」
校本支援計劃(續) 
G. 內容：
I. 物品組織策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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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善用結構化環境與工具(續)

視覺提示與標籤:
標示物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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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善用結構化環境與工具(續)

提供專屬收納空間：
分配個人儲物櫃、桌上收納盒，減少
雜物干擾，有助學生組織管理自己的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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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善用結構化環境與工具(續)
提供專屬收納空間：

個人儲物櫃 桌上收納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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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運用「小口號」幫助學生將物件
組織起來
三個「一」、三個「好」：
• 每次轉堂「老師提問三個一」→

「學生口號回應」→「物件擺放
好」。

• 讓學生逐步養成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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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 一枝筆 一塊橡皮」

「好整齊 好乾淨 好遵守」

b. 運用「小口號」幫助學生將物件
組織起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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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時器：設定整理時間。
• 檢查表：每日需整理的項目，
完成後打勾。

c. 使用合適的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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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提示卡：透過視覺感官
刺激，加強對物件的組織記
憶。

c. 使用合適的輔助工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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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合適的輔助工具(續)
視覺提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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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即時且一致的回饋
即時性：
• 對衝動型學生而言，延遲回饋

容易失效。
• 教師需在行為發生後3-5秒內給予

回饋。

2.「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模式」
校本支援計劃(續) 
G. 內容：
II. 行為回饋策略推行

88



a.即時且一致的回饋(續)

一致性：
• 在計劃開初，各科任老師
有不同的回饋標準，對物
品組織也有不同的要求，
學生難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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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即時且一致的回饋(續)

一致性：
• 所有科任老師對同一行為採用
相同回饋標準，避免學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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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即時且一致的回饋(續)- 一致性:

第一版
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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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實踐策略成功要素
A. 按需要評估訂立精準明確的目標

B.家校合作

C.運用強化動機的多元化獎勵方式

D.專業支援介入

E.其他因素
92



A. 按需要評估訂立精準明確的目標

透過教育局人員觀課及與學校人員的

討論，進行需要評估，了解班中情況、

現行策略及學生在物品組織上的具體

困難。

3. 執行實踐策略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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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需要評估結果
• 學生們都十分合作、遵從教師
指令。

• 學生的抽屜較亂，需要很多時
間取出所需物品。

• 有ADHD的學生常跌物品及取出
物品需時較長。

A. 按需要評估訂立精準明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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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釐清目標

• 綜合教育局人員的觀察、學生的情況

及學校與教師的期望，設定具體、可

達成的目標。

(續)A. 按需要評估訂立精準明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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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清晰目標

• 「整理抽屜」
• 「整理儲物櫃」
• 「保持桌面整潔」

(續)A. 按需要評估訂立精準明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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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實踐策略成功要素(續)

B. 家校合作
I. 一致性

• 與個別學生的家長溝通，確保家

中也提供類似學校的組織系統，

例如：桌面的佈置，幫助學生建

立有規律的物品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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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家

B. 家校合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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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定期檢討與調整

B. 家校合作(續)

觀察學生執行成效，跟家長

定時反映學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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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正向增強：
• 即時獎勵（如口頭讚賞、計分制度、
小水滴、 Actopus獎勵冊）

C. 運用強化動機的多元化獎勵方式

3. 執行實踐策略成功要素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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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水
滴

計
分
表

獎品

C. 運用強化動機的多元

化獎勵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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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運用強化動機的

多元化獎勵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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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運用強化動機的

多元化獎勵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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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避免懲罰：
• 當學生未能做到要求時避免
懲罰，改以「後果」取代。

C. 運用強化動機的多元化獎勵
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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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據學生的興趣投其所好

學生喜歡模型飛機，以此作獎勵，

也會定時更換獎勵，以提高學生參

與的動機。

C. 運用強化動機的多元化獎勵方式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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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據學生的興趣投其所好

C. 運用強化動機的多元化獎勵方式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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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位安排

• 同儕的幫助

• 老師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

D. 其他因素

3. 執行實踐策略成功要素(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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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生易分心
B. 學生執行功能較弱
C. 學生小手肌運用能力較弱
D. 學生注意力不足
E. 英文科課堂語言的限制

4. 面對的困難及解決困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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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對的困難及解決困難的方法

A. 學生易分心

• 整理過程中被其他事物吸引，難以
完成任務。例如：整理桌面時開始
玩眼鏡，導致遺漏物品。

• 解決方法：
o 視覺化收納，使用筆座配合「視

覺提示卡」，設定文具固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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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對的困難及解決困難的方法

A. 學生易分心
• 設定文具固定位置

110



B. 學生執行功能較弱

• 學生難以建立系統，並維持整理習慣
，例如：文具用完必須放回筆座。

• 解決方法：
⚬ 善用同儕協助提醒學生整理物品。
⚬ 在家中的書桌也擺放筆座。

4. 面對的困難及解決困難的方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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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學生小手肌運用能力較弱

• 學生小手肌較弱，例如：執筆時沒有
力，容易跌筆，甚至遺失文具。

• 解決方法：
⚬ 為學生安排職業治療訓練，幫助

學生提升小手肌的控制能力。

4. 面對的困難及解決困難的方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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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學生注意力不足

• 學生在課堂難以集中學習，例如：

• 解決方法：
o 安排小任務給學生（如到白板加分及聆

聽同學的答案等）
o 改變抄寫工具（用小磁板取代紙筆）

4. 面對的困難及解決困難的方法(續)

午膳前後，學生的注意力最薄弱，容易
出現行為問題，包括：打瞌睡、不願意
執筆寫字及玩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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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英文科課堂語言的限制

• 因與語境有衝突，英文科科任較難全面實行
「物品組織」及「行為回饋」方面的指示。

• 解決方法：
⚬ 用手指向課室中「三個一」及「三個好」

的視覺提示卡。
⚬ 走近目標學生，並私下提醒。

4. 面對的困難及解決困難的方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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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個別的延伸

• 根據目標對象在「物品組織」及「行為回饋」

的支援情況做了一個簡單的報告，讓來年的

班主任作參考及跟進，以便繼續延伸。

5. 計劃延伸(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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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年級班級經營活動

• 二年級的班級經營活動為培養學生「盡責」

的品德，於是嘗試把「物品管理組織」當中

的整理及收拾儲物櫃相關策略延伸至全級進

行，效果理想。

5. 計劃延伸(個別 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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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計劃延伸(續)

二年級班級經營
「盡責表」

物品組織管理目標
之一：
整理收拾儲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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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來年一年級班級經營活動

• 建議來年一年級推行「物品管理組織」計劃

（如整理書包、整理儲物櫃、執拾書桌等）

，期望對學生的個人發展、學習效能，甚至

心理健康都帶來正面的影響。

5. 計劃延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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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

• 目標對象：個別 (第三層)

⚬ 物品組織

⚬ 行為回饋

• 個別 (第三層)    全班 (第一層)

• 學習有效的學習和調控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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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職業治療師

蘇曉紅姑娘

「賽馬會喜躍悦動計劃」
自我覺察模式 － 學習與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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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有ADHD 學生在感覺統合方面的需要

➢ 自我覺察模式

➢ 給有ADHD 學生在學習與日程上的建議

144



有ADHD 學生在感覺統合方面的需要

➢感覺處理方面的困難：有ADHD 的兒童> 發展中兒童
(Rani et al., 2022)

➢ADHD 特徵 ↑  感覺處理問題↑ 
(Panagiotidi, Overton & Stafford, 2018)

➢狀態調節是ADHD的核心及基礎挑戰
(Isaac, Lopez, & Escobar, 2024; Bellato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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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ADHD 學生在感覺統合方面的需要

感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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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ADHD 學生在感覺統合方面的需要

感覺處理
特質

感覺尋求

感覺逃避

感覺過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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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醒咪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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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檢視自己的自醒狀態是否配合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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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察覺

身體覺察 感覺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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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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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調節
自醒活動

提神活動 平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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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有ADHD 學生在學習與日程上的建議

•個人
✓滿足感覺需求
✓日程安排
✓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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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咬或咀嚼有質感或韌性的食物，
如口香糖、橡皮糖、乾果
吸吮的活動，如吸啜飲品

例如：吃脆口、味覺濃烈及
喝冰凍的飲品

提神活動 平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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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有ADHD 學生在學習與日程上的建議

•活動
✓要求學生安坐之前先與他們進行可滿足其感覺需要的活動

例如：學動物跳、推牆、搬重物、搬簿、推椅子等

✓透過感覺策略增強學生於課堂上的專注
例如：跳飛機、尋寶、大型棋盤或積木、沙池、攀爬、
            球類或競技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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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有ADHD 學生在學習與日程上的建議

•環境

✓留意課室環境的刺激

例如：光暗、街外嘈雜聲、室內温度、街外傳來的氣味等

✓透過有系統及視覺提示的學習環境，幫助學生尋找而需
要集中注意力的目標及明白課堂內容，

例如：用不同的桌椅劃分小組或活動角、安排學生坐於前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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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有ADHD 學生在學習與日程上的建議

✓ 讓學童選擇以不同方式坐著上課
例如：運用小咕𠱸、豆袋椅、搖擺椅、搖擺腳踏、觸覺物等

✓ 在不影響其他同學的情況下，可讓學生於課堂中進行一
些感覺活動，讓他們的神經系統可維持在最佳狀態

例如：拿著觸覺物、雙手按著椅子、輕輕擺動身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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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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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了解ADHD 學生在感覺統合方面的需要

➢ 活用自我覺察模式之身體覺察及感覺調節的技巧

➢ 為有ADHD 學生的學習與日程於個人、活動及環境層面上作出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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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based Service Model
以學校為本的服務模式

3-Tier Intervention Model
三層支援模式

3000+ 學生
1500+ 家長
4000+ 教學及專業人員
5000+ 服務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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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資源套 Resource Package 已派發到主流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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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同工/學校人員
工作坊

賽馬會喜躍悦動計劃 JCKAK

「訓練主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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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參加「賽馬會喜躍悦動計劃」能力篩查研究

• 目的
1/探討本港整體中、小學生在認知、社交情緒和執行功能範的表現
2/調查本港中、小學生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的比率

•  研究內容
1/隨機抽選參與學校的12名學生（即各級2名學生）
2/邀請選定學生的家長和班主任各完成線上問卷調查（約10-15 分鐘）
3/如有需要，將會邀請該名學生進行費用全免的專業臨床評估，以作診斷。

• 參加方法
1/致電：3917 5870（研究人員陳先生或李先生）
2/電郵：psycadhd@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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