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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注意是學習的第一步，而持續性注意力是注意的重要向度。ADHD兒童的持續性注意

程度低落，增進 ADHD兒童的持續性注意力可有效改善其學習行為與適應能力；因此，本

研究主要目的有二：（a）探討自我教導策略對增進 ADHD兒童持續性注意力的成效；（b）

探討 ADHD兒童運用自我教導策略增進其持續性注意力的類化情形。 

研究採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跨行為多基線設計，自變項為自我教導策略；依變項為持

續性注意力，包括（a）持續性注意力時間（以時間長度為指標），和（b）持續性注意力品

質（以完成作業百分比為指標）。參加研究對象為三名 ADHD 國小低、中年級兒童。研究

的進行分為基線期、教學期、保留期和追蹤期四階段，資料蒐集的情境包括教學情境（資

源班）和類化情境（普通班）。資料分析主要採目視分析和 C統計考驗。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１．在策略的習得方面，三名 ADHD兒童皆習得並應用自我教導策略的步驟。 

２．在教學成效方面，三名 ADHD兒童在自我教導策略期間，持續性注意力皆有明顯改善。 

３．在教學成效的保留方面，三名 ADHD兒童在撤除教學後，各自的三個目標行為的教學

成效皆獲得維持，包括立即保留和長期保留效果（撤除教學後 27天）；不過，立即保

留效果優於長期保留效果。 

４．在類化效果方面，三名 ADHD 兒童皆使用自我教導策略至普通班情境（類化情境），

而增進其持續性注意力。 

關鍵詞：自我教導策略、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持續性注意力、單一受試實驗設計、

跨行為多基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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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目前非

常困擾家長和普通班教師的兒童疾患之

一；研究者從事資源班教師的工作中，即

發現 ADHD 兒童在教室的學習或是生活

中與同儕的互動每每狀況百出，讓學校教

師、甚至行政人員頭痛不已，卻苦無良策，

因此對 ADHD兒童往往持負面看法。 

ADHD兒童具有的三個主要特徵：不

注意、過動、和衝動（胡永崇，民 90；侯

禎塘，民 90；黃世明，民 87；楊坤堂，民

89；Wicks-Nelson & Israel, 2000）；其中的

不注意行為是 ADHD 兒童產生學習困難

的主因之一。注意力問題常常導致小學生

學習不佳（Bransford, 1979，引自楊幸真，

民 81），包括 ADHD兒童（黃世明，民 87；

Wicks-Nelson & Israel, 2000）；洪儷瑜（民

88）也認為 ADHD與學習障礙可能有並存

的關係，因為「注意力缺陷」的問題包含

在學習的障礙因素中。由於注意力對學生

的學習具有重要影響，藉改善 ADHD兒童

的注意力，以增進其學習成效，進而提昇

教師們對這些兒童的看法及評價，應當是

一個積極協助 ADHD 兒童與其有關老師

的議題。 

一、問題陳述 

ADHD兒童的出現率，雖然由於診斷

標準的差異而數據不一，多數則認為應為

3-5﹪（周映君，民 88；胡永崇，民 90；

蔡明富，民 89；蔡景宏、高淑芬，民 88）；

在文獻中，高雄市的小學生中 ADHD的出

現率甚至高達 9.9﹪（Wang, Chong, Chou, 

& Yang, 1993）。因此，大多數的普通班級

中常容易發現有此類的學生，對於 ADHD

兒童的介入輔導是刻不容緩的。 

Barkley於 1990年曾提出ADHD兒童

症狀的五個特徵，包括：（a）不注意、（b）

衝動、（c）過動、（d）規則行為習得的缺

陷、（e）成就表現不穩定。在上述五個特

徵中的「不注意」具有多種向度：警覺

（alertness）、選擇性注意力（selectivity）、

持續性注意力（sustained attention）、轉移

性注意力（distractibility）和注意力廣度

（span of attention）等。Barkley 發現，

ADHD兒童常有注意力持續上的問題，而

且，ADHD兒童的「衝動」特徵也是由於

他們無法持續控制自己的反應所致。 

宋維村和侯育銘（民 85）在過動兒的

認識與治療中一書中，對 ADHD兒童在注

意力方面有具體的描述： 

在注意力方面，從選擇注意的事項、

抑制不相干的刺激、注意力的持續和

抑制分心等等，都可能出現缺損。表

現出來則是無法注意該注意的事情

細節；常粗心犯錯；作功課或遊戲時

亦無法持久專注；與人談話時常無法

專心聆聽；常無法遵守規定或按時完

成作業；會逃避需要專心的工作；會

健忘或常掉東掉西；常會因外來的刺

激而分心。（p.9） 

注意（attention）乃學習的第一步（楊

幸真，民 81）。一般國小教師認為注意力

異常是學生學習困難的主要原因（宋淑

慧，民 83）；導致這些學生的學業成績不

理想以及無法有效率地完成作業等的學習

情形，大多是由注意力的問題因素所引起

（蔡景宏、高淑芬，民 88）。一般而言，

學齡前兒童在持續性注意的程度，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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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學習成就優劣的指標之一（李啟澤、

李孟智，民 88）。由於 ADHD兒童在持續

性注意力的程度上明顯較同年齡的一般兒

童差，因而造成他們產生適應問題（洪儷

瑜，民 83）。 

如上述， ADHD 兒童有持續性注意

力不佳的問題。關於持續性注意力，不同

的學者有不同的定義，研究者根據他們的

定義整理出持續性注意力的兩個指標：持

續性注意力的時間長度和持續性注意力的

品質。Klorman（1991）認為持續性注意

力是在一段時間維持注意力的過程；

Wicks-Nelson 和 Israel（2000）將之定義

為在一段期間內將注意力貫注在作業上；

以上兩者皆以時間長度所持續的注意力作

為指標。另有學者將持續性注意力另作定

義，除了持續注意的時間外，也包含了注

意力品質的指標，Warm（1984）認為持續

性注意力是長時間維持注意力焦點和保留

刺激警覺性的能力；Rooney（1993）的定

義則是隨時間維持注意焦點的能力，而且

與神經系統的警覺性或活動有關。 

由於 ADHD 兒童的持續性注意力較

同年齡一般兒童低，因此，如何有效輔導

增進 ADHD兒童的持續性注意力，是改善

其學習行為與適應能力的關鍵。在增進

ADHD兒童的注意力的方法中，行為改變

技術一直為特教老師們所接受並廣泛運

用；除了行為改變技術外，藥物治療、飲

食治療、感覺統合治療、認知治療、社交

技巧訓練、親職教育等也都常用於 ADHD

兒童的處遇上（Barkley, 1990；宋維村、

侯育銘，民 85；黃裕惠，民 86；黃薇蓉，

民 88；莊慧美，民 90；楊坤堂，民 89）。 

上述各種 ADHD 兒童的處遇方法或

者因為產生副作用、不容易實施、或者因

為外控的結果，其應用性有所限制，例如：

行為改變技術是藉由外在力量達成行為處

理的目標，然而我們期待這些兒童們能學

會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鈕文英，民 88）；

蔡明富（民 84）指出藥物治療和飲食治療

可能為 ADHD兒童帶來副作用，而行為改

變技術、感覺統合治療等方法的實施又會

帶來不便。因此，認知行為改變技術是另

一個可能的選擇，為目前 ADHD兒童的主

要處遇方法之一。認知行為改變技術結合

了認知與行為兩學派的優點，應用在

ADHD兒童的衝動控制、問題解決和注意

力等方面的教學，使這些兒童的學習行為

能夠從外控與被動提昇至內化與主動的學

習，都產生不錯的效果（洪儷瑜，民 83）。 

認知行為改變技術包括許多不同的策

略，自我教導策略便是其中之一；吳秋燕

（民 87）指出自我教導策略具有以下幾項

優點，包括：學習步驟明確而且循序漸進、

受試者逐步從外控進而內控、清楚說明自

我教導的語言、過程強調師生互動以及可

以就由自我教導的語言達到自我控制等。

所以，自我教導策略被認為是一套實際可

行且有效的策略（胡雅各，民 84）。 

自我教導策略的應用範圍主要有四方

面，包括改善情緒（林佳惠，民 87；洪榮

照，民 78）、增進正面行為（Chan, 1991；

王玉琳，民 91；江淑卿，民 80；林玉華，

民 84；張寶；，民 80）、促進學習（LeeAnn 

& Graham, 1997；Mahn & Greenwood, 

1990；江素鳳，民 85；陳碧萍，民 85）、

和技能習得（Blandford & Lloyd, 1987；

Browder & Minarovic, 2000； Feldman, 

Ducharme, & Case, 1999；胡雅各，民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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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滿，民 90；藍瑋琛，民 80）。自我教

導策略應用的對象包含一般人、智障者、

學障者、衝動或情緒障礙者等不同類別的

障礙；在年齡分布上則包括學前兒童、學

齡兒童、國中生和成人等；由此可見，此

種策略的應用性很高。此外，自我教導策

略也廣泛應用在 ADHD兒童的教學上，在

降低衝動行為方面，研究結果證實 ADHD

兒童在經由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之後，其

衝動傾向降低，而且也同時提昇了這些兒

童的思考反應在增加反應時間和減少錯誤

方面的效果（Meichenbaum & Goodman, 

1971）；在減少不注意行為方面，研究結果

發現自我教導策略可以顯著降低 ADHD

兒童的不注意行為次數，且具有保留效果

（Davis & Hajicek, 1985；林玉華，民 84）。

此外，有學者利用此種策略，教導 ADHD

兒童在人際互動的情境中學習解決衝突或

自我控制等技巧，也都得到良好的成效（洪

儷瑜，民 83）。 

綜上所述，由於 ADHD兒童的出現率

高、持續性注意力不佳、以及自我教導策

略的應用性高等因素，本研究綜合以上要

素，探討自我教導策略增進 ADHD兒童持

續性注意力之教學成效。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應用自我教導策略，針對國小

ADHD兒童的持續性注意力進行教學。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 

1. 探討自我教導策略對增進 ADHD 兒童

持續性注意力的成效。 

2. 探討 ADHD 兒童運用自我教導策略增

進其持續性注意力的類化情形。 

三、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針對研究目的 1，有下列三個待答問題。 

1.  ADHD 兒童在接受自我教導策略的教

學後，是否習得自我教導策略的步驟？ 

2.  ADHD 兒童在接受自我教導策略的教

學後，其持續性注意力是否顯著增進？ 

2-1 研究對象接受第一個目標行為的自

我教導策略教學後，他的持續性注意

力水準是否有下列變化：在第一個目

標行為有顯著增進，而在第二個和第

三個目標行為仍維持不變。 

2-2 研究對象接受第二個目標行為的自

我教導策略教學後，他的持續性注意

力水準是否有下列變化：在第二個目

標行為有顯著增進，而在第一個目標

行為沒有減低、在第三個目標行為仍

維持不變。 

2-3 研究對象接受第三個目標行為的自

我教導策略教學後，他的持續性注意

力水準是否有下列變化：在第三個目

標行為有顯著增進，而在第一個和第

二個目標行為沒有減低。 

3.  ADHD 兒童在撤除自我教導策略的教

學後，三個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教

學成效在保留期是否維持？ 

(二)針對研究目的 2，有下列一個待答問題。 

1. ADHD兒童是否將其習得的自我教導策

略類化至普通班情境上增進其持續性

注意力？ 

四、重要名詞釋義 

本研究之重要名詞定義如下： 

(一)自我教導策略 

自我教導策略(self-instructional strat-

egy)是由 Meichenbaum 根據 Luria 的「私

人語言（private speech）」理論，於 1977

年結合認知和行為兩學派的主要觀念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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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來的；Meichenbaum將自我教導策略

的實施步驟分為以下五個階段（邱連煌民

89；黃慧真譯，民 83）： 

1. 認知示範（cognitive modeling）：由教學

者（通常是父母或老師）示範，一邊大

聲向自己發出引導，一邊按引導操作並

執行任務。 

2. 外顯的外在引導（overt, external guid-

ance）：教學者以語言發出引導，學生

按引導操作，執行同一任務。 

3. 外顯的自我引導（overt self-guidance）：

學生一邊用語言向自己發出引導，一邊

按引導操作並執行同一任務。 

4. 漸褪的外顯自我引導（faded, overt self- 

guidance）：學生一邊小聲向自己發出引

導，一邊按引導操作且執行同一任務。 

5. 內隱的自我教導（covert self-instruc-

tion）：學生使用無聲的內在語言，引導

每一步驟的操作，以執行同一任務。 

本研究所稱之「自我教導策略」，其內

容包含以上五個步驟。 

(二)ADHD兒童 

本研究所稱之 ADHD兒童，係指經過

臨床精神科醫生診斷為注意力缺陷過動

症，並就讀於高雄市國小低、中年級的兒

童，其主要徵狀為注意力方面的缺陷。 

(三)持續性注意力 

持續性注意力（sustained attention）是

將意識作用繼續不斷地貫注在一件事物上

所需的能力；綜合許多學者對持續性注意

力的定義（Capozzoli, Ruff, & Weissberg, 

1998; Coull, 1998; Fehmidah, John, & Kim, 

2001; Klorman, 1991; Lewis, Loveland, 

Pearson, & Yaffee, 1996; Posner & Boies, 

1971, 引自 Warm, 1984; Rooney, 1993; 

Warm, 1984; Wicks-Nelson & Israel, 2000; 

宋淑慧，民 81；胡永崇，民 90），持續性

注意力係指注意力在持續時間長度，以及

在注意品質上的維持。 

本研究中所謂之持續性注意力指維持

注意所持續的長度和注意力的品質；前者

以時間長度為準，後者以完成作業的百分

比為指標。 

(四)自我教導策略的習得 

本研究所稱之自我教導策略的習得係

指學生基線期到追蹤期階段，在「自我教

導策略檢核表」（略）中的得分，最高總分

為 40分，得分愈高表示學生習得自我教導

策略的效果愈好。 

五、本研究的重要性 

ADHD兒童的出現率甚高，尤其高雄

市的出現率更高達 9.9﹪（Wang, Chong, 

Chou, & Yang, 1993），可見針對 ADHD兒

童進行相關之研究有其迫切需要。由於不

注意行為是 ADHD兒童的顯著特質，尤其

是在持續性注意力方面顯現出較一般兒童

困難，更是導致 ADHD兒童無法有效學習

的主要原因之一。自我教導策略已被證實

能降低 ADHD兒童的衝動行為、不注意行

為以及學習解決衝突問題的技巧等，而

且，此策略具有省時、內化、長期保留以

及類化良好等多項優點。 

然而，國內對於 ADHD兒童在持續性

注意力方面的教學研究相當缺乏，因此，

本研究希望透過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驗

證此策略對 ADHD 兒童的持續性注意力

效果，並進一步探討其類化情形；希望藉

由本研究所得到之結果，提供普通班老師

以及家長們正視 ADHD 兒童持續性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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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方面的議題，並且提供他們在教導

ADHD兒童改善持續性注意力之參考；本

研究結果也可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貳、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藉三名 ADHD兒童的教學，探

討自我教導策略教學之對持續性注意力的

成效。本節說明研究有關的事項，包括設

計、參與研究的對象、工具、過程、與資

料分析等。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實驗設計法之跨

行為多基線設計（杜正治譯，民 83），探

討自我教導策略增進 ADHD 兒童的持續

性注意力效果。研究過程包括基線期、教

學期、保留期和追蹤期。 

本研究的的自變項為自我教導策略教

學；依變項為各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

力，包括（a）注意力持續的長度（以時間

長度為指標），和（b）注意力的品質（以

完成作業的百分比為指標）。 

本研究的干擾變項，包括學生用藥情

形和學生對學科和活動的喜好程度。控制

干擾變項的方法如下：（a）學生用藥情形：

在學生進行教學前後用藥與否以及用藥多

寡要一致，以免影響教學實驗的信度和效

度；（b）學生對學科和活動的喜好程度：

如果學生對國語科和數學科的喜好有明顯

差異，在進行資料蒐集時只能就其中一科

進行蒐集，如此，所蒐集到的資料才能具

代表性，並且才能印證教學效果。此外，

為了使干擾變項獲得控制，本研究所選擇

的目標行為都考量干擾變項，亦即，學生

的所有目標行為在國語課與數學課的表現

都呈現差不多的水準。 

二、參加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三名 ADHD兒童，就

讀於高雄市某國小普通班並接受資源班之

特教服務。參與本研究的對象須符合以下

之條件：（a）國小學齡之 ADHD兒童、（b）

就讀於普通班並接受資源班之特教服務、

（c）有持續性注意力方面的行為問題、以

及（d）無伴隨聽力障礙與語言障礙。 

表 3-1  三名參與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 

 S1 S2 S3 

就讀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四年級 
就讀學校 A校 A校 B校 
實  齡 6 歲 9 月 8 歲 1 月 9 歲 10 月 
性  別 男 女 女 

智  商 
(WISCⅢ) 

VIQ＝79 
PIQ＝59 
FSIQ＝68 

VIQ＝76 
PIQ＝68 
FSIQ＝69 

VIQ＝59 
PIQ＝63 
FSIQ＝57 

語言能力 語言理解能力佳 
語言表達能力佳 

語言理解能力佳 
語言表達能力佳 

語言理解能力尚可 
語言表達能力尚可 

性格特徵 會自我要求有良好表現 
沉靜、在乎成敗 

很在意老師的評價 
活潑、開朗、在乎成敗 

個性平順、耐性不佳 
沉靜 

學習態度 學習態度佳、配合度頗高 
學習動機尚可 

學習態度較 S1 稍差 
配合度頗高、學習動機佳 

學習態度佳、配合度頗高 
學習動機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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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的選取，經過篩選和確定研

究對象兩個階段。經過兩個階段的選取結

果，三名參與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示如

表 3-1，其中 S1表示第一位學生、S2表示

第二位學生、S3表示第三位學生；三名學

生均未曾接受過自我教導策略教學。 

經過持續性注意力問題調查後，三名

研究對象的三個目標行為（分別為 B1、

B2和 B3），如表 3-2所示。 

表 3-2  三名研究對象的目標行為一覽表 

 目標行為 質    的    描    述 

S1 

B1：等候輪流 

 
B2：持續參與活動 

 
B3：上課不東張西望 

 

��常常無法等待老師指示，便逕自進行下一個活動

或作業，顯出不耐煩的樣子。 

��常常未經過同意便離開活動範圍、對活動的參與

感不高。 

��上課期間，常常因為一些聲音的影響而分心並轉

頭。 

S2 

B1：持續傾聽 

 
B2：上課不東張西望 

 
B3：等候輪流 

��與別人對話時，常常眼神閃爍，沒有專心聽講或

插話。 

��上課時，眼睛常常無法看著黑板或書本而東張西

望。 

��常常插話、未等待老師同意便逕自發言。 

S3 

B1：上課不東張西望 

 
B2：持續傾聽 

 
B3：持續參與活動 

 

��上課時，常常容易分心而東張西望，無法持續看

著黑板或書本。 

��與別人對話時，常常眼睛無法持續注視著對方或

轉頭。 

��在參與活動期間，常常心不在焉、逕自離席或出

現不適當的反應。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工具包括自編之「持續性注

意力問題調查表」、「持續性注意力紀錄

表」、「自我教導策略檢核表」與「自我教

導策略教學的導師滿意度調查之訪談大

綱」，以及標準化之「多向度注意力測驗」

等五項。 

(一)持續性注意力問題調查表 

持續性注意力問題調查表，由研究者

自編，是依據文獻（DSM-IV，孔繁鐘譯，

民 86；Rief， 1993；Zentall，1993；宋維

村、侯育銘，民 85；侯禎塘，民 90；施錚

懿，民 86；張世彗，民 87）對 ADHD兒

童在持續性注意力行為特徵，所選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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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兒童常見之教室情境中的注意力問

題。 

持續性注意力問題調查表每個題項為

0-4分，最高總分為 36分，用以選取研究

對象之目標行為的依據，並且以此分數作

為本研究持續性注意力進步與否之前後測

比較的資料。將前後測兩次得分的差別率

作為研究對象在此測驗得分的進步百分

比，其公式如下： 

 

進步百分比＝
前測分數

後測分數前測分數 - ×100﹪ 

 

(二)持續性注意力紀錄表 

持續性注意力紀錄表有兩種，即「持

續性注意力時間紀錄表」和「持續性注意

力品質紀錄表」，分述如下： 

1. 持續性注意力時間紀錄表 

此表係觀察者用以觀察學生在從事目

標行為時的持續性注意力的時間，加以紀

錄在此紀錄表上。採固定時距觀察的方式

進行紀錄，每 10 秒紀錄一次，如果受試者

在觀察者紀錄時出現了目標行為，就在相

對應的表格裡打「＋」，若無該目標行為，

就在相對應的表格裡打「－」。每一單位觀

察時間為一節課（40 分鐘）。根據各節課

的觀察紀錄結果，以連續出現「＋」的最

大總數作為該學生的持續性注意力時間。 

2. 持續性注意力品質紀錄表 

此表係觀察者紀錄學生從事目標行為

時的持續性注意力的品質。觀察者根據「持

續性注意力時間紀錄表」上的紀錄，計算

應完成總作業量（「＋」和「－」的總數）

和實際完成作業量（「＋」的個數），並記

錄在「持續性注意力品質紀錄表」上；接

著，計算作業完成百分比。作業完成百分

比以實際完成作業量除以應完成總作業量

後的數值，再乘以 100﹪，其計算公式如

下： 

 
作業完成百分比＝                  ﹪ 
 

(三)自我教導策略檢核表 

本檢核表係根據自我教導策略的四項

內容（Meichenbaum, 1977，引自江淑卿，

民 80；洪榮照，民 80；藍瑋琛，民 80）

與林玉華（民 84）指導 ADHD 兒童學習

自我教導策略的主要六項內容所編訂之自

我教導策略應用檢核表。 

本檢核表的目的在評量學生習得自我

教導策略與否， 

其實施方式是由學生自我評量，然後

計算其得分，得分愈高表示自我教導策略

的習得分數愈高，最高總分為 40分。實施

過程從基線期到追蹤期，每兩天實施一次。 

(四)導師滿意度調查之訪談大綱 

研究者為了解本研究的社會效度，製

定導師滿意度調查之訪談大綱，本大綱係

依據多方面的考量所編製，包括導師對學

生目標行為之改善情況的滿意程度、導師

對「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過程的評價、

以及在教學前後對 ADHD 兒童的評價有

否改變等。 

本訪談大綱於初稿擬定後，經過 10

位特教老師的意見予以修改，確定其內

容。訪談時間大約需時 40分鐘。 

(五)多向度注意力測驗 

多向度注意力測驗由周台傑、邱上真

以及宋淑慧（民 82）共同編製，目的在評

量兒童之多向度注意力。多向度注意力測

驗內容分為三大部分：分測驗一包含選擇

100×
應完成總作業量

實際作業完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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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注意力和轉移性注意力；分測驗二包含

分離性注意力；分測驗三包含自動性注意

力和持續性注意力；此測驗之標準分數是

以平均數為 10、標準差為 3，所建立的各

分測驗之標準分數，分數範圍從 1-19分。 

本研究採用此測驗的第三個分測驗，

用以評量學生之持續性注意力。本分測驗

共包含 960個刺激，分四個階段進行；每

個階段有 240個刺激，測驗時間限制分為

低、中、高年級，其施測時間分別為 5、4、

3分鐘，四個階段總時間分別為 20、16、

12分鐘。施測方式是令學生分別圈選標的

刺激，計算其正確、遺漏和錯誤的個數，

原始分數的計分方法如下：（62－四階段遺

漏個數）＋（100－四階段錯誤個數）＋四

階段正確個數；將所得之原始分數對照各

年級的標準量表分數，即為學生在此分測

驗所得之標準分數。 

四、教學設計 

本教學研究係以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

為主而設計，內容有四部分，包括：教學

目標、教學情境、教學程序及內容和教學

原則。 

(一)教學目標 

本研究的目標係藉由自我教導策略的

教學，改善 ADHD兒童的持續性注意力，

並期望學生將之應用在不同情境（即普通

班）。 

(二)教學情境 

整個策略教學的實施，均在資源班教

室進行。三名學生每天都上資源班、上課

時間都在上午，教學時間為每天學生上資

源班，利用上課開始的前 5-10分鐘，研究

者將學生自資源班上課的情境抽離到一旁

進行教學；教學採一對一方式進行，由研

究者來執行，教學後學生回到資源班上課

情境。本研究觀察及蒐集資料的情境包括

教學情境（資源班）和類化情境（普通班）。 

(三)教學程序 

本研究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步驟分為

五個階段（表 3-3），每一步驟的教學，教

學者和學生都有其各自的任務。開始每一

步驟的教學時，教學者必須給予學生固定

的提示語，再依各目標行為給予適當的教

學指導語，學生則根據教學者所給予的提

示語與各個目標行為的教學指導語，自我

引導並執行該任務。 

教學者除了給予學生固定的提示語之

外，尚須給予學各個目標行為之教學指導

語（如表 3-4）。教學指導語是由研究者來

擬定，其內容是根據自我教導策略的內

容，擬定的原則是以學生的語言表達語理

解能力和慣用語言，配合受試對象的目標

行為，設計簡化易懂的指導語，以利學生

進行自我教導策略的引導。 

(四)教學原則 

為使教學發揮預期的成效，教學原則

採正向積極原則、增強原則和重複練習原

則，以協助學生改善目標行為。 

五、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進行分為準備階段、實驗階

段兩個階段，示如圖 3-2。 

(一)準備階段 

本階段包括五項準備工作：編製評量

工具（進行預試）、選取研究對象與目標行

為、準備錄影工作、訂定觀察者一致性的

訓練、以及撰寫教學設計（進行試教）。 

(二)實驗階段 

本階段分為四個時期：（a）基線期、（b）

教學期、（c）保留期、和（d）追蹤期。 



˙30˙ 特殊教育學報 

 

表 3-3  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程序表 

教學者提示 
教學程序 教學者的任務 

固定提示語 各目標行為指導語 
學生的任務 

1.認知示範 一邊示範，一邊

大聲向自己發出

引導，並按照引

導操作執行任務 

 「從現在起，注意看
老師的示範。」 

 （見表3-4）  仔細觀察教學

者的示範 

2.外顯的 
外在引導 

以語言發出引導  「現在老師說什

麼，你就做什麼，跟

著老師的口令做動

作。」 

   按教學者的引

導操作，執行

同一任務 

3.外顯的 
自我引導 

小聲提示以協助

學生的語言引導 
 「現在老師會小聲

說出該做的動作，你

一邊要大聲跟著老

師說，要一邊做著同

樣的動作。」 

   用語言向自己

發出引導，同

時按引導操作

並執行同一任

務 

4.漸褪的外顯 
自我引導 

僅在旁觀察，並

適時給予學生必

要的協助 

 「從現在起，老師不
說話，你自己一邊小

聲說，一邊自己做同

樣的動作。」 

   小聲向自己發

出引導，同時

按引導操作且

執行同一任務 

5.內隱的 
自我教導 

仔細觀察學生的

任務執行 
 「你從現在起，不必

出聲音，說在心裡就

好，然後一邊說在心

裡，一邊自己做同樣

的動作。」 

   使用默 念方

式，引導自己

每一步驟的操

作，以執行同

一任務 

 

表 3-4  自我教導策略教學指導語內容（以上課不東張西望舉例說明） 

學生：  XXX                           目標行為：   上課不東張西望   

自我教導內容 指導語 問題情境與狀況 

1.定義問題 我現在要開始專心上課。  老師說明開始上課 

2.集中注意和 
反應引導 

我要專心上課，不東張西望。 
 

 學生提出解決的方法 

3.自我增強 
 

1.成功時－我上課沒有東張西望。 
2.失敗時－我上課有東張西望。 

 自我評估結果，給予自我回饋 

4.自我評量因應 
技巧和錯誤改 
正選擇 

 

1.成功時－我上課沒有東張西望，今天

我很認真。 
2.失敗時－我上課有東張西望，今天我

不認真，沒關係，我會表現得更認真。 

 

根據自我評估的結果，再次確

認自我的價值，如遇錯誤或失

敗，能自行檢討錯失並提出正

向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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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流程圖

編製評量工具 
（進行預試） 

準備階段 

撰寫教學設計（進行試教） 

訂定觀察者一致 
性訓練程序 

實驗階段 

1.實施觀察者間一致性的訓練 
2.收集資料（資源班情境和普通班情境）
3.評量自我教導策略檢核表 

教學期 1.進行教學 
2.收集資料（資源班情境和普通班情境）
3.評量自我教導策略檢核表 

1.收集資料（資源班情境和普通班情境）
2.評量自我教導策略檢核表 

1.收集資料（資源班情境和普通班情境） 
2.評量自我教導策略檢核表 

前測：多向度注意力測驗 

後   1.導師填寫持續性注意力問題調查表

2.多向度注意力測驗 
測   3.調查導師的社會效度 

選取研究對象與目標行為 

基線期 

保留期 

追蹤期 

準備錄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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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料整理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整理分析包括資料整

理、觀察者間一致性考驗、以及資料分析

三部份。 

(一)資料整理 

本研究的資料包括三種：（a）前後測

資料（「持續性注意力調查表」分數、「多

向度注意力測驗」分數），（b）「持續性注

意力整理表」的資料（「持續性注意力時間

紀錄表」、「持續性注意力品質紀錄表」），

以及（c）「自我教導策略檢核表得分整理

表」。 

(二)觀察者間一致性考驗 

本研究中，觀察所得之資料採點對點

方式求觀察者間一致性的信度。由研究者

和另一位觀察者紀錄所觀察的目標行為出

現與否，在「持續性注意力時間紀錄表」

中畫記（「＋」或「－」），然後一一核對所

紀錄的記號是否一致；觀察者間一致性的

標準必須達 80﹪以上，若當次的一致性未

能達到 80﹪，兩位觀察者重新分開觀察錄

影帶並紀錄，直到觀察者間一致性達 80﹪

以上。本研究之持續時間長度和持續品質

百分比的數值，為研究者和另一位觀察者

所得數值的平均數。因此，在整個研究過

程中，每次的觀察者間一致性的考驗都達

到 80﹪以上，一致性的範圍為 83-91﹪，

其中以 88﹪居多。 

(三)資料分析 

「持續性注意力時間」和「持續性注

意力品質」的資料分析，採目視分析法

（visual analysis）（杜正治譯，民 83）和 C

統計考驗（Tryon, 1982）兩種；「自我教導

策略檢核表」的得分資料僅採目視分析法。 

1. 目視分析 

目視分析法的兩個重要的部分就是水

準（level）和趨向（trend）。分析時依照收

集的資料點所繪成之曲線圖，整理出各個

實驗階段內的水準及趨向，而作成階段內

的變化分析摘要表和相鄰階段間的變化分

析摘要表。進行目視分析與摘要表的重要

元素包括：（a）水準；（b）趨向；（c）平

均值，以及（d）重疊百分比：重疊百分比

係指用後一階段的資料點落在前一階段資

料點範圍內的個數，除以後一個階段的資

料點總數，再乘以 100﹪所得的數值。重

疊的百分比愈低，表示實驗處理對目標行

為的作用愈大。 

2.C統計考驗 

本研究採用簡化時間系列分析法

（simplified time-series analysis）的 C統計

考驗（Tryon, 1982）進行資料點的分析，

用來考驗受試者的進步情形是否達到顯著

的差異，以驗證實驗處理之效果。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過程歷經 10 週，共

四個階段，計有基線期、教學期、保留期、

和追蹤期；其中的保留期旨在探究教學成

效之立即保留成效，追蹤期（撤除教學後

27天）則是為了探究長期保留成效。研究

結果示如圖 4-1 至 4-7（階段內/階段間變

化分析摘要表因篇幅限制，不呈現於本

文）；以下分別說明研究結果，包括自我教

導策略的習得情形，以及自我教導策略增

進學生「持續性注意力時間」與「持續性

注意力品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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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三名學生之自我教導策略檢核表得分情形 

基線期   教學期 保留期 追蹤期 

次第 

S1 

S2 

S3 

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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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S1之三個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時間」情形 

基線期 教學期 保留期 追蹤期 

日次 

B1 

B2 

B3 

時
間
（
秒
）

 



 自我教導策略增進 ADHD兒童持續性注意力之效果 ˙35˙ 

 

 
 
 
 
 
 
 
 
 
 
 
 
 
 
 
 
 
 
 
 
 
 
 
 
 
 
 
 
 
 
 
 
 
 
 
 
 
 
 
 
 
 
 
 
 
 
 

圖 4-3  S2之三個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時間」情形 

基線期 教學期 保留期 追蹤期 

B1 

B2 

B3 

日   次 

時
間
（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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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S3之三個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時間」情形 

基線期 教學期 保留期 追蹤期 

日  次 

B1 

B2 

B3 

時
間
（
秒
）

 



 自我教導策略增進 ADHD兒童持續性注意力之效果 ˙37˙ 

 

 
 
 
 
 
 
 
 
 
 
 
 
 
 
 
 
 
 
 
 
 
 
 
 
 
 
 
 
 
 
 
 
 
 
 
 
 
 
 
 
 
 
 
 
 
 
 

圖 4-5  S1之三個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品質」情形 

基線期 教學期 保留期 追蹤期 

日   次 

B1 

B2 

B3 

百
分
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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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S2之三個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品質」情形 

基線期 教學期 保留期 追蹤期 

日    次 

B1 

B2 

B3 

百
分
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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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S3 之三個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品質」情形 

 
 
 
 
 
 
 
 
 
 
 
 
 
 
 
 
 
 
 
 
 
 
 
 

圖 4-7  S3之三個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品質」情形

基線期 教學期 保留期 追蹤期 

日     次 

B1 

B2 

B3 

百
分
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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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教導策略的習得情形 

本研究教導三名 ADHD學生「自我教

導」策略，為探討他們是否習得此策略，

他們每兩天一次進行「自我教導策略檢核

表」的自我評量，以評量所得分數作為是

否習得自我教導策略之依據；本檢核表最

高可能總分為 40分。 

圖 4-1 為三名學生之自我教導策略檢

核表得分情形。由圖可看出三位學生的自

我教導策略得分在教學期均比基線期有顯

著增加的情形，顯示他們經過教學皆習得

自我教導策略。三名學生 S1、S2、和 S3

在基線期的平均得分依次為 18.3、24、

21.5，趨向穩定度為 100﹪；接受自我教導

策略的教學後，三名學生的分數明顯地升

高，他們在教學期的平均得分依次是 32、

34、33.8，趨向穩定度也是 100﹪，而且，

基線期和教學期的資料點重疊率為 0。 

由圖 4-1 亦可見到三名學生在保留期

（立即保留）和追蹤期（長期保留）也都

維持著高的自我教導策略檢核得分，表示

他們所習得的自我教導策略具有立即和長

期的保留情形。在保留期，學生 S1、S2、

和 S3 的平均分數不低於教學期，依次為

33、36.5、33，保留期和教學期的資料點

重疊率為 100﹪；而他們在追蹤期的平均

得分也和保留期相當（S1和 S2各為 33、

36.5），只有 S3的分數略有下降（31.5）。 

上述分析結果顯示三名學生經過教

學，都習得了自我教導策略，並且此教學

成效獲得立即和長期的保留。 

二、自我教導策略教學增進「持續性注意

力時間」的效果 

為探討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是否能增

長 ADHD學生的持續性注意力時間，研究

者分別評量每位學生各三個目標行為的持

續性注意力時間，包括在教學情境的表現

（指學生各自就讀的資源班）和在類化情

境的表現（指學生各自就讀的普通班）。圖

4-2、圖 4-3、和圖 4-4分別為 S1、S2、和

S3 之三個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時間

變化情形。  

(一)在教學情境的表現 

1.習得自我教導策略後獲得的效果 

圖 4-2、圖 4-3和圖 4-4都顯示，在教

學前，三位學生在各自的三個目標行為的

持續性注意力時間都很短，在教學期（即，

習得自我教導策略時），持續時間則都有明

顯增進。 

圖 4-2 中，S1 的三個目標行為 B1、

B2、和 B3在基線期的表現平穩 （z=0.62、

0.05、-1.04，p>.05），其平均時間長度介

於 3.3 - 5.0分鐘（依次為 196 秒、277 秒、

298 秒）；但是，在教學期間，三個目標行

為的持續性注意時間長度升高為 6.5 – 7.7

分鐘(各為 388 秒、458 秒、461 秒)，皆明

顯高於基線期（z=4.1、4.1、4.7，p<.01）。

同樣地， S2和 S3的三個目標行為，其持

續性注意時間長度在教學期也都有明顯增

進現象（見圖 4-3、圖 4-4）。S2的三個目

標行為，其平均時間長度各由基線期的

2.8-4.3 分鐘(依次為 168 秒、256 秒、229

秒，提高為教學期的 5.6 – 7.6 分鐘(各為

333 秒、458 秒、419 秒；而 S3的三個目

標行為，其平均時間長度各由基線期的 3 – 

6.1 分鐘(各為 181 秒、237 秒、366 秒)，

提高為教學期的 5.4 – 9.1 分鐘(各為 326

秒、373 秒、548 秒)。 

此外，在圖 4-2、圖 4-3和圖 4-4也可

看到，三位學生都是在教學開始之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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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時間才開始明顯

增長（即未針對某一目標行為進行教學

前，該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時間仍維

持平穩的基線期狀態）。此研究結果顯示自

我教導策略教學對於他們的持續性注意力

時間有增長效果。 

2. 保留效果 

關於上述持續性注意力的增長成效能

否獲得立即保留，由圖 4-2、4-3、4-4可看

到，學生 S1、S2和 S3各自的三個目標行

為在保留期和教學期的資料點重疊百分比

皆為 100，而且，保留期的資料點皆呈穩

定狀態，顯示前述成效具有良好的立即保

留。 

在前述成效的長期保留方面（即，比

較保留期和追蹤期），S1的 B1的持續注意

時間在追蹤期和保留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表示 B1的長期保留效果不如立即保留

效果，不過，B1 在追蹤期只緩緩下降趨

勢，而且，其平均數值還是很高，顯示 S1

的 B1 在長期保留效果上仍然獲得維持。

S1的 B2行為在追蹤期的資料點呈穩定狀

態，其追蹤期和保留期的重疊百分比是

100，顯示具有良好的長期保留效果。S1

的 B3 行為在追蹤期和在保留期的重疊百

分比為 75，表示長期保留效果不如立即保

留效果，不過，B3在追蹤期只呈現緩緩下

降趨勢，且其平均數值還是很高，顯示具

有長期保留。至於 S2以及 S3的三個目標

行為，其持續注意時間在追蹤期和保留期

比較情形和 S1 相差不多。因此，本研究

發現，自我教導策略教學在三名學生的持

續性注意力時間上的長期保留成效，雖然

不如立即保留效果好，但仍可獲得維持。 

(二)在類化情境的表現 

經過教學，三位學生在教學情境的持

續注意力時間長度明顯展延的情形，也出

現在類化情境（即，普通班）。在教學實施

前，他們的三個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

時間都很短，學生 S1 在三個目標行為的

平均值為 2.5 – 4.4 分鐘，學生 S2為 2.4 – 

3.7 分鐘，學生 S3為 2.1 – 3.9 分鐘。進

入教學期後，他們的持續時間明顯增進，

而且，都達到顯著性的類化效果，三位學

生在三個目標行為的平均值依次為 5.9 – 

7.1 分鐘、4.9 – 7.2分鐘、5.1 – 8.4分鐘。

此外，在保留期和追蹤期的數據也顯示教

學在持續性注意力時間展延上的成效也都

獲得立即和長期的保留（見圖 4-2、4-3、

4-4）。 

三、自我教導策略教學增進「持續性注意

力品質」的效果 

研究者為探討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是

否能增進 ADHD 學生的持續性注意力品

質，分別對每位學生評量其三個目標行為

的完成作業百分比，圖 4-5、圖 4-6 和圖

4-7 分別呈現學生 S1、S2和 S3 之三個目

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品質的變化情形。 

(一)在教學情境的表現 

由圖 4-5 到圖 4-7 可看出，三名學生

的三個目標行為，在教學實施前的完成作

業百分比都很低，進入教學期後，完成百

分比則有明顯增進，都達到顯著性的效

果；此成效在保留期和追蹤期仍獲得維

持。以下分別說明。 

1.習得自我教導策略後獲得的效果 

由圖 4-5可看出，學生 S1的三個目標

行為在基線期的資料點皆呈穩定狀態

（z=1.54、-0.22、-0.91，p>.05），其平均

完成百分比分別為 53﹪、54﹪和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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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 S1 在接受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後，

三個目標行為(在教學期)的平均完成百分

比分別為 74﹪、77﹪和 77﹪，明顯高於基

線期，階段間的 C 統計考驗結果皆達顯著

（z=4.06、4.36、4.69，p<.01），顯示 S1

的三個目標行為在教學期階段有顯著增

進。 

同樣的變化情形也出現於學生 S2 和

S3。由圖 4-6可看出，學生 S2的三個目標

行為在基線期的的資料點皆呈穩定狀態

（z=-2.14、-0.31、-1.53，p>.05），其平均

完成百分比分別為 48﹪、57﹪和 51﹪；但

是，經過自我教導策略教學後，三個目標

行為在教學期的平均完成百分比分別升高

為 63﹪、76﹪和 73﹪，明顯高於基線期

（z=3.96、4.39、4.63，p<.01）。而學生 S3

的三個目標行為的平均完成百分比（見圖

4-7），也明顯地由基線期的 44﹪、51﹪和

55﹪，分別升高為在教學期的 63﹪、66﹪

和 76﹪，達顯著性（z=4.07、4.24、4.66，

p<.01）。 

此外，三位學生的各目標行為的持續

性注意力品質，都是在教學開始之後才開

始明顯增加（即，未針對某一目標行為進

行教學前，該目標行為的持續性注意力品

質仍維持平穩的基線期狀態）。此研究結果

顯示自我教導策略教學對於這三名學生的

持續性注意力品質有增進效果。 

2.保留效果 

關於上述持續性注意力品質改善成效

能否獲得立即保留，由圖 4-5、4-6、4-7

可看到，學生 S1、S2和 S3各自的三個目

標行為在保留期和教學期的資料點重疊百

分比皆為 100，而且，保留期的資料點皆

呈穩定狀態，顯示前述成效具有良好的立

即保留。 

在前述成效的長期保留方面（即，比

較保留期和追蹤期）， 學生 S1 的三個目

標行為在追蹤期和保留期的持續注意力品

質分數重疊百分比分別為 25﹪、75﹪和 50

﹪，顯示長期保留效果不如立即保留那般

良好，不過，三個行為在追蹤期的平均數

仍然頗高，顯示仍具保留效果。而學生 S2

的B1和B3行為在追蹤期和保留期的重疊

百分比都是 100﹪，而 B2 行為則只有 50

﹪，顯示 B2 的長期保留效果不如 B1 和

B2 那般良好，不過，B2 在追蹤期的平均

值仍高，顯示其長期保留效果仍獲得維

持。至於學生 S3 的三個目標行為在追蹤

期和保留期的重疊百分比分別為 75﹪、0

﹪和 50﹪，顯示長期保留效果較差，不

過，三個行為在追蹤期的平均值都很高，

仍然具有長期保留效果。 

以上分析顯示，三名學生經自我教導

策略的教學而得到持續性注意力品質上增

進效果，具有立即保留成效，其長期保留

效果雖然較為不如，但仍維持著。 

(二)在類化情境的表現 

自我教導策略教學改善三位學生在教

學情境的持續注意力品質，此進步情形也

出現在類化情境（即，普通班）。在教學實

施前，他們的三個目標行為的完成作業百

分比（即，持續性注意力品質）都很低，

學生 S1 的三個目標行為在基線期的平均

完成百分比分別為 46﹪、52﹪、52﹪，學

生 S2 為 43﹪、53﹪和 49﹪，學生 S3 為

39﹪、48﹪、53﹪。但是，進入教學期後，

他們的作業完成百分比明顯升高，學生 S1

在三個目標行為的完成率分別為 70﹪、74

﹪、72﹪，學生 S2為 61﹪、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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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S3 為 59﹪、61﹪、71﹪。此外，在

保留期和追蹤期的數據也顯示教學在持續

性注意力品質上的成效也都獲得立即和長

期的保留（見圖 4-5、4-6、4-7）。 

四、自我教導策略教學成效之輔助證據 

為增加本研究的驗證證據，除了基線

期、教學期、保留期和追蹤期的持續性注

意力時間和持續性注意力品質的資料外，

研究者另外蒐集輔助證據，包括使用「多

向度注意力測驗分測驗三」作教學前後的

評量、以及由導師填寫「持續性注意力問

題調查表」以評估其持續性注意力表現的

變化，兩者的結果摘要於表 4-1。 

（一）多向度注意力測驗(分測驗三)評量

結果 

三名學生在多向度注意力測驗分測驗

三的得分，不論在原始分數或標準分數

上，教學後都比教學前高，顯示三名學生

在教學前後的持續性注意力有增進的情

形。 

（二）持續性注意力問題調查結果 

由導師填寫的這份持續性注意力問題

調查表，共有 9題，計分各為 0-4分，最

高總分為 36分，得分愈高表示持續性注意

力問題愈嚴重。由表 4-1 可看出，三名學

生在此調查表的得分在教學前後，都有下

降的情形；例如：學生 S1 等待老師指示

再行動的情形改善(目標行為 B1，由 4 分

降為 2分)，會先等到老師同意才離開活動

範圍、對活動的參與感增加 (目標行為

B2，由 4分降為 1分)，上課期間受聲音影

響而分心的情形改善(目標行為 B3，由 4

分降為 2分)。經過教學，三名學生的持續

性注意力進步幅度在 28 – 31%之間。 

表 4-1  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成效一覽表 

   多向度注意力測驗     
持續性注意力問題調查 

前 測  後 測  

得分 標準分數  得分 標準分數 
前測 後測 進步百分比（﹪） 

S1 136 10 159 13 32 23 28.13 

S2 139 11 166 13 21 15 28.57 

S3 127 11 154 14 13 9 30.77 

 
 

五、教師滿意度調查結果 

為瞭解本研究的社會效度，於追蹤期

階段，研究者藉自編「導師滿意度調查之

訪談大綱」，調查三名學生的導師對本研究

結果的滿意度。調查發現，三位學生的導

師對於此次教學成效的反應相似。他們在

進行「自我教導策略」教學前，都不抱樂

觀的期待，但是，由學生的明顯進步，他

們察覺到教學成效，而且相當滿意，各給

予此次教學 85、88、90分的評價（總分為

100分）；他們也都證實自己對班上 ADHD

兒童的評價有正面提昇。此外，三位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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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此次教學示範了 ADHD 學生可藉學

習策略而改善其持續性注意力上的問題；

他們也都表示以後再遇到 ADHD 學生有

持續性注意力方面的問題，他們會想要運

用「自我教導策略」來協助這些 ADHD學

生，甚至班上其他注意力較低落的學生，

雖然，他們對於此策略在普通班進行教學

的可行性的信心仍有得待鼓勵。 

肆、綜合討論 

本研究證實自我教導策略增進 ADHD

兒童持續性注意力具有正面的效果，而且

不論在教學情境或類化情境下，三名學生

的教學效果類似；本節將就三名學生的自

我教導策略習得的情形、持續性注意力增

進的情形，以及類化情形作進一步的討論。 

(一)自我教導策略習得的情形 

三名學生在自我教導策略的習得方

面，本研究發現自我教導策略增進 ADHD

兒童持續性注意力的成效良好。雖然自我

教導策略曾經廣泛應用與研究，並且證實

能運用於許多類別對象、廣泛的年齡範

圍，即使在 ADHD兒童的教學上也曾有正

面的研究結果；但是，過去的研究中卻鮮

少涉及持續性注意力有關議題。本研究的

正向結果除了支持自我教導策略對於

ADHD兒童的適用性外，更擴展了自我教

導策略的應用範圍於持續性注意力。而這

三名學生的智商屬於臨界智能障礙的範

圍，我們因此可以期待，自我教導策略對

一般智力的 ADHD 兒童之持續性注意

力，可能會有更良好的成效，值得列為後

續研究之探討議題之一。 

在研究過程有三個現象值得注意。首

先，學生在學習的初期進步較大，經過四、

五天後，進步趨勢漸緩，學生也開始出現

不耐煩的現象。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可

能是由於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過程過於機

械化，且教學採重複練習原則，直到精熟，

導致學生不耐煩，因而影響了學生的進步

趨勢。 

此外，在教學初期，學生對於指導語

出現緊張和沒有信心的現象，害怕自己沒

有記牢指導語或是講錯指導語，在教學者

給予正向的鼓勵及回饋後，學生的信心增

加，也比較樂於重複練習。因此，採正向

積極原則和適時運用增強原則，在自我教

導策略的教學過程中，是很重要的一環。 

至於在自我教導策略習得效果和保留

效果上，S1和 S2都有優於 S3的現象。在

整個教學過程中，S1和 S2 很在乎教學者

給予的評價與肯定，而 S3 對教學者的增

強比較不在乎，因而影響了自我教導策略

的習得效果和保留效果，這樣的現象可能

與年齡有關，通常低年級學生會較中高年

級學生，在乎老師對他們的評價。 

(二)持續性注意力增進的情形 

在持續性注意力增進方面，本研究發

現 ADHD 兒童在接受自我教導策略的教

學後，他們的持續性注意力獲得改善。此

研究結果與林玉華（民 84）類似，證實

ADHD兒童不但習得自我教導策略，並且

自我教導策略教學能增進 ADHD 兒童的

注意力，而且其保留效果良好。 

在本研究中，ADHD兒童不論在持續

性注意力的時間上或是在持續性注意力的

品質上，都有顯著的增進；但是，研究者

發現，三名學生在上課期間的注意力維

持，並非固定在某一個時間區段內，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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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上課初期、有時在上課中期、有時在

上課末期，並未發現有一致性的現象，而

這種現象是否與教學內容或教學活動的進

行程序相關，有待後續研究探討。 

在三名學生中，S1 和 S2 的在持續性

注意力的時間和品質上的教學效果，以及

在保留效果上，都有優於 S3 的現象。此

現象與三名學生在自我教導策略習得效果

和保留效果方面，有一致的現象。S1 和

S2優於 S3的可能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

S3的年齡較大，在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過

程中，比其他兩名學生容易產生不耐煩的

情緒，導致其學習效果不佳；第二、S3在

教學過程中，對於自我教導策略指導語的

使用上呈現出較沒自信，記憶力較差，語

言理解和表達能力也較差，因此，可能影

響自我教導策略在增進持續性注意力時的

效果；第三、S3的智商比 S1和 S2低，而

自我教導策略的歷程需要運用認知和思考

能力，因此，導致三名學生在學習效果上

的差異，不過，智商和學習效果的相關程

度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本研究並未

做進一步的探討。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三名學生在持續

性注意力時間上雖然有明顯增進，相較於

典型的持續性注意力長度必須半小時以上

（Jerison, 1970；Warm, 1977，皆引自Warm, 

1984），本研究中學生達到的持續注意力長

度實質上並不長。不過，在短短 8天的教

學期間，三名學生的持續注意力長度能有

明顯提昇，具體示範了改善的可能性，其

教育意義值得注意。 

(三)類化情形 

三名學生在類化情境上的研究結果，

發現 S3 在類化情境中的持續性注意力，

其保留效果較 S1和 S2差，此現象與教學

情境有一致的現象。 

不過，研究者發現，三名學生在類化

情境（普通班）的持續性注意力都低於教

學情境（資源班），且教學效果和保留效果

也較教學情境差；似乎 ADHD兒童的持續

性注意力，在大團體教學的情境中比在小

團體教學（小組教學或個別教學）的情境

中低落，這個結果和 Rief（1993）對 ADHD

兒童注意力特徵的描述一致：（a）在整個

班級的教學中無法持續注意力、（b）容易

分心，需要更多一對一或小團體教學的協

助。 

此外，三名學生在普通班上課期間的

注意力維持，也非固定在某一個時間區段

內，有時在剛上課初期、有時在上課中期、

有時在上課末期，並未發現有一致性的現

象，此與教學情境類似；不過，在普通班

上課時，三名學生的注意力維持較好的時

段在比例上，則較多集中在上課初期，可

能的原因是 ADHD 兒童對於重複性的刺

激不能持續注意力（Zentall, 1985, 1986，

引自 Zentall,1993），而在普通班上課的情

境中，則容易有重複性刺激的現象，顯示

自然、活潑的教學情境對 ADHD兒童的持

續性注意力較有幫助。 

本研究的教學情境是將學生自資源班

上課的情境抽離到一旁進行教學，在性質

上已和類化情境有些微類似，在這樣的教

學情境下，三名學生都呈現良好的學習效

果，顯示自我教導策略增進 ADHD兒童持

續性注意力之類化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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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係以三名 ADHD 的國小兒童

為教學對象，進行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

目的在探討此策略是否能增進 ADHD 兒

童的持續性注意力。研究採單一受試實驗

設計法之跨行為多基線設計，資料分析採

目視分析和 C 統計考驗。茲就研究之結

論、研究限制與建議敘述如下。 

一、結論 

由資料分析結果，研究者有如下發現： 

1. 在策略的習得方面，三名 ADHD 兒童

皆習得並應用自我教導策略的步驟。 

2. 在教學成效方面，三名 ADHD 兒童在

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期間，持續性注意

力皆有明顯改善。 

3. 在教學成效的保留方面，三名 ADHD

兒童在撤除教學後，各自的三個目標行

為的教學成效都獲得維持，包括立即保

留和長期保留（教學撤除後 27天）；不

過，立即保留效果優於長期保留效果。 

4. 在類化效果方面，三名 ADHD 兒童皆

使用自我教導策略至普通班情境（類化

情境），而增進其持續性注意力。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 ADHD兒童確

實可習得自我教導策略，並將之用以增進

ADHD兒童的持續性注意力，並且獲得保

留效果與類化效果，因此，證實自我教導

策略增進 ADHD 兒童的持續性注意力具

有正面效果，並且 ADHD兒童能運用此效

果，增進在不同情境中的持續性注意力。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對象、方法上有三個主

要限制，使用本研究結果時宜加以注意。

第一、本研究採單一受試實驗研究法，參

加研究對象為三名高雄市某國小之

ADHD學齡兒童，並且這些兒童均接受不

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輔導，因此，在推論

或應用本研究結果時，須考量參加研究對

象之障礙類別、年齡、地域、學校以及是

否接受資源班之特殊教育等因素。 

第二、本研究的自我教導策略習得分

數是以「自我教導策略檢核表」上的自評

得分表示，係因自我教導策略最後的內隱

步驟不容易觀察到，而採取學生自評的方

式替代。由於評量方式是自評的，所以在

可信度和效度上可能有主觀的作用，此為

研究工具上的限制。 

此外，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限

制。本研究是利用錄影方式進行資料蒐

集，在自然的教學情境下，錄影的鏡頭角

度之安排，最大的困難是因應上課活動的

進行而必須常常快速移動鏡頭，雖然未影

響資料蒐集的準確性，但是，有時會干擾

教學，是錄影技術上的一大考驗。 

三、建議 

根據以上所得到的研究結論，研究者

就教學與後績研究兩方面提出建議，供臨

床工作者與研究者參考。 

(一)教學方面 

1.教學避免流於單調 

本研究發現學生在學習的初期進步較

大，經過四、五天後，進步趨勢漸緩，學

生開始出現不耐煩的現象。老師在採重複

練習原則時，仍應時時注意學生在學習此

策略時的注意力持續情況，避免流於單調

的重複性刺激而引起 ADHD 兒童的不耐

煩，因此，教學方式應該以自然、活潑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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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避免學生發生信心不足情形 

進行自我教導策略的教學時，研究者

發現學生對指導語有信心不足的現象。自

我教導策略的步驟固然簡單，但每個教學

的指導語都必須在每個步驟重複，因此，

為了避免學生在進行時忘記指導語，而產

生信心不足情形，老師和家長們可以採取

以下幾個方法：（a）指導語可在教學前，

由老師或家長與學生共同討論產生；（b）

指導語儘量配合學生認知和語言程度，而

且簡單易懂和易記；（c）老師和家長們可

製作流程圖和字卡，提供學生可循的線索。 

3.必要時，使用「過渡期」提示 

本研究發現學生在自我教導策略的教

學後，在教學效果上獲得正面效果，但在

長期保留效果方面則有下降的現象。因

此，老師及家長們在教學後，可發展出簡

單的手勢或簡單的提示來表示「自我教導

策略」，作為撤除教學後到完全褪除期間的

過渡期提示，以提醒學生在自己無法持續

注意力的時候，應用自我教導策略增進其

持續性注意力，不過，最終目標還是希望

能夠完全褪除。 

(二)後續研究方面 

1.採用小組/小團體教學 

本研究教學採一對一方式進行。未來

的研究可採小組或小團體方式進行，以驗

證自我教導策略在團體運用上的可行性，

因為 ADHD兒童的出現率很高，如果證實

團體的教學方式依然可行，可提供普通班

老師、特教老師或團體輔導老師在實施小

組教學或團體輔導時的依據，以增進輔導

效率。 

2.縮短「持續性注意力」的觀察時距 

以往持續性注意力方面的評量，都是

利用 CPT，鮮少採觀察的評量方式，因此，

本研究在無文獻可參考下，依實際考量，

採每 10 秒固定時距方式進行觀察評量。未

來研究者或可考慮以每 5 秒固定時距方式

進行，所得資料或許可以更準確。 

3.發展具有信度和效度的「自我教導策略」

評量方式 

因為自我教導策略最後的內隱步驟是

不容易觀察的，本研究的因應方式係以自

評「自我教導策略檢核表」上的得分，表

示學生對自我教導策略的習得與否。因

此，容易產生主觀方面的影響，未來研究

者可發展具有信度和效度的其他替代評量

方式。 

4.利用多角度的錄影方式 

本研究是利用錄影方式進行資料蒐

集，因為教學是在自然的情境下進行，錄

影時會有取鏡頭的角度問題，有時候必須

因應上課活動的進行而挪動鏡頭，因而干

擾正常教學。未來研究者或可考慮利用多

部錄影機，進行多角度的資料蒐集，以避

免因挪動鏡頭而干擾正常的教學。 

5.建立一般學生的持續性注意力常模 

本研究發現三名學生在經過自我教導

策略後，其持續性注意力雖有顯著改善，

但是持續性注意力實質長度似乎仍然不

長。因此，後續研究者除了在教學方法與

材料再求精進外，研究者建議建立一般學

生的持續性注意力常模，供作 ADHD學生

的進步是否具有實質意義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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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purported to investigate how well the self-instruction strategy could improve 

the sustained attention of ADHD students. The deficits on sustained attention have been re-

ported as one critical factor for their maladjustment in classrooms. 

A multiple baseline across behaviors research design was used in this study. Three stu-

dents and their teachers were involved. These students were identified as ADHD and were 

enrolled in the first, the second, or the forth grade, respectively. Three target behaviors were 

chosen for each student participant. Data were collected for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of the 

target behaviors in terms of the dur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ustained attention. The data 

collection included videotaping, interviewing, and self-reporting. The students were taught 

with the self-instruction strategy in their resourcerooms, but their performance were evalu-

ated in both their own resourcerooms (instruction situation) and general classrooms (gener-

alization situation).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visual analysis and further tested with the sim-

plified time-series C statistic.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reported as follows. 

1. All the three students with ADHD acquired the self-instruction strategy and appli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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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d strategy in both the instruction situation and the generalization situation. 

2. All the three students with ADHD gained improvement on their own three target be-

haviors in terms of the dur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ustained attention. The improved 

performance occurred in both the instruction situation and the generalization situation. 

3. All the three students with ADHD have reserved their improvements on the sustained 

attention since the instruction were withdrawn. They showed the immediate reservation 

better than the long-term reservation. 

Key words: self-instruction strategy,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sustained attention, single subject research, multiple baseline design across be-

havi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