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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對現有服務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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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除藥以外?

3



4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No. of Students diagnosed with ADHD reported in HK
(Primary School vs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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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臨時數字)
小學: 5111
中學: 6783

Source: E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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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立法會秘書處(2019) 特殊教育需要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
publications/chinese/1819issh22-special-educational-needs-2019021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ssh22-special-educational-needs-20190219-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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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孩子當升上中學時，
會得到什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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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至2013年,
青少年(12-16歲)
使用ADHD藥物治
療的普遍率上升
2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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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藥物對於ADHD青少年
的幫助隨年齡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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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受助青少年的經驗得知：

香港需要更多樣化的
ADHD治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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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654313/%E7%94%A8%E8%88%88%E8%B6%A3%E6%8F%90%E5%8D%87ADHD%E5%A5%B3%E5%85%92%E5%B0%88%E6%B3%A8%E5%8A%9B%20%20%20%E6%AD%A3%E8%83%BD%E9
%87%8F%E5%AA%BD%E5%AA%BD%EF%BC%9A%E5%93%81%E6%A0%BC%E6%AF%94%E6%88%90%E7%B8%BE%E9%87%8D%E8%A6%81

….今天 Chloe對自己的專注
力不足也處之泰然，只會一笑
置之。

「我偶爾也會忘記帶鎖匙、隨
處放置物品等等，但學校功課
和文具一定記得帶。」 ….



從病態視角到優勢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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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
疾病的『症狀』，即情緒和行為反應，實際
上可能反映了生物體對環境需求的適應性反
應。[1]

從達爾文主義的角度來看，疾病的『症狀』
定必具有一定的價值來幫助人類在整個進化
史中生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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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1] Jensen PS, Mrazek D, Knapp PK, et al.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in child psychiatry: ADHD as a disorder of adaptation.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1997; 36: 1672−1681. 

[2] Shelley-Tremblay JF, Rosén LA.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J Gen Psychol 1996; 157: 
443−453.



從達爾文的視角看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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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狀」 有利生存的特性

過動 運動活動增加
• 不斷探索環境以尋找威脅和機遇
• 刺激肌肉和運動技能的發展

不專注 掃描並迅速轉移注意力
• 監視新環境中的危險和威脅

衝動 快速回應環境中所給予的提示
• 更適應於可即時看到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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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生態視角看ADHD青少年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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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人與周圍環境之間的漸進調
節，人會不斷地成長。

而人與環境之間的微妙互動是受着
實際環境設置和社交氛圍而影響。



第二部分：
「家庭成長假期」多家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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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長假期」多家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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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時期: 2017年6月 – 2018年9月

小組數目: 5

參與家庭數目: 20個家庭
• 23 位ADHD青少年

• 16 男、7女
• 11 – 15歲 (mean age = 12.87)

• 37位家長
• 19 位父親 (mean age=49.95)
• 18 位母親 (mean age=45.61)



「家庭成長假期」多家庭小組(基本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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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日 (day 1) 家庭日 (day 2) 家庭營 (day 3) 家庭營 (day 4) 家庭重聚

上午

家庭間熱身活動
(inter-familial 
energizing activity)

家庭內活動 (intra-
familial activity)：家
庭徽章

家庭間家庭內活動
(Inter-and-intra-
familial activity): 步
步驚心

Nil

平衡小組: 

- 男人廚房 (Men’s kitchen)
- 太太時間 (Wife’s time)
- 青少年時間

(Adolescent’s time)

開飯時間 (Joint meal)

家庭活動 (Joint activity)

家庭間活動 (inter-
familial activity)

中午 午膳
開飯時間 (Joint 
meal)

Nil 午膳 午膳

下午

平衡小組: 

- 家長分享小組
- 青少年時間

家庭活動 (Joint 
activity)

平衡小組: 

- 家長分享小組
- 青少年時間

家庭活動 (Joint 
activity)

平衡小組: 

- 起營 / 家長離遠觀察
(Setting up the tent / 
parent’s distant 
observation)

開飯時間 (Joint meal)

家夜行 (Family solo walk)

家庭活動 (Joint activity)

整理經驗 (consolidation)

平衡小組: 

- 家長分享小組
- 青少年時間



起營 / 
家長離遠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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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m



家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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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家庭的微妙成長 –
小組環境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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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親子互動的多家庭小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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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親子互動的多家庭小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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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對現有服務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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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發掘和利用環境的資源來建立有利
ADHD孩子和家人互動的小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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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闊ADHD服務的環境設置：由室內
到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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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活動設計，積極邀請爸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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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給ADHD家庭一個一起休息放假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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