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談過動兒的輔導

鄧秀芸

一、前言

　　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下午，

小凱和他的母親在教育局陳素嬰老師的陪

同下，來到本校資源教室；只見小凱興奮

異常，到處東摸西碰，遇有疑問馬上發問，

未等回答又自顧玩起他物；見到榮譽板上

彈珠超人彩繪圖，吵著也要畫畫，但是塗

抹兩、三下後，又找尋下一個刺激物去了。

小凱這一連串的要求和舉動，終於讓筆者

見識到「過動兒」的威力。因為，在小凱進來

不到十分鐘的時間裡，大人們為了滿足和

安撫他，已數次終止談話。

二、小凱嬰幼兒的發展史

　　根據小凱母親的敘述：

　　小凱是以自然方式生產，出生時體重

3800公克，胎兒在母體或生產過程時，一

切正常。小凱一歲左右能獨坐、一歲二個月

能站立、一歲六個月能獨自行走和喃喃自語、

二歲時能說有意義的單字，較特殊的地方

是在小凱一足歲前，即已呈現活動量特大

的現象，尤其是晚上無法安靜，不愛睡覺。

　　小凱在二歲時被鑑定為過動兒（註

一）。在幼兒至小學二年級階段，曾分別在

台北、花蓮的門諾和慈濟醫院，接受感覺統

合、過動兒知覺和語言治療等訓練。

註一：根據洪儷瑜（民 87）ADHD 學生的

教育與輔導一書中，提出過動症鑑

定的標準如下：

　　以下症狀中至少出現六項以上，並持

續六個月以上，其嚴重程度到達與個體心

智發展不相符合的程度且導致個體適應不

良：

1.常常不注意細節，做功課或其他工作時

常粗心大意。 

2.做事或玩耍無法持續專注。 

3.好像常常「有聽沒有到」（有聽到、但沒反

應）。

4.常常無法照著指示去做，且無法完成功

課或一樣該做的小事(不是因為不想做，

或是因為聽不懂那些只指令）。

5.做事、活動時常沒有組織條理。 

6.常逃避或討厭需要專心去做的事（例如

學校功課）。

7.常常搞丟東西（如作業本、鉛筆、課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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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或玩具）。

8.很容易因外界無關的刺激而分心。

9.常忘記每天該做的事。

三、小凱的基本資料

1.性別：男

2.實足年齡：十歲三個月

3.年級：小學三年級（一年級重讀一次）

4.安置型態：一週有八節在資源班接受輔

導。

5.智力評量：

測　　驗　　名　　稱 施測日期 智商/指數 百分等級

中華畫人 88.03 48 T 分數 28 以下

拖尼非語文智力測驗 89.10 73 4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第三版） 90.03 42 ＜0.1

四、小凱的主要困難

　　過去，由於筆者完全沒有接觸和輔導

過過動兒的經驗，為能有效輔導；除了拜

訪小凱曾經就讀過學校的老師和翻閱有關

過動兒的專書外，並經常到小凱的班上，

密切觀察他的學習狀況和下課後的活動。

　　茲綜合小凱母親的敘述、智力量表測驗

資料以及個人觀察，筆者發現小凱在校主

要的適應困難有以下幾點：

1.粗大動作技巧差，跑步時，剛起步就跌

倒。

2.精細動作協調不佳，不會仿繪  ＋ 、 ×、

□ 、 ○ 等圖形，書寫文字時，筆劃淡而

無力且無法辨識。

3.注意力集中的時間很短，常三、五分鐘就

要起來走動，無法獨力做完一件事情。

4.無法閱讀，只能認識筆劃少的單字，如：

上、下、大、中、小、花------

5.能認數至 50、數數至 100左右，但不瞭解

「數」的意義，無法進行一對一具體物的

操作。

6.依賴心特強，需要老師的陪伴，始能完

成指定的學習單或活動（如收拾玩具）。

7.拒絕學習，尤其是需要用腦力的工作

（如辨識物品的相關性和拼圖）。

8.沒有耐性，同樣工作如果連續操作達二

次以上，就會生氣大吼：哀呦！老師！

9.話特多，愛發表；卻言不及義。

10.不喜歡被擁抱和碰觸，當被擁抱時，會

極力掙脫並以怒目相視。

11.喜歡吸吮手指頭，左右手的拇指、食指

和小指，常有小傷口，每天會要求幫他

擦藥。

12.不喜歡玩拼圖，無法辨識背景中的特定

圖形。

13.不懂遊戲規則，對剪刀、石頭、布的猜拳

意義，完全沒有概念；以致無法參予團

體遊戲，下課時沒有玩伴。

14.對自己身體形象認識不足，無法自畫像，

僅以    呈現。

五、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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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資料中，我發現小凱的整體

發展，似乎仍停留在六、七歲左右，顯而易

見，小凱的基礎學習能力，實有待加強；

因此，筆者嘗試為小凱設計了一系列的輔

導課程，茲簡述如下：

1.精細動作訓練

 (1)剪紙：就長、短、粗、細不一的線條，沿

著邊線剪開。如下：

 (2)著色：只能在固定範圍內，塗上顏色。如：

 註：著色範圍由大面積漸次到小面積和圖樣化（如簡易花朵）。

 (3)串珠：串珠時，可同時加進認識幾何圖

形、顏色大小、數數等教學活動。

2.空間知覺訓練

 (1)文字書寫

將一般邊長 1.5公分的格子放大至 3公

分，嚴格要求把文字填滿在格子內。

 (2)積木組合和拼圖遊戲

拼圖內容，以人體和日常生活事務為

主。

3.社會適應行為訓練

 (1)上課鐘響時，必須馬上進教室。本校，

上至校長下至各班小朋友，當上課鐘

響時，如果看見小凱還在校園閒逛，

人人都有責任，把小凱帶回班上。

 (2)離開座位前，需先舉手報告並徵得老師

的同意，始可離座。

 (3) 要取用老師 或 同 學 的物品時 ， 需使

用"請借給我"、"謝謝你"、"對不起"----等

日常生活基本禮節用語。

 (4)與同學吵架、爭執或挨打時，要向老師

報告；以尋求合理的解決方式。

 (5)允許適度且少量的怪聲（如大叫、敲桌

子、念念有詞），但事後要說明原因。

4.一對一數與空間的訓練

 (1)操作具體物（如：擺桌椅、數花瓣、堆積

木等），漸次到畫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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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玩磁性跳棋（嚴格要求一個棋子擺一個

圈圈）。

 (3)投、接球（如：拍球數數或與老師面對

面做直線、拋物線的雙向投、接球）。

5.語言訓練

 (1)表達能力：每天至少敘述一件昨天發生

的事情。

 (2)理解能力：看圖說話（僅限於較具體且

為日常生活之事務）。

六、心得分享

　　小凱在資源班的時間，雖然每週排有

八節課，而實際上能做一對一的輔導，只

有四節課。因此，對筆者而言：他的課程訓

練相當緊迫。由於他的好動和不專心，能夠

專注學習的時間實在有限。儘管如此，為了

讓小凱能有一個輕鬆愉快且安全沒有壓力

的學習環境；筆者常常告訴自己，切勿操

之過急，凡事皆應循序漸進；也許有那麼

一天，當小凱的基礎能力具備後，爾後的

精進，可是一日千里呢！

　　目前的小凱，較之剛進入本校時，進

步很多。在班導師的協助和筆者軟硬兼施的

輔導下，小凱已能坐上二十分鐘左右，並

在指導下完成該節課程。若要離開教室（如

上廁所），也會先徵得老師的同意；大部

分時間已會使用禮貌用語和同學互動；上

課鐘響時，大部分能在五分鐘內進入教室。

　　小凱很喜歡和筆者玩跳棋，享受飛躍

格子的樂趣！小凱也喜歡穿筆者的交通指

揮服，玩布袋戲的遊戲。此時，筆者會給一

個主題（如：我是班長、我是老師-----）要

小凱扮演，藉以適時融入教學，效果相當

不錯！

七、結語

　　在校園或家庭裡，過動兒的「過動」，

常被視為問題行為。家有過動兒的父母，其

神經整天是緊繃的，深怕愛兒的「過動」是

否闖禍連連，是否又將面臨學校不予接納

的命運（小凱的母親最怕電話鈴聲，深怕

小凱----）。班有過動兒的老師，整天也是

緊張兮兮的，隨時要警戒過動兒自身及全

班同學的安全。諸如此類，父母與老師的辛

酸與無助，絕非是一班人所能想像體會；

筆者本於「特殊」的可變性（李水源，民

87，85頁），因應小凱的特殊需求，彈性

設計課程；每一階段的進程訓練，均與小

凱的母親和導師密切商討。四個月下來，小

凱的進步，足以證明適當、適性的評估和輔

導，加上家庭和專業醫療的結合，特殊兒

童的的確確是可教育和可塑性的。（花蓮縣

化仁國小教師、花蓮師院特教教學碩士班

鄧秀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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