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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與任課教師可協助學習障礙學生事項 

     

    一、協助學生克服其困難或提供變通方式  

        收拾書包、抄寫黑板或聯絡簿常令學習障礙學生感到無比困難，請盡量給予較充裕的時  

        間，或提供變通的替代方式讓學生達到相同功能，或是請家長、同學幫忙，以免影響團  

        體學習之進度。  

 

    二、包容與接納其特殊性  

學障學生因其特殊困難而在某些學習需花上比一般人更多的精力，因此學障學生容易太 

疲勞而無法持續注意力，尤其是放學後的家庭作業常令家長與孩子精疲力竭。因此，請 

任課教師儘可能給予酌量減少作業(不鼓勵不用寫作業，但可酌予減少書寫量或抄寫次 

數)，或偶爾改變作業方式(剪貼、利用電腦完成作業…等)。  

 

三、改善其注意力的問題  

學障學生多易出現注意力不能集中的問題，起因可能是來自生學習上的困難，對其注意 

力不集中的問題，可以安排學障生坐前排位置(第二或第三排)。  

 

四、簡化指令說明  

學障學生多有語言理解與工作記憶的困難，不易瞭解太難的詞彙或一次太多的工作指 

令，因此，指派工作或作業時，請盡量簡化、重複說明，一次一個指令，他們一定可以 

完成的。  

 

五、瞭解學生的優劣勢能力  

學障學生常會因不同的項目或表現方式，而出現非常不一致的表現，大部分的學生操 

作技能比學業表現好；操作電腦或打字速度比書寫速度快很多；肢體協調與平衡感較 

一般學生差；無法做較複雜的體育動作。老師可藉由學生的各項表現，發現學生的優 

劣勢能力。  

 

六、給予成功的機會  

學障學生容易因自己的困難或特殊性，而感自卑，甚至因過多的失敗失去自信心、學 

習態度愈來愈差，請多給予成功學習的機會，多讚美學生的優點，相信會慢慢改善他 

們在課堂上的態度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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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與任課教師可協助聽覺障礙學生事項 

    

    一、聽覺障礙學生的特質： 

        1、聽覺障礙者在與人說話時有明顯的溝通困難。他們的語言發展比其他同儕遲緩，常

有發音不正確的現象，例如聲母的省略、替代、或缺鼻音等情況。語調缺乏高低、抑

揚頓挫、單調沒有變化。 

2、聽覺障礙者聽別人說話時特別注意對方的臉部、口形、或表情，經常會比手劃腳，

想用手勢或動作協助他表達意思。與人說話時頭部常向前傾或轉向說話者，努力想聽

取別人說話的內容。 

3、對環境的聲音（例如電鈴聲、電話聲、腳步聲、汽車喇叭聲等）或人的說話聲沒有

反應。上課中常常忽略老師或同學的呼喚，有時不能專心聽講，左顧右盼，期待別人

提供訊息的線索。 

4、聽障者在團體中較少主動發問或參與討論的活動。 

5、可能常會抱怨耳痛、耳朵不舒服、暈眩或耳鳴。使用收音機、電視機、錄音機時可

能把音量轉得很大聲。 

6、常常要求複述剛剛說過的話或習慣性地說：「啊？」。 

7、當用普通的聲音與之交談時，常沒有反應或注意力不集中。 

 

     二、聽障學生的教學調整與輔導 

1、提供一個視覺無障礙的學習環境，如：在課堂上講義或講綱的準備，利用板書說明

授課內容或作業，協助其充分得知講課內容。 

        2、協助聽障學生與其他學生間之溝通與交流。 

        3、了解聽障學生於文字方面之駕馭及理解能力之程度與聽人學生是否有落差，輔導其

減少此方面之差異。 

        4、關心了解學生於課程及生活上之需求。 

        5、與聽障者說話時和他面對面，眼睛直視對方，慢慢地說，對方或許可以由您的臉部

表情和唇形變化，而知道您在說什麼。 

6、當聽到意外警鈴或聲響時，要提醒他注意並告知他當下情況。 

7、請不要在聽障者來詢問談什麼事的時候，用「沒你的事」、「不跟你說」、「不要你管」

來打發他，要耐心告訴他大家在談何事。 

        8、運用語言要具彈性，如果聽障者不瞭解某一個字、詞、語，可換用其它的說法或語

句，或用紙、筆寫給他看。 

        9、不要輕易放棄與聽障溝通，儘量運用口語、手語、筆談、圖片、實物、動作、表情

等肢體語言，以達到溝通的目的。 

       10、盡量讓聽覺障礙者獨立自主，嚐試參與任何活動，不要誤解、過度保護、或太多的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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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與任課教師可協助語言障礙學生事項 

    一、語言障礙學生的特質： 

      (一) 構音障礙：說話語音有省略(「小花」發成「一ㄠˇ ㄨㄚ」)、替代(「蘋果」發成 

          「ㄆ一ㄥˊ ㄉㄨㄛˇ」)、添加(「亞軍」發成「ㄐ一ㄚˇ ㄐㄩㄣ」)、歪曲(「飛機」 

          說成「ㄏㄨㄟ ㄐ一」)、聲調錯誤(「小狗」說成「笑狗」)或含糊不清等現象。 

      (二)聲音異常：說話音質(聲音很粗、沙啞、失聲)、音調(過低或是過高)、音量(聲音太 

大聲或是太微弱)或共鳴(鼻音過重或是鼻音不足)與個人之性別或年齡不相稱。 

      (三)語暢異常：說話節律有明顯且不自主的重複、延長、中斷，或是無法正確發出某些 

          聲母韻母（如ㄓㄔㄕㄐㄑㄒ發音或分辨困難）或急促不清等現象，一般俗稱「口吃」。 

 

    二、任課教師可協助事項： 

      (一)遇到專有名詞時，可特別解釋一下大概的意思。 

      (二)避免用填充題的方式考試，平常考試時用減少題型增加配分的方式。 

      (三)操作或實習課時，對於重要指令注意學生是否理解，或者可以請學生用自己的話把指 

          令再說一遍確定他懂了以後再操作，避免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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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與任課教師可協助情緒障礙學生事項 

   

 一、情緒行為障礙的定義：情緒行為障礙係指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嚴重影響學校

適應者；其障礙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包括精性疾患、情感性疾患、

畏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者。 

 

    二、情緒行為障礙的特徵 

               （一）生理方面：一般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生理表現與一般學生無異，但部分學生會受

焦慮、畏懼或其他精神疾患影響，而出現難以被察覺生理病因的身心症狀，例如：

頭痛、嘔吐、失眠等；另外部分長期服用藥物的學生可能出現情緒反應遲緩的現

象；憂鬱症學生因自傷行為身上出現傷痕；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因衝動而容易

有外傷等，但後三者主要都是藥物或是症狀造成的後果。 

 

               （二）認知方面：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智商像一般學童一樣，但部分學生因為其焦慮或

固執的症狀，或因障礙本身的症狀而使認知功能受到影響，導致注意力、記憶力

表現差，例如：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症狀本身可能就有注意力缺陷或衝動思考的

問題，因此，情緒行為障礙在認知能力表現上，容易表現得較一般生差。 

 

               （三）行為方面：有學者將行為方面的異常分為外向性和內向性問題，這兩類的行為問

題各自是因為對行為的控制過低或過高所致，表現出不同的現象；但不論為何種

形態，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的核心困難在於，缺乏有效因應環境的能力，僅能以僵

化、固著、不適當的方式回應，因此在行為問題發生時，除了注意到行為的不恰

當外，也應該考量個體狀況和生態環境。 

 

               （四）社會：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常因其行為或情緒的異常導致社會適應的困難，社會適

應包括學校、家庭、和社區方面。此類學生在融合教室裡常令老師困擾的問題有：

比一般人容易動怒或哭鬧、不易聽從指令、不合乎年齡的自我中心、常誤解別人

的言語或動作、固執己見、上課時走動或說話而干擾上課、和同學爭吵等，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內向型學生，這群學生表現多半是沉默、少與人互動甚至畏懼上

學，但平時在班級中卻很容易被忽略。 

 

               （五）學業方面：情緒行為障礙學生本身智力多半屬正常範圍，然後受到其他症狀影響

而出現低成就的現象，其學業表現會低於他的能力水準，或是學業表現受心情、

動機影響而高低起伏不穩定，然而這些現象可能是因為障礙本身的症狀或是行為

問題影響了學習所致，例如缺席、容易分心或是難配合繳交作業的規定、過度執

著完成某題而無法寫完考卷等；且不論學習低成就與情緒行為障礙之間的關係孰

為因孰為果，兩者經常是「共病」關係，相互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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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情緒行為障礙的因應措施與教學策略 

（一）改善社會與物理環境：建立其安全感、培養人際互動的正向經驗、增加學習上的

成功信心，來預防適應困難的發生。常見的作法有： 

               1. 教導全班性的班級規範。 

               2. 表明正向期待的行為。 

               3. 經營師生真誠接納的關係，但並非容忍所有不當行為。 

               4. 下達具體明確的指令。 

               5. 座位安排易於提醒注意的位置(例如：教室講台中間前排的位置)。 

 6. 座位避免靠近窗戶或是操場、教室佈置以簡單明瞭為主、上課前要求學生收

拾桌面減少不必要的刺激干擾。 

               7. 座位周圍安排較為沉穩，上課不易受影響的同學。 

 

 （二）用正向舉例的方式教導學生以較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增加他們選擇的彈性，

逐漸取代原本習慣的不良方法。常見的作法有： 

               1. 隨機運用行為事件教導特殊學生理解情境，並練習更好的解決方法。 

               2. 輔導室安排教導情緒處理技巧與社會人際技巧的系統性課程。 

               3. 和孩子建立關於表現好行為的約定。 

               4. 培養提醒的默契，引導學生表現好的行為。 

 

         （三）給予行為一致的回饋或獎勵：表現好行為時得到肯定或酬賞，表現不好的行為

時則要學習負起責任。常見的作法有： 

               1. 同儕使用同樣的班規，但標準和項目可以個別化。 

               2. 訂定標準合理的、個別化的行為要求，頻繁的區別性增強學生相對較好的行

為。 

               3. 小組團體後效制。訂定明確的小組規範，以小組為單位計點加分，或要求小

組要互助合作以完成老師指定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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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與任課教師可協助自閉症學生事項 

   

1. 語言問題：說出不相關的評論、打斷別人說話、談論同一主題和強迫他人談論、難以理解

複雜語言、遵循指令、和理解具多種意義的文字內容。 

處理策略：利用四格漫畫教導與特定問題相關的談話技巧、教導適當的公開評論、教導學

生有困惑時尋求協助、教導小團體情境的談話技巧、教導有關談話時輪流/何時回答/打斷

/或改變主題的規則和線索、將談話錄音或錄影、解釋曖昧和有雙重意義的字句、鼓勵學

生不懂時會要求重複/簡化或寫下教學內容、教學時適度停止並看學生是否了解、口語問

題的數目在學生可處理的程度、觀看錄影帶以發現學生非語文的表達及其意義。 

 

2. 固一性問題的處理：對將要發生的改變儘可能讓學生有準備、用圖片/課表/和社會故事指

出即將發生的改變。 

 

3. 社會互動的問題：難以了解社會互動的規則、可能很幼稚、理解表面語意、難以理解別人

情緒、缺乏變通、保持社會距離問題、難以理解「未寫出的規則」及一旦學得後可能僵硬

的應用、缺乏察覺個人空間。 

處理策略：提供明確的行為期待和規則、明確教導社會行為規則。 

 

4. 專注的問題：經常離開活動、分心、可能沒有組織、難以維持注意力。 

處理策略：教師提供經常性的回饋和引導、將作業分成小部份、利用視覺組織物/語意圖/

大綱、提供限時工作時段、減少家庭作業、安排前排座位、運用非語文線索(手指指著課

本現在要畫的重點)要求注意。 

 

5. 缺乏組織技巧的處理策略：使用個人課表和行事曆、作業清單、幫助學生使用「要做」清

單和檢核表提示作業。 

 

6. 動作協調問題的處理策略：安排健身活動而非競賽活動、減少書寫的長度或提供較長時間

讓學生做作業、提供較長考試時間、用電腦替代書寫作業。 

 

7. 學業問題：平均或平均以上的智能、回憶事實能力良好、解決問題/理解/抽象概念的困難、

認字和閱讀較早但難以理解、可能算數不錯但應用題不好。 

處理策略：不要因為學生能重述提到的事情就假設他已理解、在說明新的概念或抽象事情

時儘可能具體些、儘可能運用活動方式教學、運用圖表組織如語意圖、工作分為細小步驟

或以其他方式呈現、提供直接教學和示範、必要的實例演示、利用大綱幫助學生記重點和

組織分類相關資料、不要假設學生已理解他能讀的，要檢查他是否瞭解、提供額外的教學

和利用視覺支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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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情緒弱點/問題：可能在因應學校社交和情緒要求方面有問題、由於缺乏彈性容易有壓力、

容易焦慮、常有低自尊、可能難以容忍錯誤、容易憂鬱、可能會有生氣和暴怒。 

處理策略：提供正向讚賞和告訴學生所做對的事、教學生如何尋求協助、教學生因應困境

和處理壓力的方法如鬆弛策略、運用演練、提供選擇的經驗、幫助學生理解自己行為和其

他人的反應、教育其他學生、運用同儕支持如友伴系統和同儕支持網絡。 

 

9. 感官敏感問題：最常對聲音、接觸敏感、但也可能對味道、照明亮度、顏色、氣味敏感；

噪音敏感如突然、未預期的聲音如電話聲和警報聲；持續的高頻噪音；困惑、複雜或購物

中心的多重聲音等。 

處理策略：知道學生能接受的正常、過多或過少的聽覺和視覺輸入；將刺激維持在學生可

接受的程度；儘可能避免會導至不安的聲音；用音樂掩蓋某些聲音；減少背景噪音；如果

噪音或反應太強烈可使用耳塞；教導和示範鬆弛技巧以轉變和降低焦慮；提供安靜角落和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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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與任課教師可協助妥瑞氏症學生事項 
    

    一、併發症狀：妥瑞氏症學生除了除了有動作以及聲語型的症狀以外，也可能有以下一項或

多項狀況並存。其中包括強迫症、專心注意度不足、過度活潑好動、學習困難、自我傷

害行為或其他非情緒性問題。其可能併發的症狀： 

        (一)強迫症： 

            1.怕髒（如垃圾、污穢物、糞便等）及怕被污染。 

            2.過度的關心次序、排序或對稱。 

            3.持續性的懷疑。 

            4.害怕在激烈的或侵略性的刺激下所從事的行為。 

            5.會有嫌惡的思想，尤其是違反社會大眾期望的想法。 

            6.對每件事有過份要求負責的感覺。 

            7.過份的儲存收集金錢或其他物品。 

 

        (二)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妥瑞氏症學生常見的專心度不足以及過動症行為，也常造成他

們易衝動、好動以及粗心，因而影響他們在社交與學習上的困難。 

 

        (三)侵略性：許多妥瑞氏症學生難以處理挫折以及怒氣，他們因而會攻擊他人並撞擊、       

咬、踢或丟東西來發洩，有些甚至會傷害自己。 

 

        (四)自我傷害的行為：少數的妥瑞氏症學生會有以下的自傷行為產生： 

             1.咬嘴唇直至有疼痛的感覺 

             2.對自己或他人撞擊頭部或身體其他部位 

             3.以尖物來戳自己 

             4.喜歡將手放於燙熱的事物上若患者有上述行為時，則我們需多加注意，以防危

險的發生。 

 

        (五)睡眠異常：有學者注意到有許多妥瑞氏學生有各種不同程度睡的眠問題，例如難以

入眠、淺眠的困擾、夢遊、夜晚驚悚等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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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輔導策略：對於患有妥瑞症的學生而言，上學其實並不如想像的美妙。由於語言及

動作症狀的產生，將近百分之三十的妥瑞症學生有學習、情緒方面的障礙。 

         (一)事前的溝通說明：可在開學時，請家長先準備好一本冊子或清單，詳細列出照顧

妥瑞症學生時可能出現的狀況，以及過去成功解決的辦法。 

 

         (二)同儕間適時的說明：讓學生瞭解妥瑞症患者所需要的幫助並學習尊重與忍讓別人。 

 

         (三)教室中的特殊安排： 

          1.考試時對於時間的計時可以寬鬆些。 

          2.為避免妥瑞症學生不專心，可建議坐在前排側邊較為適當。 

          3.讓表現較好的學生坐在其四周，以增加良性的學習。 

 

         (四)作業小技巧： 

          1.老師在交代作業時，應盡量簡化之。 

          2.將一次份量多的作業分小部分完成。 

              3.鼓勵妥瑞症學生以其他方式來代替「寫」功課，例如以錄音帶、打字或電腦等

多元化的評量方式來繳交。 

 

        (五)情緒浮動時的提醒： 

         1.可經常將手放在口袋和衣袋中。 

         2.當怒氣來時深深的吸氣定慢慢的吐氣。 

         3.慢慢在心裡從一數到十，逐漸放鬆。 

         4.告訴自己不要激動。 

         5.整理好自己的思緒，再做決定。 

         6.分散注意力，找其他事其來做。 

         7.利用運動或其他活動來減少怒氣的產生。 

 

       （六）創意看待動作問題： 

             1.妥瑞症的學生有活動方面的特殊需求，可以給予兩個座位，讓他在需要時能交

換坐。 

         2.在桌上給予揉捏黏土或橡皮擦，以期能更專心學習。 

         3.在適當的時候，給予休息，讓症狀得到抒解。 

         4.派給工作，引發學生的自重外，也能發展與其他同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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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與任課教師可協助智能障礙學生事項 

    一、智能障礙學生在校常見的問題： 

      (一)學科學習問題 

        1、聽不懂，學不來：智能障礙學生在普通班上課最大的問題就是聽不懂教師上課教授

的內容。 

        2、上課不專心：智能障礙學生注意力集中時間比一般學生短，常會因班級內的聲響或

教室外有人走動，而干擾其注意力。 

        3、作業常遲交或未寫：智能障礙學生由於記憶力不佳，有時會忘記老師交待的事情或

應寫的作業，第二天到校上學後，才發現自己忘了寫作業或要帶相關物品。有時作業

量過多或作業太難，常造成學生無法準時繳交作業或寫作業寫到很晚的情形。 

        4、沒有良好的學習方法：智能障礙學生受限智力表現而無有效的學習策略，在學科學

習上因缺乏相關學習技巧，當然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數理類的學科，常需運用

邏輯及組織 思考，更增加其學習難度。 

      (二)學校生活適應問題 

        1、人際關係差：有些智能障礙學生因情緒不穩定，自我概念低落，容易有攻擊他人和

與同學起衝突的情形發生，造成班上人際關係緊張。再者，這類學生的心智年齡未達

同年齡水準，若無適當的溝通表達能力及社會技巧，常受到同學的排擠而沒有朋友，

更影響在班上與同學的互動。  

        2、衛生習慣不好：有些智能障礙學生的個人衛生習慣不好，如大便在褲子上、衣服不

潔淨、臉 沒洗牙沒刷、有口臭、身上有異味…等，都會影響在校的生活適應與學習

表現。 

        3、家境經濟不佳：大部分智能障礙學生的家庭屬於弱勢族群，若家長是中低收入戶者、

長期失業中或本身就是身心障礙者…等，則經濟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4、過度依賴他人：由於智能障礙學生長期在學習無助及挫折下，易養成過度依賴他人

的態度，尤其在學習新事物時，時常有預期失敗的心理，而不願意進行新的嘗試，並

伴隨退縮及逃避的行為，往往被班上同學視為不合群的對象。 

    二、輔導智能障礙學生在校生活適應的方法 

       (一)學科學習： 

        1.提供充分練習的機會：智能障礙學生通常只學一遍是學不會的，常需要反覆不斷的練

習，可增加其練習的題型或數量，或利用下課或課輔時間再加強不足之處，提供充分

練習的機會，方能顯現學習成效。 

        2.善用小老師制度：教師可建立小老師制度，讓學會的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教導智能障礙

學生課業，不僅可幫助智能障礙學生學習，亦可激發小老師對弱勢的關懷。 

        3.調整作業量及考試方式：教師可依智能障礙學生個別學習情形，指定已學會且能完成

的作業量，不要超出其負荷，以防打擊對學習的興趣。也可調整考試方式，如報讀、

延長考試時間，以測量其學習狀況。  

        4.提供成功學習的經驗 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成功」的經驗，才會引發對學習持續

的熱忱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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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生活適應： 

        1.給予適當的期望及要求：「態度」需與一般學生相同，而要求的「方式」可與一般學

生不同。例如：掃地時間，共同要求負責打掃工作，但可依其能力將工作項目做彈性

調整。 

        2.平時練習社會技巧：可採小組及隨機教學方式，讓學生學習社會技巧，如看見人會打

招呼、說 話有禮貌…等，透過平日經常的練習學會基本技巧。 

        3.有回饋班級的機會：智能障礙學生在校大多是接受其他同學的服務，教師可利用機會

請智能障礙學生幫同學發聯絡簿、作業單或幫教師拿東西，讓班上同學感受到其對班

上的貢獻 與服務，以獲得肯定。 

        4.共同參與班級活動的機會：「共同參與」不僅能讓智能障礙學生學習如何與同儕相處，

亦增加其練習社會技巧的機會。 

        5.增強其正向的行為表現：可採用積點獎勵制度，鼓勵智能障礙學生有多元且正向的行

為表現，如幫同學發作業單、擦黑板… 等，即可獲得點數，以備往後兌換獎品。 

        6.適度包容且多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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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與任課教師可協助視覺障礙學生事項 

     

    一、導師: 

1. 座位請儘可能安排於第一排(面向黑板)，可與學生討論適合之角度，再決定適當之座

位。 

2. 盡量安排較熱心或與視障生互動較佳的學生坐在視障生週遭，可以適時協助提示上

課內容或借閱筆記等。 

3. 掌握視障生各科學習狀況，適時與任課教師溝通其學習方式。 

 

二、任課教師: 

1. 上課時，在不影響教學進度的情況下，儘可能於撰寫板書時搭配說明板書內容。 

2. 鼓勵其他學生(如小老師)利用課餘多關懷、指導其課業，或者於視障生來不及抄寫筆

記時借筆記給視障生，趕上學習進度。 

3. 與視障生討論其學習困難處及該科目需協助事項，可改善其學習成效。 

4. 由於視力問題，視障生於書寫時常需花比平常人多兩三倍的時間，因此於指派作業

時，在不影響評分的情況下，請酌予減少書寫量或抄寫次數。 

5. 鼓勵視障生於課堂上盡量使用輔具(放大鏡、望遠鏡、擴視機等)協助學習，增加學習

成效。 

6. 紙本講義優於板書、簡報的呈現，最好能提供講義給視障學生，減少抄寫板書的機會。 

7. 協助將視障學生平常考試試題放大，如：食品一陳金楣的試卷若放大 140％，他可以

順利作答。 

 

導師與任課教師可協助肢體障礙學生事項 

    一、物理環境：若學生坐輪椅或助行器，注意適當大小的活動空間、座位安排方便輪椅或助 

        行器移動、行動協助…。 

    二、社會與情緒環境：盡量鼓勵學生，幫助建立自信與自尊，增加學習意願。 

    三、必要時提醒學生調整姿勢，大部分肢體障礙學生比較不會注意自己的坐姿，可適時提醒。 

 

導師與任課教師可協助身體病弱學生事項 

    一、了解學生所身體病弱的原因以及需要固定就醫的時間。 

    二、通常身體病若的學生，在體力上較無法負擔，老師可多加注意。 

    三、學生有時會因為體力及就醫部分延誤課業，可盡量鼓勵同學予以協助。 

 

 



13 

 

導師與任課教師可協助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事項 

一、ADHD學生具有下列行為特徵： 

1. 過動：活動量特別大、坐立不安、敲指頭、晃腳、且是不分場合和地點。在班

級上可能是煩躁不安的、愛插嘴的、不斷地站起來在教室內走動，有時甚至無

緣無故捉弄鄰座同學、亂拿別人東西等。 

2. 分心和注意力不足：對外界的刺激保持開放，因此常常容易被刺激物分心，精

神無法集中。無法注意教學內容，在團體活動時，這種特徵表現最為明顯。 

3. 引起注意：常常發出聲音或不停地活動，有時不斷地重覆惹人厭煩和被禁止的

行為，希望自己是被關心的焦點。 

4. 衝動：想什麼就做什麼，不計後果。只要不合心意，就會表現搗亂的行為。 

5. 學習障礙：可能因腦功能受損，影響正常的學習。部分學生在知覺方面的認知

程度上有困難。 

6. 反社會行為：說謊、打架、偷竊幾乎是老師和父母感到頭痛的問題，特別是攻

擊性行為在班級中造成許多困擾。 

7. 情緒困擾：情緒起伏很大且變化不已，前一分鐘還很高興，後一分鐘卻愁眉苦

臉，很難發現為什麼他高興或悲傷的原因。在愉快的活動中表現過分極端的興

奮，例如在班級上體育課時，常會興奮的停不下來，而在遇到挫折時，則產生

暴怒無法控制自己。 

8. 人際關係不良：無法與同學有好的互動關係，有時被拒於團體之外，成為班上

的特異份子。 

 

      二、ADHD學生的輔導策略： 

1. 了解與接納：主動了解 ADHD學生的問題和困難，是輔導的第一步。先問「為

什麼」(Why)，才有可能談「如何」(How)輔導? 了解 ADHD學生的行為特徵和

生理、心理因素，才能以較客觀的態度和期望去對待他們。認清她們的行為有

可能是氣質的一部份，通常無法善加控制，而不是故意搗蛋或不聽話。接納可

以口語、非口語的方式來表達老師的情感，避免一再使用傷害性的標記。 

2. 建立教室的規則：和學生一同訂定可以遵守的教室規則，有助於 ADHD學生活

動的規律化。如果沒有教室規則，ADHD 學生會比一般兒童對常規更無所適從，

也更會去測試老師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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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善用增強原理：當學生做一些小動作企圖吸引老師的注意，最好的處置方式可

能是採用削弱的原則，故意不予反應，以免造成負面的增強。但對於其良好的

行為表現，則應該把握機會給予鼓勵和適度的增強，使其建立正常反應的模

式，以改善不當的行為。 

4. 適度的處罰：採用適度的處罰，對改善其行為卻有一定的價值。例如以「暫停

活動」的方式，把他從正在進行的活動中帶開；或運用「飽足原理」，讓他重

複做單一行為很多次到其厭煩為止；或者在無安全顧慮之下，使用「自然處罰」

方式，讓他嘗到不良行為的後果。當然，老師在使用處罰時，必須同時考慮學

生的生理和心理的負荷及其實際狀況，以不危害學生的自尊和安全為原則。 

5. 改善容易分心的教學環境：清除桌面上多餘的物品，座位調整到老師附近或班

級中較安靜的角落，並且偶而有走動的機會 (如擦黑板、分發作業簿、材料)， 

或走到座位旁給予提示，一次只給一種指示或功課。有時老師穿著較樸素顏色

的衣服，並且減少講課時過於複雜的手勢，亦有助於 ADHD學生集中注意力。 

6. 疏導旺盛的精力：藉著運動、或他喜歡從事的有趣活動，例如參加球隊或田徑。

或賦予他特殊的任務，如幫老師做事，傳送字條、跑跑腿。 

7. 靈活使用個別化教學方案：調整作業的內容，減少作業的份量和長度，改變評

量模式，鼓勵和自己比較等，都有助於其學習。 

8. 鼓勵同儕接納：利用機會安排入班宣導，向全班學生說明 ADHD 的症狀，讓學生

能了解他的行為，並進一步去體諒和包容。同時可以鼓勵幾個較有愛心的同學，

以小團體的方式協助 ADHD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