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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常见治疗包含：药物治疗、

亲职训练、行为管理、认知行为治疗或其他治疗等。1 同

时也须配合课业辅导及日常生活活动的安排，用药与不

进行用药在医学界各持两方说法。药物使用具有即效性，

其功效主要为控制多巴胺的分泌，但在近期研究中发现，

使用此类兴奋剂药物会诱发中枢性与周围性儿茶酚胺效

应（catecholaminergiceffects），导致血压心跳明显上升现

象，会影响 ADHD 儿童心血管功能，ADHD 儿童若本身

有心血管问题，恐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虽然用药对于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儿童具有效果性，但连带会诱发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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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他健康问题，因此许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患者儿童

的父母对此感到隐忧对于用药持保留态度。维持规律性

身体活动已被证明可降低罹患肥胖、糖尿病、骨质疏松、

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的机率，对于大脑认知功能也有其

益处。运动对于大脑内海马回也有正面的效益，进而与

记忆力有关联性。

本研究以跳绳运动作为介入模式并以中强度及高强

度跳绳运动作为介入强度，以了解跳绳运动及其强度与

注意力的相关性。本研究对象以过动症小学学生与一般

小学学生进行探讨，利用眼动仪器注视时间、注视次数

与首次注视时间眼动轨迹作为实验依据，探讨不同运动

强度前后注意力测试的变化。研究结果指出一般生注意

力测验成绩与眼动数据优于过动生，但跳绳运动介入后，

注意力测验成绩皆有提升，眼动数据随跳绳介入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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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表示首次注视时间变短、注视时间增长，从眼动

数据结果证实，跳绳运动介入有效提升过动生与一般生

注意力的表现。透过本研究结果，期望作为注意力不足

过动症患者运动介入的治疗依据，并提供未来教育部体

育课表和医疗单位的参考。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注意力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是处理事务的重要指针，

在学习的过程中更是个举足轻重的重要能力，但是注意

力的缺失是过动症学生最常出现的问题。容易分心无法

专注于单件事情，造成无法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份内工作；

处理事务经常有头无尾，对于他人吩咐的工作总是充耳

不闻，无法正常地接受他人给予的指令。此类状况被定

义精神疾病内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目前已有许多临床

研究针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认知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其

认知行为与正常人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差异。执行功能结

构通常涉及一系列组成部分如反应抑制、控制干扰、工

作记忆、计划能力与注意力等组成，在许多方面虽是独

立工作，却密切相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患者执行功能

的表现与正常者相较有明显的落差。透过脑断层的检测，

发现运动介入提升一般儿童或是过动症儿童两者的注意

力及认知行为表现。注意力的表现与眼睛注视历程有强

烈关联，利用眼球追踪法可以探讨受测者的眼动历程。

在观看事件时眼睛所关注的项目也不同。利用眼球追踪

法可以了解不同的眼球行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指标为注

视及扫视过动儿与正常儿童在视觉表现上有差异性，研

究指出过动儿在观看事件时，比起边际的改变更容易注

意到中心的变化，且在凝视次数及时间上也与正常组儿

童有落差。表示两组间注视的轨迹确实存在差异性。注

意力不足过动症外表与智商正常，将此族群的孩子编排

于普通班，常会因其过动及不受控的行为影响团体生活

且造成教师在教学上的困难，尤其注意力不足会妨碍讯

息接收，导致学业低落，进而影响到学习成效。注意力

缺乏特质需要藉由治疗的帮助，如果缺乏治疗，注意力

不足过动症的儿童在学习过程中易落后于他人，在学习

过程中也会较容易受到挫折。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症状

不完全仅倚赖药物治疗，亦能以运动介入，透过运动的

训练促进大脑的活化以达到注意力提高的效果。因此，

运动的介入有其意义及效果所在。本研究将针对过动儿

对于注意力的认知行为加以探讨，且透过运动介入，探

讨注意力的表现。

根据上述动机，希望藉由本研究达到以下目的：

（1）探讨跳绳运动介入下对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国小生

注意力的影响。（2）了解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国小生及一

般国小生在注意力测试时的眼球移动历程，包括眼动轨

迹、注视时间及注视次数等相关数据。（3）分析跳绳运

动介入下的测验结果与眼动数据，以了解不同的强度下

注意力和眼动历程的差异。（4）依据本研究找出不同强度

跳绳运动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国小生的影响结果，作为将

来教育部编排课程及过动儿物理治疗模式的参考依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为运用眼动仪的眼球移动追踪技术，

探讨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小学学生在跳绳运动介入下，进

行注意力测验的眼动数据及其注意力能力。本研究首先寻

找注意力测验并请受测者透过观看计算机屏幕进行测验。

透过眼球追踪方式来探讨受测者在时间内所注视的位置、

时间与次数。最后根据学生的眼动数据及测验分数进行

ANOVA分析，以确实了解过动生生与一般生的差别性。

本研究的流程可分为四种阶段，且必须满足该阶段

的必要条件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而每个阶段分别具有

其代表的意义，介绍如下：（1）计划阶段：搜集相关文

献资料以了解过动生的研究背景和设定研究动机，藉此

确认本研究的目的。（2）设计时间：首先挑选适当的介

入运动模式，其运动模式较不会被天候及环境影响，便

利性高。经过筛选后，选定跳绳运动作为此次运动介入

主要模式，并进行不同运动强度的训练，受测者在接受

介入前、低强度跳绳训练后与中强度跳绳运动后接受注

意力测验。跳绳运动强度于将提供详细介绍。（3）实验

阶段：请受测者进行眼动仪实验，其流程于作详细介绍。

（4）分析阶段：将眼动仪实验所搜集的各项数据进行

ANOVA 分析，以了解过动小学学生在不同强度跳绳运动

介入下的注意力是否有所不同，并比较出他们与一般生

在眼动历程的差异。

在实验开始前，实验者会清楚说明完整实验过程，

确定受测者了解实验内容后，会请受测者填写个人基本

数据，待填写完毕后，实验者会将实验仪器准备完成，

并请受测者调整受测的最舒适姿势，并确认下巴与计算

机的角度与高度，且双眼直视屏幕，同时检查受测环境

是否符合光线充足及不必要的反射标准，经确认后将进

行眼动仪实验校正。在校正过程中，确保受测者的眼球

可以被准确追踪，尽可能地在受测者视力状况许可下，

脱掉眼镜进行实验，避免仪器无法精确追踪造成的困扰。

若视力状况不在许可范围内则调整受测者的头部与身体

角度，避免非必要的光线反射。同时确定受测者眼部状

况，在校正的过程中眼睛须保持湿润，若眼睛过于干涩，

则请受测者在校正前多眨眼，以保持眼睛湿润。于整个

实验过程中，实验者须提醒受测者避免过多的头部及身

体晃动，尽量保持稳定位置，确保移动的过程为眼球注

意力测试过程中的反应。系统开始时，计算机屏幕会显

示代表瞳孔的两校正点，并显示其瞳孔位置，透过此步

骤可以得知受测者在测验过程中可以移动的范围。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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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受测者因身高不同而带来的高度差异，本研究会提供

受测者一张可以调整高度但不能移动的座椅进行测验。

确认受测者所处位置可以稳定维持至 65 公分且侦测到瞳

孔后即可进行校正。

三、运动模式

教育部于 2000 年推动校园民俗体育运动中，跳绳乃

其中一项目，原因为跳绳是一项容易学习的运动，在运

动的过程中需使用全身的协调能力，在跳动的过程中也

须同时注意跳绳的位置并判断起跳时间，达到在有效的

时间内完成最多跳跃次数。在跳动的过程中，运用的肌

肉间产生交互作用，故跳绳的运动需启动全身性的协调

动作同时运用全身的协调能力、平衡感、韵律感，国内

外有许多文献利用跳绳为实验工具并获得正向效益，透

过运动的过程中改善运动者的心肺适能并提升骨质密度

及注意力，针对注意力项目测验，运动介入中跳绳又优

于其他运动。最重要的是跳绳较不受场地及天气的限制，

所需花费极低是ㄧ项容易进行的运动，因此综合以上优

点在许多不同的有氧运动中挑选跳绳作为此次的运动介

入模式。本研究依据国际跳绳联盟建议，并以每分钟跳

跃次数将跳绳运动强度分为三大类。

本实验以学生种类、两种不同运动强度以及两种受

测题目类型作为自变项，其中学生种类分为过动生及一

般生，运动模式则分为中强度跳绳运动及高强度跳绳运

动，并且进行两种不同注意力测验分为舒尔特方格测验

及改变侦测测验。24（1）舒尔特方格测验：为一正方形

的表格，每表按字符顺序随机分散于表内，常见舒尔特

方格为 5*5 大小，总格数 25 格以及常出现 7*7 大小，总

格数 49 格。此表格可依强度自行调整，在有限的时间

内，找出越多的字符，表示注意力越集中。受测者在完

成指定强度绳运动后，会立刻进行测验。本研究会依据

眼动指标及测验成绩判别过动生及一般生在不同运动强

度介入下注意力能力的差别。（2）改变侦测测验：在限

定的时间内需找到两张图片相异的处，速度越快表示其

能力越好。（二）依变项（1）凝视点：根据 TobiiStudio

软件版本 3.4.8 分析器所提供的凝视点可视化，包含凝视

点图（GazePlot）及热区图（HeatMap），透过凝视的顺序

和不同色度的显示，以区分受测者所注视的区域与观看

范围。（2）AOI 分析：本研究会利用 TobiiStudio 软件版本

3.4.8 分析器所提供的互动区域（AreaofInterest，AOI）分

析，建立 AOI 于改变侦测测验中两张图片相异的处，分

析并判别过动生及一般生在不同运动强度介入下的首次

注视时间、平均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3）舒尔特方格

测验结果：在 7*7 的方格测验中，受测者搜索到的数字

个数。（4）改变侦测测验正确率：改变侦测测验搜索过

程中找寻到目标物的正确率。

在中强度跳绳运动介入三周后，可以发现一般生的

眼动轨迹仍优于过动生；相较而言，过动生的凝视热点

较为分散，但经过中强度跳绳运动介入后过动生的凝视

热点相较无跳绳运动较为集中。凝视点代表受测者注意

的区域，表示经过中强度跳绳运动介入后过动生更能将

目光投射于目标物的区块，表示在找出目标物的过程中

过动生较能将注意力放在重要区域。但在舒尔特方格测

验中，过动生在进行搜索的过程中仍将注意力集中在中

央区域胜过边界区域。接续中强度跳绳运动后进行的三

周高强度跳绳运动介入下，发现在热区图的表现中无论

是一般生或是过动生凝视热点都显示较为集中，且更与

目标物接近，在其余区域较不会出现无谓的凝视，能将注

意力投射于目标物。在高强度跳绳运动的介入下，过动生

的热区图表现与一般生较为接近。在舒尔特方格测验中，

过动生在进行搜索的过程中不仅将注意力投射于中央位

置，也将注意力投射于测验边界，表示过动生在高强度跳

绳运动介入后，能在此测验中将注意力投射于需要的处。

四、结论

本研究透过非头戴式眼动仪设备探讨国小生的眼动

轨迹与眼动数据，并利用注意力测验以了解一般生及过

动生的注意力表现。但在实验中尚有本研究后续延伸建

议如下：（一）非头戴式眼动仪更改位头戴式眼动仪本研

究所使用的 Tobii 眼动仪为非头戴式眼动仪，眼动仪置放

在屏幕正前方，虽然操作较为方便，受测者不需与眼动

仪此电子设备直接接触，可减少因设备配戴造成的心理

影像，但是本研究在进行实验过程中发现，由于眼动仪

固定置放在屏幕正前方，当受测者改变姿势时便会影响

眼动仪追踪受测者的眼球历程。因此本研究建议，以头

戴式眼动仪探讨受测者的眼动历程，如此受测者可以自

由活动，更精确地获得其眼动相关数据。（二）针对不同

年龄层的过动症患者进行测验过动症患者在我国比率逐

年升高，其伴随的症状会影响其未来发展，属于社会中

不可忽视的族群，本次实验对象年龄皆为小学五年级学

生。若能将实验对象年龄层降低，针对儿童进行跳绳运

动介入，判断其注意力是否会因跳绳运动介入而有所改

变。利用此结果可供儿童发展时期的相关单位参考，对

其未来影响甚巨。

参考文献：

[1] 李 景 红， 蒋 满 华， 许 剑， 等 . 大 学 健 美 操 课 程

“课内外一体化”实践研究 [J]. 体育师友，2021，44（02）：

24-26.

[2] 张丽 . 普通高校“体育课堂 + 运动队 + 体育社团”

课内外一体化模式探析 [J]. 运动，2018（05）：81-83.

[3] 王文毅 . 论高校健美操教学训练一体化模式的有

效构建 [J]. 陕西教育（高教），2019（09）：3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