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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管理技巧應用於體育課提昇注意

力缺陷過動症學童的學習表現

前　言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在國

際體育運動憲章中指出身心障礙者

有接受體育教育的權利（UNESCO, 

1978）。身心障礙體育發展過程中，

學校體育課程能夠實現身心障礙學

童平等受教理念（林秋慧，1997）。

身心障礙學童透過體育課程有助於

運動技能潛能開發、個人體適能提

升、減少慢性疾病、社會技巧學習

以及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等（何茂

松，2000）。

在身心障礙學童中，注意力缺

陷過動症學童在臺灣的盛行率約為

3% 至 5%，且有增加的趨勢，其中

男童比例約為女童的 3 倍，男童多

以衝動及過動表現其症狀，而女童

則傾向注意力不集中型（黃惠玲、

趙家琛，2001）。注意力缺陷過動

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本文簡稱 ADHD）意旨廣

泛性發展障礙伴隨注意力、衝動、

過 動 等 行 為（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ADHD 是一種大

腦注意力發展的缺陷以致於不足以

應付外界刺激，導致孩子常常忘東

忘西、衝動及過動，若忽略治療，

影響層面則會擴大至學習障礙、情

緒、行為、心理等的問題（Batzle, 

Weyandt, Janusis & Devietti, 2010）。

ADHD 學童最明顯的表徵就是在

行為管理技巧應用於體育課提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童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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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中受到不喜歡或受到外在刺激

時，容易情緒無法控制，產生情緒

極端反應，造成同儕反感排擠。

早 期 的 體 育 課 程 並 未 針 對

ADHD 學童提供個別化課程規劃，

專業師資也較缺乏。因此，ADHD

學童在體育課程中常被認定為干擾

課程進度的麻煩角色（王乙婷、何

美慧，2003），一些體育教師在面

對 ADHD 學童課堂問題的處遇方

法無法適從。洪儷瑜（1993）指出

ADHD 學童需要解決的課題包括自

我控制訓練、注意力不集中訓練、

學習社交技巧、加強焦慮處理以及

提升自我肯定等。因此，國內外許

多文獻以運動作為改善 ADHD 學

童的注意力、反應時間、社會技巧

與動作發展等（黃凱琳 & 劉美珠，

2008； 劉 正 利，2009； 張 齡 方，

2011； 陳 志 遠，2010； 洪 偉 泰，

2012；Harvey, Reid, Bloom, Staples, 

Grizenko, Mbekou, & Joober, 2009），

較少文獻探討體育課中 ADHD 學

童的失序行為與干擾行為之處置

方 法。 因 此， 本 文 提 供 DuPaul, 

Weyandt, & Janusis（2011） 提 出 的

ADHD 行為管理介入策略作為體育

教學之參考，藉以預防 ADHD 學童

在體育課中的不注意行為和干擾行

為，進而產生正面行為表現。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童的特性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為慢性心

智健康異常行為表現，包括注意力

不集中、過動和衝動等核心症狀

（Barkley，2006）。目前此症狀經研

究證實，ADHD 兒童的行為特性可

以從下列家庭關係、同儕關係、課

堂表現和學業表現等四個面向論述

（Dupaul, Weyandt, & Janusis, 2011）：

一、 家庭關係：家庭是 ADHD 學

童最早接觸的環境，家長的不

當責罰與不良溝通方式，會造

成學童與家庭的衝突，導致學

童缺乏自制能力，進而誘發過

動與衝動的行為（蕭春松、郭

芳 純，1990；Loe & Feldman, 

2007）。

二、 同儕關係：ADHD 學童的社會

行為發展困難，在學校的同儕

關係表現差，常常因為違規的

行為會受到同儕排擠（Bag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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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ina, Pelham, & Hoza, 2001；

Hinshaw, 2002）。ADHD 學童在

班級中常會找不到與同儕的相

處方式，有時稍微感受到挫折

或是失敗，就會產生易怒與衝

動的行為，進而不受到同儕喜

愛（Loe & Feldman, 2007）。

三、 課堂表現：學習困難是 ADHD

學童常見的問題，因為注意力

無法集中或是過動行為，常會

有不自主的小動作或違規行為

表現，干擾教室上課，造成教

師和同儕的困擾（杜亞松，

2001；Loe & Feldman, 2007）。

四、 學業表現：ADHD 學童的學業

表現差，由於專注力低落與過

動衝動的行為，容易造成學習

習困難（Hinshaw, 2002；Loe & 

Feldman, 2007），進而造成高缺

席與高輟學。

由上述瞭解 ADHD 學童的行

為表現影響人際關係、課堂表現以

及學業表現，因此，導正 ADHD 學

童在學校課堂的不注意和干擾等行

為，增加自我控制能力，將有效的

影響正面行為表現，進而改善學習

成效。

行為管理技巧應用於體育課堂提

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童的學習

動機

行為管理是教師改變學童行為

的途徑，依其學習理論作為基礎，

強調削弱、增強與暫停活動等，選

擇維持好行為，停止不良行為，

以達到行為改變的目標（Sherrill, 

1998）。DuPaul 等人（2011）提出的

行為管理介入策略分為前置本位介

入策略、結果本位介入策略、增強

本為介入策略管理 ADHD 學童的行

為表現。前置本位介入策略專注於

行為問題發生前的規範制訂（Kern 

& Clemens, 2007）； 相 反 的， 結 果

本位介入策略則依據 ADHD 學童

正面或負面行為發生時給予增強或

處罰的方式（Reid, Trout, & Schartz, 

2005）。增強本位介入策略則是針對

ADHD 學童設定目標行為，提供個

別性差異的獎勵方式。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童會受到

自我行為的影響（例如：注意力不

集中、過動、衝動等干擾行為），

造成學習成果欠佳，同儕關係互動

差以及課堂專注力不集中。因此，

行為管理技巧應用於體育課提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童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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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師對於 ADHD 學童的行為問

題，可以參考 DuPaul 等人（2011）

所提出的行為管理介入策略，以改

善 ADHD 學童在體育學習環境中的

行為表現。

一、前置本位介入策略

（antecedent-based strategy）

（一）  訂定課堂規定：在學期開始

前，訂定課堂規則與設置目

的，規則不要太過繁雜，應以

簡單扼要說明，並且張貼於

教室內與上課地點（DuPaul & 

Weyandt, 2006），讓所有課堂

學童自發性遵守規則。在學期

開始的體育課，體育教師可以

先訂定上課規範，如果 ADHD

學童有違反體育課規範時，不

應只處罰違規行為，應該明確

告訴 ADHD 學童在體育課要

遵守的行為。

（二）  減少工作任務：在設計課程內

容和分配工作任務時，應要

配合 ADHD 學童的注意力廣

度（Dupaul & Stoner, 2003）。

體育課在戶外上課較容易造成

ADHD 學童不專注，因此，分

組練習和團隊競賽盡量少派發

工作任務，讓 ADHD 學童專

注於課程，以降低活動干擾的

頻率。

（三）  提 供 活 動 選 擇： 教 師 提 供

ADHD 學童在課堂中多元性的

活動選擇，讓 ADHD 學童從

事自己有興趣的活動，提昇活

動的配合度，增加課程參與意

願。例如，體育課可以設定多

元化的體育教學目標和提供樂

趣化的運動競賽，ADHD 學童

依據自我能力和興趣選擇適性

的目標與活動，以感受到成功

的經驗。

二、結果本位介入策略

（consequence-based strategy）

( 一 )  持續性正面增強：針對 ADHD

學童可以採用正面增強，包

括口頭、讚美或代幣獎勵）

Dupaul & Stoner, 2003）。 例

如，在體育課的發展活動和綜

合活動中，利用同儕分組練習

與團隊競賽增進 ADHD 學童

與同儕之間的互動。當 ADHD

學童呈現正面社會技巧行為，

體育教師應給予口頭讚美或是

代幣獎勵（例如，積點兌換贈



運動教育
4月號

�0 學校體育‧141期

品或給予自由運動時間）。

( 二 )  移除獎勵：教師可以應用史

奇納 2x2 操作制約中移除獎

勵，將原來提供的獎勵移除

（Wann, 1997）。 正 面 增 強 能

夠提昇 ADHD 學童的正向行

為，但有時候在課堂上出現注

意力不集中和干擾行為時，

不給予處罰而是將先前獎勵

移除。例如，在體育課中，

ADHD 學童容易受到外在的環

境影響出現負面行為，導致干

擾同儕學習及老師教學，體育

教師可以善加利用操作制約控

制 ADHD 學童的行為可將原

先獲得獎勵移除，以降低負面

行為。

( 三 )  暫停活動：在課堂中，ADHD

學童出現不適當的行為時，教

師可以透過立即性的暫停活

動，讓 ADHD 學童了解自己

所呈現的干擾行為。暫停活動

實施的時間越長，可以減少

ADHD 學童不適當行為。（杜

娟 菁，2001，Pfiffiner, Barkey, 

DuPaul, 2006）。例如，在體育

課進行的過程中，體育教師在

從事技能指導、分組練習或是

團隊競賽時，ADHD 學童呈現

干擾行為，無法透過移除獎勵

或是口頭規勸修正行為，體育

教師可以將 ADHD 學童隔離

於活動外，直到願意改善負面

行為。

三、增強本位介入策略

（reinforcement-based strategy）

( 一 )  個別性獎勵：ADHD 學童對

喜愛或有興趣的事物會因人而

有所差異，因此，教師在課堂

中給予獎勵可依 ADHD 學童

個別性的喜愛和興趣。例如，

體育教師可以提供 ADHD 學

童多元活動選擇與自由活動時

間作為獎勵，以增加體育課參

與。

( 二 )  變化性獎勵：獎勵應該要常常

變化，不能一成不變會讓學童

感到無趣。例如，體育教師在

上體育課時，可以依 ADHD

學童在技能指導、分組練習或

是團隊競賽等行為表現，在不

同階段提供多面向獎勵，以提

昇體育課學習動機。

( 三 )  目標行為獎勵：目標行為獎勵

行為管理技巧應用於體育課提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童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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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學童瞭解課堂中可被接

受的行為表現，例如，體育教

師應該設定課程目標行為，當

ADHD 學童在體育課中達到目

標行為時，可以提供獎勵鼓勵

自我控制。

結　語

在課堂中，ADHD 學童的行為

表現，教師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教

師忽視 ADHD 學童的干擾行為或是

注意力不集中的行為，會使得一般

學童無法理解與接納，反之，若能

採取適當的行為管理技巧，有助於

ADHD 學童發展正向行為且獲得較

佳的自我控制效果。

在體育課堂中可以採用 DuPaul

等人（2011）所提出的行為管理介

入策略，體育教師可以瞭解 ADHD

學童的注意力不集中與干擾行為，

在行為問題發生前訂定課堂規範。

在體育課程的技能指導、分組練習

或是團隊競賽進行時，適時依據正

面或負面行為給予增強與處罰，並

且依其目標行為提供個別性差異獎

勵，以利 ADHD 學童曾進正面行

為、促進學習和技能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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