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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基隆市 111 年度校園正向管教範例甄選彙編  內容格式 

壹、案例架構： 

一、 名稱：正向管教之特殊需求兒童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二、 目標： 

(一)學習衝動控制，減少衝動行為。 

(二)學習情緒管理，冷靜面對問題。 

(三)學習社會技巧，提升人際關係。 

三、 對象： 

(一) 姓名：小瑞(化名) 

(二) 性別：男 

(三) 年級：二年級 

(四) 特殊教育身份類別：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五) 家庭背景： 

1. 小瑞與父母、姊姊(國小五年級)同住，父母、姊姊均疼愛個案，家庭氣

氛融洽。 

2. 小瑞的家長相當關心孩子在校事宜，於幼兒園階段得知個案情況後，便

開始進行早期療育、接受學前特殊教育服務至今，一年級起接受藥物治

療至今。 

3. 小瑞的父親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其主要照顧者為母親，照料生活起居

之餘，亦陪伴個案進行學習、休閒、就醫回診、專業團隊治療…等各式

活動，母親對於個案之身心特質雖熟悉，但也相當煩惱，經常擔心個案

在校的適應狀況。 

(六) 特殊教育服務歷程： 

1. 小瑞因於幼兒園就讀期間適應困難，觀察出有特殊教育需求，便開始就

醫、早療，接受特殊教育鑑定安置，取得學前特殊教育服務。 

2. 升小學一年級及二年級時，分別再透過鑑定安置會議取得特殊需求學生

身份，持續接受國小特殊教育資源至今，提供相關課程與支持性服務。 

四、 問題類型。 

(一)注意力持續度不足 

      小瑞在課堂上的注意力持續度約不到 5分鐘即分心把玩文具、找附近同儕

說話或做自己的事情，經常在課堂中被反覆提醒；學習時若開始維持注意力有

困難，則易出現完成課堂任務有困難、計算出錯、點數錯誤、抄錯字或寫錯字…

等狀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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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動、衝動控制能力弱 

1.小瑞因自身特質(過動、衝動)經常出現動不停、無法等待、易離座的行為，

例如：上課時約不到 5分鐘就開始躁動，例如：出聲音、把玩文具、坐不住

(兩腳椅)、坐姿變換(跪坐椅子上)或不端正，跟附近同學講話或拿取他人物

品…等；一看到感興趣的事物便會直接動手拿取或直接離座去觸碰；一想到

要做的事會立刻離座去做；常未聽完指令就衝動行動；一節課至少可被提醒

5次以上，提醒、給予其規範後，行為仍持續發生。 

2.情緒起伏大，易興奮、挫折容忍度低，一遇到無法處理事件即會出現衝動行

為(暴怒、攻擊、怒吼…)，例如：猜拳猜輸便突然出拳打對方，寫考卷遇到

不會寫、不想寫的就動手揉或撕考卷，排隊時經常出現插隊行為而與同儕爭

吵，玩遊戲一旦興奮起來便難以掌控力道、拿捏速度、評估危險…等，讓自

己或他人受傷，也經常在和他人發生衝突後，進行爭辯、不認錯、怪罪他人。 

      (三)干擾行為頻繁、團體規範差 

    小瑞每天在經過他人座位時就會未經同意去觸碰或拿起同儕的物品玩耍，

老師擺放在教室各處的物品也不例外；室內課程上課時若分心、覺得無聊，就

轉頭拿同學桌上的物品、找同儕聊天或隨意離座，影響同儕上課，而室外課程

猶如脫韁野馬，難以規範與接受提醒，需要有一定強度的警告才稍加收斂，但

過不久問題行為又再度出現，常因此被同學告狀、老師糾正，中斷課堂進行，

讓授課教師們經常需要花費大量精力處理其行為狀況，上述情形是每天均會出

現影響班級活動運作的脫序行為，導致小瑞常常收到老師們額外的關注，不僅

影響小瑞的人際關係、同儕對他的觀感，影響班級運作，也連帶影響其團體生

活適應。 

五、 情境說明。 

(一)「老師！小瑞他拿我的筆！」、「老師！小瑞在教室裡跑來跑去！」、「老師！

小瑞拿著掃把亂揮！」、「老師！小瑞他亂丟垃圾…」…這是導師每天上班一

進教室就經常聽到的聲音，小瑞早上到校，經常忘記要先帶著學生卡去刷機

器，忘記要交作業、抄聯絡簿，反而背著書包到處在教室內去好奇、動手觸

碰同儕的物品，找人聊天、閒晃，而未進行導師交代過的到校任務，衝突就

經常在此時產生，而舉凡午餐時段、下課時光、課堂學習，也持續頻繁出現

被同儕告狀的行為。 

(二)小瑞是在一年級上學期的期中評量後才轉來敝校的轉學生，轉學原因即是在

前一所學校適應有狀況，經建議後轉學，而小瑞轉進後沒多久，因其注意力

不足過動症特質顯著，加上經常出現衝動又干擾他人、影響課堂進行與團體

規範之行為，讓人不得不時時刻刻留意他的一舉一動，眼見舉報小瑞效應愈

演愈烈，班級導師便經常與資源班老師一同討論協助小瑞的狀況與適應新學

校的方法。 

(三)資源班老師在與前所學校老師取得聯繫後，得知增強集點策略對小瑞具有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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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於是觀察到小瑞急需處理的問題行為後，先從資源班的社會技巧課程

開始，將希望小瑞建立的適當行為與資源班的增強制度做結合，可將自己努

力克制問題行為、表現適當行為後所獲得的獎金，換取資源班的禮品。逐步

建立關係後，為將行為約定延伸至小瑞自身的班級，資源班老師先和小瑞共

同討論待改善的行為，再告知導師和科任老師進行方式，就這樣開始了第一

次的《好行為約定》實施；與此同時，家長表示已開始讓孩子嘗試藥物治

療，然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導師、資源班老師感受不到藥物發揮的正面效

果，因為小瑞的行為依舊經常失控，便建議家長回診時向醫生諮詢藥物療

效，是否需進行調整。 

(四)《好行為約定》進行初期，需要密集給予孩子立即回饋，將行為與結果做連

結，讓孩子知道怎麼做才是適合的、出現不適當行為後會有什麼後果，於是

每節下課，資源班老師便前往小瑞的班上，和導師、科任老師共同陪伴小瑞

檢核執行情形，正向關注孩子做到的目標行為，給予具體讚美、增強，並將

約定內容放置桌上，給予視覺提醒，目標放在建立小瑞的成功經驗，讓其能

有信心的持續執行；而在進行《好行為約定》與搭配藥物治療之餘，資源班

老師運用課餘時間和小瑞進行晤談、回饋小瑞為做到適當行為所作的努力控

制與需持續加油之處，導師則向班上同學宣導小瑞的特質及互動方式，同步

進行著班級經營的調整，例如：張貼正向班級公約於黑板上，提醒小瑞與全

班共同遵守；安排小瑞坐在教室前排，以便就近提醒，並於周圍安插情緒穩

定、較不易受影響的同儕；在小瑞蠢蠢欲動時，除預防性的提醒外，亦安排

小瑞有正當離座走動的事由(例如：幫忙擦黑板、擺放物品…)；當小瑞受

挫、不配合或面臨衝突而出現情緒化行為時，先給予空間及時間來緩解其情

緒，老師表現情緒穩定、態度堅持來陪伴小瑞面對問題、討論解決方式；當

小瑞一有做到適當行為便給予社會性增強，除私下給予鼓勵、關心外，也會

找機會在班上公告全班小瑞的進步…等。 

(五)實施一段時間後，小瑞從一開始的天天達標，到慢慢出現時有達標、時而有

待加油，或開始連續幾天成效不佳，過程中雖令人時而振奮、時而灰心，但

老師們持續釋出善意，繼續堅持執行，後來觀察到小瑞對《好行為約定》模

式感到疲乏，獎勵的內容失去興趣，便重新思考小瑞在乎的事物，發現小瑞

相當在乎能和同儕遊戲的下課時間，也經常聽小瑞提起幾位有好感的同儕，

加上家長也曾分享過在家當孩子出現不適當行為時，收回孩子玩玩具的時

間，請他在一旁靜坐反省，雖然孩子常會因此情緒爆發，但家長也堅持實施

了一段時間。於是資源班老師先從小瑞有好感的同儕中，請老師推薦適合在

班上協助小瑞的合適人選，取得同學的同意後，便邀請其加入《好行為約

定》的行列，對於能和同學有額外相處的時光，小瑞非常開心；接著再結合

家長在家處理孩子有問題行為發生時的方式，請家長當孩子在校若《好行為

約定》達標，給予具體稱讚、鼓勵及陪伴孩子享受玩玩具的樂趣，若在校執



4 

 

行狀況不理想，在孩子靜坐反省之餘，陪伴孩子寫下省思日記，敘述在校情

況與思考改進方式，讓孩子對適切的解決問題方法留下印象，若再次遇到相

同狀況，能有另外一個行動的選擇。 

(六)目前經過了低年級階段的磨合與互動，歷經資源班課程、專業團隊服務、小

團體輔導、《好行為約定》實施、每周晤談…等措施，儘管小瑞的身心特質依

舊存在，但在老師們、家長、同學與小瑞本人共同合作下，同學們逐漸知道

和小瑞相處及協助的方式，也有愈來愈多同儕願意加入協助小瑞的行列，有

時會聽到同儕分享小瑞做到了哪些正向行為或稱讚他：「小瑞今天很乖

喔！」，友善氛圍油然而生，實為老師們的一大助力；而小瑞也逐漸知道自己

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特質猶如一台裝了腳踏車煞車系統的跑車，要幫助自己

不斷更新煞車系統，練習等待與停下來，才比較能好好行駛，雖然距離安全

駕駛還需要持續不斷的練習，這段期間難免還是有超速、被開罰單的情形，

但相較剛轉學來的時期，小瑞在接受提醒的程度、情緒處理的速度、衝動控

制的能力、人際相處的技巧…等方面都在一次次的經歷中，逐漸進步。 

六、 採行策略 

(一)建立師生信任關係 

    1.班級導師：營造接納的班級氣氛，示範與教導班級同儕協助小瑞的方式，

用心理解小瑞的身心特質，運用彈性調整的原則進行班級經營，時時提

醒、關心與鼓勵小瑞，給予孩子一個支持性的學習環境。 

    2.資源班老師：透過定期的資源班課程與小瑞進行課堂互動，觀察、檢視小

瑞是否習得課堂教授技巧；運用定期晤談方式，一同和小瑞討論在班級適

應的狀況、小瑞自身的想法，並從中給予指導、想法澄清、角色同理與回

饋，安排同儕團體與小瑞互動，在小瑞就學期間逐步建立信賴關係。 

(二)藥物治療 

    1.藥物治療經證實對多數具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特質的孩子有助改善症狀、

提升大腦運作效益，通常是經醫師評估後，針對有此需求的孩子才提出的

醫療策略。 

    2.而孩子對各種藥物的反應、效果不一，需多觀察才能找出合適的藥物資

源，故建議家長穩定回診，學校老師不定時和家長分享小瑞在校服用藥物

後的效果與狀況，提供家長回診向醫生諮詢的依據。 

(三)明訂規範---實施好行為約定 

        《好行為約定》由資源班老師、導師、科任老師、家長、學生本人共同

執行，約定內容由資源班老師和小瑞一同討論自身最需進步的行為數條與目

標達成後的獎勵方式或難以達成後的因應方式，經小瑞本人同意實施後，資

源班老師便向導師、科任老師、家長分享約定內容與團隊合作方式，透過一

致性的規範標準，塑造正向行為，陪伴小瑞一同朝目標邁進。 

(四)資源班社會技巧課程：資源班老師教導小瑞衝動控制、情境辨識、情緒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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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與練習，透過情境討論及遊戲教導小瑞與他人

溝通、互動的適當方式，並運用增強、提醒、示範、

演練…等策略，提升小瑞遵守課堂規範、衝動控制、

情緒調節及適切與人相處的能力。 

(五)建立支持性同儕團體：運用同儕團體的力量，經資源班老師示範與教導，於

平時給予小瑞協助與提醒，分享小瑞在班上的適應情

況讓資源班老師知曉，同時也成為小瑞持續執行《好

行為約定》的動力。 

(六)引進輔導資源：為了增加小瑞團體生活能力，資源班老師、導師、家長討論

後，決定為小瑞申請小團體輔導資源，讓專業的心理師入校

輔導，觀察小瑞需持續加強的部分，提供諮詢與建議。 

(七)建立親師溝通群組：透過資源班老師、導師、家長互相交流小瑞在校、在家

的情形，即時掌握孩子的狀況，討論處理策略。 

七、 進行流程 

策略 輔導過程 進行時間 

建立師生信任

關係 

1. 資源班老師向前所學校請教小瑞的狀

況，每周一次資源班課程(社會技巧)

與小瑞進行互動，二年級起每周約小

瑞晤談一次，討論《好行為約定》執

行狀況、小瑞的想法，提供回饋與建

議，依執行結果安排小瑞與同儕一同

遊戲或省思的時光。 

2. 班級導師：接觸小瑞後便認真與資源

班師討論協助小瑞適應的方式，諮詢

小瑞的身心特質與特殊需求，向班上

同學宣導小瑞的特質及互動方式，時

時提醒小瑞應遵循的規範，面對小瑞

的狀況給予彈性作法處理，該接受的

後果會堅持並陪伴小瑞一起面對，更

經常關心、鼓勵逐步進步中的小瑞，

是小瑞很喜愛的師長。 

一上(109 年 11 月

中)~迄今 

藥物治療 1. 向家長說明小瑞的身心特質與影響在

校適應情形，分享藥物治療對小瑞的

正向影響、身體狀況或對藥物的反

應，引導小瑞認識自身特質與了解藥

物治療對自身的幫助。 

2. 家長亦有感藥物對小瑞的協助，定期

一上(109 年 11 月

中)~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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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小瑞回診、遵循醫囑，與醫生討

論小瑞對藥物的反應與成效。 

明訂規範---實

施好行為約定 

1. 由資源班老師與小瑞共同討論待加強

之行為與後續執行方式，並將《好行

為約定》內容每日張貼在小瑞易看見

之處，一年級時期先在校由導師、科

任老師檢核執行狀況，資源班老師與

導師給予小瑞進一步的獎勵或建議，

並與家長分享執行效果。 

2. 有感於《好行為約定》讓小瑞逐步提

升適應能力，但仍不穩定，二年級起

邀請家長與同儕一同合作執行。 

(1)在家部分由家長依據小瑞當天的

《好行為約定》執行結果來給予課

後的休閒娛樂時光或反省時光，讓

家長一同參與小瑞執行的過程，陪

伴孩子進行每日省思、後果承擔，

給予正向回饋或行為調整討論。 

(2)在校部分則再納入同儕團體資源，

作為鼓勵與提升小瑞的執行動力。 

3. 依據小瑞執行成效，資源班老師視其

進步或待加強情況，透過與小瑞的定

期晤談時機，不定期更新約定內容。 

4. 實施初期，每天與小瑞檢核執行狀況

並給予相關增強或檢討，待孩子逐漸

習慣後，再將增強時機調整成三天一

次、一周一次；或是每次給予提醒 5

次的機會逐步調整成 3次。。 

一上(109 年 12

月)~迄今 

資源班社會技

巧課程 

1. 依據小瑞待加強之衝動控制、情緒行

為能力，資源班老師規劃相關課程內

容，每周實施一次課堂教學與練習。 

2. 除每周一次的正式課程，依據小瑞執

行《好行為約定》的結果，若每週目

標達成，便安排同儕遊戲時光，資源

班老師在從中給予人際互動技巧提

醒；若執行成效不佳，則安排檢討時

光，由資源班老師和小瑞、同儕一同

一上(109 年 11 月

中)~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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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當週適應表現，透過討論、示

範、演練，讓小瑞與同儕透過實際的

互動與模擬的情境中，若再次遇到同

樣情況時可立即運用練習的方法與協

助方式。 

建立支持性同

儕團體 

1.經由導師推薦，資源班老師先邀請 1-2

位同儕一同協助小瑞在班上的適應，並

教導在班上可協助小瑞的提醒方式，普

通班同儕固定向資源班老師分享小瑞在

班上的情況，雙方互相交流，回饋小瑞

進步與待改善之處，能有和同儕專屬的

互動時光，讓小瑞十分開心，提升執行

《好行為約定》的意願。 

2.實施一學期後，有意願加入協助小瑞的

同儕增加，經導師推薦後再進一步新增

1-2 名同儕，形成小瑞的同儕協助團

體，並與資源班老師維持良好關係，讓

資源班老師可從同儕方面取得小瑞的第

一手消息。 

二上(110 年 9

月)~迄今 

引進輔導資源 1.申請小團體輔導，由專業心理師入校進

行小團體教學，觀察小瑞在團體中的狀

況，討論是否需進一步接受個別諮商。 

2.經評估後，小瑞的特質建議可申請心理

師入校個別諮商服務，取得家長同意

後，預計下學期朝此方向努力。 

二下(111 年 3

月)~迄今 

建立親師溝通

群組 

1. 運用通訊軟體建立親師溝通管道。 

2. 導師、資源班老師於群組內不定期分

享孩子在校情況(例如：學習、人際互

動、用藥、《好行為約定》執行情形、

孩子的想法…等)及處理方式，供家長

參考與提供諮詢管道、教養建議。 

3. 家長不定期分享在家教養狀況、回診

時醫生的建議、小瑞的成長…等。 

4. 親師間彼此互通有無，一同釐清小瑞

在校發生的各式事件、即時掌握孩子

身心狀態，貫徹執行一致性的管教方

針，引導小瑞逐步成長。 

一上(109 年 12 月

中)~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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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實際活動照片 

 
  1.資源班老師每天提供一份視覺提

示內容，提醒小瑞要做到的事。 

2.放置桌面提醒，放學前導師檢核

約定內容。 

 

  1.畫星表示有達成！ 

2.約定內容以當下較需調整之 3~5項

適應行為為主，隨時增減。 

  

未達標，在家書寫省思日記。 

 

小瑞和媽媽一起討論或自己發想改進的

方法。 

 
達標後，在校和同學共度專屬的相處

時光。 
 

達標後，在家享受休閒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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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所需資源  

(一)親師生合作 

1.個案在校最常接觸的老師們：班級導師、資源班老師、科任老師一同討

論、協助小瑞在校適應狀況，示範與帶領班級同儕學習與個案互動，並與

家長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以及和個案維持信賴關係。 

2.個案的主要照顧者：家長能參考或接受老師給予的建議、配合執行相關策

略，並與老師們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共同引導孩子成長。 

3.個案：在引導下認識自身特質，有意願和老師們、家長合作，運用策略協

助自己進步。 

(二)行政支援 

    有鑑於孩子的特殊教育身分及其所需的特殊需求協助，學校行政部分，

由特教組為孩子組織規劃特殊需求課程、提供特教鑑定資訊、分享特殊教育

教養訊息或相關活動、申請與安排相關支援服務(例如：申請職能、物理治療

師到校服務、諮詢)；在輔導方面，由校內輔導行政老師協助申請小團體輔

導、心理諮商服務；資源班老師整合各方資源，透過輔特合作模式給予小瑞

支持協助。 

(三)班級同儕 

    在校除了授課的老師們會和個案密切相處外，另外與個案最常接觸的還

有班上的同學，若能為個案建立支持性同儕團體，讓個案身處在友善的學習

環境裡，有助於正向管教的實施，另一方面，其實也讓班上同儕認識與學習

接納身心特質不一樣的同儕。 

(四)醫療資源 

    依據其身心特質及醫囑建議，為協助小瑞能較順利適應學校團體生活，

自小學一年級起即建議穩定接受注意力藥物治療，搭配在校執行的認知行為

調整策略，期間持續不間斷的就醫回診，並與醫療單位交流小瑞的藥物反應

及適應狀況，逐步調整出適合的藥物治療方式。 

九、 效益評估 

      (一)提升衝動控制能力，改善校園適應生活。 

(二)提升情緒控管能力，逐步建立合適的情緒處理方式。 

(三)提升人際互動技巧，重建同儕對個案的觀感，建立正向的人際相處經驗。 

 

貳、延伸學習： 

一、專業諮詢 

    正向管教模式適合團隊合作，但在執行過程中難免也會遇到瓶頸，這時除了團

隊夥伴共同集思廣益外，請教有執行過正向管教經驗的教師、有相關專業背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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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或參閱坊間相關正向管教書籍，汲取經驗，提升相關知能，可望激發靈

感，持續為孩子調整出適切的正向管教策略。 

   二、輔導能力增能 

    了解行為背後的意義，有助釐清事件發生時，孩子當下為何採取該行為的用

意，再依此給予相對應的處理策略與教導。從事教育工作至今，很珍惜能和孩子深

入對談的機會，相信如能從孩子身上直接得到答案，再搭配多方觀察與蒐集而來的

資訊，能更貼切孩子實際的想法，破解其行為密碼，過程中需要我們願意與孩子產

生連結，和孩子站在同一邊，重視孩子的感受，一點一滴與之建立信任感、給予安

全感，這當中著實需要輔導這項專業技能發揮作用，幫助我們了解和進入孩子的世

界，若能提升諮商、晤談等相關輔導能力，對於正向管教的實施必定是一大助力。 

三、彈性 

    隨著年齡的增長、時光的流逝，孩子的行為、想法也會有所變化，面對層出不

窮的行為樣貌，大人們也需要帶著彈性調整、換位思考的能力，若此路不通，不妨

多方嘗試新路線或另闢新徑，避免思考固著、先入為主，與此同時，也是在示範給

孩子知道多元化的解決問題方式。  

 

參、回饋與建議： 

一、小瑞的家長相當感謝學校同仁們對孩子的付出、班上同儕對孩子的包容，再與老師

們合作期間，表示孩子從一開始的不配合、大哭大鬧，到後來情緒恢復時間漸漸縮

短，再慢慢願意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孩子每日和家長一起回顧與省思自己在校的

狀況，到這學期又觀察到孩子會主動分享自己的感受、行為的想法，看見孩子這一

路上的轉變，家長十分感謝老師們的陪伴與引導，其實，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也

非常謝謝家長給予的信任與高度的配合，相當有耐心的和校方共同指引著孩子走向

正向成長的道路。 

二、也許是執行期間讓小瑞感受到學校友善的包容、老師們的關愛，在先前因疫情而暫

停實體課的期間，小瑞在線上課程表達好想回到學校上課，待能復課後，亦相當期

待到校上課以及能和同儕遊戲的日子，且會主動詢問《好行為契約》是否照舊實

施，孩子願意繼續和老師們、家長合作，持續運用能協助自己進步的方法，著實令

人感動，也發現貫徹實施正向管教後，對孩子而言不僅形成了習慣，也大大的增加

其對班級的歸屬感。 

三、回顧這期間各項策略的執行過程，很慶幸自己身邊有著友善的行政同仁及教學團

隊，能夠一同面對與實際執行討論出的方法，也很感念小瑞家庭盡心盡力的配合，

正向管教模式有賴團隊間的互相合作，才能發揮其最大的價值，每個人都是團隊裡

缺一不可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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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路小語：（請提供採行正向管教後之「一句」心語，將擇優印製於書籤供

教師參用，如能附上照片或圖片更佳）。 

 

 善用教師神奇的力量，創造共好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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