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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盲

教與學的同理心

在每天緊湊的課節中，老師們都致力把己準備好的教學材料灌輸給學生，期望四十對小

眼睛可以專注學習。令老師們煩擾的是有些學生不但不能集中精神聽講，甚至離座，騷

擾其他同學。起初，大部份老師都會耐心勸告，解釋和引導，當收不到效果時，懲罰便

在所豔免。原己安排好的有趣教學活動，不能順利進行，愉快的學習氣氛也變得不愉

快。

老師可能並不察覺，在香港有為數不少的學生，是有注意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的問題，一

般簡稱為過度活躍。若易地而處，從這些學生的感受著眼，要他們專注聆聽老師們冗長

的訓誨，重覆的講解，其實是很困難的。學生還要因為不合作而接受老師的處罰，心裡

也不好受。有些過度活躍的學生，亦因此在學校變得很「出名 J '成為老師和同學們不

受歡迎的人物，以致自尊心受損。

在家裡'相同的情況也會出現。有些過度活躍的學生，因為專注力不且，普通學生只需

半小時完成的課業，他們要花上數小時才可做完。每晚如是，家長會覺得心力交萍。還

要回應學校的投訴及子女在校發生的問題，煩躁不安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與子女的

關係也因此而變得惡賞。

以下由老師、同學和家長們描述的一些有過度活躍問題的學生的行為表現和生活點滴，

更能道出各人的困擾和感受(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 2002) 。

同學的「煩j 、「厭J

「老師 ，他又打尖了 ，不排隊便可以玩，太不公平! J 
「老師，他又一聲不響拿了我的問尺去用。」

「為什麼他經常出位和隨便講話，你也不懲罰他，我一次傾倡，

你便責備我 ?J

「他整天蹦蹦跳，撞到同學也不懂道歉，未免有點過分! J 
「他總愛騷擾我們，弄得我聽不到老師講課。 J

學史與學的同理心

家長的「窘J 、「倦J

「老師，他在家也總是坐不定 ，連吃飯也圍著檯轉，莫說是做家課7 ! J 
「他不是攀高跳低，便是玩玩這玩玩那，沒有一刻鐘安靜，我也拿他沒法 。」

「他沒寫到兩個字，不是要去廁所，便是嚷著要吃東西;老

師，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J 
「我已在旁督促他用心寫字，但仍然不是出界便是劃

符，懇請老師見諒! J 
「我知道他一放學便如箭飛奔，容易撞倒同學，但均

不讓我拖畫，我亦無法抓緊他! J 
「我細聲勸、大聲闕，獎又獎過，罰又罰過，他總是

不聽話! J 

老師的「困」、「苦」

「講不要攪東攪西 7 ，專心聽書吧! J 
「別再發白日夢，請用心完成工作紙! J 
「為何左撐右撐?那裡不明白可請教老師。 J

「你本是聰明的學生，為何不溫習，家課又那樣深革 ?J

「你隨便出位會騷擾老師講書和妨礙同學學習的，趕快坐好上

課! J 
「別老是爭著說話，請先舉手。 J

「不要不如意便大發脾氣或往檯底鑽，這樣於事無補的。」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有過度清躍問題的學生，因為專注及控制行為的困難，在課堂裡可

能造成很大的騷撞，卻未必能得到老師:&家長的正視和適當的幫助 。 有學者更將過度活

躍喻為一隱蔽的障礙 (Kewley , 2001) 。這可能由多種原因導致。 一方面，因為過度活

躍牽涉較廣及較多的行為困難，老師未必能掌握在大班教學中，同時照顧過度活躍學生

的教學方法，許多時只能消極地禁止或壓制不當的行為困難。另一方面，亦可能因為過

度活躍學生，在沒有幫助下，好像仍可如普通學生一般學習。與及有些老師及家長的誤

解，認為過度活躍只可以靠醫藥或專科治療，亦可能是原因之一。

事實不然 ， 老師及家長們給予過度活躍學生的支持，讓他們可以在學校愉快學習 ， 是可

以起關鍵作用的。有許多過度活躍的學生，在參與有趣的課堂活動及得到老師適當的教

學安排時，是會變得注意力集中、安靜和合作的。觸動這些轉變的鑰匙 ， 正在教師手

中。相反地，在得不到接納及幫助的學習環境下，過度活躍學生會逐漸)提單強烈的學習

挫敗感，不但影響他們的學習興趣，對他們的自尊感，同輩閻係、社交以至日後的成長

及發展，亦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研究及發展有效的教學策略，讓老師可以結合日常

的學習活動，幫助過度活躍學生和其他學生一齊學習，對這些學生更為受用。過去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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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掌女與學的同理心

「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多年，香港及世界各地關注過度活躍問題的研究 ， 在醫學及其他專科領域上，不斷有新

的發展，但在日常教學策略上的研究卻遠遜，亦是教育及專業同工關注的問題。

據香港瑪麗醫院精神科顧問醫生何定邦醫生的資料，每天有不少的過度活躍的小朋友經

醫生、學校、或社工車專介到醫院求診。經全面的評估， 7解小間友各樣的困難及學習需

要 ， 醫院會作出多方面的幫助。這包括適當的藥物治療，行為治療及為家長而舉辦的管

教子女工作坊等。又關注到年紀小，就讀小二或小三的過度活躍學童，不懂得遵守課堂

規則以致影響學習，在醫院特設模擬課室，由老師在教授各學科時，同時教導他們一般

課堂規則和社交技巧 ， 如「安坐」、「舉手J 、「參與」、「遵從J 、 「和睦」等 。希
望盡早教導他們，讓他們可以愉快地參與課堂活動。深信在小學階段，學生參與學習活

動的初期，若有愉快的經驗，對他們日後的學習動機及適應，會有很大的幫助，行為問

題亦會得以改善。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聯同香港瑪麗醫院精神科日間青少年中心，

在過去一年獲得優質教育基金贊助，推行「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j 。 該計劃嘗試和學

校合作、設計及運用一些教學策略，幫助十六位低年級的過度活躍學童。其中八成的過

度活躍學畫有滿意的表現，亦有一些不成功的個案，令筆者(該計劃的負責人)及實行

計劃的教學隊伍體驗到哪些教學策略和方法才是有效，亦同時明瞭在學校推行的一些限

制。雖然嘗試的教學策略不多，亦只凝聚了點滴的經驗，在幫助香港過度活躍學童提升

學習動機及適應上，卻是踏出 7第一步。更樂意將所用的方法、背後的理念及實踐時的

經驗詳細地記錄下來，有系統地編輯成此書與其他老師分孽。期望老師在校也嘗試本書

建議的教學方法，幫助過度活躍學童和其他學童愉快地學習，實踐優質教育 ， 更期望日

後在幫助過度活躍學童的教學策略上有更多的研究和發展。

多年經驗顯示， 參與學習社交技巧的過度活躍小朋友，在模擬課室禮 ， 很快便學懂怎樣
遵守課堂規則。可惜在回到學校時，有些學生卻因為課室的學習環境及老師的要求不

同 ， 未能將已掌握的社交技巧及規則類化 ，致令過度活躍的學童不能把所學的社交技巧
運用在每天的課堂裡。

基於此原因，去年便籌劃「過度活躍見童融合計劃 J '希望能得到學校及老師的參與 ，

幫助過度活躍學童類化已掌握的技巧在日常的課堂裡。該計劃共包括三部份的訓練(圓

(圖一) r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

',', 

n
'
, 

學校培訓及校本支援家長管教工作坊

4 

兒童訓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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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11練活動概要

訓練活動概要

「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為期十八個月，共分兩期進行 ，每期均招募十位經評估的過
度活躍學童參與。在第一期及第二期的招募中，均有兩位學畫，因各種原因，未能參與
訓練。因此整個計劃的兩期訓練，合共有十六位學童、他們的家長和就讀學校的老師、

社工及校長一齊參與。

在每一期的訓練中 ，首先安排八位學童參與在香港瑪麗醫院精神科日間青少年中心的兒
童訓練小組。同時，他們的父母也會參與在該中心舉辦的管教子女工作坊。計劃的教學
隊伍亦會同時聯絡學校，籌劃類化及幫助過度活躍學童的教學活動。

(一)十六位溫度活躍學童參與兒童訓練小組

兒童訓練小組

目的: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課室行為，並協助他們把有關的行為類化至原校的學習環

境。

內容:通過「代幣獎賞制J(Token Economy)' í 自我行為管理J(Self Management) 及
「類化技巧J (Generalization Skills) ， 在模擬課室由老師在教授基本學科 ，~日語
文，數學等，同時教導社交技巧。

時間:四星期，每星期二節，合共八節。每節均安排三小時的教學及休息活動。再有

兩期加強班，每期二節，合共四節，幫助學童鞏固所學。

(二)他們的家長同時參與管教子女工作坊

管教子女工作坊

目的 同步為家長提供有系統的訓練，協助他們掌握有效的管教技巧 ， 從而增強子女

的良好行為和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內容 通過不同的學習形式 : 如錄影帶播放、小組討論 、 角色扮演和技巧練習等 ，幫

助家長掌握技巧 。

時間: 四星期，每星期二節，合共八節。再有兩期加強班 ， 每期二節 ， 合共四節。

5 

訓練活動概要

(三)他們就讀的學校的老師、社工和校長就學校的需要，

與計劃的教學隊伍設計及嘗試幫助過度活躍學童的訓練活動(表一)。

學校

學校 16

學校 10

學校 5

學校 1

學校 9

學校 8

學校 3

學校 14

學校 15

學校 6

學校 11

學校 12

學校 2

學校 4

學校 7 . - -
學校 1 3 -代表顏色

- 參與認識過度活躍及專注力不足問題的工作坊/ 研討會。

- 幫助校內過度活躍學童參與類化社交技巧活動 。

幫助校內過度潭躍學童學習 自我行為管理。

- 老師在班內貴施代幣制鞏自社交技巧的學習。

通過觀課，老師、社工與計劃教學隊伍共同設計課堂活動及其他學習支援。

為校內過度活躍學童作課程調適。

- 實施朋輩輔導幫助校內過度活躍學童。

與家長配合，設計獎勵計畫~。

6 



本書的目的

本書的目的

本書的目的是詳細介紹在學校及模擬課室內，為幫助過度活躍學童而推行的社交技巧訓

練和教學策略，希望能幫助老師及家長們 .

(a) 了解過度活躍學童的學習需要;

(b) 掌握在校內推行社交技巧訓練的原則，

(c) 掌握在校內/班內實施代幣獎賞制的方法;

(d) 探討幫助過度活躍學童的教學策略及學習支援。

如一般學童一樣，過度活躍兒童的學習需要其實很多。他們又會隨著年齡、成長階段、

學習環境等各方面的轉變，需要不同的支持。本書只軍焦在小學階段的課堂規則及社交

技巧訓練，除了因為資源所限外，主要因為早期的介入及幫助，對過度活躍學童的成效

最顯著。

Cantwell (1996) 認為過度活躍是最值得關注的障礙，因為 .

.它是最普遍的，

﹒它是一個持久性的問題， 由童年一直到成年;

.它影響著小朋友多方面的發展和成長 ，

﹒最重要的是:它是可以成功地被處理的。

在此，誠意邀請各位老師嘗試本書建議的教學方法，以及參考其他同工的經驗，不要抱

著“孤軍作戰"的心態。相信不需花費多時，老師們也可以幫助過度活躍的學生，讓他

們健康快樂地學習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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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聲分享一

老師心聲分享一

「教導過度活躍學生不應孤軍作戰 J 而是全體老師 的共同承擔 ﹒

過度活躍學生是可教的，他們是可以有進步的 ﹒ . . J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學生輔導主任文美儀姑娘

成兵的不知道，你們是可教的﹒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 ﹒每隔數天，當成如常地

上班，踏入輔導室前 ，就會看到一雙焦灼的眼神 ， 原來又是那位期待若與成面談的家長

一 一位過度活躍學生的媽媽。

對於被委派任教過度活躍學生 的老師而 言，無疑是一份苦差。因為這類兒童於課室手里，

往往不能安坐位中 ，不到五分鐘，串戶庄、再去投同學、不予合作、 等等情況都會影

響課堂的正常運作。嚴重的個案，更有的會因長期不被同學接納，加上本身街動的特

性，以致容易與人引起街突，暴力事件也由此發生。

慶幸的是，於本年度本校三年級有三位過度活躍的學生也參加了由馮flt醫院與香港教育

學院合辦的「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 J ' 比 1十 11J 有效之處是不 平從兒童方面下工夫 ，更

從家長及教師培訓方面著手 ，期望以三方面之力量去協助有關兒童 ， 使他們能夠循序漸

進地改善行為，以致在個人成長方面，仍然得到正常發展。

學校裡三個個案的學生，雖然都有過度活躍的問題 ，卻分月IJ 呈現不同的行為徵狀。例如

其中 一位是典型的「街動派掌門人 J '另外一位卻甚為被動，表面上他踩過度活躍扯不

上 關你， 但其實他有專注力不足的問 題。 1 因為 i適度活躍可以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徵狀， 所

以若要老師「因材施教 J '1安照不 同 徵狀的 學生 ，去設計出適當的教學策略，似乎充滿

困難。因此，此計劃其f重耍一環系教師培訓，經過發港教育學院香煥涼博士及瑪屁醫
院何定邦醫生，先後到技進行兩次教師研討會，教師們可初步掌握輔導過度活躍學生的

基本原則及有建設性的教學方法;更重要的是 有兩個重要的訊息傳遞給老師們，就是

教導過度活躍學生不店、孤軍作戰，而是全體老師的共同 承擔。

過度活躍學生是可教的，他們是可以有進步的。

經過了一個 學年，三個個案學生用佔們的努力，証明了理論的兵確性。當然家長的苦心

和老師的付出岩~功不可沒。這三位學生在學校極不再被祝為 「茶焚」了， 他們在課堂上

的專注力比以前集中，人際關你亦明顯改善了;而對老師來說，即使再面對新個案的過

度活躍學生，也相信能得著力量去教導他們。

炎熱的七月天，那焦慮的媽媽不再定期守候著等向我「求救 J '然而有一天 ， 她再出現

時卻是喜技投地告訴成﹒「文姑娘，阿仔得了進步獎啊!他真的進步了詐多 ﹒ 你知

道嗎? .. . J 我當然知道。就是從你那含著與發淡水的眼神，我真的知道呢! I世上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 ，只有我們 不 肯教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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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7解開始:認識注意力缺陷及過度活躍問題

我知道 Miss Lee 喜歡我， 我知道 Miss Lee 不喜歡我 李小明那麼頑皮，他會知道

她會教我。 ........ 頑皮，她會罰我的。 我不喜歡他嗎?

可e

陳小文 李小明 Miss Lee 

老師和過度活躍兒童的心底話

「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的教學隊伍，在過去一年多，與多問學校及老師合作，設計

幫助過度活躍學童的教學策略 ， 發覺最基本，亦是最有效的方法，是先幫助老師認識他

們的過度活躍學生。透過認識，便生了解，基於7解，老師可發揮很大的潛力和創意，

設計適合學生需要的教學調適。更重要的是，當老師明白他們的過度活躍學生並非故意

頑皮或不合作時，對學生的態度也會有所改變。如一般學童一樣，過度活躍學生也會感

受到老師的態度，他們很需要老師的接納和關注。

在計劃推行期間，由一位校長覆述的實例，令教學隊伍留下非常深刻的印數。該校的一

位過度活躍學生的家長，發覺他的兒子，在晚上做功課時，把平時最厭惡的數學功課放

在第一位。首家長追問原因時，兒子很開心地告知，數學老師不但不懲罰他，還稱讚他

表現得好。這個轉變，令家長非常雀躍。汶日，等不到學校開門時，家長已急不及待，

欲約見社工，分享喜悅。

老師與學生之間良好關係的建立、信任及瞭解，是有效教學策略的關鍵。在這一章，我

們嘗試解釋一般老師對過度活躍學童關注的問題及提供有關的資料，希望能幫助老師較

全面認識過度活躍學童的學習需要。

(一) 如何評估學童為過度活躍?

雖然過度活躍的行為特徵與頑皮非常相似，但是引起的原因卻不一樣。老師很難只憑觀

察所得的資料，評定學生為過度活躍，需由專科醫生作全面評估，才可確定。很多時

候，老師可能發現班中有過度活躍問題的學生，並不是最頑皮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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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活躍主要是由於腦部控制活動和調節注意力的機能出現了問題，令小朋友的專注

力，活動量和控制衝動的能力，與同齡見童比較，出現顯著的差異，因而引致他們日常

生活、學習和社交出現障礙。學校老師或家長若察覺學童的過度活躍行為特徵來得持久

及嚴重，可經學校社工或普通科醫生轉介，讓學童接受專科醫生評估。專科醫生會作全

面的評估，包括觀察小朋友的行為，與小朋友及家長面談，深入 7解家庭狀況及小朋友
的成長過程，又會從教育心理學家，老師及學校收集有關小朋友的學習情況和困難的資
料，以作評估。

該項評估是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 DSM-IV 對過度活躍所列的標準(表二) : 

過度活躍/衝動行為的特徵

(出現下列六個或以上的問題)

﹒ 身體、手腳經常郁動

﹒ 需要安坐的時候 ， 經常離座

﹒ 不需要的時候，經常走動，爬高爬低

﹒ 不能安靜地玩耍

﹒ 好像是開動「摩打」似的不停走動
. 經常說話過多

﹒ 搶著說出答案

﹒ 經常不能排隊、輸侯

. 經常騷擾別人

注意力缺陷特徵

(出現下列六個或以上的問題)

﹒ 經常有不小心的錯誤

. 難保持注意力

﹒ 經常好像沒聽到別人的說話

. 經常未能完成功課、工作

﹒ 組織工作、活動有困難

﹒ 逃避要長時間專注的工作

﹒ 經常遺失工作或活動的必須品

. 經常容易分心

﹒ 經常忘記日常活動

表二過度活躍/衝動行為/注意力缺陷的特徵

假如在每一類的行為特徵中(過度活躍/注意力缺陷/衝動行為)出現六個或以上的問題，
並在兩個或以上的環境(例如:學校/家庭/法眾場所)出現這些問題超過六個月，而
有關行為導致該兒童在社交不月學習上出現困難，該兒童便可能會被評估為「過度活躍/

注意力缺陷」。如兒童只符合「注意力缺陷」的行為特徵，他的問題便屬於「注意力缺
陷 J ;同樣地，如只符合「過度活躍/衝動行為 J 的行為特徵，他的問題便屬於「過度
活躍/衝動行為」。此外，還需要考慮該兒童是否因為服用其他藥物或患有身體疾病或
其他精神健康問題而導致類似有活躍和衝動的行為。

但實際情況顯示，並沒有兩位過度活躍兒童是有著完全相同的行為特徵的。隨著每個兒
童的獨特成長環境、智能發展、個人性格等因幸與他們的控制活動和調節能力相互影

響，形成變化。 Kew l ey (2001) 把過度活躍/ 注意力缺陷的行為特徵再細分為四大類
別，幫助我們更清楚、更深入認識過度活躍學童的行為特徵.

a . 1過度活躍J 為主一大部份為較年幼及非常活躍兒童

b. 1衝動」為主 (1過度活躍」減弱) 主要有衝動行為，而過度活
躍及注意力不足己較受控制。

c. 1注意力缺陷」為主一主要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並沒有衝動或過度活躍行
為，這類型以女童佔較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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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遮蔽型過度活躍J 一過度活躍的行為特徵被其他學習困難

如操行問題 (Conduct Disorder) 、不服從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等所遮蔽 。

(二)過度活躍學童在香港的普遍性如何?

據統計，在香港 100 名兒童當中，約有 4 至 5 名是有過度活躍/注意力缺陷的問題。當

中又以男孩子居多。

(三)過度活躍問題的成因是甚麼?

關於引致過度活躍問題的成因，早期曾被誤解，是由於家長管教不善，家庭問題或某些

食物引致。有些家長亦因此而自疚。現在已累積7數十年的醫學和科學研究，有大量證

據誼明過度活躍是基於生理因豪，與遺傳及腦部運作有關，而並不是因為家長管教方

法，父母關係或家庭環境而引起的 (Bar側的， 1990) 。但是，若過度活躍兒童的父母

不懂得管教子女技巧，加上其他家庭壓力，便會令問題更嚴重。因此，在幫助過度活躍

兒童計劃中，這些家庭因豪，亦要處理。

醫學上的研究己誼賓過度活躍與遺傳有關。過去十年的研究普遍發現遺傳系數(heredity)

為 0.5-0 .9 之間 (Waldman & Rhee , 2002) 。但究竟是那些基因，和有多少基因出現

了問題，則尚待研究。

除了遺傳基因外，亦有大量研究誼賓過度活躍與腦部神經系統有關，主要是負責抑制行

動、思想，及計劃的「腦幹」和「腦前庭」拘傳遍物質有不正常的情形出現。此外，腦

部素描亦顯示過度活躍兒童於嘗試專注時，腦部一些位置的運作和活躍程度，與一般兒

童的情況有明顯的分別 (Caste llanos & Swanson , 2002) 

這些生理因素，又與兒童本身的性格、智位發展及成長環境等因豪相互影響，並隨著兒

童的成長而產生變化。

(四)過度活躍學童有甚麼行為特徵?

這些行為特徵會隨著年齡消失嗎?

有些父母，在孩童的幼兒期(約三歲時) ，已開始察覺到一些過度活躍的行為特徵，進入

小學後更為明顯 (Barkley ， 1996) 。過度活躍問題的開始年齡，普遍是六 、 t歲。隨著

年齡增長，有些過度活躍的行為特徵，會變得較曼控制及不明顯，但研究顯示，它們並

不會隨年齡消失 (Weiss & Hechtm凹， 1993) 。過度活躍兒童有三個主要行為特徵(圖

11 

從了角平開始:
認識注意力缺陷及過度活躍問題

注意力缺陷

過度活躍
衝動行為

圖二過度活躍兒童的主要行為特徵

﹒注意力缺陷 (Impaired Attention) 

老師很容易察覺到過度活躍學童集中注意力的時間較一般學童短暫，以致不能專

心於學習或遊戲之中，常常不能完成指定的工作。據 Douglas (1983) 的分析，
專注這自我調節的能力，包括: (一)維持一段時間的專注， (二)組織性地集中注
意某一事件上，及(三)用努力去注意。過度活躍學童在專注方面，是有以上的困
難。他們的表現包括:

1 未能同時專注兩樣工作，如在上課時同時專心聆聽老師講解和做
筆記。

2. 未能集中注意面商的工作，易被其他活動和思想分心。
3. 未能維持注意力一段時間，以致不能完成指定的活動或工作。
4 未能忽視無關的事物或聲音，令注意力分散。

﹒過度活躍 (Hyperactivity)

過度的活動量是一般老師認為是最煩擾的問題。過度活躍學童會不斷出現各種身
體的小動作，例如不能安坐於椅子上、手不停郁勤、凡能碰的東西總要碰碰，甚
至不時干撞他人的活動等，問題遠較「頑皮」或「不服從J 來得持久及嚴重。尤
其在小學階段，一般學校的校規、學習模式和環境都較難容許他們這些行為。

﹒衝動行為 (Impulsivity)

在這三類主要行為特徵中 J 1]重I動是比較嚴重和可持續到成年階段(Weiss
& Hichtman , 1993) 。衝動行為可在不同環境出現，如在班裡搶答題目、或插
嘴、搶先玩遊戲、沒有耐性輸候等，令其他同學覺得過度活躍學童非常自私和
缺乏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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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過度活躍問題怎樣影響兒童的學習?
他們的學習態度及行為表現是一貫性嗎?

過度活躍學童的行為表現並不一貴。在某些時段，或不同教學環境，這些學童的注意力
受損度或活躍的表現有別。當遇到重覆及沉悶的課業或活動時，他們的注意力及活躍問
題通常會較嚴重;相反，若工作是有趣及高報酬時，他們是可以專注及安定的。他們不
一貫的行為表現，很容易令老師或家長們產生誤解，以為他們是故意不合作或頑皮。有
些學者以一連續性程度表，解釋過度活躍學童在不同時間或場合的表現。

關於過度活躍問題對學童學習的影響 ， Douglas (1983)及 Barkley (1996a , 1996b) , 

各以不同的理念模式，解釋過度活躍學童許多看似不相關的行為問題。這些有系統的分

析，能幫助老師較深入認識過度活躍學童的學習困難及計劃怎樣幫助他們。

(1) Douglas (1983) 以兩個層面的活動組織能力缺陷，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解釋過
度活躍學童的困難。在基本活動組織能力方面，過度活躍兒童有四方面的困難。包

括 :

﹒注意力受損
未能持久地專注 ， 同時專注兩樣工作，或集中眼前的工作。

﹒抑制力不足/衝動

未能抑制情緒，在適當的時候發言或等待輸侯。

﹒調整刺激反應力不足

未能適當地回應工作的一些特點。

﹒回饋效度受損

過份渴望即時回報，對報酬過份的關注而忽略一些被讚貴的行為。

對孩童來說，這些組織活動能力的不足，會影響他們經驗的學習和累積及一些高層)欠的

組織活動能力，包括:

﹒高層次理解能力的發展

對事物的理解、分析及判斷

﹒解難技巧

分析問題概念的形成，解決問題的策略及研究。

﹒社交技巧

與人相處，溝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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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Barkley (1996a , 1996b) 認為抑制行為是過度活躍學童的主要困毀 。 這些兒童因

先天性或胎兒發展期的一些問題 ， 在抑制行為這方面的功能較弱，亦同時影響一系列相

關的操作行為的困難。當 般兒童遇到新事物或新經驗時，大致有兩種反應:一是行

動，二是抑制。以參與班內遊戲為例，這兩種反應台別是衝前行動或短暫抑制，聽完老

師指示，預計怎樣參與才作回應。過度活躍兒童在控制後者的反應能力方面，明顯較

弱。而這自我控制能力的缺陷，亦影響下列相關的功能:

﹒記憶系統

上述的抑制過程，讓一般兒童在遇到新事物時，腦海會迅速呈現圖像，並檢視以

往的記憶以作分析及預計後果，作出準備才作回應，兒童亦因此而漸漸學會前瞻

及計劃未來。過度活躍兒童卻因專注及抑制的困難，在運用記憶系統及分析後果

方面也較弱，有時甚至連身邊所帶的東西也可忘記得一乾二淨。

﹒調節情緒

在抑制反應過程中，亦包括對新事物的情緒反應。一般兒童隨年紀漸長，便學會

短暫地抑制或延遲對新事物的情緒反應，讓他們經過思考才促使自己作出行動。

過度活躍學童在調節情緒方面較弱。他們會容易作出較大的情緒反應，較缺乏客

觀思考 ， 和考慮社際因素，自我推動行動也較弱。

﹒內化語盲

語言不但是溝通的工具，亦可控制自己及他人的行為。如對自己說: I我不要這

樣做，媽媽會不高興的」或對同學說: I請不要大叫，保持安靜」。內化語吉可

以幫助一般兒童提高自我控制的能力及牢記規則，但過度活躍學童這方面的能力

也較弱，影響他們的自我控制能力 。

﹒分析及解難能力

一般兒童在運用記憶系統，調節情緒及內化語言方面的發展 ， 能幫助他們分析事

物，創造新恩想及解決困難的能力，這些相互影響的能力，令過度活躍學童的解

難能力發展也較弱。

﹒肌肉控制方面

過度活躍學童在控制大小肌肉及協調方面 ， 尤其在執行某些較擾雜或較沉悶的行

為時會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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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7解開始:
認識注意力缺陷及過度活躍問題

(六)經常與過度活躍/注意力不足一起出現的問題?

研究顯示有很多過度活躍兒童罔時有其他障礙，令他們的學習問題及行為困難更復雜。
至於引起的原因及自哪一種障礙引起，則尚待研究。表三顯示普遍與過度活躍同時出現
的障礙或問題 (Pilszka ' Carlson & Swanson , 1999) 。若過度活躍兒童同時有其他
障礙，在幫助他們的計劃中，便應一併處理。

﹒約 40% 有行為問題

﹒約 1/4 有精神緊張病徵

﹒約 1/5 有特殊學習困難(例如讀寫困蓋住)

.約 1/4 語言發展緩慢

﹒約 1/5 有手眼、肌肉協調問題

﹒社交問題

﹒自尊心問題

表三普遍與過度活躍一起出現的障礙

(-t)藥物對過度活躍兒童有甚麼幫助?

過度活躍兒童是否需要服藥及藥物的作用是很多家長及老師關注的問題。關於藥物的使
用，需要醫生的專業知識和判斷。家長們應諮詢專科醫生，正確認誠服藥對兒童的利弊
及對於是否選擇服藥詳加考慮，不應為一些訛傳，致令過度活躍兒童得不到適當的幫
助。有些過度活躍兒童需要長期服藥，學校及老師的支持，尤為重要。以下一些資料，

可供老師及家長參考，以助了解。

首先，並非所有過度活躍兒童也需要服藥 (Kewley ， 2001) 。是要考慮問題的嚴重程度
和對兒童日常生活和學習的影響而定。而按時服藥又涉及學校或家人的配合問題。

以藥物幫助過度活躍兒童，遠自 50 年代已開始，期間有大量的醫學研究，確定藥物的
好處，尤其在問題的早期，若配合其他行為治療的策略，能更有效地幫助兒童集中注意
力學習，在課堂守規，繼而逐漸提昇自尊感。現時於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普遍採用一

種叫「利他林 J ( Ritalin ) 的藥物。「利他林」並不是鎮靜劑，而是一大腦中樞神經興
奮劑。其主要作用是令腦部化學傳遞物質更順暢地運作，有助提高兒童大腦功能在執行
行動及思想上的自控能力。「刺他林J 可以幫助兒童改善或控制過度活躍、衝動或專注
等行為特徵，但不會令問題消失。有別於其他問題如感冒，過度活躍並不是急性的疾
病，它是隨著兒童的成長而變化，所以藥物治療的持久度，服用)欠數及份量需要小心評
估。

由於個別過度活躍兒童對藥物的反應不一樣，因此在服藥初期，專科醫生需要調教份
量，通常由最少份量開始 ，逐漸遞增。「利他林」的藥力只可維持數小時，為避免「反
彈現豆豆 J '需要重壘藥力時間，因此有些兒童在日間也可能需要補克用藥。除家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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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7 角平開始:
認識注意力缺陷及過度活躍問題

也需要學校及老師了解和幫助兒童服藥。在調教藥物份量期間，老師觀察有關見童行為

的表現，對家長及醫生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一般也有服藥的經驗，很容易了解周遭同伴或親人在這方面的尊重及正面態度的重

要。一些過度活躍見童因為要在學校服藥，也會引起其他同學的注意。老師以正面態

度，關注及幫助他們，在其他同學心中，便成模範。如需要的話，老師亦可向同學解釋

及鼓勵同學問互相關心和幫助。

(八)過度活躍兒童有什麼長處和特質?

如一般兒童一樣，許多過度活躍兒童也有天賦的才能和特質。若垂詢過度活躍見童的家

長，他們可羅列子女很多的優點和長處。但是，一般注意力多集中在他們的行為困難

上 ，致令他們的長處也被掩蓋。又因這些兒童大部份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應付功課

上，培餐興趣及才能的機會也相應減少。這是很可惜的事。若過度活躍兒童的才能，得

到老師或家長的努力發掘、栽培和認可，對提升他們的自尊感，幫助極大。

因此，老師在評估過度活躍兒童的行為困難時，亦應同時考慮他們的長處和特質。有些

研究更突顯這些兒童的行為特徵，若得到適當的處理，可變成幫助他們學業或工作的有

利條件，而非一種障礙。 Kewley (2001)以獵人與農夫的工作態度作比喻。過度活躍兒

童的高活動量和一些衝動，對一些工作性質近似如獵人或探險家等，反而會有幫助。而

且這些兒童多憑直覺做事，又因為怕沉悶、不斷找尋新鮮感，在創新和機會把握上，也

是有利的特性。相對地如農夫一樣的工作態度，只是依既定的程序和時間表做事，也是

一些限制而非優點，關鍵在於老師能否配合兒童的行為特性，以助他們發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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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支援的理念和設計枝:本支援的理念和設計

等。在學校如在家一樣，過度活躍學童需要感覺被了解，信任和接納。他們需要一個有

系統的學習環境，規則要清晰、 可接受並一致。他們大多喜歡有動力及富幽默感的老
師，在教學方法上有創新及互動的機會。這一章詳述 7在計劃中推行的研討會及工作

坊，學校的校長、老師皮社工對過度活躍學童關注的問題。透過討論、角色扮演等活

動，希望能提高老師對這些學童的 7解和信任，在整體的學校文化、組織及活動等，能

更關注這些學童的需要。在一決與一位過度活躍學童家長的談話中，得知她有一個看似

很基本但卻無法達到的心願 s 從而廠發 7筆者一些想法。這位家長有點感觸地道出，她

只希望學校可以不懲罰她的兒子。對她來說，基本的接納 ，尤勝什麼教學策略。

校7-Js:支援的理念和設計

從以上勾劃的過度活躍學童的學習情況，專注力、自制力意弱，行為衝動，記憶及解難

困難，社交問題等等，可以理解因為生理因棄，這些學童在學習上是要走一條崎山區的

路。學童自己也會感到吃力。在這崎山區的路途上，他們的家人或老師是採取扶持抑或辦

棄的態度，會令他們日後有很不同的發展。一些研究顯示，許多過度活躍兒童在踏入成

年階段時，認為老師是改變他們發展的重要人物(Teeter ， 1998 ) 

從工作坊的評估問卷所搜集得的意見(詳列第五章) ， 大部份的參與者認為工作坊的幫

助很大。老師對教導過度活躍學童的有效策略很感興趣。有些學校亦反映整體老師更關
心校內過度活躍學童。有一位老師每天都撥出一段時間，讓班內的一位過度活躍學童到

他的教員室，盡訴他的心事，不但建立 7 師生良好關{系，該學童在上課時亦變得少發育
和守規則。

怎樣才可有效地幫助過度活躍學童呢?多年的研究一直支持一多形式的處理模式，即是

集合藥物、行為治療、教學調適及家長參與等。「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亦以此模式

為設計的理念。除了配合藥物、家長參與、社交技巧訓練外，更嘗試與學校合作，發展

及實行一些校本支援的活動，幫助溫度活躍學童。

但就教學隊伍觀察所得，每一所學校的組織及文化，是經多年累積，很難在短時間作出
改變。學校的規則已訂立多時，老師本身的教態也很難一時間變為富動力或幽默感。希
望這些工作坊能作為引子，點引學校日後有更多的探索和關注。

校本支援活動主要分三大工作目標

代表顏色

按著的第三章會探討怎樣教導過度活躍學童一些課堂規則和社交技巧。第四章是討論在

教學活動及策略上的調適，幫助老師多方面支援過度活躍學童。

| 學校整體的認識和接納 |參與認織過度活躍及專注力不足問

題的工作坊/ 研討會。

幫助校內過度活躍學童參與類化社

交技巧活動。

老師心聲
「躍兒:請你放心!我明白你並不是故意頑皮7 。你是我的
學生，我有責任教你守規明理。我會盡力教導你'了解你
的需要和設法幫助你! J 

老師妙方.
同儕協作、集思廣益，尋求專業支援、
彼此勉力得益。

U
O

Vh 

社交技巧訓練
幫助校內過度活躍學童學習自我行

為管理。

老師在班內實施代幣制鞏固社交技

巧的學習。

鐘過觀課，老師 、 社工與計劃教學
隊伍共同設計課堂活動及其他學習

支援。

教學調適

為校內過度活躍學童作課程調適。

|E士士士 .I
與家長配合，設計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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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三校本支援的工作目標

計劃的第一個工作目標，致力與學校教學同工討論在整體的學校學習環境，怎樣支援過

度活躍學童。學校猶如一個生態環境，有些環境是較有利於過度活躍學童，配合他們的

需要的。這些有利的環境，包括接納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校圍文化，有系統的教學活動

17 



老師心聲分享二

老師心聲分享二

與一個「過度活躍J 的兒童相處，有時好像玩鬥智遊戲 ，除了 愛
心，一個明確的訊息是很重要的，否則他使不斷嘗試你的底線 ，做

成無了期的騷擾和妨礙其他同 學的 學 習機會
黃什坑天主教小學陳佩容老師

且且是我去年的一個 二年級學 生， 我們認識始於「未見其人先 聞其
名 J '是個出名 頑皮 的 孩子 。 開 學 不出三天， 我使要約 見家 長 。在商談
之中，可見到 家長對於一個「過度活躍 J 的 孩子 ，有時也感到無奈和束
手無策 ，在開 學的兩個 月， 違規的行為層 出不 窮 ，例如: 離位 ，騷擾 同
學 ，和同學鬥咀等等。

後來亞星的父母通過醫院的評估及轉介， 給且呈上了一個行為矯正的課
程。 哥哥期 ，我有機會參加一個講述 [過度活躍兒童 j 的 講座 ，使我對
這些兒童有進一步 的認識 ， 給他多 一點體諒和容忍 。

其後在一次學校旅行時，和他建立了一種課室外的友誼 ，和他訂下一些
要他遵守的規矩，例如不可離座騷擾同 學 ，不可無故大叫等等， 重 中有
功則賞，有過必罰 的原 則， 這個孩子對物臂 的 獎賞不大重視，卻愛幫助
老 師拿簿 ，耐心聆聽他要說的話。 j主後的日子他的行為確有點改善。

與一個「過度活躍 J 的 兒童相處 ，有時好像玩鬥智遊戲 ， 除 了 愛 心，一
個 明 確的 訊息是很重要的， 否則他便不斷嘗試你 的底線 ， 做成無 了 期 的
騷技和妨礙其他同 學的學習機會 ， 雖然在學期尾未能見到且主脫胎換骨
的 改變 ，但在下半年的日子祖 ，一點兒的改善 ， 對我來說也是值得鼓舞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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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襄過度活躍兒童學習參與課堂活動

讓過度活躍兒童學習參與課堂活動

1 

舉手 安坐

學會規則 ，參與學習

學校是一個群體互動的地方，是需要參與者，包括老師和學生互相配合 。 過度活躍學童

的一些行為困難，在互動過程中 ， 可能造成障礙。「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 J ' 除了一

方面希望學校及老師可以了解和接納他們外，同時亦要改善這些學童的行為表現，以配

合學校的要求。計劃中的「社交技巧訓練j 部份，目的是要提升這些學童的社交能力，

幫助他們在班內外，與老師和同學們融洽相處和遵守課室日常運作的規則，可以融入學

校群體的生活 。 這些教導 ， 老師若能在學校推行，定能為培養過度活躍學童學習守規建

立良好的基礎 。

在設計「社交技巧訓練」部份，教學隊伍考慮了很多方法及 些備受關注的問題。近二

十年 ， 世界各地教育同工和學者，非常重視社交技巧的教導 ， 認定這是幫助有行為問題

學童的重要方法 。 但在教導的模式和理念問題上 ， 卻存著一些爭議。主要關注的問題包

括

(一)社交技巧訓練的目的是要提升過度活躍學童的社交能力 ， 但很多訓練計劃卻只針對

個別分立的社交技巧，如學會說多謝，和閉友打招呼等，與改善學童的社交互動能力，

關係不大 ( Kazdin & Masts♂h ， 1980 ) ， 0 : 

(二)社交技巧訓練最終是要幫助學童將所學得的技巧，在自然的社交環境裡，~日課室，

操場等，表現出來，而非只限於訓練埸地 。 若訓練計劃並沒有考慮怎樣幫助學童類化技

巧，訓練效果便難得以持久 (Mathur & Rutherfo 叫， 1996; Teeter , 1998) 

(三)究竟過度活躍學童的行為問題是「技巧不足 J (Skill deficit) 抑或是「表現不足J

( Performance deficit) 亦是關注的問題 。 「技巧不足」是指學童不懂得這個技巧，如

怎樣安坐或舉芋，因此需要教導 。 「表現不足j 是指學童清楚怎樣安坐 ，或其他技巧而

只是選擇不做 。 這是一個動機問題 。 一些研究 (Gresham. 1986) 認為大部份過度活躍

學童是缺乏動機， 需要較大的回饋， 幫助他們持久地表現好的行為 。 當然亦有技巧不足

的問題 ， 在選擇訓練方法時 ， 是要對準學童的需要。

教學隊伍詳細考慮7這些關注和回應的方法，希望「社交技巧訓練」的設計能更完善。

為幫助老師在學校推行這些訓練，下面會詳述訓練程序的每個步聽 ， 以及在班房裡實行

時所需的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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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內推行社交技巧訓練

在校內推行社交技巧訓練

教學隊伍徵詢 7 家長們的罔意，曾將部份在模擬課室裡'學童學習社交技巧的情況，播
放給在學校教導他們的老師們觀看。在錄影帶中看到他們熟識的學生，可以這麼投入學
習活動和守規，大部份老師也露出驚訝的表情，並且非常留意教導的方法有什麼特別的
地方。其後在討論時，老師都認為這些方法，實行在班房禮，並不困難。

社交技巧訓練所採用的方法與教導其他學科相似，老師很容易便可以掌握訓練的技巧和
原則。一些老師在班房推行後，得到良好效果，發覺不但對班裡有過度活躍學童有幫
助，其他學童也學會在學習上應有的表現和要守的規則，令大家學習愉快。

老師們也可依下列步驟創造這愉快學習班房 .

步驟一 選擇目標技巧

第一和第三個步驟其實是相闊的。老師首先要進行評估及選擇目標技巧。不聽指示、不
願意和同學合作、插嘴、搶著說答案等等。老師可以列出很多過度活躍學童的行為門
題。但是，應該選擇哪些作為教導目標呢?這個基本步騁，是值得老師特別留意。若卅
教技巧並非學童需要，老師的努力便成白費。在這方面， Gresham (1986)建議先清楚
社交技巧 (Social Skills ) 與社交能力 (Social Competence)之間的關係。前者是指學
童要表現某一良好社交行為所需要的技巧或做法，如對老師有禮造社交技巧，是需要尊
稱老師，見面時點頭及態度尊敬等。一般老師對這些技巧的訓練也很熟誦，但在個別技
巧的功能上，即這些技巧與提升學童的社交能力的關係上 ， 可能會被忽略。社交偉力是
指學童在參與其一群體活動時的能力，如上課或旅行時的能力表現。這能力是集台7 一
些適應行為和社交技巧兩部份，是需由其他參與者，如同學或老師等評價。

因此，老師在選擇那些技巧作為教導目標時，首先要考慮學童在這群體活動，如上課時
的表現和需要，而不是只針對一些單一技巧。學童在參與都體活動 ， 如上課或小息時的
表現是需要經客觀及多方面的評估來搜集資料，以確定學生需要及教導的目標。

步聽二 評估學童需要

正確的評估是有效社交技巧訓練的基礎。評估學童或青少年的社交或情緒表現的方法，

主要分六種 (Merrell ， 2001) 

(a) 觀察 (Observation)
(b) 行為評估測量表 (8ehavior rating scales ) 

(c) 訪問 (1 nterviewing) 

(d) 自我報告 (Self report instruments) 

(e) 推斷/表達工具 (Projective-expressive techniques) 

(f) 社群性評估策略 (Sociometric techniq 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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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性評估策略，如朋輩提名、閉輩評分或朋輩排名等，沿用已久而效果也不錯

(McConnell & Odor啊， 1986 ) 。 可是 ，這些評估方式較能顯示學童被朋輩接受的程度

而非他們所需要的社交技巧。而且這些評估策略需要整班參與，在實行時也有較大難

度。

推斷/ 表達工具，如周圍畫或一些未完成句子，著學童表達感受。這些方法較適用於

與學童建立關係上。在評估技巧方面，未必能提供很多資料。

自我報告是由學童自己報告一些內心情況 ， 如感覺開不開心或受同學欺負，或評估自己

的行為表現，去日受同學歡迎程度等。這些報告可反映學童一些內心世界或內在問題，但

對評估社交技巧方面，卻未必有效。學童的自我評分往往與成人的分數有差距。

訪問可包括學童、家長或教師，這些訪問可提供很多有關於行為發生的環境或功能方面

的資料，幫助了解學童的社交問題。

Merrell (2001)根據各評估工具的效用作詳細分析，認為自我報告及推斷/ 表達工具只

可作為「第三線」的方法。而社群性評估策略和訪問，適用於某情況下的社交評估 ，故

可作為第二線的方法 ，而最被推薦的評估策略是第一和二種，即觀察及行為評估測量

表。

觀察過度活躍學童在課室、操場、走廊等，這些自然環境裡的行為表現及與同學相處的

情況，最能提供有關學童社交技巧的真實資料。進行觀察時，老師首先要擬定記錄設計

( Observation Protocol) ，有系統地記錄資料。記錄方式可包括 :

事件記錄 某一事件或行為，如學童過位，搶答題目等，

出現的決數 。

時段記錄: 分時段觀察，記錄學童在該時段出現的行為。

持續時間: 記錄某行為持續的時間，如不專心持續多久。

潛伏時間 記錄某行為由終止至再出現的時間。

除7這些記錄外，老師應留意觀察學童某行為所達至的功能，如是為7 吸引老師注意，

逃避學習或活動，附屬朋輩行為，尋求刺激或欲獲取讚賞等。而互|致行為出現的環境囡

素，亦可提供寶貴資料。

雖然觀察能有效地評估社交技巧，但非常費時，而且記錄設計若不完善，亦會影響評估

的有效度。最後，利用行為評估測量表不但能節省時間，亦可提供較客觀的資料，在過

去十年，已被廣泛採用 (Merrell & Gimpel , 1998 ) 
這六種評估策略 ， 各有利弊。在外國 ， 已發展 7 不少社交評估測量表， 可供參考。如:

School Social 8ehavior Scales (Merrell , 1993)' Walker 一 McConnel1 Scales of 

Social Competence and School Adjustment (Walker & McConnell , 1995a, 1995b) 
等。其實，老師可根據評估目的及場地，自行設計評估工具，更切合需要。 Merrell

(2001 )建議以緊合計原則由多種評估方法在不同的環境取得資料 ，加以印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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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過度活躍學童的社交技巧方面， r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倚賴 7 老師的報告和

觀察，行為評估測量表及學童本身的意見，經總結各方面資料及衡量學童的需要，選擇

7五個技巧作為教導目標 「安坐」、 「舉手」、 「參與」、「和睦」和「遵從」。
這些技巧可以幫助過度活躍學童整體參與課堂活動的能力。教學隊伍在學校觀課時，發

覺不但過度活躍學童需要學習這些技巧和規則，其他的同學也有罔樣的需要。尤其在學

期開始時，大部份學童也不懂在課室應有的表現，同學之間又互相影響，造成混亂。老

師若能針對學童需要，加以教導，建立課室良好的常規 ，學童和老師才可愉快學習。

步驟三 設計教學策略

經過評估，己有既訂的目標，接著老師便需要設計教學方法。社交技巧訓練在過去十年

備受重視，亦發展 7很多訓練策略。這些策略經不斷的研究和改良，已証其效。雖然策

略很多，主要是基於兩大理念模式而發展的 (Mathur & Rutherfold , 1996 ) 。其中之

一是社交技巧訓練 (Social Skills Training ) ，主要是透過示範、指示、練習、獎勵等

方法，訓練學童習得個別技巧。另一模式是社交問題解決 (Social Problem

solving) ，主要是透過認知和思想，幫助學童分析問題和解決的方法，如被同學歎負可

以怎樣或打架應怎樣處理等。

對大部份學童來說，學習社交技巧主要是幫助他們在學校裡愉快及成功地學習。因此，

近期社交技巧策略發展亦朝向社交技巧教導 (Social Skills I nstruction) 。如教導學科

一樣，老師可以用不罔活動和方法，但基本的步聽可依據「示範"帶領"測試」模式

( Sugaid & Lew悶， 1996) 

示範 (Model)

帶領 (Lead)

測試 (Test)

向學生示範社交技巧 ，可由老師或朋輩示範或觀看錄映帶

的示範。

安排練習社交技巧的機會，讓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例如

口頭提示、角色扮演等，反覆練習或演練該技巧。

運用不同的方法來測試學生是否已經學會該技巧 ， 並且在

無須任何協助下也能做到正確的行為。

計劃亦採取7這個模式 ，配合課堂學科教學材料，來教導學童五個目標技巧 。教學隊伍

首先清楚介定每個技巧的行為表現和規則，從學生日常生活和學習環境選取例子作示

範。又結合學科學習，給予學生練習機會。最後，更設立「代幣獎賞制 J '加強學生學

習動機。下面以一課堂為例，解釋進行教學的t個主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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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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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教學示例

教導學童舉手、安坐、遵從、、參與、和睦等參與課堂活動時
應有的表現

對象 小二一小四學童
訓練時間 ﹒ )\課節

時間表 中、英、數、常學科時間

﹒課前準備

﹒選擇教學材料，結合學科學習和相關的社交技巧。

﹒編訂時間表，讓學生有系統地學習。

﹒就評估結果，決定是否全班教學，或按學生的社交能力、學習障礙等，
篩選和組合特定的社交學習小組。老師若向全班教授社交技巧，讓過度
活躍學童和其他學童一齊學習，能更有效地提升他們整體的學習效益。

﹒邀請教學伙伴，如其他老師、學生、社工等參與。此外，更應夥罔家
長，彼此於校內校外配合，以增強學習效益。

-E察施教效益，從學生的表現加以分析，用作調節社交技時學的基
/""。

﹒進行教學
' . 

( 一) 讓學生認識所學技巧的名稱，以便溝通和記憶

如 我們要學怎樣舉享。
(安坐、遵從、參與、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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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介紹該技巧所包含的適當行為表現和規則

如: 安坐是上課時以自然和有禮的姿勢坐於椅

上。

規則IJ: 不伏在檯上，不玩弄物件，不離坐。

如. 舉手是上課時若需要發言 ， 將手向上舉

起。
規則 ﹒ 手不能左搖右j罷，老師指示才發言，若其

他同學已作答，便要將手放下。

如: 遵從是上課時跟老師指示去做。

規則 即時回應，點頭示意或說「知道 J '若未

能遵從，應舉手說明。

如: 參與是老師提出問題或安排活動時，主動

參加。
規則:認真地去做，與同學合作。

如 早日睦是關心同學，大家一同學習和玩耍。

規則 ﹒ 不捉弄同學 ， 不欺負同學或打架，幫助同

學。

指出該堂集中學習的規則

如﹒ 今天我們學習 r聽老師指示才發言 J 及

「若其他同學作答，將芋放下 J

示範適當的行為表現

透過示範，學生能清楚看見如何做到該技巧，如 

老師親自示範舉手發間或安坐的正確姿勢。示範

時要舉出或示範技巧的正反例子，加深學生認識，

如老師示範有禮和無禮的坐姿。又如舉手多次，老

師還未指示發言，不要將手左搖右擺。示範例子若

能從學生的日常生活和學習環境選取，更為切合。

如 起立作答後坐好，或到黑板書寫答案後返回原

位安坐等。老師亦可考慮由同學作示範，增加接受

程度。角色扮演能使學生獲得更多的指導機會，因

而加強示範的果效。例如:請一位同學扮演老師發

間，另一小組學生扮演同學舉手作答。於角色扮演

過程中，老師應提供正確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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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練習/裡習技巧的機會

老師應把握在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時，給予學生練

習的機會， "9日作答時舉手，參與活動後返回坐位
等。

老師宜結合學科內容和學作活動，讓學生在自然環
境應用所學，如﹒

a 

b. 

c. 

d. 

在「誰不忙」一文，讓過度活躍學

童學習體諒家人和朋友，帶領他們

關心別人。

運用二人或小組合作的學習活動，

製造機會予過度活躍的學童，練習

與別人融洽相處。

「以訛傳訛」的遊戲教導同學互相包
容、體諒。

問答比賽時，對同學良好的表現加

以讚賞。

在練習過程中，老師宜給予學生即時回饋，有助鞏

固學生所學的技巧。有需要的糾正或指示，也有
幫助。

測試學習只果

為測試學習效果，老師應不時要求學生展示他們所
學的技巧。最好能在自然情境，進行測驗，考核學

生的類化技巧。測驗的項目可包括口頭發間、角色

扮演、文字回應(例﹒填寫問卷或書寫感受)或其

他評估策略。測試時，老師不應提供任何協助，但
應就學生的表現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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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t) 給予家課練習，幫助學生類化技巧

家課練習的作用是協助學生把課堂所學的技巧，

應用於其他課堂或社交環境。

教導「安坐」的教學程序舉例

認識技巧名稱

「安坐」

界定該社交技巧的行為和規則
「安坐是上課時以自然和有禮的姿勢坐於椅上」
規則 I不伏在檯上、不玩弄物件，不離坐。」

指出該堂集中學的規則

「不伏在檯上、不玩弄物件。」

示範適當行為表現
挑選兩名能力較佳的學生和老師一起作示範'著其他同學留意
老師在講解詞語時，同學應有的坐姿。繼而由同學示範'伏在

檯上，玩弄物件等有禮和無禮的姿勢。

ZZ行不同的學習活動時老師留意學生是否遵守規則 如作
答後安靜坐下、不玩弄物件，觀看其他同學參與活動時不伏在
檯上。讓所有同學均有參與或觀察的機會。

測驗
安排在這一堂學生未有經歷過的一些情境，來測試他們能否有

禮地安坐。
例如:傳送工作紙後、個別做工作紙時。

家課練習

陌明天的第一、二及三堂，請留意自己上堂時的坐姿，主在
這表格用、/號表示你對自己的評價，下課時把表格交回給

我。」

表四教導「安坐J 的教學程序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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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學習動機:

推行代幣獎賞制及自我行為管理

引發學習動機:推行代幣獎賞制及自我行為管理

(1) 代幣獎賞制

老師在推行社交技巧訓練時，很清楚訓練成果會帶來的好處。當全班學生都能「安

坐 J ' r舉手 J ' r遵從 J ' r參與」和「和睦」時 ，老師再不用費神管理學生，教學

活動也不被騷擅而得以順利進行。因為期望可以享受這些成果，老師有很大動機努力推

行。但反觀學生，他們在學習初期，卻未必有這些動力支持。直至他們因為和同學和睦

相處了一段時間，感覺到良好關{系的甜蜜，或因為多參與學習活動而領略到當中的趣

味，又或因為不用被老師責罵，感覺被接納和重視的開心。在這些統稱為自然增強物未

出現時，尤其在學習初期 ，學生需要一些實質增強物幫助他們建立良好的行為。雖然只

是過渡性質，這些實質獎賞，對學生有很大的鼓勵。

過度活躍學童車主 般學童更渴望得到獎章 ， 又因缺乏動機持久良好的行為，需要一個較

有系統及預知的高回饋制度，令學習可以事半功倍。而代幣獎賞制度，很受這些學童歡

迎。

「代幣獎賞制」是將獎賞眼目標行為掛童旬，每當指定的行為出現，學童便會得到獎章或

代幣，而這些代幣可以累積，換取學童喜歡的活動，自由時間或 些實物 (Kazdin

1994) 

「代幣獎賞制 J 是基於應用行為學習理論中的增強原理 ， 將獎賞的出現與目標行為的出

現有著特定的關係 ， 來增加行為出現的頻率或汶數。這個獎章制度，讓過度活躍學童可

以預知某行為表現的報酬，而代幣換取的增強物更能迎合他們的愛好。對老師來說，這

制度的好處是不會影響課堂上的運作及比較彈性。老師可因應學童的行為改變而作出不

同程度的獎章，對一些需要較柯力或較長時間才可改善的行為，老師可調校高的回饋。

但「代幣獎章制」也有缺點和存在的問題，因為這制度須計劃有系統的規則和獎賞，在

設計上也很費時。而且很多研究發現當獎章制度完結時，過度活躍學童並不能持續良好

的行為，表現令人失望。因此，在設計代幣獎賞制時，也要考慮這些問題。

在實行方面， r代幣獎賞制」可以分個人，小組或整班 (Kazdin ， 1994) 0 r過度活躍

兒童融合計劃」在模擬課室是採用個人獎章制，即獎賞是跟個別學童表現掛鍋。參加的

學校嘗試採用整班獎賞制，即全班同學需要做到標準要求，便有獎賞。而小組獎章制，

是小組各組員平均達到要求，小組便會有獎。有些家長也在家裡實施代幣制，配合學校

的訓練，加強效果，計劃設計的「代幣獎章制 J ' 大大增加了學童的學習動機，訓練效

果令人滿意，推行的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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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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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目標行為
讓學生清楚知道目標行為的要求

(二) 選擇代幣
計劃選取了磁石和至于簿，磁石是供老師在課堂裡給分學童，而分簿記錄7 學童
每堂的得分和進步(附件一)。老師也可選用其他代幣如籌碼，點券，顏色貼紙
是。為避免學童互相交換或轉讓代幣，老師應考慮給不同代幣予學童，亦要考慮
他們的年齡和興趣，來選擇代幣。

(三) 定立增強物及代幣對換率
讓學生清楚知道積分換算方法及他們可以選擇的獎品。計劃選取的增強物可作參
考(附件二)。要吸引學童，宜選擇他們喜愛的實物或活動。

(四) 定立評分方法
為幫助學童建立所學良好行為，在學習初期，回饋應較頻密，亦可讓學童盡快對
換獎品作為增強物。隨著學習進展，評至于及增強物出現的汶數，頻率或數量便可
慢慢減少。表五建議的評分方法，曾在計劃實施，效果良好。

(五) 反應代價
有些研究建議在實施代幣獎賞時，同時加入懲罰手日分制，當學童出現不適當的行
為表現時，便扣除他的積合或代幣。這個建議亦有不少批評。 Nelson and Ruth-

rford (1988) 認為這會令學習重心改變，由代幣的正面增強行為改放在減少不
適當行為上。學童的注意力也可能轉放在這些不適當行為上，引起反效果。老師
在處理扣分時，要清楚向學童解釋，以免造成混淆，若學童出現負積分，老師需
設法用其他方式，如隔離等代替。

(六) 定期評估，修改計劃
代幣獎賞制在施行後，老師可能發現計劃需要調整，如因學童對增強物不感興
趣，或學童未能掌握所學的技巧等問題，老師需要回應。所以作定期檢討 ， 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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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欠 所評規則及數目 每節評分汶數 評分方法 評分1f~式

每項規則 磁石
每節最高可得 2 食。 + 

2 安坐、舉手 (2) 2 
當天最高可得分數

分簿
2x2x3+2=14 封

3 

4 

5 

6 

7 

安坐、舉手、
遵從、參與、
和睦 (5)

2 

2 

(嘗試分組坐)

(嘗試分組坐)

磁石

+ 

分簿
每項規則

每節最高可得 2 分。

當天最高可得分數 ﹒

5x2x3+2 =32 分

分簿

8 不評核(但老師給予回饋，並作內部觀察記錄)

表五代幣獎章制評分制度

(-t::: ) 決定結束時間

代幣獎章制的作用是希望經過7學習階段，行為在沒有增強勿的影響下也會出

現，所以老師在執行獎章制之前，同時要計劃和考慮在甚麼情況下把獎賞撤除。

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要注意把增強物出現的次數、頻率或數量隨著學習的進展

慢慢減少。到 7學習後期，實質的增強物應該被一些自然增強物所取代。

(八) 計劃類化技巧活動

代幣獎賞制最重要亦是常常被忽略的部份，便是計劃幫助學童類化所學技巧，在

其他非訓練場地應用。社交技巧的學習不能終止於糖果或代幣制的各項獎賞。從

現實生活中，我們知道社交技巧是由互動學會的。如學拋球一樣，學童學習怎樣

拋球，若他的朋友在接球及拋固的話，學童便學會怎樣再拋球。這樣互動下，學

童便會將所學技巧“困著"而類化。以社交技巧為例，學童學了怎樣說早晨，還

需要有機會和老師或父母說早晨，他們的回應不但有增強作用，還教曉學童怎樣

用這技巧。又如學習 「參與」或「和睦 J '學童問樣需要在自然環境中，有機會

用這些技巧及得到對室里的回應，技巧才得以牢固。

因此，老師在教導社交技巧時，需要給予學童這些自然環境，讓他們有機會學習

使用這些技巧，這過程被稱為“ Entrapment" 和“ Generalization"

(McConnell , 1996) ，意指老師需要令學童“陷於"自然環境中，需要運用該

技巧，及學習將該技巧應用於其他社交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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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學習動機 :

推行代幣獎賞制及自我行為管理

﹒ 自我監察

利用記錄表(M1 ， M2 , M3) ， 由學童記錄自己在不同環境有沒有應用已學社交技
巧，提高他們表現這些行為的意識。

明顯地，最有效的幫助類化或陷於自然環境的方法 ， 便是在日常環境中進行訓

練，在學生面對社交困難或需要該技巧的情境中，直接教導他們有關技巧。假若

久缺這些機會，老師可考慮在技巧訓練課程中，套用學生日常生活的例子，及他

們主要面對的社交問題，老師亦可加插其他相關的社交處境作為例子，以強化學

生的類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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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一些研究，鼓勵學童學習 “自我行為管理" 技巧，以幫助他們類化所學

( Shapiro & Cole , 1994) 0 r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 J 嘗試實施代幣獎章制時，

同時加入 “自我行為管理 " 希望能幫助學童類化及持久運用所學的技巧。

「自我行為管理」是一個有組織和有系統的程序，讓學生負起管理自己行為的責任。當

中包括三種技巧.自我監察 ， 自我評估及自我獎賞 (Kazdin . 1994) 。 自我監察是指學

生自己觀察及記錄行為，以反映行為表現的轉變 。自我評估是根據已定的標準 ， 或比較

其他同學的表現，評估行為表現的滿意程度 。 自我獎賞包括由學生選擇增強物及執行獎

賞。

(11 )自我行為管理

﹒自我評估

除了自我評估外，計劃亦鼓勵學童邀請他們的同學、老師 、父母及兄弟姊妹 ， 評
估他們的行為表現 ， 如 E1 ， E2 及 E3 '以示支持。

有許多研究顯示 ， 讓學童參與管理自己的行為 ， 循序漸進地由老師管理邁向自我管理，

更能有效地建立良好行為。畢竟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希望學生可以自立，為自己的行為

負責。自我管理亦是一強而有力的類化技巧 。 因為學生再不完全倚賴老師的增強物，在

自我管理的情況下，會有較大動機在其他社交環境應用所學技巧。而且，這些管理技巧

易於運用 ， 幫助學生伸延所學技巧至其他非訓練場所，如操場、教員室 、 走廊等 。 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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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選擇目標行為

首先老師要讓學生清整自我管理的目標行為，如遵從、和睦等 。

步聽如下 :

界定行為應有的表現和規則 。

解釋自我管理的目的和選擇這技巧的原因及清楚界定行為應有的表現 。

2. 

設計自我管理制度

為幫助過度活躍學童自我管理及類化技巧， r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J 設

計了一些記錄表及評估工具，幫助學童實施自我監察 、 自我評估及自我獎

賞。 這些表格和工具己輯錄在本書的附件三，老師可自行復印，並嘗試運

用 。 在實施自我管理制度時，須配合學童學習技巧的進度，循序漸進地在

老師的幫助下，學會自我管理 。 表六的時間表，清楚介紹計劃在運用三種

管理技巧時的編排 。

31 

3. 



引發學習動機

推行代幣獎賞制及自我行為管理

﹒自我獎章

由學童自己選擇獎章方法及增強物，如看電視、玩電腦避戲或休息等 。 起初，部

份學童不懂得選擇獎章方法，老師可給予幫助。當學童學會自我獎賞，學習動機

及自我管理也相應提升，如 R1 ' R2 。

f安坐 ﹒字，"徽章司71

~叭 A

J〉-J\一J--_./
M.NI1 

R1: r安坐、舉手J 我做到 7!

4 由老師監察至學生自我監察

前tlK.':市， B 
{f..:._，、、'1111

ti. ' _z.之i正是1

R2: 我做到了 1

在實行初期，老師需要監察學生是否記錄準確，最普通的方法是採用抽樣

方式。當老師發現學生可以維持一高水平的準確程度，便可讓學生自己付

起監察責任。

5 淡出管理程序

已建立的管理程序 ， 包括老師監察、記錄表、評估工具等，在適當時候便

應退出，讓學生內化自我管理策略。

6 設計類化機會

幫助學生在不同環境使用 自我管理技巧 ，由一種行為逐漸增加至多種。最

終鼓勵學生能自動自覺地實施自我管理。

自我行為管理適用於思想較成熟及學習動機較大的學生，透過自我管理，學生感覺被信

任，和自己有能力控制行為，不但能幫助建立良好行為，對自尊感的提升也有幫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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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次所評規則及數目每節評分
汶數

評分方法

2 

3 

4 

5 

6 

7 

8 

安坐 、 舉手 (2)

安坐、舉手 、
遵從、參與、

不日睦 (5)

2 

2 

2 

每項規則
每節最高可得2 分。
當天最高可得分數，
2x2x3+2=14 分

每項規則
每節最高可得 2 分。

? 當天最高可得分數
5x2x3+2 =32 分

(嘗試分組坐) 戶

(嘗試分組坐)

不評核 (但老師給予回饋 ， 並作內部觀察記錄。 )

表六自我行為管理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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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形式

磁石 + 分簿

磁石 + 分簿

磁石 + 分簿

分簿

分簿

分簿

自 我行為
管理方法

認識自己、全力
以赴、實現理想

M1:I安坐、
舉芋」我做到了

M2 常常遵從、

參與、早日睦

E1: W望所歸，
乖乖守規1
間 J安坐、
舉手J 我做到7

M3 常常「遵

從、參與、和
睦J '學習樂
趣無窮
E2 我是
的好朋友了豆苗
名字叫

R2: 我做到7
-彩虹

E3: 乖仔做到
了，我為他自
豪!

R2: 我做到了
- 彩虹

E3: 乖仔做到
7 ，我為他自
豪!



在校推行社交技巧訓練的困難

在校推行社交技巧訓練的困難

第一個明顯的困難是時間問題 ， 評估學童的社交表現，設計訓練課程等，雖然有詳細的

指引可跟從 ， 還是需要投資時間，尤其在學期開始時，老師要應付大量的工作，若加上

社交技巧訓練，是加重了負荷。但若從另一角度觀看，能發展或提升學童參與學習的能

力，不但可以幫助他們愉快學習 ， 更能提高學習效益，所費的時間，是非常值得的。

另一個是信心問題，過度活躍學童的特性是表現反覆和不穩定。最好的方法由最優秀的

老師去教導，他們還是今天表現好，明天卻不一樣。用較正面的觀點來看，過度活躍學

童猶如一些富創意的人 樣，多不能墨守規則，而表現亦帶點飄忽。這對老師來說是一

個陷阱亦是一項挑戰。老師甚至會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和方法的有效度，好像拔河賽一

樣，我們很多時不是敗於技巧而是信心不足 。 假如老師因此而放棄，過度活躍學童看在

眼裡，又豈會不受影響 。 既然清楚技巧訓練能幫助過度活躍學童，老師便要有信心領導

學生。得來不易的成功，亦較可貴。

學習技巧，投入學習

社交技巧訓練可以幫助過度活躍學童習得一些技巧， 參與學習，但最終的成功，還是繫

於課堂所學，對他們是否有用及有趣 。 「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推行後，有一位家長

簡單直接地告訴我們，她的兒子現在很喜歡上學 。除 7分享她的喜悅外，亦明暸宮中涉

及很多教學上的調適，在下一章會有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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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聲分享三

老師，心聲分享三

「在上這訓練課程期間，他走進步了，不但能安坐較長時間，耐性多 了 ，
自覺性也提高了。 J

長洲堂錦江小 學 廖淑雯老師

他一活潑好勁 ，自 我中心，好表現自我，不懂得處理自 己的情緒，是一個一般的 小 學
低年級生。作為他的班主任，我當然是常妥勸導他、輔導他，才勉強地把他帶回學習的
一 ; 料如此 總不想把他格織成「某一類」的同學。丸且學校的老師對他也很關
;3二 。

學期開始時，我跟他有一定的協議一「多靜思」及「獎罰*P<-表現持鉤 J 。他的表現老
然是時好時壤，叫生啊 ! 就是這樣的了 !一方面對他的加棚 另一方面 F
長傾談;本來E跟R他雙親詳談'家校合作，是i很R重妥的 ' 可惜這方面起不了作用 。 一

幸運地，他有機會參加了「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割 J 舉辦的訓練課程 。 雖然只是短短的
幾個月，但八人小組的學習，對他來說是最合適的，不但注意力使集中到他身上，而且
有J民主機會給他參與;他的雙親也因著這課程有所得著。我只趁此時刻，加強與他之間
的達黎 ， 進一步落實協議 ， 希望他能提高自覺。在上這訓練課程期間，他走進步了，不
但能安坐較長時間 ， 耐性多了， 自 覺性也提高了。

不過，這仍是未詐棚，暑假過後 新學期開始時 ， 他可能依然故我，但愁切希望他能
記取所字過的，慢慢改進。

其實比他更活潑又缺乏耐性的，同學很多 \ 要是這類同學也使得到同祿的照顧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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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幫助過度活躍學童的教學策略

間 一一 李小明己那麼活躍，他還可以參加課堂活動嗎?
111:1 不相信他會喜歡學習，他只愛搗亂?
IDI 將他分隔，令他不能騷擾同學，才可“安靜"地教學?

為 7幫助「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的過度活躍學童在學校投入學習，教學隊伍曾到各

學校 ， 與老師商討在課堂上怎樣配合這些學童的需要。這些討論非常寶貴。不但有助教

育同工鑽研哪些教學策略可在本地實際教學環境實踐 ， 亦深深體會到教師的顧慮:

﹒現在教學工作繁重，要作調適，實在有心無力。

- 1亨、可以為 7 一個過度活躍學童，而要整班遷就他?

﹒ 主要是過度活躍學童本身的問題，他要自己改善，老師也幫不 1 0 

.只有一些調適的原則，實行方法又不知怎樣?

雖然已有很多研究，證明一些教學方法，對過度活躍學童的幫助，但是文獻的建議，在
實踐時，仍然是一項挑戰。討論，再討論之後帶來了一些嘗試。在此，非常感謝參與計

劃的老師，亦很欣賞他們的教學專業和熱誠 ， 不但嘗試各項教學調適 ， 還讓教學隊伍觀

課 ， 一同引證了方法的成效。

從實際的課堂教學裡，找出幫助過度活躍學童的教學方法 ， 對老師更為受用。因此教學

隊伍記錄了一些課堂活動，包括小二，小三及小四的中文、英文、常識及體育共十t

課，作詳細分析和討論。這些課堂 ， 並不是刻意安排，只是老師在教授編有過度活躍學

童的班別時，曾經採周而頗見成效的教學活動。經詳細分析，發現成功可行的方法 ， 主

要有五大元素。為方便討論，以 BV II 簡稱，即簡短 B revity ， 多變化 Variety ， 有趣

I nterest '及多參與 I nvo lvemer咐，再加上有效的基本教學策略和課室管理。以下嘗試
點列有關教學安排及分析每項的安排為何能夠提升過度活躍學童的學習效益，與大家封

辜 ， 以其集思廣益。

這些教學調適，令全班同學也投入學習，教學隊伍在觀課時，也享受到學習的樂趣，更

樂於見到班中過度活躍學童與其他同學一樣，一齊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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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調適

教學調適

Brevity 簡短

因為過度活躍學童有專注力不足的問題，老師在選擇教學內容，設計教學方法，講解，

給指示，以至堂上作業或功課設計等都適宜以簡短為原貝IJ : 清晰、精確、簡短最有幫

助。太詳細的分析，太多支節或含糊的指示，對過度活躍學童來說是很困難的。若教學

內容太長，可考慮將其分成小部份學習，更為有效。要達到簡短，精確效果，老師在課

前準備時 ， 需要多花工夫，將教學材料以較有組織和系統的方式表達。課前的一些準備

或預告教學重點，讓過度活躍學童清楚要求，對他們也有幫助，亦可避免他們像「一舊

雲 J 般不知所措。課堂(一) , (二)及(三)的教學設計和效果，可供老師參考。

課堂(一)

年級: 小學三年級
科目 回 中文科

課題.講解課文

教學安排 ﹒

1. 利用字咕教授課文生字。
2. 以錄音帶播放課文內容，著學生留心傾聽。

教學效果-

1. 減少板書的時間可使過度活躍學童面對較少的等候時間，

免致容易分心。當然，這也取決於他們的語文能力。

2 經常轉換聽講的形式，有減少過度活躍兒童沉悶的感覺。

討論:簡單的教具 ， 不但能突顯教學重點，亦為學生帶來快速及新鮮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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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調適

課堂(二)

/ 年級小學三年級
科目﹒中文科

課題:街燈(擬人法)

教學安排 :

2. 

3 

教學效果:

2 

老師提問:考核學生對課文內容的掌握。

著學生參考課文，撮寫每段的主旨;然後請個別同學報

告。

學生個別完成作業。

老師的提問簡短、清晰，學生容易掌握，以致增加作答的

信心。

老師鼓勵學生勇於作答和發表意見，這樣能給予過度活躍

學生活動的機會和練習表達意見的社交技巧。

\討論:清晰簡短的提問技巧，增加互動，學生有更多機會表達意見。

課堂(三)

/ 年級﹒小學二年級
科目:數學科

課題: 量度

教學安排:

例:

2 

教學效果﹒

2. 
3 回

著學生把數粒按指定數目合組，然後填寫答案於工作紙上。

1X2= 1X3= 1X5= 
2X2= 2X3= 2X5= 
3x2= 3X3= 3X5= 

10X2= 10x3= 10x5= 
利用電腦輔助教學軟件，總結學生的答案。

電腦輔助教學能迅速、有系統及清晰地歸納有關結果，縮

短學生等候的時間，維持他們的專注力。

教學軟件的豐富圖片和色彩能吸引過度活躍兒童的注意力。

老師能不斷製造機會讓學生參與活動，減少因沉悶所引致

的秩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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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調適

Variety 多變化

採用靈活多變、生動有趣的學習活動，可強化學習和提升過度活躍學童的學習興趣。二

人的活動較小組活動更適合過度活躍學童。因為小組成員較多，在E動時所需社交技巧

也較擅雜，亦有較多騷擾。

課堂(四)、(五)、(六)及( 1::: )的設計多變，穿插不同的學習活動，過度活躍學
童學習得輕鬆愉快， 堂的學習時間很快便過去。

課堂(四)

/年級:小學三年級
科目:英文科

課題:形容詞 (tall & sho肘; young & old; weak & strong etc.) 

教學安排.

2. 
3. 

4 

教學效果:

2. 

3. 

4. 

利用掛畫進行提問，讓學生反覆練習己學的句式和形容詞。

二人合作做工作紙，練習剛學的形容詞。

應用剛學的形容詞進行全班活動:老師請 位同學起立，然

後請另一位同學運用適當的形容詞描述他的外形或面貌;被

描述的同學接著請另一位同學起立，並描述他的外形或面

貌。如是者，全班同學不斷輪流練習該堂的知識。

最後，每個同學各自做工作紙，鞏固整堂所學的內容。

適當運用視像教材能吸引過度活躍學生的注意力和誘發他們

的學習動機。

安排二人?一組或小組活動，可讓能力較佳的學生協助過度活

躍或能力稍遜的同學。

利用學生自己作為活動教材，除增加活動的真實感外，更增

添趣昧1生。

有著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和不斷參與學習的機會，過度活躍

的學生便不會容易感到單調和沉悶。

討論:利用閻像和穿插不同的學習活動，維持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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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調適

課堂(五)

年級:小學二年級

科目常識科

課題:炎夏合適的活動

教學安排和效果
1. 老師提問學生於剛才的小息做了什麼，籍以帶領學生討論炎夏恰宜的或

應避免的活動。

效果:命題環繞學生的日常經驗，同學紛紛踴躍發言。

2. 老師請仍然汗流汝貴、滿面通紅的同學，面向全班講述他們在烈日下劇

烈運動後的感受。

效果:老師善用就近活生生的素材，加深同學的認識和記憶。

3. 老師統計全班喜愛參與的餘暇活動，並帶領討論它們對健康的影響，和

是否適合於夏日進行。

效果:

4 

效果:

5回

效果 

6. 

效果:

a 以預先編印的圖表來記錄統計資料，可減省活動的時間、吸引和維持

過度活躍學童的專注力。

b 環繞班中同學的情況和資料進行討論，尤其可以比較自己和其他同學

的喜惡、優詣，同學會倍感興趣。

老師請三位同學手持不同的室溫計，分別站於課室三個不同的地點;

著其他同學進行分站式觀察，拔出並記錄各室溫計的讀數，和比較各

溫度計的設計。

a 同學有充份的時間和空間進行活動 ， 不至納悶或因長時間坐於原位而

感到侷促不安。

b 利用實物進行探究 ， 增加同學的學習興趣和加強記憶。

c 同學匯報觀察結果時 ， 能建立相互學習的榜樣。

d 老師能善用機會，挑選過度活躍的同學執掌溫度計;表示信任、予以

優越感和能力感。

分組比賽一比賽小組學習活動的成積和秩序表現 。

a 老師經常利用分組比賽和獎勵，提高同學參與活動的動機。此外，在

一定的競爭氣氛下，可但進小組同學的合作性。

b. 從小組合作中，同學發揮了互相幫助、互相提點守規的精神。組與組

之間的競爭更樹立7學習的楷模，或展示了引以為誠的例子。

當學生過份投入討論或活動時，會造成過大的聲浪。老師會按動教師

桌上的銀金會，提示同學安靜和坐好。

a. 利用適當的工具，例如銀齡、字睛，甚至教師本身的身體語吉，與學

生建立一套課室常規的提示方法，有助提升教學的流暢性。

b 老師太多的口頭規勸，因過度活躍的學生專注力弱，他們未必能一一

傾聽和依從。相反，接收簡短，且已建立共悉的訊號，能有助提示他

們作出合適的反應。

討論 老師能穿插不同趣味和動態的學習活動，使學生不時轉換學習形式，免致 7 呆板沉悶 。
、..._

41 

課堂(六)

年級:小學二年級

科目常識科

課題:哺乳類動物

教學安排和效果-

1. 老師以生動有趣的提問眼引學生注意，使課堂氣氛變得歡

愉，同學尤愛踴躍答問。

2. 老師經常引用日常的生活例子，引起同學的學習動機和需

要。這更是協助過度活躍兒童類化社交技巧的有效策略。

教學調適

討論.環繞著不同的哺乳類動物，帶出學生感興趣的討論，內容變化多端。

課堂(-t)

年級:小學三年級
科目體育科

課題. 二人合作跳繩

教學安排和效果:

1 老師指示清晰 ， 且能循序漸進地教授每一個技巧，使學生易

2. 

3. 

4 
5 

於掌握和學習。

於二人分組練習時，老師較多在旁指導過度活躍的同學，助

其掌握技峙，以及建主自信。

老師的秩序管理良好， I全班講解」與「分組練習」之間安
排恰當，使課堂流暢，有利學習。

老師講學生合作示範，吸引同學的注意。

老師請技術較好的同學作示範表現，樹立榜樣和鼓勵同學學

習。

討論:練習形式的簡單變化，避免學生感覺重覆，同時亦可鞏固他們的

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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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調適

I nterest 有趣

有趣的教學活動，是每一位學童都喜歡的，尤其是過度活躍學童，因為他們不能集中注

意，思想車交易分散，因此需要有足夠感官刺激。他們多喜歡新鮮，工作要有變化。在課

堂(八)、(九)、(十) ，老師設計7 一些有趣的活動或教學材料，誘發學生很大的學習動

機。

課堂(八)

/ 年級:小學三年級
科目:常識科

\ 

課題﹒光的反射

教學安排和效果:
1. 老師提問有關光波反射的日常生活例子。

效果自

因老師提問清晰，也於適當時候給予提示，同學便樂於作答和

勇於嘗試。

2. 老師運用鏡子，請三位同學向全班示範「倒後鏡」的功用和
有關的光學原理 :

效果.

「倒後鏡J - 把一面鏡子放在其中一位同學的身賽，另外兩
位同學站在他的身後兩側，並先後隨意做出不同

的動作，看看前面的同學能否透過鏡子，看見他

們在做甚麼動作。

a. 過度活躍學生最愛是能在課堂有活動的機會，而同學的

動作又往往惹笑和甚具創意，帶來不少歡愉的學習氣

氛。

b. 適度活躍同學在參與他們覺得有趣味的活動時，多能按

老師的指示進行活動。

c 活動學習能大大加深同學對所學知識的記憶。

討論 : 富創意和有趣味性的活動，吸引學生參與學習。

43 

課堂(九)

年級:小學三年級

科目:英文科

課題: 1. 時態 (Simple past tense and simple present tense) 

2. 形容詞 (tall & short; young & old; weak & strong etc.) 

教學安排﹒

1. 教師搜集各公眾人物兩個不同時期的照片，製成高映片或電

腦演示檔案。

2. 兩張照片最好能有至少一個相反或明顯不同的特徵 s 例如高

矮、頭髮長短等。

3. 著學生依照句式，運用適當的時態和形容詞，口頭描述該人

物於兩張照片的不同之處。

例如: a) Andy Lau was sho吋 . Now he is tall. 

b) Tung Kin Wah' s hair was black. Now his hair is 
white. 

4. 教師展示預設的答案建議。

教學效果.

2. 
3. 

圖一 圖二

'" L一一一一一一_y，

Sammi was fat. ' Now she is thin. 

公眾人物的面貌和特徵能吸引過度活躍學生的注意力。

同學樂於參與，以描述自己的偶像或熟悉的人物。

過度活躍同學於輕鬆、愉快的學習氣氛中，運用已學的形容

詞、時態和句式描述不同的特徵。

討論:學習氣氛輕鬆及愉快，活動環繞著公眾人物的面貌和特徵，非常 | 

有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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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調適

課堂(十)

年級:小學三年級
科目 ﹒ 常識科

課題:香港房屋類型及居住情況

教學安排和效果 :

1. 老師講個別學生面向全班同學，描述自己住所的房屋額型、

大小和喜愛它的地方。
效果:許多過度活躍學畫都愛表達意見，通過合適的機會和指導，

他們可以練習有關的社交技巧。

2. 老師自己也向同學介紹自己的居所。

效果:

a. 同學往往會對老師的起居生活感到興趣，故能吸引他

們注意和專心聆聽。

b. 此舉亦有助打破師生的隔膜，從而建立師生的感情。

3 老師著學生訪問及調查班中數名同學的居住情況，並就所得

資料，向全班同學匯報。

效果，

a. 

b. 

同學互相訪問的活動，除可訓練學生的溝通和語吉能

力外，更可促進彼此的認識和感情。

對過度活躍的同學而言，無形中製造了機會，讓他們

與同學合作和溝通，有助他們建立社交國子，及良好

的閉輩關係。

c . 在互相訪問的過程中，過度活躍的同學能夠學習怎樣

與人和睦相處。

d. 除7對老師的資料感到興趣外，聆聽其他同學的情況

亦能語發學生的專注力。

4. 老師指示全班朗語課文。期間，老師逐行巡察，糾正學生坐

姿和指導學生專注。

效果:

在處理過度活躍學生那些散漫、發白日夢、玩弄文具、咬耽

指頭、不良坐姿和騷擾他人等等的經常性問題，老師斷不能

坐視不理，但又不可常常終止學習活動，阻礙整體的進度。

老師若能偶然巡視，以身體語言或其他訊號提示個別學生，

不但可避免打斷整班的學習進程，學生亦會因應老師的關注

和高要求，作出較佳的表現。

討論 ﹒ 雖然教學內容屬資料性，一般較沉悶，但老師能透過學生感興趣的

題材和活動，作為例子，幫助學生了解教學重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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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volvement 多參與

過度活躍學童多喜歡從實在工作中學習，可觸覺到，或是有動感和創意的方式，最具吸

引力。老師若能提供參與學習機會，讓過度活躍學童享受活動中學習的樂趣，是有效策

略之一。教學活動方面，戲劇或角色扮演等最受過度活躍學童歡迎，課堂(十一)

(十二) 、 (十三)、 (十四)及(十五)提供 7 不少活動的例子。

課堂(十一)

( …叫科目:常識科

課題:常見疾病的傳播途徑

教學安排:

1 溫習常見疾病的名稱(運用圖片向全班講解及提問。)

2. 由老師帶續及提示，全班一起探討常見疾病的傳播方法。
3. 小組討論 ， 填寫有關疾病的正確傳播方法。

4. 老師向全班提問常見疾病的傳播途徑，加深記憶和鞏固學
習。

5. 完成工作紙(二人一組)

教學效果:

1 教學安排有系統，能適當地穿插不同形式的活動，兔致學

生感覺沉悶單調。

2. 能循序漸進，協助學生學習和掌握新知識。

二人一組的活動對過度活躍見童的學習最為有利。先透過
與一位同學學習角作互助的技巧和精神，他們便不會因社

交技巧欠佳而一下子面對太大的壓力或排擠。老師若能安

排成積較佳和樂於助人的學生與他們同組，對他們的幫助
更大。

討論 . 以小組活動讓同學互相幫助，更投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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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十二) 課堂(十四)

年級:小學二年級

科目數學科

課題:借位減法(三位數減兩位數)

教學安排:

1. 老師與學生複習計算方法。

2. 著學生於黑板運算橫式和直式。

3 學生個別完成工作紙作鞏固練習。

4 學生自組運算題目-老師提供兩組數字，請一位同學於每

組封別抽出一個數字 ， 並把它們張貼於黑板，組成一條減

數題;然後著全班鬥快計算結果。

5. 利用電腦軟件總結學習。

? 老師利用多個不同的方法與學生溫習。

例如: a. 配對圖與字，

b. 於各生字墳上漏寫的字母，

c. 看圓寫字;

d. 全班默唸。

2 老師給予過度活躍學生的適當的支持及讓他易於參與活動。

教學效果:

1 活動的設計能讓學生感覺有自主的機會和自主的能力。

2 能製造學習機會讓學生參與和走動，不但讓過度活躍學童

有舒展筋骨的機會 ， 他們也可於參與活動的過程中 ， 多實

習課堂的秩序要求。

3. 在課堂進行遊戲和比賽，能誘發過度活躍兒童的學習興趣

和專注力。

討論 ﹒ 以遊戲和比賽語發學習的興趣 ， 又給予學童參與和走動的機會。

教學效果:

1 利用不同形式的活動可以增加溫習的趣味性和協助學生專注。

2. 老師能預期過度活躍學生的學習困難，安排合適的學生坐位和

教師本身的站立位置，方便兩者溝通和跟進問題 。

討論 : 在默書前讓學生參與溫習活動 ，不但能幫助學生建立信心，而且令

他們覺得默書也是樂趣。

課堂(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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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十三)

年級:小學二年級

科目:數學科

1. 著學生利用自製的紙尺，量度課室不同設施的長度、闊度

和高度例如學生檯椅等。

2. 請數名同學合作量度課室門的高度、黑板的長度等。

1 老師把課文以高映機放大投射， )提單學生的注意力 ， 和易於監察學生

的專注程度。這個方法能有效提升過度活躍學生的注意力 。

2. 老師能掌握語文學習的基理，以適當的學習階段引領學生學習課文的
重點 :

老師講解課文 一一___. 按老師的提間，學生找尋有關的形容詞 ， 離

坐到高映片圍出答案 全班朗講課文 學生各自做

工作紙，鞏固所學核對答案 (如學生答錯，老師引導學生改正 。 )

老師交待掌課 ， 清楚指示學生填寫家課間及在有關課業

加以記錄。

3. 過度活躍學童能於學習活動中有機會在課室走動，可減少他們

因為感到侷促沉悶而分心或騷擾別人。

討論 ﹒ 非常有系統的學習活動，有組織地讓學生參與其中，提高學習效益。

教學效果-

1. 安排活動讓學生參與，可使課堂免於刻板和沉悶 。

2. 提供機會讓學生合作，能協助過度活躍兒童獲得成功的社

交經驗。
給予學生在課室走動的機會 ， 除可讓過度活躍的兒童舒展

外，也提供了練習自覺守規的時機。

討論 : 學生從實際工作中，學會量度，經驗更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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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基本教學策略及課室管理

課堂(十六)、(十-t)及(十八) ，顯示過度活躍學童在有系統的課室管理下，能認真地參與

學習。老師能有效地運用一般教學技巧，如提問技巧、賞罰、給指示等，亦很有幫助。

課堂(十六)

年級.小學三年級

科目中文科

課題: 週記與剪報至于享

教學安排

1. 邀請個別學生朗讀週記。

2. 邀請個別學生匯報時事剪報的內容和他們的感想。

3. 老師帶領全班討論同學報告的事件，並適當加插其他生活化的

題材。

效果:

a. 老師要求高、課室常規處理良好，大大提升過度活躍兒

童的學習效益。

b. 生活化的題材能提高過度活躍學童的學習興趣。

C. 學生能從時事和週遭的事物中，學習正確的價值觀、學

習關心社會和別人的感受。

d. 學習分享和互相欣賞，能改善過度活躍兒童的社交技

巧。

e. 提供機會讓過度活躍學童練習演說和表達技巧，可以訓

練他們的自信心和豐富他們的社交經驗。

4 老師從學生的報告中，抽取詞彙反覆講解、澄清其解釋和用

效果

法。

a . 接連相闊的討論和不斷鼓勵同學思考，可維持學生的專

j主力和學習興趣。

b. 反覆的思考和辯解能鞏固學生的學習。

討論:課堂常規處理良好，老師要求高，會令學生認真地參與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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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十-t)

年級-小學四年級

科目英文科

課題.看圖作旬

教學安排﹒

老師提間，著學生運用適當的時態、選用正確的動詞和交通工具，

描述圖中發生的事物。

教學效果.

a. 老師以高映機展示有關圖片，能吸引全班的注意，增加講解的效

益。

b. 老師了解學生的程度，選材適當，有效協助發展學生的能力。

教學調適

c 老師能就學生的錯誤答案逐步提示 ， 引導他們掌握正確的答案。此

舉能具體展示鎮而不捨、從錯誤中學習的精神。此外，在老師循循

善誘下，過度活躍的學生能慢慢建立自信。

d. 老師賞罰分明，對學生良好的表現能即時嘉許，或就學生的錯誤加

以做醒，並鼓勵他們試答問題，務求在該課節可以答對相近的題

目 ， 確保學生掌握有關知識。 I

討論﹒老師要求嚴謹，學生不敢苟且;老師亦賞罰得宜。 )

課堂(十八)

年級:小學四年級

科目.英文科

課題﹒ 看圖作旬

教學安排 ﹒

由老師提間，著學生運用適當的時態、選用正確的動詞和交通工具，

描述圍中發生的事物。

教學效果.

a. 老師以高映機展示有關圖片 ， 能吸引全班的注意，增加講解的效益。

b. 老師7解學生的程度，選材適當，有效協助發展學生的能力。

C. 老師能就學生的錯誤答案逐步提示，引導他們掌握正確的答案。此舉

能具體展示餵而不捨、從錯誤中學習的精神。此外，在老師循循善誘

下，過度活躍的學生能慢慢建立自信。

d. 老師賞罰分明，對學生良好的表現能即時嘉許 ， 或就學生的錯誤加以

做醒，並鼓勵他們試答往從的問題，務求在該課節可以答對相近的題

目，確保學生掌握有關知識。

e. 老師要求嚴謹，學生不敵苟且;但師生關係仍見融洽，致使全班達到

理想的英語水平。

討論:老師要求嚴謹，賞罰分明，在教導上餵而不捨，務求學生清楚掌握所

學，深受學生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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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行為問題的調適

嘗試方法的老師人數及佔整體人數的百分比

教學隊伍與各學校老師深入討論教學調適時，發覺除7上述有關教學活動的安排外，老 行為表現 調適 有效 少許 無效 從未

師亦很關注 些即時應對的方法，尤其在處理過度活躍學童在課堂裡的行為和組織工作 有效 賞試

的問題上的有效調適。根據 Dowdy , Patton ' Smith and Polloway (1998)的建議方 4 . 以說話或行為 22 24 4 。法，教學隊伍邀請了共五十位老師，以一個月的時間，嘗試實行建議的方法，並找出他 打斷課堂 a 當學生舉手時，加以讀賞 (44%) (48%) (8%) (0%) 

們認為最有效的策略。老師們勇於嘗試的專業精神，令教學隊伍非常欣賞。下面(表-1:::)
討論及活動

節錄7當中最多老師嘗試的教學策略及他們經嘗試後認為是最有效的方法。這些方法都
13 33 3 

曾在本地實際教學環境實踐，對老師的參考價值很高。 b 適當行為出現時，加以 (26%) (66%) (6%) (2%) 
注意及讚賞

表t 最受老師歡迎的教學調適

9 35 6 。行為問題 c 給予學生訊號提醒要表現行為 (18%) (70%) (12%) (0%) 

嘗試方法的老師人數及佔整體人數的百分比

行為表現 調適 有效 少許 無效 從未 10 33 2 5 

有女生 賞試
d 與學生訂立改變目標行為及 (20%) (66%) (4%) (10%) 
獎賞制度

1 不能安坐， 8 28 11 3 
無意識地郁動 a 准許學生部份時間站立著工作 (16%) (56%) (22%) (6%) 

17 22 9 2 
25 20 5 。

e 與學生訂定行為契約 (34%) (44%) (18%) (4%) 
b 設計有郁動的課堂活動 (50%) (40%) (10%) (0%) 

5 發自日夢 18 31 。11 26 5 8 a 安排學生坐近老師 (36%) (62%) (2%) (0%) 
c 給予學生「合法」離坐機會 (22%) (52%) (10%) (16%) 
(如做小差，派工作紙等)

12 33 3 2 
2. 注意力被 11 32 5 2 b 給予學生訊號提示 (24%) (66%) (6%) (4%) 
聲音刺激分散 a 安排坐位在課室較前的位置 (22%) (64%) (10%) (4%) 

, 
16 23 6 5 14 29 5 2 

b 給予學生訊號，專注工作 (32%) (46%) (12%) (10%) c 令學生參與課堂活動 (28%) (58%) (10%) (4%) 

6 22 12 10 7 26 14 3 
c 用口頭指示，配合文字指示 (12%) (44%) (24%) (20%) d 給予學生較多時間完成工作 (14%) (52%) (2日%) (6%) 

3. 注意力被 10 35 5 。
6.不停說話

24 22 3 
視覺刺激分散 a 安排坐位在課室較前的位置 (20%) (70%) (10%) (0%) a 讚賞適當行為 (48%) (44%) (6%) (2%) 

13 33 2 2 
8 32 4 6 b 令學生參與課堂活動 (26%) (66%) (4%) (4%) 

b 給予學生訊號提示 (16%) (64%) (8%) (12%) 

6 28 5 11 
c 周口頭指示配合文字指示 (12%) (56%) (10%) (22%) 10 29 9 2 

c 與學生訂立改變行為目標及 (20%) (58%) (18%) (4%) 
獎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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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作組織 嘗試方法的老師人數及佔整體人數的百分比

嘗試方法的老師人數及佔整體人數的百分比 行為表現 調適 有效 少許 無效 從未

行為表現 調適 有效 少許 無效 從未
有效 賞試

有效 賞試
23 20 2 5 

7且不能在適當 27 17 5 
d 每;欠只給一樣工作 (46%) (40%) (4%) (10%) 

時候保持工作 a 將長工作分小部分完成 (54%) (34%) (2%) (10%) 

配合學生專注能力
28 13 8 

e 減少工作份量 (56%) (26%) (2%) (16%) 

28 22 。 。
b 幫助學生訂立短期目標 (56%) (44%) (0%) (0%) 

22 27 。f 增加讚賞及懲罰 (44%) (54%) (0%) (2%) 

26 20 2 2 111 其他問題
c 每)欠只給學生一樣工作， (52%) (40%) (4%) (4%) 
以免負荷過重 12.遺失活動/ 14 18 14 4 

工作所需物品 a 給予學生清晰規則 (28%) (36%) (2日%) (8%) 
8.馬虎 ， 不留意 8 16 14 12 (如紙，筆等)

細節，匆匆將 a 利用「自我檢查工作J 程序 (16%) (32%) (28%) (24%) 

工作做完 15 15 5 15 
b 設計物品檢查表，由學生 (30%) (30%) (10%) (30%) 

7 35 7 自己監察
b 提醒學生檢查工作是否完善 (14%) (70%) (14%) (2%) 

9.由一未完成的 20 28 23 22 5 。工作或活動轉 a 將工作分為小部份 (40%) (56%) (2%) (2%) c 讓學生自己周家課簿做作業 (46%) (44%) (10%) (0%) 
去另一工作

22 22 2 4 
b 每次只給一樣工作 (44%) (44%) (4%) (8%) 

12 28 9 
d 定時檢查書檯及工作位置 (24%) (56%) (18%) (2%) 

10.好像聽不到 15 24 7 4 ., .. 
指示 a 要求學生重覆指示確保明白 (30%) (48%) (14%) (8%) 13 未能安靜地 ' 

14 32 4 。工作或玩耍 a 適當行為出現時，加以 (28%) (64%) (8%) (0%) 
注意及讚賞

7 35 3 5 受訪老師人數: 50 
b 給予學生訊號提示 (14%) (70%) (6%) (10%) 

受訪老師可選擇多項

11 完成課業/ 10 31 6 3 
工作有困難 a 安排學生坐於工作認真的 (20%) (62%) (12%) (6%) 

同學附近

23 19 。 8 
b 將課業分為小部份 (46%) (38%) (0%) (16%) 

23 23 2 2 
c 幫助學生訂立短期目標 (46%) (46%)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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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教學經驗

「過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引發 7教育同工對幫助這些學童的有效教學策略作7 一些探

索。從實際教學經驗，詳敘於第二章及本章，計劃累得了一些有關學校組織方面，教學

技巧方面及管理技巧方面的調適原則，摘要如下.

(1)學校組織方面

a 首要是培養過度活躍學童對學校的歸屬感。因為各樣的學習困草鞋、行為問

題、和間輩相處問題等，這些學童很快便會感覺到自己是不受歡迎的人、

物，自尊感亦因此而降低。學校需要令這些學童感覺被接納和了解，重視

他們及讓他們有成功及貢獻學校的機會。

b. 有效的管理和組織，對過度活躍學童非常重要。這些學童需要一個有系統

的學習環境，規則清晰及一致，學生可循常規遵行，亦可預知轉變。

c 時間表編排上宜考慮平衡學生的腦力及體力活動時間，學科學習宜在早上

進行，亦應給予學生休息機會。

d . 課堂多活動，學生可主動學習

e. 課外活動多元化，切合學生不同興趣。過度活躍學童尤愛體育及團體遊

戲。

f . 家長、學校、醫生彼此繁密聯擊，幫助學童在正面關懷下按時服藥。

學校組織方面的幫助，可歸納四個重點。即SRCP ， Structure有系統， Routine 良好

常規， Consistency 要求一致及 Predictability 可預知。

(2)教學技巧方面

a. 除了教學方法外，老師的教態及師生關係對過度活躍學童影響很大。要義

是比一般學童 ，過度活躍學童更需要一位好老師。他能讓過度活躍學童覺

得可以和他溝通，對學生有正面的態度及能常常保持情緒穩定，一些幽默

感及創意會更受過度活躍學童歡迎。

b 在基本教學技巧運用上 ， 如提問技巧、給予回饋、賞罰等，老師需要顯示

有能力及有效度 。給指示時，老師需要面對學生、清晰及精確， -1.欠只給

個指示及要求學生重覆指示，明白的指示，對過度活躍學童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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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選擇教材及教學方法上，老師需要照顧過度活躍學童的注意力不旦的問

題，以簡短精確為原則，讓學生清楚要點。為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工作及

教學活動要帶新鮮感，有足夠的感官刺激和變化。若教學內容太長，可分

小部份完成。與學生訂立短期目標，增加成功機會。

d. 具體、即時及頻密的回饋，不但能幫助過度活躍學童專注問題，亦可提升

他們的自尊感。因為他們對未來的觀念不清，太長遠的承諾，較難奏效。

e . 在教學上老師亦要照顧過度活躍學童其他的學習障礙，如讀寫困難等。因

篇幅所限，本書未能詳述。老師可參考其他有關書籍。

教學技巧方面的調適，可歸納四個重點。即 B V 11 ' B revity 簡短; Variety 多變化;

1 nterest 有趣 1 nvolvement 多參與。

(3)管理技巧方面

a 除了學校外，課室亦應建立常規，讓過度活躍學童清楚知道可接受及不可

接受的行為，亦沒有太多的選擇，規則可張貼在課室裡，強化過度活躍學

童的記憶。公平及一致要求並不等於每個同學都 樣，而是要切合他們的

需要。

b. 老師可考慮採用「忽視一讚賞j 原則處理過度活躍學童在班房裡許多行為

問題。這方法將注意放在守規行為上，當這些行為出現時，即時給予讚賞

及頻密回饋。而輕微的行為問題，可用忽視方法。這方法讓過度活躍學童

清踅認識怎樣才是適當行為及感覺被接納。適當的讀賞，一些優惠及責

任，如幫助老師做小差等，最受這些學童歡迎。

C 

'" ! 

雖然懲罰對過度活躍學童的作用不太大，因為他們對於後果與行為之間的

連結不易建立 (Barkl句， 1992b) ，但有時也需要 。老師要小心使用，以

正面糾正錯處的態度，令學生可以從中學習。如給指示一樣，要簡短，對

焦、切忌情緒過大或太過分的批評。

d . 及早預防的方法比懲罰更為有效，例如坐位安排方面，讓過度活躍學童坐

於較靜 ， 不被騷擾的位置， 幫助他們集中注意力 。又如給予這些學童一些

「合法」走動或離位的機會，避免他們因過分沉悶而犯規等 。

總括而盲，大部份老師會發覺其實過度活躍學童的學習能力並不弱，只是他們有較獨特

的學習方式及組織困難。他們大多喜歡從實際工作中學習，遠勝理論探素，而新鮮有感

官刺激及多變化的學習活動，能幫助他們集中注意。他們有高敏感度又富創意，能從不

同的角度看事物。這些特質可以成為班中寶貴的資源，但是需要老師7解和接納，給予

他們學習及貢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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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教學經驗 老師心聲分享四

過度活躍學童很清楚自己的需要，老師若能與他們商議，聆聽他們的意見，與他們一同

訂定學習及行為目標，定能有效地發展他們的潛能。

revity 

短」佇
間
可

企
F
I 多變化

nterest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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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olvement 

多參與

老師心聲分享四

「學期終結時，他已有很多熟絡的同學，也獲得了進步獎。他的進步，除

了要有清晰的目標外，亦須妥有 flr a幸的回饋和獎賞，更重要是得到社工

及家長一同努力的成采。」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下午校) 虛老師

過去的一個學年，我班中有一個剛自下午部調來的學生，他既有學習障

礙及過度活躍， 亦不能與同學融洽相處，具的令我感到十分煩惱 ， 幸好

透過駐枝社工及技本支援計劃的幫助，最終亦能使該學生在行為表現及

學業成績都有進步，以 下是我的一點經驗 。

首先，要明白學生的問題所在，才能對症下菜，我先與家長溝通，了解

其家庭背素，才訂出教學策略 。 我先與該生訂出短期目標，就是要他學

懂與同學溝通，有困難時要告訴我，並要準時上學。初時，他既要適應

早上上學，又要面對陌生的同學，他顯得很煩躁及不開心，我嘗試利用

小息的時間與他傾談及教導他一些社交的技巧，從而建立互信的閥你，

亦希望減少他與同學爭執的機會 。 經過兩個月，他開始結交朋友，但是

其成績就不太理想，透過其家長，我知道他很不喜歡英丈科 。 這時，我

開始與他訂下新目標 讀，英丈生宇，因這正是他害怕英文科的原因 ， 我

與他每天於小息時讀或串生字，令他減低對英丈的抗拒 。 其後，他的英

默成績明顯進步了，自信心也提高了，我再鼓勵他多閱讀，這時，他已

不再要小息時讀生宇了。學期終結時，他已有很多熟絡的同學，也獲得

了進步獎。他的進步，除了要有清晰的目標外，亦須要有即時的回備和

漿賞 ， 更重要是得到社工及家長一同 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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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活躍兒童的行為困難大多表現在課堂的學習上，造成影響，理應引起教學策略研究 圖六代幣制能助我守規

上很大的關注 ， 但事實卻不然。過去二十年 ， 世界各地均進行教育改革，在教學上亦有
十分同意 68.7% 

頗革新的思想和策略，如發展合作學習和多元智能等，但在幫助過度活躍兒童的教學策

l 
同意

圖書的發展 ， 卻近乎靜止 (Armstrong ， 1999) 。實需喚起教育同工的關注 。
18.8% ..: 不知道 12.5% 

「溫度活躍兒童融合計劃」以一多形式的支援模式，希望透過藥物 、 社交技巧訓練及配
不同意 0% 

合家長和校本支援 ， 幫助過度活躍學童愉快及成功地學習。計劃的教學隊伍，首;欠嘗試 極不同意 0% 

與學校合作設計教學策略 ， 回應過度活躍學童在學習上的需要 。 及後更有機會觀看到這

些教學策略實施在不同的班房裡的情況和對學生的幫助， !.廣闊 7 對過度活躍學童的 7 圖t 我喜愛這裡的學習活動

解，獲益良多。對教學隊伍而膏，這是最真實及寶貴的經驗，亦肯定了計劃所作出的貢
十分同意 81.2% 

獻 。
_1 

同意 6.3% 

為進一步了解過度活躍學童本身、他們的家長及老師對各項訓練及支援活動的意見，教 _' 不知道 12.5% 

學隊伍以問卷形式集得各計劃參與者的寶貴意見，知道他們對計劃的評價甚高。
不同意 0% 
極不同意 0% 

計劃提供的兩期兒童訓練小組，共有十六位過度活躍學童參與 ， 他們均表示喜愛訓練小

組的學習活動。超過 90% 的學童表示所學規則能幫助他們學習(圓四)及明白守規則的 圓八能遵守規則使我感到開心

重要(圍五)。約85%學童認為代幣獎賞制有幫助(圓六)及喜愛小組所設計的學習活動(圖

「 十分同意 68.7% 
1:::)。約有 90%學童表示遵守規則令自己感到開心(圓八) ，而超過 80%學童有信心不用 同意 25.0% 
老師提醒也能守規，顯示學童願意嘗試自我行為管理，並不完全倚賴老師給予的增強 • 不知道

物，很值得欣賞(圖九)。
6.3% 

不同意 0% . 
圓四課室規則能幫助我學習 極不同意 0% 

' 
十分同意 81.2% ' .. - 同意 12.5% 國九不用老師提醒，我也能守規

• 不知道 6.3% 十分同意 56.1% 
不同意 0% 同意 31.3% 
極不同意 0% • 不知道 6.3% 

圓五老師的教導使我明白守規的重要
不同意 0% • 極不同意 6.3% 

十分同意 75.0% 

同意 18.7% -• 不知道 6.3% 

不同意 0% 

極不同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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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位參與計劃的過度活躍學童的家長非常支持這計劃。圓十顯示超過90%的家長認為

計劃為其子女安排的社交訓練，為家長設計的家長訓練課程及為學校安排的講座均有幫

助，而計劃施行的代幣獎賞制和學校探訪，亦有超過 80% 家長認為有幫助。約有 70%

家長認為計劃可幫助其子女的課堂秩序和學習態度(圖十一)。整體而言，認為計劃對于

女有幫助及願意把這個計劃推介給別人的家長達至 100% (圓十二)。

圓十 家長認為各項計劃活動有幫助的百分比

圓十一家長認為計劃對子女以下兩方面有幫助的百分比

子女社交訓練

家長訓練課程

講座

代幣制的施行

學校探訪

課堂秩序

學習態度

94.1% 

94.1% 

93.8% 

88.2% 

82.3% 

70.6% 

70.6% 

圓十三家長認為計劃對子女有幫助及願意推介計劃的百分比

家長認為計劃

對子女有幫助

願意推介計劃

100% 

100% 

至於參與學校的校長、老師及輔導主任更身體力行，在學校嘗試各種教學調適及支援方

法。有些老師更將經驗記錄下來，編成「老師心聲 J '在此書與其他教育同工分享。從

問卷收集的意見，顯示超過 80% 老師認為計劃安排的學生訓練有幫助(圓十三)。約有

70%老師認為校本支援各項活動有幫助。至於計劃安排的家長訓練，可能因為老師較難

評估其成效，只有約 50% 老師認為有幫助。

圖十三老師認為計劃活動對學生有幫助的百分比

學生訓練 的 5%

校本支援 75.7% 

家長訓練 51 .4% 

為了解整個計劃對參與的過度活動活躍學童在學校的學習表現和其過度活躍行為特徵的

影響，在推行校本支援期間，教學隊伍邀請7負責教導學童的班主任及科任老師為學童

作觀察及行為評估。教學陣伍收集了約60 位老師的報告，綜合老師對個別學童的學習

表現、學習問題、優點及要改善地方等各方面的評論，顯示十六位學童的表現均有進

步。老師們觀察到大部份學童均比以前用心及努力守規則。有些老師很欣賞學童嘗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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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老師的指示去做及上課時較主動舉手答問題。與同學相處方面，大部份學童都有滿意

的表現。老師更發現他們很喜歡替老師工作及渴望得到獎勵和老師的關注。至於需要改

善的地方，老師認為有些學童做工作的速度仍然很慢，家課亦做得很差，當遇到不懂的

題目時，有些學童很快便放棄，不願意嘗試克服困難。有關過度活躍/衝動行為/注意力

缺陷這三方面的行為特徵，老師亦留意到學童的進步，尤其在衝動行為和注意力缺陷這

兩方面。整體成績，實在令人鼓舞。有一些學童更因為學習及行為上的顯著進步，得到

學校的嘉許和獎狀。

在檢討計劃的成效方面，因為只推行7 一段很短的時間，在分析評估數據時需要明白有

此限制。而計劃對學童的長遠影響亦有待時間證明。又因計劃採用了多形式的支援模

式，而各學校及老師參與的活動和情況也不一樣，較難確定計劃的哪一部份，哪一種訓

練，可以幫助學童哪一方面的行為。其他限制亦包括7 些不清晰的變數，如家庭的變

數，可直接影響學童的學習表現和計劃的成效。雖然評估存著這些限制，對老師來說，

過度活躍兒童每天在課堂的良好表現，已是最實際的證明。此計劃嘗試7 一些幫助過度

活躍兒童的教學策略，凝聚了點滴的實際經驗，期望能誘發更多的研究和發展。

雖然很多參與計劃的過度活躍學童年紀尚幼，他們也懂得用不同方式，表達欣賞老師及

教學隊伍的努力。在此，希望他們在以後的學習路途上，有更多老師扶持。亦誠意邀請

老師嘗試本書建議的方法，集思廣益，在幫助過度活躍學童的教學策略上有更多的研

廿" -;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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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聲分享五

老師，心聲分享五

「我與校本輔導主任會用一些獎勵小舟子，每天對他們學習

行為表現評分(例如 1 個、1) ， 如是者一星期作總結，獲得特定目標後

(如一星期有 4 個)便會有獎勵。」

「這位同學 ，請你返回座位，這位同學，不可隨意離開座位﹒. . . . . J 這是

我在課室經常向兩位過度活躍學生說的話。在開學初，這兩位學生的名字最快

被我認識，因為他們脾氣古怪，個性固執，不愛說話，而且經常在轉堂時離開

座位，被班長、同學投訴。在學習方面，那位男生學業成績中等，但那個女生

成績不符理想，遠低於同級能力，所以經常委重做功課或留校接受課業指導。

幸好在開課的一個月後，男生家長主動找我，並告知該生息有過度活躍症，正

在醫院接受治療，平日也有吃藥。這時我的苦惱被解除，我以新的角度去理解

這個學生，也從醫院的治療中了解一些處理這類學生的方法。

首先我在課堂上多用視覺教材或一些四月支活動令他們集中注意力，此外課堂的

指令盡量簡單，正接受課堂的活動或課業也分段去完成。避免長時間﹒

此外他們個別有漿勵三十劃，我與校本輔導主任會﹒用一些獎勵小舟

子，每天對他們學習行為表現評分(例去口 1 個v') ，如是者一星期作總結，

獲得特定目標後 (茹一星期有 4 個v')便會有獎勵。以上的方法開始令他們

有著改善，加上家人對他們的關心，幫助和一些專業的治療(醫院方面) ，他

們慢慢變得合群，上課可以安坐自己的位子，也會象手參與課堂活動。

到了學期結末時，男的考獲全班第二名，獲學業漿，女的學業成績沒有男的進

展快，但也有一些進步。看見學生們在學業及品行有改善，作為老師也替他們

高興，也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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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聲分享六

老師，心聲分享六

「過度活躍的學生，一直以來都是令老師感到頭痛的問題。在課堂上既要

控制他們的行為情緒，又要顧及其他同學的學習進度，的確使我們感到

「疲累 J 0 J 
長訓l 堂錦江小學張老師

過度活躍的學生，一直以來都是令老師感到頭痛的問題 。在課堂上既要控制他

們的行為情緒，又要顧及其他同學的學習進度，的確使我們感到「疲累」。回

憶起學生還沒有參加比重十劃前，行為表現都十分差勁。例如在課堂上會經常無

故離庄、發脾氣甚至會與同學吵架及打架等。多番勸告及貴罰都似乎不能有效

地改善他們的行為。最後，都只好「孤立 j 他們，讓他們冷靜後才允詐他們繼

續參與課堂活動。但這種方法始終未能幫助他們徹底改善行為。

惟有在參加此計劃後，我們才具正「了解 J 他們的問題及需要。認識如何有效

地幫助他們改善行為的方法，例如為他們按步定下可達的目標，從而建立他們

的自信、利用裝賞鼓勵他們改善行為等。

看到學生曰:斬改善的行為，都替他們感到高興。因此，這次有幸能參與此項計

畫ù '的確令我獲益良多 。盼望這計劃能繼續推廣，使更多學生 、家長及教育同

工有機會參與及受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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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代幣對換率附件一:代幣獎賞制的分簿

積分及獎品換算表
積分記錄表

/ 

禮物換購

鉛筆/鉗芯筆/膠擦/文件夾

飛行棋/舉棋/記事單張全本/欣欣杯兩個/
數碼暴龍貼紙

美勞製作全套/跳棋/木顏色套裝/
有型文具套裝

木製手工套裝/記事簿/文具
套裝/水彩套裝

熊仔餅全套/日記簿/
顏色套裝/音樂座

四驅車模型/米奇
砌圓/龍珠擂台大
玩具

',
!
' ,, 

分

O
O
O

積
2
3
5

90 

110 

130 

70 

日期:

第

節

第
二
節

世
弟
三
間即

良好

行為

日期:

mr 第

姓名:

積分記錄表
戶-

當日分數 已用分數 累積分數 職員簽名 家長簽名
關

r-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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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欠帶此積分記錄表上課，當日將被扣除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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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才件三: 自我行為評估記錄表附件三:自我行為評估記錄表

，學習樂趣無窮!常常「遵從、參與、和睦」「安坐、舉手」我做到，個個讚我乖寶寶!

日期:學生姓名-

日期學生姓名
如能做到，請於適當空格加上、/號

其

他

參
加
週
會

第
八
堂

第
t
堂

信
用
六
月
呈

第
五
堂

如能做到，請於適當空格上加上v號

第
四
堂

拉
第
三
月
旦

卸
車
二
心
{
星

卅
弟
一
月
旦

其
他

( ) 

參
加
週
會

第
八
堂

第

t

堂

時
弟
斗
川
心
{
旦

第
五
堂

第
四
堂

第
三
堂

吋
第
二
月
呈

第

一←
遵

從

在
學
校

反革
步，

與

和

自主

占~

主主

{
女
坐

在
學
校

舉
手

其他

( ) 
其他

( ) 

溫
習

叫
做
南
到
暉m

f]i 
晚
餐

午
餐

請用文字或圖畫於花瓣上記錄你曾遵從或參與的事情

其他

( ) 
其他

( ) 

其他

( ) 

坐

車

晚
餐

午
餐

i 

早
餐

早
餐

安

坐

安
坐

夕|、
出

我的表現.我的表現:

口好口不滿意口好口不滿意

口

學生簽署.

十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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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普通口

學生簽署.

十分好

75 

口普通



同才件三:自我行為評估記錄表 間才件三 :自我行為評估記錄表

「安坐、舉手」十分易， I遵從、參與」也做到; I和睦」

更有大進步!

學生姓名:

眾望所歸，乖乖守規!

日期: 學生姓名: 日期.

1 . 如能做到，請於適當空格上加上、/號

2. 在家的表現

不滿意 普通 好 十分好

安坐 口 口 口 口

遵從 口 口 口 口

參與 口 口 口 口

和睦 口 口 口 口

3 外出的表現

不滿意 普通 好 十分好

安坐 口 口 口 口

遵從 口 口 口 口

參與 口 口 口 口

和睦 口 口 口 口

學生簽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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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學
校

我欣賞自己

安
坐

第 第 第 第 參加 其
t )\ 

世週昌旨主品A且~ 堂 堂堂堂 且品""已 主品μ主‘ 他
區司

一•-

可

』一--

一

喔，

(可.J多於一工頁。)

我仍要努力

舉
芋

我的承諾 口全部做到!

口部份做到!

口仍未做到 l

遵

從

o青於太陽畫出理想中的您。)

參
步，

與

我是 的好朋友 我的名字叫

我最欣賞他的進步是口遵從 1 口參與 口和睦 口安坐口舉手

和

自主

我用這顆心讚賞他、支持他! (請繪畫您的心意。謝謝! ) 

好朋友簽署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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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才件三: 自我行為評估記錄表 F付件三 :自我行為評估記錄表

我是 的好朋友 我的名字叫 乖{子做到 7! 我為他自豪!

我最欣賞他的進步是口遵從口參與口和睦口安坐口舉手

(可J多於一I頁 。)

我用這顆心讚賞他、支持他! (請繪畫您的心意。謝謝! ) 子女姓名 . 日期-

(請扼要敘述 ， 並在適當口加上、/號)

爸媽的話:

我欣賞你以下的進步:

地點 事情

安坐 例:在家中 做家課時

2. 

3 . 

4 . 
整體表現 - 口滿意 口良好 口優異

舉手
2. 
整體表現 ， 口滿意 口良好 口優異

遵從

2品

3. 
好朋友簽署: 日期 :

整體表現口滿意 口良好 口優異

參與 1. 

2 . 

3. 
整體表現:口滿意 口良好 口優異

和自主

2. 

3 . 
整體表現口滿意 口良好 口優異

恭喜你!繼續努力!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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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付件三:自我行為評估記錄表 F付件三:自我行為評估記錄表

姓名: 日期 : 我做到了!

「安坐、舉手」我做到 7!
我最欣賞他的進步是

口安坐口舉手口遵從口參與口和睦 (可 J多於一工頁。)

我給自己的獎勵:

他們也給我鼓勵:

(填上你喜愛的顏色)

爸爸

老師

我要獎勵自己-

同學

(以圖畫或文字表達)

學生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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