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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弱的表現

• (1) 注意力散渙，如: 

– 注意力不集中和短暫

– 對細節不留心常有疏忽

• (2) 活動量過多，如: 

– 難以安坐

– 不停地把玩附近的東西

• (3) 自制力弱，如: 

– 經常沒有考慮後果便衝動行事

– 不待問題完成便搶着說出答案



學習動機

• 內在動機 vs 外在動機

• 由外到內



環境安排 + 五大支援原則

• 一:營造家中關愛的氛圍

• 二:給予清晰外在提示

• 三:提供具結構的學習環境

• 四:給予具體明確的回饋

• 五:細分教學步驟，直接教導



環境安排

•免受環境干擾

•家人於附近給予適當的提示及協助

•妥善地放置物品

•設計視覺提示卡



一:營造家中關愛的氛圍

• 欣賞正面行為



正面語言

不要說… 試著說…

你次次都咁曳 你今次做得無咁好

你成日都唔肯溫書 你下次努力一定可
以做得好D

你無得救 我相信你可以進步

… …



表揚

• 清晰、具體及正面地表揚

不要說… 試著說…

咁就叻囉 你努力溫習，好叻

一早聽我講都話你
得

你有聽我講，坐定
定睇書，非常好

做得好 我欣賞你…

… …



原則二:給予清晰外在提示

• 視覺策略

• 訂定目標行為(建議不多於三項) ，並揀選或
設計相關的視覺提示卡

• 描述宜正面、淺白及簡潔



正面、淺白及簡潔的視覺策略



原則三:提供具結構的學習環境

• 常規化的流程，減少不必要的干擾

• 建立清晰的規則，具體地指出要遵守的行為



原則四:給予具體明確的回饋

• 獎勵計劃

• 能持續完成工作，並培養良好的課堂行為

• 更清楚了解自己做得理想的地方，從而幫助
他們自我反思



獎勵計劃

• 目標行為應具體及可量度

• 分拆成多個不同層次的小目標，由易至難，
分階段進行

• 訂定開展和結束日期

• 定期檢討進度，按表現而修訂獎勵計劃 (i.e. 
提升獲獎的要求、逐漸減少獎勵的次數 )



獎勵計劃

• 推行獎勵計劃時，可配合適當的評語引導

• 學生多進行自我檢視/監控，讓他們漸漸內

化個人目標，並學習自我調節學習目標及方
法



原則五:細分教學步驟，直接教導

• 工作記憶較短暫。透過細分步驟，讓學生逐
步掌握學習內容

• 給予額外學習工具，如組織圖及步驟紙，把
學習過程圖像化



錦囊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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