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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協助「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孩子 

教學篇 

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孩子在課堂上會有甚麼表現？ 

• 孩子很容易被周遭的事物吸引而分心，很難於一項活動維持專注力，上課時

往往難以集中精神、心不在焉、常發白日夢或無法完成課堂習作。 

• 經常不留心聆聽，難以跟從老師指令。 

• 常常粗心大意，做功課或考試時容易犯上不小心的錯誤。他們組織力弱， 較

善忘，常欠帶或遺失物件，例如文具、書本等。 

• 行為方面，部分孩子的活動量很高，在座位內常常扭動身體，有時甚至離開

座位，未能遵守課堂規則。 

• 他們說話較多，難以安靜下來。有時會刻意逗人發笑或沒有舉手就回答問題，

騷擾其他同學或破壞課堂秩序。 

• 他們欠耐性及行為較衝動，在需要排隊或輪候的情況下會搶先或急不及待，

對話時亦喜歡插嘴或搶著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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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應如何看待這些孩子？ 

• 瞭解並接納孩子的特質：明白孩子難以專注、活躍及行為衝動，並非因為他

們頑皮或故意作對，部分原因是受生理因素的限制，他們較難控制自己的專

注力、行為及情緒。 

• 避免嚴苛責罰：嚴厲的斥責及過重的懲罰對於改善孩子的行為沒有長遠的幫

助，反而會對孩子的學習動機、自信心及師生關係有負面的影響。 部分孩子

可能因此對學習及人際關係失去信心，做事提不起勁；有些孩子更可能出現

對抗及反叛的行為，令問題變得嚴重。 

• 團隊合作：老師可與學校的輔導團隊，例如輔導老師、社工或教育心理學家

商討，找出能有效幫助孩子的方法。另外，與家長的溝通也非常重要，可幫

助家長了解孩子在校的情況，從而安排及協調治療或輔助服務。 

在課堂上可用甚麼方法幫助孩子提高專注力？ 

• 座位安排：可考慮安排孩子坐在課室較前的位置，增加孩子對老師及黑板的

注意，亦方便老師提點他們。盡量安排較遠離門窗的座位，減少外界刺激令

孩子分心。 

• 課堂安排：交替進行不同類型的課堂活動，安排新奇有趣的教材，亦可提高

孩子的專注力，讓他們更投入課堂活動。 

• 習作調適：由於孩子難以持續專注，需要時可考慮將習作拆細、分時段完成。

做習作時亦可不時提醒孩子要完成的時間，通常在時間競賽下，他們會較為

集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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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提示：把課堂規則或指示，簡要地寫於小咭上，貼在孩子桌上或課室顯

眼的位置，藉以提醒他們專注。 

• 呼喚及發問：當察覺孩子開始分心時，可呼喚他的名字或向他發問，確保孩

子能投入上課。 

• 朋輩協助：可請專注力或能力較佳的同學坐在孩子鄰近，協助他們核對家課

冊或完成習作。 

• 確保留心聆聽：與孩子說話或給予指示時，可輕拍他或呼喚其名字，先取得

他的注意，盡量保持目光接觸。發出指示後可請孩子複述一遍，以確保他明

白內容。 

• 培養檢查習慣：孩子通常較為粗心大意，可鼓勵他們養成檢查自己物件或習

作答案的習慣。可製作檢查清單或利用簡單的提示咭提醒他們容易忘記的事

情。 

• 安排小差事：分派孩子做簡單的工作，例如幫助老師派習作紙、拿取用具等，

讓孩子有適當走動的機會，可改善他們「發夢遊魂」的情況。 

老師可用甚麼方法鼓勵孩子建立好行為？ 

• 訂立目標及守則：與孩子訂立明確可行的目標行為或守則，例如「先舉手後

發問」、「上課期間保持安坐」。但要避免同一時間訂立太多目標 (建議三項以

下)，因為太多守則孩子記不了，亦很難同一時間改變多個習慣。可待目標行

為穩定地改善後，才轉換另一些新目標。



4 

 

 

• 訂立行為獎勵表： 訂立行為目標後，若孩子成功做到，可在行為獎勵表劃上

記號。達到一定數目後，可換取獎勵，例如參與特別活動的機會或給予一些

小禮物。 

• 預早提示：孩子的行為可能在某些活動或時段內特別容易失控，可預早提示

孩子，讓他在活動中緊記守則。 

• 多讚美好行為：當孩子行為良好，例如留心上課、服從老師指令去完成小差

事時，老師可多加稱讚。 

• 適當運用冷靜時段：若孩子作出滋擾性的行為，影響其他同學或破壞課堂秩

序，可考慮採用冷靜時段，讓他在課室角落安坐數分鐘，讓孩子冷靜及停止

騷擾行為。 冷靜時段完結後，可讓他繼續原本的課堂活動。 當孩子開始合

作並服從指令，便立即給予讚賞。 

若孩子需要服藥，老師可如何協助？ 

• 提醒服藥時間：部分孩子有需要經醫生處方藥物，以提高他的專注力及減低

活躍程度。若孩子需要在學校服藥，老師可協助提醒及檢查孩子有否依時服

藥，但注意在私下進行，避免孩子尷尬。 

• 留意孩子情況：老師亦可幫忙留意孩子服藥後的情況，是否有任何副作用，

並觀察他們服藥後的反應及效果，將情況告訴家長，這對於醫生處方及調校

藥物劑量有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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