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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的学校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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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发育行为障碍，ADHD 儿童在学校里常表现出学习成绩不佳、行为问题以及社交困难。
学校干预是治疗 ADHD 儿童的较为有效的方式。文章对学校干预的措施进行了总结，从课堂情景下和非课堂情境下两个角度，探讨
如何帮助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生改善在学校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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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期行为、情感和认知等

方面异常的一组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发育行为障碍。ADHD
主要表现为与年龄不相称的注意力易分散，不分场合的过度活
动，情绪冲动，伴有认知障碍和学习困难。 

ADHD 儿童通常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一般智力正常，没
有明显的感官缺陷或身体残疾。有研究表明，我国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的患病率在 4.31%-5.85%之间。因此，在一个学生人数
为 50 人的普通班级里，就有可能出现 1~2 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学生。ADHD 儿童本身的症状使他们难以遵守规则行为或维持
好的表现，在课堂中容易表现出多种问题行为，影响自身和同
学的学习。学校是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学校应加强对 ADHD
学生的关注，对他们进行正确而有效的干预，有助于降低可能
出现的各种问题。 

2  学校干预的必要性 
在学校环境中，ADHD 学生面临的挑战主要有行为问题、

学习成绩、人际交往三个方面。ADHD 学生在学校表现出来的
一些问题行为，普通教师经常会认为是学生调皮或不努力导致
的，往往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如，惩罚、责备、隔离等。消
极的处理方式，效果并不一定理想，长期下去还可能会造成学
生的低自尊，引起学生的对立情绪和焦虑情绪。 

对于 ADHD 儿童的治疗，药物治疗的效果比较明显，但是
单纯的药物治疗不能完全改变儿童的行为。而学校是 ADHD 儿
童重要的生活环境，因此，学校干预不容忽视。正确适当的学
校干预是治疗儿童 ADHD 的较为有效的方式。 

3  课堂情景下的干预 
对 ADHD 学生课堂情境下的干预，主要由授课教师来实施。

授课教师要加强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认识，转变对 ADHD 学
生的态度，学习相关心理学知识，掌握专业的行为干预技术和
有效的教育教学策略。 

3.1  学习环境 
教室的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 ADHD 学生非常重要。可以

把 ADHD 学生安排在离教师较近的位置，有助于强化其正向行
为，而且也可以快速阻止其问题行为。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
优先把 ADHD 学生安排在学生和教师比例较低的小教室。对同
学进行一定的教育也很有必要，让同学们了解 ADHD 的核心症
状，增加同学们对 ADHD 学生的理解和关爱，并在学习过程中
给予其支持或合作。同时，让同学们对其进行一定的督促，受
到干扰时不予理会，用正确的行为去影响 ADHD 学生。 

3.2  教育教学策略 
授课形式要多样化，提供丰富的视觉和听觉刺激，以提高

注意力和自控能力。教师给 ADHD 学生提出明确学习目标，布
置简短的学习任务。注重课堂教学的互动性，提高 ADHD 学生
的课堂参与度，及时检查他们的课堂表现，并给予即时的评价。
教育保持态度温和，避免引起 ADHD 学生的情绪波动和敌对行
为，让他们感受到真正的平等与尊重。 

3.3  行为干预技术 
教师发现 ADHD 学生在课堂中出现良好行为时，及时给予

奖励，以增加良好行为出现的频率。奖励可以包括口头的表扬、
分数奖励、实物奖励等。当学生出现扰乱课堂纪律或注意分散
等不良行为时，立即予以提示。提示形式可以是行动提示，也
可以是口头和眼神提示。通常教师以行动来提示，学生能高度

集中注意力，而对于教师口头提示和眼神提示，学生会有所觉
悟，但是注意集中时间相对较短。有时，当学生的不恰当行为
是无意识下发生的，没有妨碍他人，教师也可以对其进行忽视。 

4  非课堂情景下的干预 
非课堂情景下的干预，由学校班主任和心理健康教师来实

施。主要是通过个别辅导来进行，同时要与家庭干预相结合。 
4.1 个别辅导 
对 ADHD 学生进行个别辅导，能够让学生充分认识自己，

形成客观的态度，建立转变的信心。班主任可以帮助 ADHD 学
生掌握一些有效的学习策略，比如记笔记策略、复述策略、记
忆方法，能够提高他们对知识的理解。还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
和能力，减少家庭作业的数量，提高作业的质量，以提升学习
的效果。 

心理健康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辅
导。通过注意力训练使学生掌握选择并关注重要材料的技巧，
可以提高其注意力。社交技能训练和情绪控制训练让 ADHD 学
生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处理自己的不良情绪，逐渐形成良
好的人际关系。感觉统合训练可以训练手、眼、脑的协调运动，
改善感觉统合能力，促进其对环境的适应。沙盘治疗有利于
ADHD 学生释放内心的冲突、焦虑等负性情绪，从而改善其人
际关系和攻击行为。 

4.2 学校与家庭的联合干预 
学校干预的时间有限，为了巩固学校干预的效果，教师要

与家长积极联系，辅助家长制定家庭干预计划，将学校干预与
家庭干预结合。对家长进行培训，提供指导与协助，使家长掌
握相关知识和行为改变技术，转变教育理念。教师和家长的态
度、目标应当一致，为改善 ADHD 学生的症状共同努力。 

5 小结 
对 ADHD 学生进行课堂情景与非课堂情景下的干预，可以

全方面的对学生进行帮助，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改善在学校里的
种种问题，还有助于将干预效果扩展到家庭生活中。由于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属于一种慢性疾病，所以该障碍引发的学校生活
中的困扰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因此，对 ADHD 学生的干
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些症状很难完全治愈，问题行为也会
有反复。学校要对他们积极关注，重视在干预过程中与学生、
家长和医生的相互配合，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共同促进 ADHD
学生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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