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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動兒親職教育 
兒童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簡稱過動症，一般稱這類患過動症的兒童為過動

兒。什麼是過動症？過動症應包含三個主要特徵：即活動度過高、注意力差和衝

動控制差。活動度高譬如:坐著時手腳動個不停，在課堂上隨便離開座位，爬上

爬下，無法安靜地玩耍，話特別多感覺上就像裝了馬達般地動個不止，停不下來。

在注意力差方面，無法注意該注意的事情細節，常粗心犯錯，做功課或遊戲時亦

無法持久專注，與人談話時常無法專心聆聽，常無法遵守規定或按時完成作業，

也會健忘或常掉東掉西，常因外來刺激而分心。衝動控制差會出現下列行為，等

不及排隊而插隊，別人問他問題尚未問完就急著回答，搶話、插話、搶答，與人

衝突時，先出手打人的也是他們，常因對危險的判斷不佳而發生意外。這三大特

徵，在一對一的情況下較穩定，在要求規則和秩序的環境下，譬如上課、團體活

動，容易顯現出來。 

 

親職教育主要是讓父母對 ADHD有正確的知識與觀念，並教導父母如何運用

有關行為改變技術、認知─行為治療技巧去幫助孩子，教養者本身的情緒處理，

以及如何與尋求有效的專業協助，並配合專業人員和學校共同協助孩子，經由結

合家長力量，共同改善孩子問題。 

 

親職教育和學校的輔導教學是行為治療最重要的環節，父母、老師對 ADHD

的了解，不再錯怪孩子，知道孩子是需要幫助的，給予孩子最適當的協助和治療，

是治療 ADHD的第一步。教養 ADHD患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母和老師需要

有穩定的情緒，行為處理的知識和技巧。如果家長已出現憂鬱、焦慮或失眠的症

狀，應尋求專業的診療，以便增強自己的抗壓性，做孩子最好的支持者及行為治

療執行者。以下統整個專家學者的建議提供過動兒父母在教養過動兒時參考 

1、父母提供無條件的愛 

    由於 ADHD兒童常因為行為問題而被處罰，許多家長認為 ADHD兒童並無表現

出良好的行為，很難給予讚賞或鼓勵，但其實不管 ADHD兒童表現如何，應該讓

他們感受到父母對他們無條件的愛，愛不是良好行為表現後才出現的，而是充滿

在日常生活之中。 

2、父母在小小進步中給予肯定及鼓勵 

    父母在教導 ADHD兒童時，往往感受到即使重複講了很多次，他們還是可能

再犯相同的錯誤，但其實這也是一般人不專心時會犯的錯誤。由於 ADHD兒童注

意力不集中與生理因素有關聯，因此家長看到 ADHD兒童他們能有小小的進步，

就是相當不容易的，亦可針對這些小小的進步給予具體的肯定及回饋。 

3、父母幫助 ADHD兒童找出自我優勢之處 

    面對 ADHD兒童，肯定他們與其他人不同之處，鼓勵他們發揮自己的優勢。



每位孩子都有其與眾不同，值得欣賞與肯定的地方，例如：ADHD 兒童的創造力、 

ADHD兒童的善良與單純。一但家長自己願意接納 ADHD兒童，並且從中找到他的

價值，如此就能提供 ADHD兒童自我的信心。 

 4、父母自我照顧及自我肯定的重要性 

    根據研究顯示，ADHD兒童的父母，比一般為人父母者承受更大的壓力、無

助、自責；更糟的是 ADHD兒童的父母，易漸漸處於社交孤立狀態，和親朋好友

失去聯繫；父母常常為了照顧 ADHD兒童，自己變的一無所有，更缺乏照顧兒童

的資源。其實父母值得像照顧兒童一樣，好好照顧自己，有時也讓自己的心放個

假，充充電，提升能量後再出發。 

     

對家庭作業的小建議 

   過動兒無法在時間內完成家庭作業常是令家長傷腦筋的，以下的一些步驟

將有助於您的孩子完成作業﹔ 

1.確定您的孩子的能力足以完成作業，而且孩子也清楚了解家庭作業的內容和完

成它是一樣重要的。 

2.習慣是您最好的夥伴─每日排定一個固定時段及地點，讓您的小孩完成家庭作

業。 

3.寫作業的地點擺設儘量簡單,桌上除了作業本和筆,非必要時不要放置任何其

他東西,以避免孩子分心。 

4.讓孩子分段完成作業，每完成一部份，既給於口頭稱讚，讓他們知道自己是有

能力完成的。 

5.讓小孩瞭解未達成目標的後果，例如：他們如果未準時完成家庭作業將會失去

一些特權。 

5.用耐心、尊重及同理心和小孩溝通，有助於建立正面的態度。 

 

家長的注意事項 

  家長應記得對於注意力不全過動症的孩子，除了確定是否按時服藥外，尚有

其他事要作。在完整治療計劃中，身為注意力不全過動症病童的家長，需要經由

專業人員，或其他注意力不全過動症病童家長的協助，以培養耐心及特殊技巧。

經由時間及努力，家長便可以學會對整個家庭最有益的行為管理方式。 

只要我們有心提供一個了解、接納、支持 ADHD兒童的環境，相信可以讓這

樣注意力不集中、過動、衝動的孩子有一個不被責罵且快樂學習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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