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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為一種腦部功能異常之疾病，主要的症狀類型為：注意力不足、過動與衝動行為，而

且需在12歲前就有數種這些症狀表現。這些症狀除了影響孩子的學習，亦會干擾其人際互動與社會適應，

並可能產生許多不適切的情緒反應以及行為表現。下列為其常見的情緒行為表現： 

1. 自我控制有困難  

  因專注困難，導致常犯錯、工作效率差、遺失東西、難以完成交代的作業與任務。因過動與衝動而難聽

從指示、無法輪流和等待，且多話、易干擾別人。 

2. 易怒 

  面對壓力的承受能力較弱，壓力大時，情緒起伏不定、常逃避或拖延。時常不依情境表現合宜行為，照

顧者或老師難以控制其行為，同儕不了解其有專注與衝動抑制的困難，而易被大家誤認為「明知故犯」，

在互動中常發生爭執。這些與環境互動的負面經驗，可能導致孩子覺得別人對自己不友善，而較浮躁不安、

充滿敵意，容易被激怒或激怒他人。 

3. 缺乏自信 

 因其不專注、過動與衝動之症狀，造成其學習效果差與生活表現不佳，易與照顧者或老師、同儕們起

衝突，而可能會出現自卑、缺乏自信、自暴自棄、不喜歡上學等情形。 

 

孩子情緒來時怎麼陪伴、引導? 

1. 同理與接納孩子的情緒 

  當孩子有情緒反應時，先試著與孩子的情緒產生連結，嘗試讓孩子知道你努力聽懂、貼近他當下的感

受與行為背後的需求。可從他的表情、行為與環境事物，試著去描述出孩子當下的感覺，譬如：「是不是

因為…，所以你很生氣/難過/緊張，所以你做了…行為」，或是「看到你剛剛手握拳頭、一直瞪著 oo，是

不是因為……，你現在很生氣」。對於 ADHD 特質的孩子，容易因衝動抑制的困難，想到什麼就去嘗試、

探索，因此時常在情境中被大人制止限制，認為孩子的行為故意搗蛋或刻意挑釁，往往讓孩子覺得被誤會，

覺得委屈、不公平或甚至想報復等感受，有時以更強烈的行為來表達情緒，最後產生更多的衝突。因此面

對孩子情緒下的行為，大人除需努力保持冷靜外，也需要進一步思考孩子行為背後的需求或動機，同理孩

子在行為背後隱含、未說出口的內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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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導辨識情緒與表達 

  當孩子因受挫而出現情緒行為時，大人習慣給予否定的反應，例如：「這有什麼好生氣的！」、「你怎

麼那麼愛生氣！」或是「不准哭」等，這類否定的回應更加深孩子的負向情緒強度。較好的回應方式是：

「我知道不能玩手機讓你覺得很生氣」，協助孩子知道自己正在發生什麼事，也可以與同理相連結：「你

因為想玩手機被拒絕，所以覺得很生氣」。過程中當引導孩子將情緒適切地說出來，幫助他述說引發情緒

的事件，更可讓孩子整理自己的經歷和思緒，對於自己情緒更能掌控。 

3. 引導孩子適切的因應策略 

  以上述的例子來說，孩子因想玩手機被拒絕而生氣，當理解與接納孩子情緒後，孩子情緒也逐漸緩和下

來，便可進一步與孩子討論情緒的表達與發洩情緒的行為，例如：情緒的表達，「我很生氣你不讓我玩手

機」、「我討厭oo弄壞我的積木」，發洩情緒的行為，「下次你很生氣想摔東西的時候，可以打枕頭或

大力捏黏土」「除了摔東西，你生氣時，還可以……」（討論無傷害性的發洩行為，例如丟娃娃或搥枕頭）」。 

 

    

   對於ADHD特質的青少年，其實他們期望向大人證明他們可以做得好，但他們較容易情緒化、挫折忍

受度低、更容易自我防備等特質，造成與父母、老師或同儕間更多的衝突和爭執。大人的協助與引導，目

的在讓青少年學會更為適合的問題和情緒解決技巧，應用在日後的生活和互動中，也讓孩子的情緒發展漸

趨穩定。 

 

      ※好動/過動簡易量表及校內疑似特殊需求學生輔導、篩選及轉介流程供老師們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