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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在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門診中，已是最主要的疾病，占了就診人次的一半以上，

盛行率在全球各地及台灣已達 5-10%，意指 100個人當中有 5-10人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沒規矩、故意、調皮、很白目，幾乎是一般人對於這種小朋友的印象，連老師都非常頭大，會提醒

家長帶孩子去看醫師，但也常遭家長認為當老師的不夠包容，不了解小孩的脾氣，形成另一種緊張的親

師關係。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這種小朋友不只有調皮的問題而已，通常還會伴有其他的症狀，包括：注

意力缺陷、過動、衝動，及持續一段時間影響功能的表現。所謂的功能，指的是人際關係、學業、學習、

自信、情緒、工作、自我規畫、自我照顧的表現。 

 
過動兒有一些特性，例如活動量大，有如小馬達一般，精力無窮地跑來跑去，坐不住，扭來扭去，

上課很愛跟人講話，動別人的物品，動手拍打他人等，經常會發現身上有意外受傷的痕跡。過動兒比較

衝動，想到就說，加上比較不懂社會情境，常會說出不得體的話，課堂上不等候老師說完問題就搶著發

言，有時想到什麼就做什麼，沒耐心去等待及輪流。注意力不足也是很常見的症狀，常會分心，粗心大

意，忘東忘西，沒注意聽別人說話，像在做白日夢。並不一定每個症狀都要具備才稱為注意力缺陷過動

症，因主要症狀而分成三種型態：分心型、過動衝動型、合併型。而這些狀況都不會只是在某個情境下

發生，會在不同情境出現，例如在學校或安親班或公眾場所發生，在家裡也會有同樣的狀況發生。只是

因觀察者的標準不同或處理技巧不同，在家長、老師、親友、他人的報告上而有程度上的差異。 

 
也因為這些症狀及特性，在還沒有被診斷出來之前，過動兒常會被認為是故意的，有些家長以責打

來教訓他們，越打越兇，有些就成為「兒童虐待」的個案。其實有些過動症會有體質上的遺傳家族史，

他們的父母可能也是有這些特質，因此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衝動與情緒。 

 
有機會到台北市接受兒童青少年精神科的專業訓練，看到台北的情形跟台南還是有很大的差別，或

許是台北的資源比較充沛、學校教師的觀念比較先進，學校老師會注意到孩子這方面的問題，先做過一

些評估及填寫量表，鼓勵家長帶孩子去求診，甚至是老師陪同家長及孩子去就診，並帶了評估資料或紀

錄給醫師做參考，之後也很願意協助與關心孩子的改變。 

 
過動症是腦部神經傳導物質不平衡或欠缺所造成的腦功能障礙，在最近的一些科學報告中看到過動

症的前額葉皮質的厚度明顯比同齡孩童來得薄，來得晚發展成熟；前額葉皮質的活化代謝狀況不好。大

多數過動症狀在 12到 20歲間會緩解，但易分心及易衝動問題卻不一定有明顯改善，一般來說，會有
約 40-50%的過動兒其症狀會持續到成人。 

 

雖然症狀隨著年齡會緩解，但及時的治療還是必要的，因為治療最重要的目的就在於避免症狀所衍

生的後遺症，例如人際關係差、學業表現差、自信心低落、憂鬱、焦慮、工作不穩定、不遵守社會規範，

甚至服用非法藥物等犯罪行為。症狀或許有一天會改善，但這些後遺症可是會長遠負面影響著孩子。 

 



目前治療的方式仍以藥物為第一優先，在藥物治療下，會有七成的改善率，成效算是相當好的，而

且沒有明顯嚴重副作用，也無成癮問題；目前依台灣健保局的規定，要先以利他能為第一線治療藥物，

若有明顯副作用才能改用長效藥劑，利他能以上市近 60年，算是相當安全的藥物，家長、老師可以不

要太過恐懼藥物的副作用而拒絕藥物治療，也要想想不治療需付出的代價，在治療過程中有任何疑慮可

以跟醫師討論。如果藥物治療再配合行為治療，與衛教父母如何去協助與管教過動兒，效果會更好。若

只單純施行行為治療，只有約 1/3療效，且需要密集、長期的施行，往往造成母親極大的壓力，甚至明

顯影響親子關係。當症狀已獲改善，不再影響他的功能表現，到時可以考慮停藥觀察，有必要時才恢復

用藥。 

 

除了藥物之外，還有一些尚未有醫學報告支持有效但家長希望知道的方法，例如營養補充亞米茄三

型脂肪酸(Ω3)(例如：深海魚油)、卵磷脂、綜合維他命、運動治療(例如：感覺統合治療、杜耳運動治療

法)，所費不貲，還需自行慎思。 

 

有些訓練課程用以加強與改善孩童的情緒管理、自我管理與時間規劃、人際關係、注意力訓練、親

子互動，可依個人需求與經濟/時間的考量加以選擇。有些相關的書籍也可以用來自我學習與改善處理方

式。 

 

分心處方籤：(節錄自“一生都受用的大腦救命手冊”) 

1. 找出焦點並讓焦點保持清晰：訂定明確的目標，列出重要的事項 

2. 專注在自己喜歡的事物上，少理你討厭的事 

3. 找出你生活的意義、目的、激勵和興奮處 

4. 學習組織生活，必要時找人幫忙 

5. 腦波生物回饋訓練法 

6. 視聽刺激 

7. 不要成為別人的刺激物 

8. 吃的營養：避免單醣和單一碳水化合物 

9. 聽莫札特吧 

10. 藥物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