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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辅导》特别爱·陪伴你 

 

 

第 5 讲：认识专注力不足及过动症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专注力不足及过度活跃症（ADHD），国内称为“过动症”的状况。

于节目内我们会用“过动症”作讲解。 

 

过动症的定义 

 

过动症是一种出现在儿童和成人的症状，这症状主要是形容一群出现缺乏抑制行为能力、难

于专注，并且难于抗拒外来环境及条件之干扰而容易分心的人。症状的分类能够较准确地让

我们进一步明白其特征、特点及当中的意义，让我们来认识过动症的不同类型： 

 

1. 多动冲动型 

a. 主要的特征是冲动和多动行为，而不是注意力不集中的人。 

b. 多动的症状呈现于无法安静坐着从事活动，经常走来走去、爬上爬下。纵使坐着进行

活动（例如上课）时也未能配合安静进行学习，不停出现身体的晃动，甚至乎出位、

不停说话或搅扰物品。 

c. 冲动的特点围绕于处事急燥，经常缺乏耐性、思考，亦不能参与等候、延迟活动的要

求，比如老师派发物品后加以讲解，这些孩子困难于聆听老师的指令进行步骤。此

外，令家长及老师感到头痛的是他们的急燥行为，他们经常会出现干扰或滋扰他人

的表现，群体生活上，难以参与排队、守规的行为，所以常常会看到他们插队，老师

讲课时插嘴，常常出现小动、碰触他人，社交上十分惹人厌烦。 

d. 有一位老师表示他有一名学生，每天都会出现冲动的行为，不是排队争位，就是抢

着回答，要是老师请其他同学作答问题，学生便会攻击那位同学，因此，其冲动行

为十分明显，而且影响他自己及他人的学习。 

 

2. 注意力不集中型 

a. 显着注意力不集中但没有冲动或过度活跃的行为，被称为注意力不集中类型。 

b. 这类型的特点是注意力不集中，观察其行为，主要是常常发白日梦、被动、迟钝、难

以集中或选择性注意──原因是因为他们难以过滤及分辨重要或不重要的信息。由

于他们处理信息比较缓慢，以致出现彷彷佛佛、精神模糊和混乱的情况，表面上社交

表现是比较安静、沉默，但深层的状况是他们出现信息消化不来的情况，于参与活

动，以及从记忆中提取信息的表现上出现明显的困难。 

c. 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往往被误解为文静而容易被忽略，尤其是部分女孩因我们对

性别的期望而不被察觉。我们需要区分文静与注意力不集中的分别，初步的观察是

孩子聆听指令与执行的能力上，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可能会出现接收不到要求、迟

钝的状况，有别于性格表现上的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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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型 

研究显示大部分的过动症被诊断为综合型。这些孩子通常于幼年时出现多动和冲动症状，

所以早期大多被诊断为多动冲动型。可是，当他进入学校的几年内会陆续呈现注意力不

集中、容易分心的状况，此时因症状的出现而有机会被诊断为综合型的专注力不足及过

度活跃症。 

 

近年的研究认为，20-35%的患者能够于成年后摆脱这疾病，可是大部分的患者的症状往往

会持续影响至成人阶段。在他们的一生中，有相当大部分多动症患者有风险发展出对立和挑

衅行为、25-45%会出现行为问题和反社会困难、出现学习障碍、自尊心低落和抑郁症。大

约 5-10%的多动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精神障碍，例如躁狂抑郁症。而 10%到 20%的患者可能会

在成年后出现反社会人格障碍。 

 

由于他们普遍出现学习困难，受教育不足的情况，因此关注点不应该落在成绩的追赶，而是

要协助他们建立正面的品格、生活的流程、日常的技能，以及在职业生涯发展上予以支持。

关于进一步支持的方法，在本集后半部会作出进一步的分享。 

 

过动症的成因 

 

过动症的出现有很强的生物学基础，即使未确定确切原因，但毫无疑问，遗传是一个主要的

因素，遗传率平均约为 80%，现时已经确定了几个与这种疾病相关的基因。此外，怀孕期的

创伤、药物影响、脑部受损或早产，都有机会影响胎儿的发育而导致病症的出现。 

 

在孩子患者中，研究显示其脑部某些部位的结构比一般人小的，特别是左侧的前额叶、后顶

叶皮质在体积上小于平均值的现象。而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患者的前额，小脑和前额叶的纹状

体、丘脑回路也被发现与非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患者不同的。此外，大脑前额叶、脑内的去甲

肾上腺素的水平失调、脑前额叶的遗传性的多巴胺新陈代谢失常，也会对病情有所影响，会

影响患者的专注、控制冲动、整理及制止行为的能力。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每个国家都发现过动症的存在： 

1. 现在所知大约 3-7%的孩子人口和大约 2-5%的成年人口受有关症状的影响。 

2. 在儿童中，性别比例约为 3:1，男孩比女孩更容易患此病。在成年人中，性别比例降至

2:1 或更低。 

 

如何识别孩子专注力不足及过动症 

 

有关识别症状及是否达到专注力不足及过动症，确实需要寻求专家的诊断及意见。而家长可

以借着行为特征观察孩子的行为状况作及早的识别，如果大家想得到这一方面的资讯，也可

以浏览网路上的初步检测表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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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动症的症状平均出现在三到六岁之间尤其是多动和冲动行为的亚型来说，大多于这年龄层

面被发现。于学龄至十三岁期间需要持续观察，因有些症状可能于童年后期才会出现。评估

上要注意以下的几点： 

1. 孩子是在十二岁以下。 

2. 持续出现征状达六个月或以上。 

3. 有关的症状出现多于一类的埸合，比如学校、家庭、教会或兴趣班等等。 

 

就儿童和青少年过动症初步的评估，我们从三方面的特征，来明白这些孩子是怎么样操作

的，作为我们的参考。 

 

让我们听听过动儿的心声 

 

1. 反应抑制、冲动控制或延迟满足的能力受损 

a. 我是一名过动儿，我在反应上、在冲动控制上、和延迟满足的能力上都有受损的

人。 

b. 我通常无法在行动之前，先停下来思考，在玩游戏、排队、轮流发言的情况下，我

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而打断别人的活动。 

c. 简单来说，我难以遵守规则和次序，对于一些需要耐心等待的事情感到不耐烦。因

为我的自我抑制能力比较弱。 

d. 在需要集中注意力或工作时，我很容易被外界的环境干扰，容易分散注意力。 

e. 我做事经常缺乏条理，难以妥善安排有关学习、活动和生活等方面的计划。 

f. 我不明白也不习惯要经历付出、经营和等待结果的步骤。我很渴望可以有实时的回

报和结果，这会影响我的行为，有时会表现不良的行为，比如偷窃行为。 

g. 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与我的反应、冲动的控制和未能延迟满足有关的。 

 

2. 不停地活动，对于过多任务、步骤、要求会出现不耐烦 

a. 我缺乏注意力，因为我内心感到焦躁、不安和忙碌。所以我无法安静地坐着，不停

地活动，对于过多任务、步骤、要求会出现不耐烦。 

b. 我会做出现与任务不相关的不必要动作，例如转动笔、扭动脚和腿、敲击东西、坐

着摇晃，或者在进行不感兴趣的任务时，改变姿势或位置。这是因为我难以集中注

意力。 

c. 曾经有一位治疗师说，因为我难以专注，所以身体的动作是帮助我集中注意力的一

种方式。过多的肢体运动、攀爬和其他的运动活动是常见的行为。 

d. 在社交场合中我有过多的晃动，这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行为。其实，这是因为我的脑

部协调能力不好，所以需要透过肢体动作来帮助自己集中。 

 

3. 害怕沉闷重复 

a. 我害怕无聊和重复的事情。 

b. 我的执行能力和持续力不够强，很难全神贯注地处理事情，经常会遗失日常学习或

活动所需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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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一些看似平常的活动，例如上课或做练习，我往往因为它的重复，会感到无

聊、乏味，因此无法展示与同龄人相同的水平。 

d. 如果要帮助我参与这些活动，请赋予它们的意义，帮我建立成功感，让它们变得有

趣。可以在过程中制造小变化，增加我的参与动机，我很需要这些刺激感和新鲜

感。 

e. 我很难坚持做一件事情，容易对重复的任务感到厌倦，因此可能会不断转移活动，

这让我看起来好像不专心和没有耐性的样子。 

 

家长帮助孩子的学习原则 

 

由于过动症不是感冒，而是广泛地影响孩子的学习障碍。现时，尚未找到治愈这种疾病的治

疗方法。因此，治疗的方向是建基于对症状的了解而作长期的支持学习障碍、品格及生活管

理为主，需要心理健康、教育和医学专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中作长期帮助，使能够持续管理

及支持。以下是一些提示家长帮助孩子的学习原则： 

1. 不是及早治疗，而是长期多方支持。 

2. 药物治疗为基础，扩展多方介入为蓝本。 

3. 确立亲子关系，成长长远支持。 

4. 不要只处理学业，而是均衡发展品格。 

5. 不要追求表面成就，而是建立管理生活的能力。 

6. 不要以目标为本，而是以人为本。 

7. 不要单打独斗，而是自助互助。 

 

治疗的方法 

 

1. 在药物治疗方面 

研究显示，药物治疗的治疗成效达 56%，药物刺激中枢神经是最有效控制症状。医生亦

会运用非刺激中枢神经药物，亦有效管理障碍的，情绪障碍或焦虑的状也是有效果的。 

 

2. 行为治疗及生活管理 

a. 家长宜以帮助孩子建立家规及生活规范，透过建立有效的赏罚制度，协议奖励好行

为及以惩罚方式处理他的负面行为的方法，藉此培养孩子遵守纪律。 

b. 生活流程的建立：由于研究显示，过动症孩子的内部语言和遵守规则的延迟发展，

使他们难以建立内在思考的能力，以致生活流程十分松散，因此，帮助他们建立规

律的生活程序有助他们长远的发展。 

c. 工作记忆的建立：工作记忆是指记住信息的能力，来指导下一步的行动，比如运用简

单图画、文字、标记、多感官接收信息、故事性讲解、将工序分成细小部分、短而精

的指令、重复指令，有助孩子建立工作记忆，并于特定的场合记起相应的规则和行为

要求。 

d. 建立团队运动：有助训练过动症孩子纪律性、与人合作及沟通的技巧。当他们能于群

体中学习与人相处、等候、群体生活时，同时间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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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绪管理 

a. 过动儿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冲动、自制能力弱，难以调节情绪。因此，往往观察到他控

制脾气、管理情绪上十分薄弱，影响个人的状态及社交发展。 

b. 除了药物治疗外，帮助他们学习辨别情绪，表达情感、想法都是很重要的。 

c. 依恋理论之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是这样描述依恋的──与其他人的亲密

依恋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不仅在婴儿、蹒跚学步的幼儿或学童时期，而且在整个青

春期和成年期成熟期也是如此，并进入老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过动症孩子

在具安全感的基础下发展身心，成为一生的学习情绪管理。 

 

今天我们听到许多关于过动症的信息，此时，令我想起以前曾经服务的一名过动症学生，他

正如一般的患者一样，日常生活冒失，处事容易犯错，难以长时间专注事情或按照指引做

事，经常遗失用品，甚至因冲动与自制能力弱，想立即得到满足，因而有偷窃的行为。当我

辅导他的时候，在接纳、尊重的关系下，他懂得自省，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具有讨论处理

方法的能力，但又没有持久改变行为的恒心，加上家庭背景、复杂的关系令他的情绪起伏波

动大。 

 

面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要求，他生活得一点也不容易。他常常向我分享他人生的左右铭─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他表示时常会犯错，心中不好受及自卑，很想忘记自己的

失败，期望自己可以改过向前努力。这心声彷佛代表了许多过动症的青少年，因为病症的影

响，往往很难建立正面的行为、自我形象、角色及成功感。作为他的辅导老师，我会鼓励家

长及自己为他的小小成功而赞赏他、帮他庆祝，而不是着眼及放大他多次的失败。似乎，他

们是一群常常失败，十分挫败，自我形象低落的人，他们需要我们常常扶持、鼓励，不断给

予机会的人。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所有过动儿的＂人生打气加油团＂，伴随他们成长。 

 

主的工作是永不止息的，今天，我们邀请了另一名同路人小草，与我们分享他的个人见证，

他会分享孩子的状况、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心得，他是怎样以基督的爱跨过重重障碍。请留心

聆听她的见证，盼她的经历成为大家的心灵、灵性上的补给品。 

 

同路人小草的分享 

 

1. 孩子的过动特征及专注不足的特征是怎样的？ 

孩子在读幼儿园时，我发现她很多行为的问题，后来被诊断为过度活跃及专注力不足，

她在生活中，做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分心，身体总是不能安静的停下来，一会儿搞东、一

会儿搞西，总是无法持续一段时间专心做一件事情，通常需要郁动身体某部分而令大脑

专注去做另外一件事。令人觉得她不守规秬、没有礼貌，很不听话。我想很多办法教导

她但也不管用，这令我感到很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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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孩子于日常的状态及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女儿不能很安静的坐下来，专心做好一件事，让家人好担心她的学习。加上她很容

易冲动、让人觉得她不守规秬。老师也好担心她的学习能力和品德，这让我很困扰。慢

慢我在生活中学会，需要接纳和适应孩子的不能安静、专注做事的状况，理解她的状况

是病征，她不能控制自己。我接纳了孩子之后，就把需要做的事情拆分成很多的小任

务，让孩子慢慢地完成，并需要很好的耐性跟孩子相处。比如：需要用很长时间帮助她

建立生活作息的管理，让她慢慢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有时候她可能做得不好，甚至倒退

的情况，我仍然需要很有耐性地不断接纳和鼓励孩子。我也学习放慢脚步配合她，保持

良好的亲子关系。 

 

3. 这些障碍怎样影响他的学业、社交、品德学习？ 

过动及专注不足的孩子无论在上课时或做功课时，都无法像一般的孩子那样专注地学

习，在学习上付出的时间需要比其他孩子要多，在社交和品德学习方面，总让人觉得他

不守规矩，无礼貌，不会尊重别人，其实她的表现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后来我

用更多时间陪伴她完成功课，把功课分成两部分，给她十五分钟慢慢完成，完成了一

半，让她休息一会、郁动放松，再完成余下一半。对于一些她不喜欢做的任务，我用游

戏帮助她完成，容许她不坐下来做。老师也会配合，一旦看见孩子不在状态时便会提醒

她。 

 

4. 信仰和教会生活对你什么帮助？ 

因为我一直有教会生活，我感恩可以把所有的困扰和重担都告诉兄弟姊妹，请他们为我

和孩子守望，一起祷告。用神的话语去帮助自己、支持自己有力量向前行。 

我认为家长和孩子能认识神，学习神的话语是对孩子一生受用，因为家长若能认识神，

明白神无条件的爱和神创造每个人都有独特之处，家长就能更明白和接纳自己特别的孩

子，也不断地学习如何无条件的爱自己特别的孩子，放下自己的批判和忧虑，当孩子能

感受到神和家人无条件的爱的话，孩子一定能更好地成长，发挥神给他的恩赐。家长和

孩子都能凡事交托神，学习依靠神，有主同行必更加得力和轻省。 

 

5. 有没有一句很喜欢的金句跟大家分享？ 

哥林多前书 13:4-7：“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

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最初我并不能接纳女儿，曾经感到很困扰、很灰心，常常发脾气。但想到神给我们的正

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这提醒我要谦卑下来不断地学习，如何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和

爱我的家人。虽然无条件的爱的确不容易做到，可是这一句经文常常鼓励着自己去努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