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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1 甚麼是雙重特殊資優?

要認識雙重特殊資優生，我們要首先認識資優生的定義。根據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
號報告書 (1990)，天才兒童 (資優生)：

是指那些在以下一方面或多方面有特出成就或潛能的兒童：(i) 智力經測定屬高水
平；(ii) 對某一學科有特強的資質；(iii) 有獨創性思考 -- 能夠提出很多創新而精闢
詳盡的意見；(iv) 在繪畫、戲劇、舞蹈、音樂等視覺及表演藝術方面極有天份；(v)
有領導同輩的天賦才能 -- 在推動他人完成共同目標方面有極高的能力；及(vi)心理
活動能力 -- 有卓越的表現，或在競技、機械技能或體能的協調均有特出的天份。

早在70年代，美國已有學者關注到一些資優生在學習上出現障礙的問題 (Maker, 1977)。
經過三十多年的研究和輔導這類學生的經驗，美國「雙重特殊資優生聯合委員會」在
2009年就雙重特殊資優提出了以下的操作定義 (Baum, 2012)：

雙重特殊資優生是指學生在一個或多個範疇（如某些學術領域、一般智能、創造
力、領導能力、視覺/空間/表演藝術等），展現過人潛能，並有由聯邦或州所定
義的一種或多種障礙，例如特殊學習障礙、說話及語言障礙、情緒或行為障礙、
肢體障礙、自閉症或其他健康障礙 (如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等)。

而香港教育局在2014年版的《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中，也加入了雙重特殊
資優生的定義：

雙重特殊資優生是指學生除了擁有一般資優生的特質外，還有以下一種甚至多種
的特殊教育需要：1) 特殊學習困難，如讀寫困難，2) 行為、情緒及社交發展需
要，如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和自閉症，3) 感知、溝通及肢體需要，如視障、聽
障、言語障礙及大腦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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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識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

2.1 特徵

以聰仔的個案為例，要辨識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我們需要對學生的資優
能力和障礙兩方面作全面的評估。他們一方面要符合資優生的界定，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注
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診斷。以下分別是資優生及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可能
呈現的特質：

  資優生的特質   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的特質

 ● 邏輯思考力特強  ◆ 注意力明顯不集中和短暫

 ● 記憶力特佳   ◆ 容易受外界干擾而分心

 ● 知識豐富   ◆ 做事欠缺條理

 ● 愛尋根究底   ◆ 不留心細節

 ● 富創造力   ◆ 常有疏忽的表現

 ● 善於解決難題  ◆ 在課堂中難以安坐

 ● 處理抽象觀念能力高 ◆ 經常手舞足蹈或不停地把弄附近的東西

 ● 語言能力強   ◆ 通常沒有考慮後果便衝動行事

 ● 具幽默感   ◆ 不待問題完成便搶着說出答案

 ● 自我要求高   ◆ 常打擾別人

 ● 對他人的期望或批評非常敏感 ◆ 沒有耐性排隊輪候

 ● 富理想，重公平  ◆ 沒有耐性依照步驟完成工作

 ● 喜歡作領導

識別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的過程是複雜的，因為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的學生和資優生可能呈現相似的特質 (Foley Nicpon, Allmon, Sieck,& Stinson, 2011)。研究
更指出有部份資優生被錯誤診斷為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Baum, Olenchak, and Owen, 
1998)，這主要是因為部份資優生在缺乏挑戰的學習環境中，容易出現類似的分心或滋擾
行為 (Webb and Latimer, 1993)。此外，有些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因為在
學業上沒有特出的表現，他們資優的特質被表面的行為問題遮蓋了。要識別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我們首先要了解他們與一般資優生或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生
的分別。一些學者透過文獻探討、臨床觀察及個案研究，歸納出這三類型學生的一些特
質，有助我們認識他們之間的差異及獨特性 (Crammond, 1994；Lovecky,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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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學家按個別需
要轉介學生至兒童及青
少年精神科或其他專科

學生支援小組、老師、家長及教育心理學家共
同為學生訂立及推行輔導計劃（詳見第四部
份）（註：如學生被評估為資優，宜邀請負責
資優教育的統籌老師共同策劃學生支援工作）

定期檢討計劃的成效。如有需要，學生支援
小組可再就學生的情況諮詢教育心理學家

2.2 轉介及評估

要正確識別及輔導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必須透過詳盡及全面的評估，從
學生的智能、學習及行為表現等多角度了解學生的強弱項，以制定適切的介入方法。老師
如發現學生注意力弱、多動或自控能力弱，但同時表現非常優異的思維或學習能力，可
先透過學校的學生支援小組與教育心理學家商討。如有需要，教育心理學家會透過多元化
及多角度的評估（如標準化評估工具、觀察、與家長/老師面談、問卷等），從學生的智
能、學習及行為等多方面了解學生的強項及困難。教育心理學家會因應評估結果，判斷學
生是否需要進一步接受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或其他專科的診斷，以確定學生是否屬有注意
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評估後，教育心理學家會向老師及家長解釋學生的需要，
針對學生的強弱項一同協商介入方案及跟進計劃。

識別及輔導懷疑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
工作流程圖

老師觀察學生的學習、情緒及行為表現，懷疑學生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
特質，但在某些方面表現非常優異

老師和學生支援小組/學生輔導人員共同商討、收集資料及初步嘗試不同輔導方法

學生支援小組就學生的情況及進展諮詢教育心理學家

如有需要，學校在取得家長同意後轉介學生予教育心理學家進行評估

教育心理學家按情況為學生進行多元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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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幫助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

3.1 了解學生的強項與困難

他們的強項

認知方面
‧ 有頗佳的辭彙理解能力和創新的想法
‧ 語言能力良好，會主動與人分享他們的見解
‧ 面對有興趣和具挑戰性的工作時，會非常積極學習，甚至有高質素的表現
和效率

‧ 在視覺、肢體運動和表演藝術方面較有優勢
‧ 可從多角度看事物，洞悉事物間的關係
‧ 在某些範疇上有豐富知識

社交方面
‧ 活力充沛，充滿正能量，勇於冒險
‧ 性格率直、熱情
‧ 富幽默感，能夠帶動氣氛
‧ 喜歡分享自己的想法，健談
‧ 有主見，擁有領袖特質
‧ 情感較一般學生豐富
‧ 大膽創新，不拘泥於別人的觀感，表演慾強，能夠無拘束地釋放自己的才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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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面對的困難

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出現以上的表現，可能是源於其執行功能 (Executive 
Functioning) 的缺損。

執行功能是指抑制行為及思想、計劃及執行一連串活動的能力。研究發現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的執行功能往往落後於他們的智力發展 (Thail, 2011)。

在學習過程中，執行功能是非常重要的。縱使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有出色
的推理能力並已掌握相關知識，但執行功能的缺損，令他們未能協調多個任務，日常表現
受到影響，令家長、老師及學生自己都感到困惑和沮喪。

以下是他們在執行功能上的一些缺損 (Dawson & Guare, 2012)：

這孩子，每天小息總看見她在教
員室門前，把功課重做又重做，
上課時只顧畫畫、發白日夢，甚

麼都裝不進腦子去！

他是個非常有創意的孩子，常常想
出新穎的主意，但他的作文常常不
合格，雖然文章構思比同學出色，
但字體總是龍飛鳳舞，結構散亂，
寫東寫西就是無法把內容有條理地

表達出來。

真不能相信這是她的桌
子！抽屜裡全是廢紙、食
物包裝紙、三個月前派
發的通告⋯⋯凌亂不堪!
同學們都不敢走近她的座
位! 我怎樣才可以令她變

得有條理呢？

他的知識淵博，天文地理無不
通曉，怎麼考試的成績總是不
如人意，做事錯漏百出，每本
作業都是「支離破碎」的！要
他交功課，不是遺失了，就是
說老師沒有發還。要記著交功

課很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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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強項為本的輔導原則

當我們提到如何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時，通常會想起輔導課和補底班之類的課程。
但是，如我們單單著眼於雙重特殊資優生的障礙而忽略其資優特質，可能會令他們感到被
標籤、誤解和輕視。過往的研究 (Baum, Dann, Novak, & Preuss, 2009) 發現，由於雙重特殊
資優生的情感較為敏感，若學校只重視為他們提供調適而沒有給予他們展現才能的機會，
他們可能會覺得反感，甚至認為老師只看到他們的弱項而自信心低落。的確，若我們只專
注於雙重特殊資優生的不足之處 ，給予他們過多的輔助，或只安排過於簡化的任務，可
能會令他們喪失發揮其潛能的機會，亦沒有顧及他們喜歡挑戰的特徵。

因此，不少學者都指出要有效地協助雙重特殊資優生，不應只針對其障礙，而是要以「強
項為本」(Strength-based Instructions) 的原則制定支援策略 (Baum & Owen, 2004)。一些
學者 (Weinfeld, Barnes-Robinson, Jeweler, & Shevitz, 2013) 憑多年來支援雙重特殊資優生的
經驗，歸納出以強項為本的支援策略，包括四個元素。我們可以用S.W.A.M.表示：

◆ Strength-based 著重培育學生強項的課程及教學：研究指出，有效的
支援方案必須具備「培育強項」的教學︰對於雙重特殊資優生，老師可培育他
們的高層次思維技巧，例如解難技巧、邏輯推理、批判思維等，以及提供配合
學生能力的延伸課程 (Extended Curriculum)。在課堂教學中，老師可靈活善用
多感官教學，並給予學生與同儕合作學習的機會。

◆ Weakness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教授學生補償技巧及策略：
老師可協助雙重特殊資優生運用自己的強項和才能彌補自己的不足，他們一般
需要學習一些個別化的補償技巧及策略，例如閱讀及寫作策略、組織策略、應
試技巧、溝通及社交技巧等，以幫助他們展現才能。由於他們的思考力和解難
能力較強，他們較能掌握自己的情況及作出反思，經老師直接及有系統地教授
這些技巧，大部份學生的學習表現都有明顯改善，他們亦可從中更了解自己的
強項及弱項。

◆ Accommodation 給予個別化的調適：為了讓雙重特殊資優生能展現其
學習成果，老師可按需要在教學上給予適當的調適。當中，輔助科技如平板電
腦、讀屏器、電子書、語音轉換文字軟件 (Speech-to-text software)、協助組
織或寫作的軟件等，都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表現。

◆ Management 全面的個案管理：有效的個案管理可幫助整合上述支援。
統籌人員需協調校內不同專業（包括資優教育、特殊教育、課程發展、訓育輔
導等方面）的支援，並考慮學生及家長的意見，確保課程具挑戰性的同時，學
生亦能得到足夠的支援。

當雙重特殊資優生的強項被肯定，他們會有更強的動機去學習及改善自己的弱點，亦能減
少挫敗感和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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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挑戰

‧ 學科輔導

‧ 學習技巧訓練

‧ 適異性教學

‧ 情意教育

3.3 以三層支援模式培育強項/輔導弱項

從上可見，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需要一個全面的輔導計劃，著重培育他
們的強項 (Nurturing Strengths)，同時協助他們面對在學習和社交上的挑戰 (Addressing 
Challenges)。

每一位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其特殊教育需要都各有不同，有些學生可能
只需要一些課堂上的支援或調適，而另一些則可能需要較個別化的支援。學校可採用三層
支援模式，因應學生的個別需要而提供適切的支援。

  培育強項

‧ 加速學習

‧ 延伸課程

‧ 高階思維訓練

‧ 適異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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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支援及輔導策略

4.1 學習方面

要發展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的強項，我們需要配合他們的認知模式而進行
適異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老師可就學習內容、過程和成果三方面作出調
適，給予學生足夠的挑戰和彈性，以切合他們雙重特殊的學習需要。認知方面，他們擁有
較優異的分析與問題解決能力，跟其他資優生一樣熱衷於知識的追求。當他們面對具挑戰
性的任務時，學習動機會變得特別強，因此學習過程需要提供更多自主空間和開放式的學
習活動。學習成果方面，教師可考慮容許學生利用配合他們強項的方式來演繹。老師可多
利用他們的強項或興趣去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同時，也宜因應學生在閱讀、寫作、執行
功能上的困難作出教學調適及提供明確且有系統的訓練，以協助他們發展補償策略去克服
學習上的障礙。

4.1.1 配合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需要的適異性教學策略

 策略 策略內容 如何配合他們的需要

彈性分組
(Flexible 
Grouping)

課程濃縮
(Curriculum 
Compacting)

專題研習或
分組研究 
(Independent 
Study/ Group 
Project)

按學生的能力和進度分
組，也可因應其學習進
度定期安排轉組。

 

 

 

 教學時可使用以下三個步 
 驟：
(1) 教學前，評估學生已
掌握和未掌握的內容；

(2) 集中教授未掌握的課題；
(3) 讓學生參加增潤課程
或容許他們加速學習。 

引導學生按興趣選出研
究主題，並共同訂出研
究方法及展示方式。研
究成果宜針對相關課題
及能反映學生應用知識
的能力。

‧ 除了按能力分組外，宜安排與學生興
趣相近、社交能力較高、組織及書寫
能力較佳的同學作為伙伴，以補足他
們的弱項。

‧ 在學生較弱的科目中，安排他們和能
力相若的同學同組學習，令他們得到
朋輩的支持和安全感，減低逃避學習
或出現情緒行為問題的機會。

‧ 給予學生當領袖/組長的機會，讓他們
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展現分析及解難
能力。

‧ 避免重複學習及其所帶來的厭倦感。
‧ 騰出時間參與喜歡的活動，藉此減低
學業帶來的壓力。

‧ 藉著專題或分組研究，協助學生將興
趣發展成專長或未來的職業取向。

‧ 教授專題研習或分組研究的過程中可
滲入組織能力和時間管理的訓練—利
用時間表、工作清單等去記錄進度，
讓學生監控自己的學習進度。

‧ 彈性容許他們以個人或分組形式進行
研究。如採用小組形式，可透過明確
的分工，讓他們更容易與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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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自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All Learners by Carol Ann Tomlinson (1999).

 策略 策略內容 如何配合他們的需要

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
based 
Learning)

高層次
思維教學
(Higher-order 
Thinking 
Instruction)

學習中心／
興趣中心
(Learning 
Centres, 
Interest 
Centres)

學習歷程檔案
(Portfolio)

個別化評估
(Individualized 
Assessment)

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
主動尋找解決問題的方
法。

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
揮其高層次思維及創
意，如鼓勵創意解難、
透過探究的過程發現及
解決問題、透過提問幫
助學生建構知識。

學習中心透過各類型的
活動和學習資源，教
授、加強和延伸某一種
技巧或概念。
興趣中心則讓學生研習
某一專題，發展對該專
題的興趣。這些中心提
供的活動較有彈性，能
滿足不同學習模式的學
生，引發他們的學習動
機。

收集學生的功課和作
品，以反映學生學習上
的進展和成就。

持續進行個別化評估，
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
度、興趣和學習模式。
評估目的在於促進學生
學習，而非指出他們的
錯處。

‧ 由於學生統整資料的能力可能較弱，
在界定問題及策劃解決問題的方案
時，需給予充足的指引，協助學生設
定工作步驟及達標準則。

‧ 尊重學生的意見，欣賞他們的創意。
‧ 由於學生的工作記憶力及組織資料的
能力較弱，在學習過程中宜多利用圖
像思考工具及引導式活動。

‧ 宜應用在學生的專長或有興趣的學科
上。

‧ 給予他們更多富挑戰性的工作。

‧ 活動宜有結構或系統性。
‧ 活動宜配合學生的興趣、學習模式和
閱讀能力，並指導學生篩選符合個人
特質及學習目標的材料。

‧ 給予自主 (Autonomy) 的同時，亦要關
顧他們較弱的時間管理與組織力。活
動宜有結構或系統，配合清晰的指示
及評分準則，幫助學生計劃工作，並
不時監察他們的進度。

‧ 學習歷程檔案焦點在於能顯示出學生
的學習能力、興趣和獨特的學習模
式。

‧ 內容除了學生喜好的課題外，也可包
括該課題在不同學習領域的延展。

‧ 除了文字，學生可選擇用其他擅長的
方式(如文字、圖畫、口頭匯報)去表達
知識。

‧ 因應學生的個別學習模式而採用不同
類型的評估，令學生能全面地展示他
們的技巧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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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針對學生不同學習需要的輔導策略

除課堂上運用適異性教學策略，學校亦宜配合學生的年齡及能力，靈活運用強項為本策
略使其強項得以發展，同時採用補償/調適策略及提供技巧訓練，讓學生跨越及克服其困
難。以下是一些可供老師參考的策略：

提升閱讀及寫作能力

可能面對的困難
‧ 難以理解文章內的細節和細節之間的關係 
‧ 誤解題意、衝動答題
‧ 過份完美主義，遲遲未能訂出寫作大綱
‧ 文章欠缺組織及連貫性，容易離題

  強項為本策略  補償 / 調適策略
‧ 利用富趣味性和多樣化的教學活動，例
 如腦力激盪、角色扮演、實地考察、名
 作家專訪、電影分享會等啟發他們的創
 造力。
‧ 透過跨科教學法，如：用樂器去配合詩
 歌意境，學習欣賞及評價其他作品，並
 以不同方式表達自己的創作意念。
‧ 讓學生選擇感興趣的主題，以創意思維
 策略和開放性的提問，激發學生的想像
 力及創意。
‧ 鼓勵閱讀，安排故事講述、朗讀、討論、
 改寫、表演、摘錄佳句或讀書報告等活
 動。
‧ 多安排分享及討論活動，讓學生有更多
 運用語言及提升溝通能力的機會。
‧ 尊重學生所發表的意見，不作好與壞的
 價值判斷，鼓勵同儕文章互賞。
‧ 鼓勵學生自學，例如：到圖書館閱讀有
 關的資料、利用網上資源去搜集資料等。

    技巧訓練
‧ 教導學生各種文體的寫作技巧。
‧ 教導學生審視題目的技巧，用螢光筆標示重要字眼。
‧ 引導學生利用標題聯想、圖像、腦圖、寫作框架去構思文章內容。
‧ 教導學生運用腦圖或六何法整理文章的重點；指導他們於閱讀後，回想文章的架
構、大意及經過，並表達感想和分享文章的整體印象。

‧ 教導學生寫作的步驟：審題、計劃、組織、分配字數、初稿、校閱。

‧提供寫作框，讓學生依步驟組織材料 
 和草擬內容。
‧計劃內容時要盡量具體，例如列出每 
 個段落應包含的主要內容及字數。
‧透過小組形式互相審閱、修正文章。
‧利用電腦軟件幫助學生組織內容，及 
 方便修改內容。
‧有需要時給予功課調適，如：給予較 
 長的時間或分階段完成文章。
‧

‧著重閱讀及寫作的樂趣而非速度。

‧ 逃避或拖延工作，沒法按時完成習作
‧ 難於同時處理多項工作 
‧ 雖有頗佳的辭彙理解和有創意的點子，
 但無法完整地表達出來

除了文字，讓學生選擇用其他擅長的
方式(如：舞蹈、朗誦、話劇)去演
繹他們的作品。



提升專注及記憶力

可能面對的困難
‧ 對自己感興趣的課題會非常投入，難以抽離
‧ 對不感興趣、重覆的事情欠缺耐性
‧ 不擅長機械式記憶，較難把資料整理後儲存
 作長期記憶
‧ 粗心大意

  強項為本策略 補償 / 調適策略
‧ 善用學生的分析能力，引導他們分析面對
 的困難並討論解決辦法。

‧ 利用富趣味性和多樣化的教學活動，動態
 和靜態活動交替進行。

‧ 透過跨科教學法，如：以歷史學角度去理
 解科學概念的演變，運用學生感興趣的課
 題去推動他們多接觸和投入那些原本不感
 興趣的科目。

‧ 明白好奇心強是他們的特質，對於感興趣
 的事物，他們會尋根究底，老師可引導他
 們提出高層次的問題，並與學生訂出每節
 課堂問問題次數的上限。

技巧訓練
‧ 訓練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如利用電子手錶的定時震動功能讓他們按時檢視自己的專心程 
 度；教導他們留意令他們分心的來源，及如何以自我提示。
‧ 直接教導學生學習技巧，如：摘錄筆記技巧、時間管理、組織方法等。
‧ 訓練學生運用輔助工具，例如：用計時器提示專注；用記事程式提醒要完成的工作；用計算 
 機覆核答案。
‧ 利用記憶法(如：聯想、圖像、口訣)幫助他們克服短期記憶弱的問題。
‧ 直接教授聆聽技巧，如示範如何抽取訊息的重點及速記技巧。
‧ 教授應試技巧，如：分配作答時間、把不確定答案的題號圈起來、覆核答案等。
‧ 充足的睡眠、休息和運動能夠有效提升專注力，老師可引導學生規劃自己的作息習慣，多參 
 與活動量較大的運動如游泳、網球、劍擊來鍛鍊他們的專注力和消耗多餘的體力。

‧ 提供簡潔、明確的指示，有需要時請學生複
述。

‧ 將重要的資訊清晰地寫在黑板上。
‧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容許學生把重要資料錄音。
‧ 給予學生足夠時間作口頭回應或完成課業。
‧ 預先讓學生知道工作的重點及學習目標。
‧ 聆聽練習時可把聆聽內容分拆，或延長停頓
時間。

‧ 容許學生舒展身體、站著工作等提升集中力
的行為。

‧ 容許學生在感到疲累和難以集中的時候稍作
休息。

‧ 安排一個免受環境干擾的座位。
‧ 配合行為矯正計劃，給予他們合適的獎勵，
強化其正面行為。

‧ 老師可以充當他們的「行為教練」(Behavior 
Coach)，教導他們改善行為的方法，並為他
們定下行為目標。定期與他們回顧表現，提
供回應及讚賞，幫助他們提升自我意識。

‧ 鼓勵他們利用輔助科技 (如：平板電腦、手機
的記事程式、計時器)去幫助他們安排工作。

‧ 鼓勵學生多用視覺提示 (如：把簡單的字句
/圖咭貼在桌上以提醒專注)。

‧ 難以完成多重步驟的工作 (尤其是口頭指 
 示的工作)
‧ 難以同時處理多項資訊 (如：聆聽練習)
‧ 容易忘記老師所交代的功課、格式要求及 
 課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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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組織 ／自理能力

可能面對的困難
‧ 具高度創意，常有特別的點子，但因組織
 能力差，常無法將之化為具體行動

‧ 容易遺失功課、書本、個人物品 

  強項為本策略 補償 / 調適策略
‧ 以「強項帶動弱項」，善用他們視覺空
 間思考模式，多利用視覺方法，如時間
 線、圖像、圖表、腦圖、流程圖等方法
 幫助學生理解和組織零碎的意念。

‧ 讓他們發揮想像力和創意去解決困難。

‧ 欣賞學生的服務精神，給予學生負責班
 務的機會，如派簿或圖書管理員等，提
 升自信，同時訓練他們的自理能力。

 

 技巧訓練
‧ 教導學生寫筆記的技巧。

‧ 可訓練學生把需時較長的工作 (如專題研習)，分拆成小部份，訂定優先次序，預計 
 每部份的完成限期，亦可安排同學提點和監察進度。

‧ 訓練學生善用收納工具，妥善地擺放學習材料，如：利用文件夾的左右兩邊分開未  
 完成及已完成的功課、善用儲物櫃減輕書包重量。

‧ 與他們訂立整理計劃，定期整理書桌、抽屜、書包等個人物品。

‧ 建立課室常規，盡量讓學生參與其中及 
 作出建議，並將課堂規則張貼於課室當 
 眼處。

‧ 鼓勵學生使用輔助工具如計時器、記事 
 裝置、錄音器、小型白板、行事曆、待 
 做清單、便條紙、顏色索引貼、螢光 
 筆。

‧ 提供收納工具 (如：標籤貼、密實袋、 
 功課袋)

‧ 把作業分拆，訂定分階段完成的目標， 
 並給予清晰的評分準則。

‧ 提供視覺組織圖的模板。

‧ 課前為學生提供筆記，減少課堂上抄寫 
 的壓力。

‧ 簡化家課冊的格式。

‧ 設置網上查閱功課系統。

‧ 讓學生把作業交往一個指定的地方。

‧ 做事次序凌亂、沒有條理

‧ 即使有足夠學習能力完成作業，薄弱的 
 執行功能令他們未能依時提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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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情意發展方面

老師除了在學習方面協助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發展所長，亦可透過不同的
策略，包括善用他們的強項，給予調適，以及提供具體的技巧訓練，提升學生的情緒管理
能力、社交技巧、自信心及抗逆能力，讓他們能更容易適應及融入學校的群體生活。

加強情緒管理

可能面對的困難
‧ 處事衝動，較難監控自己的情緒反應

‧ 情緒表達及控制的能力停留在較年幼階
 段，這種相對幼稚的表現容易被誤解為
 故意挑釁或是搗亂

  強項為本策略  補償 / 調適策略
‧ 注重班級經營，鼓勵合作、關愛、尊
 重，重視公平，給予協商的空間。

‧ 鼓勵學生多運用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去幫助他們明白別人的感受。

‧ 善用學生的分析能力，協助他們找出
 自己的困難及制定可行的解決辦法，
 例如協助學生分析令自己動怒的原
 因，討論如何處理或避開有關情境。

技巧訓練
‧ 教導學生注意情緒所引起的身體反應，及教導他們運用不同顏色、情緒溫度計等表達
情緒強度。

‧ 讓學生學習情緒舒緩的技巧，如鬆弛練習、離開現場、自我鼓勵等。
‧ 透過示範，教導學生如何接受批評及解決衝突。
‧ 教導學生表達情緒的句子，如「當⋯我覺得⋯因為⋯」，並應在何時說出自己的感
受。協助學生更精確地描述自己的感受，如「無感覺」可以是「情緒平穩」、「還可
以」。

‧ 訓練「創意解難」(Creative Problem Solving)，以有系統的方法，循序漸進地從不同
的解決方法中找出最佳的方案。 

‧ 體諒他們情緒的起伏，給予充分的支
持與協助。

‧ 情緒不安時，容許他們到指定的冷靜
區 / 離開課堂平復情緒。

‧ 安排心智較成熟的同學成為他們的
「小天使」，有需要時給予善意的協
助及提醒。

‧ 當學生的行為讓老師感到困擾時，避
免在公眾面前直斥其非，可以嘗試用
「我－訊息」(I-message) 去說出自己
的感受，並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行為
造成了什麼問題（例子：「當我⋯(陳
述事實)，我感到⋯」）

‧ 情感較一般學生豐富，情緒容易受牽 
 動，反應亦較強烈

‧ 追求完美，不能接受失敗

‧ 對他人的期望或批評非常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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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交技巧

可能面對的困難
‧他們的情緒容易受到別人說話的語氣所
 牽動，而忽略了內容，導致誤會了所接
 收到的訊息，因而做出錯誤的判斷

‧行事衝動

‧重視公平，好管閒事，愛告狀，容易開
 罪別人

‧好勝好辯，喜歡挑戰權威  

  強項為本策略 補償 / 調適策略
‧ 善用學生的領導才能，給予適切的任
 務，例如當小老師、健康大使、領袖
 生、學會幹事等，讓他們感到被信任。

‧ 安排小組活動，讓學生在自然的社交
 情景練習社交技巧，例如，在小組活
 動後，鼓勵組員互相讚賞對方作出的
 貢獻及欣賞各人的優點。

‧ 讓學生運用自己的分析能力找出自己
 的困難及可行的解決辦法，如鼓勵學
 生寫反思手冊，定期回顧他們的表現。

‧ 讓他們與興趣及心智相近的同學共處。

‧ 他們對事物一般的反應較快、主意很
 多，老師要讓他們有機會發表自己的
 意見，但也要學習尊重別人，例如當
 別人說話時要安靜聆聽。

 技巧訓練
‧ 讓學生學習情緒舒緩的技巧，如鬆弛練習、離開現場、自我鼓勵等。
‧ 透過示範教導學生如何接受批評及解決衝突的方案，尋找雙贏的解決方法。
‧ 對於好辯的學生，可與他們做「觀點取替練習」，教導他們易地而處地明白別人的  
 觀點和感受，而不是只顧堅持己見。
‧ 透過角色扮演增強學生處理衝突的能力。
‧ 教導他們正面地利用幽默感，讓別人對他們留下好印象。
‧ 利用他們的分析力和多角度看事物的能力，教導他們解難技巧，如「創意解難」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 訓練溝通技巧，例如：邀請別人發言的技巧、懂得聆聽及尊重其他同學的意見等；  
 及在小組學習中發揮不同角色的功能。

‧ 進行小組活動時，要關顧學生的個別需 
 要，例如他們在某些範疇 (如：專注、 
 組織力、情緒控制) 可能會較一般資優 
 生弱，編排小組成員時要留意組員間 
 的互動，並在有需要時介入以促進組 
 員間的合作。

‧ 

‧ 安排心智較成熟的同學成為他們的「小 
 天使」，在適當的時候給予善意的協助 
 及提醒。

‧ 利用視覺提示，如「停一停，看一看， 
 聽一聽，想一想，動一動」，提醒學生 
 冷靜和處理衝突技巧。

‧常在不適當的時機開玩笑或惡作劇，人 
 際關係欠佳

‧與同輩格格不入，感覺被排斥，或找不 
 到知心朋友而感到孤獨無助

‧情感較一般學生豐富，情緒容易受牽 
 動，反應亦較強烈

體諒他們情緒的起伏，當他們情緒不安
時，容許他們到指定的冷靜區/離開課
堂平復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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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總結
對一些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資優生而言，學校生活是令人非常沮喪的經驗：執
行功能的缺損令他們無法協調多個任務、功課質素欠佳；其衝動的行為令他們難以被
同儕接納。他們的困難在學校系統中表露無遺，老師作為學生成長路上的重要夥伴，對
學生的支持及體諒是非常重要的。希望這本小冊子能讓老師從多角度了解他們，在認識
和包容他們的同時，亦從另一角度欣賞他們的能力，協助他們發展專長、興趣及熱衷的
事情。老師如能多花時間及心思與學生建立良好互信的關係，積極了解他們的想法及困
難，從而引導學生跨越自己的障礙，將能大大提升輔導的成效。這些學生就像寶石，需
要琢磨才會閃亮，只要給予機會，他們每一個都能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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