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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反思：多动症（ADHD）儿童青少年接受作业治疗（OT）是否“有用”？ 

 

徐再伟 

儿童青少年作业治疗师 

台湾新北市 以撒儿童中心 

 
 

理论基础和方法 

 

这是我在职业生涯 25 年中经常被问及的话题。作业治疗专业是依循理论介入，以孩子的

特殊需求为基础，主要关注的是功能性表现。个人常用的理论及参考架构包括人类职能

模型（MOHO）和促进社会参与的参考架构，通过综合评估孩子在家庭、学校、社区和

社会等职能情境中的特殊需求，再针对孩子的角色和职能表现制定介入计划。在符合循

证作业治疗和以职能为导向的介入下，孩子在职能情境中的各项角色和表现当然会有明

显的进展！根据 DSM-5 的诊断轴主要考虑孩子在情境中的行为表现，随着负面行为的下

降，评估结果自然也会不同。 

 

个性化介入计划 

 

但正如前面所述，作业治疗专业侧重于孩子的表现而非诊断，所以在我的经验中，每次

遇到孩子症状减轻时，我会陪伴孩子和家长们一起庆祝，但仍然根据孩子的内在价值观

和兴趣，设计让孩子更能胜任角色和环境的介入计划。期待以职能为导向的陪伴孩子成

长，不论在青春期还是成年，都能经历一个富含意义、平和和喜悦的人生。 

 

行为表现调节 

 

以冲动-过动为例，我们会优先考虑冲动-过动对孩子的功能性表现产生的影响，而不仅仅

是学习“冲动控制课程”或“感觉整合”来调节一天的活动量需求。例如，由于冲动控制不良

导致孩子无法耐心等待，在学校系统中，作业治疗师可以通过跨专业整合模式和职能咨

询，建议老师们将课程结构化，提供更明确的指导，或将孩子的座位调整到后排，减少

干扰以促进正面互动。另外，作业治疗师可以在课堂中增加多元感官的注意力刺激，例

如在教授国字时配合实际书写，安装窗帘减少外界刺激，确保教室講台除了课程内容外

不放置其他会导致分心的物品。只要作业治疗师以职能为导向的介入，运用临床推理和

活动分析，再加上一点想象力，就可以发现源源不绝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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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认知技能提升 

 

若作业治疗师与孩子建立了治疗性关系，可以教导放松技巧和自我觉察，帮助孩子主动

控制冲动，提升情绪调节技能，并因此更加了解自己的归因、价值和兴趣，进而探索想

要胜任的职能角色和环境。再配合作业治疗师主持的游戏团体，从中体验希望、普遍人

类情境、利他主义、模仿他人行为、人际学习、发展社交和情感释放，就能看到孩子因

逐渐提升的自主、效能和人际关系建立能力，实现了孩子期待的职能角色独立和职能环

境的掌控。 

 

案例分享 

 

以云梦（化名）为例，他是一位三年级小学男生，常因与同龄人互动而有情绪波动，影

响了学校生活表现。在建立关系时，职能治疗师首先分享了“治疗师-学生”之间不变的关

系，传达了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并告知了安全守则以确保安全，并承诺陪伴孩子一同面

对失败。正因为这种积极的关系，减少了冲动和干扰行为。接着，通过团体活动演练肌

肉放松技巧和深呼吸，体会主动放松所带来的效能感。再通过游戏团体让孩子逐渐发现

自己最舒适的同伴关系，并通过观察同龄人的表现和变化，开始体验希望、普遍人类情

境的感觉，学习他人的情绪调节和互动技巧。经过几次成功的经验驾驭后，在作业治疗

师和老师的鼓励下，孩子开始尝试在班级上、下课期间使用学到的放松技巧和人际互动

技巧，并逐渐与老师和同学建立心目中想要的人际关系。 

 

家庭参与的重要性 

 

在与家庭和儿童青少年一起工作时，家庭的参与和支持对于治疗的成功至关重要。作业

治疗师可以通过与家长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提供支持、教育和资源，帮助他们理解多

动症（ADHD）的特点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支持孩子。家庭成员可以参与治疗过程，学习

如何与孩子建立有效的沟通和情绪调节技巧，并在家庭环境中创建支持孩子学习和发展

的积极氛围。通过家庭的积极参与，孩子在作业治疗中的成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同时也促进了家庭整体的和谐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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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标题“多动症（ADHD）儿童青少年接受作业治疗（OT）是否有用？” 

 

结论 

 

如果按照文中所述，作业治疗师是依照孩子的内在价值观和兴趣，设计让孩子更能胜任

角色和环境的介入计划，期待以职能为导向的陪伴孩子成长，不论在青春期还是成年，

都能经历一个富含意义、平和和喜悦的人生。那答案不就显而易见了吗？ 

 
 
*** *** *** ***  

简介 

在作业治疗（OT）中探讨多动症（ADHD）儿童青少年的临床效果。 

作业治疗的理论基础 

 采用人类职能模型（MOHO）和促进社会参与的参考架构。 

 依据孩子在各种情境中的特殊需求，制定个性化的介入计划。 

面向职能表现的介入策略 

 注重孩子的功能性表现，而非诊断。 

 设计针对性的介入计划，以提升孩子在不同情境中的角色表现。 

家庭参与的重要性 

 家庭的参与和支持对治疗成功至关重要。 

 作业治疗师与家长建立合作关系，提供支持和资源。 

结论 

 作业治疗师依据孩子的内在价值观和兴趣，设计个性化的介入计划。 

 家庭的积极参与进一步加强了治疗的效果。 

结语 

 期待以职能为导向，陪伴孩子成长，创造丰富而有意义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