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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過動兒的教學錦囊

陳韋穎
彰化縣東芳國小特教輔導老師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一、前言： 

  去年九月，小錡的級任教師帶著他來到

了資源教室，一進資源教室，小錡便迅速地

躲到桌子下，隨後又立即爬上窗戶，高聲呼

喊，然後又忽然地跳了下來，讓我和級任教

師都不禁捏了一把冷汗。 

  如今，輔導小錡已有一年多了，這一路

走來雖然艱辛，但他那一點一滴的進步成

長，卻又讓我充滿甜蜜及喜悅。在這期間，

我反覆地思考檢討，不斷地尋找適合小錡的

教學方法，下面便將輔導小錡的策略加以整

理，與大家分享之。 

二、小錡的基本描述： 

  小錡目前就讀國小三年級，他的想像力

很豐富，喜歡被誇獎，然而卻對教科書一點

也不感興趣，集中注意力的時間很短，常常

三、五分鐘便離開座位走動。平常上課時喜

歡發表自己的意見，有時所說的卻與課題無

關。依賴心頗重，無法獨立完成一件事，需

要老師的陪伴才能完成指定的學習單或活

動。他十分地堅持己見，喜歡以自己的思考

方式來想事情、做事情，而不接受別人主動

的引導他，並且他的挫折容忍度很低，一遭

遇到困難便放棄不做，然在有所要求而無法

得到時，便以哭鬧來解決問題。小錡不會打

人，生氣時會緊握拳頭，怒視對方，然而幾

分鐘後卻又將剛剛所生氣的事忘得一乾二

淨。 

  大體來說，小錡就和其他小朋友一樣，

十分天真活潑可愛，只是「好動」了點，因

為注意力缺陷導致成績總是差別人一大截。

因此在學科方面，我設計了一些教學策略，

茲簡述如下： 

三、學科教學策略： 

(一)、數數方面： 

【困難】： 

 1.小錡無法正確地從 1 數到 10。 

 2.小錡會把 2 個項目（如銅板等）指在一

起，數成一個。 

【教學策略】： 

 1.採活動式的教學教小錡數數，譬如教小

錡做體操，一邊放體操的音樂，一邊教

他做動作，並配著節奏數「12345678、

22345678、32345678……」，讓小錡可以

一邊做體操，一邊練習正確的數數。 

 2.運用週遭的生活事物來當作教材，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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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小錡數教室內有多少張椅子，要求他

大聲念出來，並陪他一起數。 

 3.教導小錡將數過的地方「畫記號」（譬如

使用色筆或打叉叉），以避免小錡跳數的

情況。 

 4.讓小錡練習「連連看」，從 1→2→3→4→

5……開始連，要求他一邊連一邊念出

來，然後再和他一起分享成果的驚奇！ 

(二)、認字方面： 

【困難】： 

 1.無法認字且對字卡完全不感興趣。 

 2.看到太多國字（如課本或考卷）便變得

極度不耐煩，一直大哭吵鬧。 

 3.國字筆劃完全錯誤，左右順序也相反，

似乎將每個國字當作一個圖畫來記憶， 

如寫自己的名字「錡」時，也是習慣先

寫「奇」，再寫「金」。 

【教學策略】： 

 1.小錡對死板的字並不感興趣，因此設計

了圖卡，並附上國字（注意：字必須要

和圖同時呈現，亦即盡量將字放置在圖

中，而不是將字擺在角落，否則學生往

往會只看到圖而沒看到字），第一張呈現

明 顯 的圖 和 字 ， 而後 漸 漸 褪 除圖 的 顏

色，如下圖所示： 

 

 

  

 

    果然，小錡顯得有興趣多了，認字

能力大有進步，然而，在第 3 張圖片轉

換為第 4 張圖片的過程時，也是小錡感

到最困難的部分，因此要多多加強字的

念法，讓小錡熟悉，並強化其記憶，以

克服困難。 

 2.多利用構字規律的特性如象形、指事等

教小錡認字，如教「月」時，便畫出一

個上弦月，一邊跟他說：「月亮是不是長

這個樣子唷！像不像這個字，所以這個

字念『月』喔。」又如教「中」時，便

拿起尺和筆，將筆放在尺中間，並說：

「我把筆放在尺的中間，你看，這個的

形狀是不是就像這個『中』字呢？」 

 3.至於筆劃方面，一開始便需嚴格地要求

小錡正確的筆劃順序，打好基礎，因為

不僅是小錡，就連正常的小孩也會犯這

種錯誤呢！ 

4.一次不要呈現太多的材料給小錡，否則一

看到這麼多的東西他便會厭煩而自動放

棄了 。 因 此 要將 材 料 分 成小 部 份 的 方

式，如在教學及考試時，便是需要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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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而不是一次便呈現全部的內容。 

(三)、加減運算方面： 

【困難】： 

 1.一開始碰觸加法時，如 2+3，小錡會直

接答：23。 

 2.教他用手指頭進行加法的運算時，如

6+2，他會先「右手比 5，左手比 1」，然

而在加上 2 的過程時，小錡則會將左手

的 1 直接就比成 2，而變成「右手比 5，

左手比 2」。 

 3.碰上進位的問題時，便會發生手指頭不

夠用的情況。 

【教學策略】： 

 1.糾正小錡手指頭運算的算法，如告訴

他：「6+2是『左手』還要『再』伸出2

根手指頭，所以左手就有3根手指頭，加

上右手有5根手指頭，所以，有多少根手

指頭呢？」 

 2.在教小錡多少加多少會變成10的部分

時，可以運用2個辦法，一個是教他玩樸

克牌的減紅點，在遊戲中教學。另外一

個也是用手指頭的方法，如8要加多少才

會變成10？先教他用手指頭比8，再將手

背翻過來看，掌心面向自己，可以發現

有2根手指頭是凹起來的，所以答案是

2。 

 3.在加法的進位方面，一開始我會先借他

手指頭來運算，如 9+4，我則是借他 3

根手指頭，告訴他並要他跟我一起念：

「這邊是『10』（指著他的雙手），這邊

是 『 3 』（ 指 著 我 的 手 ）， 所 以 是

『13』。」反覆這些步驟，並要求他念

出，進而達到內化的效果。 

 4.然而，總不可能一直有人借他手指頭

吧！於是我要求他將 1 到 20 的順序記

熟 ， 並 配 著 節 奏 念 著 ：「 666 、 678 ，

777、789……」等小錡念熟後，如再遇

到 9+4 的問題時，小錡便能直接從 9 開

始往後數 4 個，變成 10、11、12、13，

問題便迎刃而解了。 

 5.數學的應用問題往往有較多的國字，因

此可以教他找題目中的「關鍵字」，便可

以知道題目是在求加或減。舉例如下： 

  (1)「先買了13隻筆又買了26隻筆，共買

了幾隻筆？」『共』字則是關鍵字，

代表『加』。 

  (2)「有69位學生走了42位，還剩幾位學

生？」『剩』即是關鍵字，代表『減』

。 

  還有如「多」、「少」、「和」、「差」等，

也都是關鍵字，可以教他先找這些關鍵字，

再判斷為加或減，果然，小錡運算的速度進

步很多，並且變得不再那麼地排斥數學應用

問題了。 

 6.在數學的減法借位時，如73減56，則先

寫成直式算法再進行運算，並將算術分

成幾個小步驟： 

  (1)先判斷個位數夠不夠減，發現3比6小

，所以要借位。 

  (2)將7畫掉改成6。 

  (3)個位數多了10，於是先用10減去6，

等於4。 

  (4)再將4加上3，答案便是7，將7寫下來

（而不是以往的直接用13減6）。 

  (5)再算十位數的6減5，答案是1，將1寫

下來。 

  (6)最後，答案便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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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教學時的注意事項： 

  「預防甚於治療」，在學生許多問題行為

尚未出現時，若善加利用各種策略，營造良

好的學習氣氛，必能使學生更有效率地學

習，以下便提出一些針對過動兒教學時應注

意的處理事項： 

 1.當教導學生時或叫他做什麼事時，要先

確認他有沒有注意在聽、注意看？ 

 2.說話時盡量和學生眼光接觸，引起他的

注意。 

 3.一堂課的時間太長，可以切成較短的幾

個時間來進行教學。 

 4.多鼓勵學生自我交談，以維持注意力。 

 5.尊重學生，多聽他的表達，並給予回

饋。 

 6.多發現學生的優點，建立其自我意識

（傅秀媚，民 91）。藉由教師主動的誇

獎，可以讓師生的焦點由負面的轉移到

正面的意義，並可增加學生的成就感及

可塑性。 

 7.考試時，可以適時的提供報讀，將題目

念給學生聽。 

 8.因為學生很容易失去耐心，所以在一堂

課中，可以進行多種不同的教學活動。 

 9.盡量安排安靜的獨立空間進行教學活

動，讓學生不受外界事物干擾且不能起

來隨處走動。 

 10.減少環境中不必要的刺激，如在教學前

將不需用的書、簿、文具或個人物品收

妥，確保桌面整齊，以減少令學生分心

的干擾。 

 11.不時請學生重複課題重點，以確保學生

明白課題重點。 

 12.要了解學生的問題，接納學生的行為是

「不能也，非不為也」（disabilities），不

要過度的苛責，要接納他、容忍他並讚

美他，原諒他不能避免的錯誤，否則，

太多的要求與期待，只會徒增師生間的

緊張。 

 

五、結語： 

  過動兒的問題近年來受到國內的重視，

無論在校園中、家庭或社會都開始覺察到一

群靜不下來的孩子。過動(hyperactivity)和活

潑、好動、精力過盛等名詞並不相同，其意

謂著不適當且自己不能自我控制的活動。因

此，「過動」被視為是兒童的問題行為之一，

而好動、活潑被視為孩子的氣質與特質，並

沒有好壞之判斷（洪儷瑜，民 87）。 

  教導小錡一年多來，他的進步是值得肯

定的，從不會數數到已會加減法，從無法認

字到已會閱讀和造詞……然而，這條艱辛漫

長的成長之路，除了需要父母與老師的長期

密切合作，行政單位的支援和專業的醫療協

助皆是輔導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教導過動兒真的不是一件輕鬆的事，相

信只要秉持著特教三心─愛心、耐心、永不

灰心，必能使學生有所成長。只要是一點點

的成長進步，就會讓人感到欣慰，只要你賦

予一點點愛心，他們給你的收穫甚至會更

多！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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