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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度活躍症的人通常坐不定、難專
心，事事 「聽唔入耳」 ，做事無條理等。年
近六十的吳母有一個曾被標籤為 「問題兒

童」 、現已年近三十的兒子。她回首前塵教養這個孩子，自己
和丈夫都心力交瘁。

吳母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從小到大不用擔心他的功課和學
業，到生下細仔，她本以為也可以放手不理，誰料細仔上小學
才知他有過度活躍症。吳母說： 「他讀小學一年班，不時被老
師投訴，指他上堂不專心，會突然離座，初時我不以為意，以
為他只是頑皮，於是不時罵他、罰他，可是細仔仍沒有改善，
後來老師建議帶他看醫生，才知他有過度活躍症。細仔有接受
治療，我覺得效用不大，他好單純，不時被同學整蠱、欺凌，
他不識自辯。長得矮小的他，由坐在最前，逐漸被安排到側邊
的位，最後坐在最後一排角落位置。老師說不想他上堂不專心
影響其他同學，那不是放棄他嗎？」

吳母細仔就讀的小學是區內名校，一年級已讀二年級書
本，兒子更加追不上進度。她說： 「那時候名校學位緊張，我
兒子每年成績不好都不用留班，順利完成六年小學，然後入讀
中學。讀中學時他大個了，加上爸爸親自為他補習，成績不過
不失，完成中學階段。可是，他爸爸有時要利誘他坐定定溫
習，以打機作餌，怎料他打到停不了。那時我們試過限制他打
機，他就控制不到自己，發脾氣擲東西，更不時在洗手間玩
水、玩衞生紙，常見兒子將一卷廁紙拉到長長，然後塞落座
廁，我沒辦法就畀他打機。」

吳母有時會怪丈夫，用錯的方法教仔。她說： 「我老公見
到他唔識照顧自己，完了中學就安排他入職訓局讀機電維修學
一技之長，後來兒子入了政府做合約員工。但他仍似未長大，
現仍晚晚打機不睡要我叫他瞓覺，爸爸於早上叫醒他返工。他
的日子就是打機返工，無社交，又唔講嘢，但他有一樣是好
乖，他將出糧的銀行提款卡交由我看管，我可管住他勿亂花錢
打機，其實都冇乜用，有時他買點數都是要我找數。」

吳太只希望細仔有一份固定工作，其他不作多想。
大公報記者 陳惠芳

莘莘學子於九月回校
上課，但早前因新冠肺炎疫
情停課，部分學生再返校

園，出現不同的情緒問題。有個案指曾有學
生自殘，為了發洩情緒。患者除了求診精神
科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原來催眠也是治療
情緒的工具之一。

催眠治療及心理培訓師李佩琪博士就學
生自殘行為說： 「我做過不少個案，他們自
殘時，以為可以將情緒發洩出來，一般人會
覺得好奇怪。」

面對他們的自殘行為，催眠師會先和患
者交談，得知他們的表面意識，再透過催眠
或會發現其潛意識與表面的有落差，從而找
出困擾患者的真正問題。

那自我催眠可否解決情緒問題？她說：
「我們可以透過自我催眠改善情緒，以及減
低社會的醫療壓力。我有開班教學生自我催
眠以調節情緒，上堂可學到自我催眠技巧，
但需多加練習，持之以恆，到需要時便有信
心運用學到的技巧自我催眠，還可節省患者
開支。」

至於催眠治療和心理治療有何分
別？李佩琪指出，催眠是心理學
上其中一個範疇，也是其中一種
治療工具，如同中醫百子櫃裏的
其中一種藥材，用的藥材要對
症下藥。正如催眠這個治療工
具，並非適合所有情緒病患
者，如服用重藥的精神病患者

就不適用。她說： 「有精神分裂、幻聽、幻
覺、思覺失調等的病人，就不能做催眠治
療。如用藥較輕，以及因精神緊張、失眠等
患者，可透過催眠得到紓緩。不過，患者能
否接受催眠，不同人有不同反應，所以，未
必人人可以作催眠治療。但心理治療可用催

眠這個工具，幫助心理學家深入了解患
者的深層問題，探知患者的需要。」

李佩琪強調無論催眠還是心理治
療，最終都是讓患者重過正常生
活。

大公報記者 陳惠芳

中秋節是一家團聚的
節日，聚會免不了大吃一
頓。大魚大肉、燒烤、月

餅等等的餐飲，容易造成積滯。想過一個能
飽口福也能保障健康的中秋，可適當配合茶
飲，減去油膩。

解膩茶飲
材料：陳皮一錢；麥芽、神麴、茯苓、

半夏各5分；生甘草2分。可加5分山楂，以增

加消除油膩的功效。
做法：材料放入鍋中，加500毫升水以小

火慢煮至水翻滾，即成。另外，也可將材料
洗淨後放入保溫瓶，焗半小時即可。

功效：解油膩，緩減飽滯的感覺。
備註：以上是一人份，人多的聚餐可適

當按人數增加分量和水的比例。喝完後可加
水再焗數次。

大公報記者湯艾加整理

剛剛開學三周，有些小朋友因
為升班興奮，也有些感到不適應。
有小朋友剛上學，家長就被老師告
知其子女上堂不夠專注，父母多認
為是小朋友比較活潑，實際上可能
是 「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
（ADHD）的影響。今次，由精神
科專科醫生張漢奇向讀者闡釋
ADHD的症狀，破除坊間的誤解，
讓大家知悉怎樣幫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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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問題兒童費思量
杏林細語 什麼人適合催眠治療

改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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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兒童專注力2-4歲
7-15分鐘 D4-6歲 15-30分鐘

6-8歲 30-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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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靜態活動
之前，先告知小
朋友活動的步驟
／流程。

1

幫助小朋友提
升興趣，因興趣
與 學 習 動 機 是

「 專 注 力 之
母」 。

2 家長耐心、鼓
勵、引導和安靜
地陪伴學習，也
很重要。

3
提
升
專
注
力
有
方

每次只專注進
行一個活動，小
朋友專注的時候
不打擾他。

4

漸 進
式 練 習 專 注

力，若小朋友只能
專心5分鐘，可設定7
分鐘為目標，並適
時作出鼓勵。

5

學習時，實物
或圖片比純文字
更容易令小朋友
專注和理解。

7
持續的專注在

某一事項上，它
應是有意義、具挑
戰性或特殊的

東西。

8

非常
繁瑣或長時間

的活動，幫小朋
友分成3至5個部分
進行，要有中場

休息。

6

專注力失調：
•很難注意事情的細節
•不容易專注在一件事情上
•不容易針對事物或是活動進行規劃組織
•會遺忘一些需要的物品
•在日常活動中比較健忘
•注意力持續時間較短，較容易分心
•不容易處理較具結構性的學校功課
•難以完成繁瑣或需要花時間的任務

過動／衝動：
•沒辦法好好坐着
•在座位上坐立不安、動來動去
•會在不適當的時候離開座位
•從事具風險性的事情，不太考慮後果
•時常處於活躍狀態、精力充沛、停
不下來

•說話的頻率及時間會比其他人要多
•問題未說完就搶着說答案
•不容易輪流等候
•在對話中常常插嘴或打斷
別人說話

▲家長應了解如何協助
子女改善ADHD症狀。

▼精神科
專科醫生
張漢奇。

ADHD英文全名是Attention Deficit and /
Hyperactivity Disorder，即是 「專注力失調及過度
活躍症」 ，亦有人翻譯成 「多動症」 、 「注意力缺
陷及多動障礙」 等名稱。精神科專科醫生張漢奇介
紹說，18歲以下患有ADHD的人數約佔7%；18歲
以上的患者人數約4至5%。

關於ADHD的成因，張醫生表示目前雖然沒有
定論，但基因、環境和不同的人生階段，都是影響
ADHD症狀程度的因素。研究顯示，ADHD是神經
生理及高度遺傳的疾病，且不罕見，可是人們對此
經常有誤解，作出不當處理。

6歲以下不做診斷
他續說，對6歲以下的幼童，不做ADHD診斷，

因他們的認知能力還未發育成熟。進入小學後若相
關症狀漸漸顯現，可進行評估。患者在生活各個方
面，都會受到影響，在課堂上，學生會表現為易分
神、發呆、坐不定；在家中，會表現在做作業時無
法順利完成、做事情無組織性、易粗心、易丟失物
件、易發脾氣。生活的各個細節，需要家長和老師
細心發現，耐心協助這些幼童。

被發現患有ADHD的學生，多會出現成績不佳
的情況，部分學生可能因天性聰穎，就讀低年班
時，即使上課不專心亦不會影響學業，但隨着年紀
的增加，學習的內容逐漸抽象化，他們漸漸出現力
不從心的情況，影響成績，進而影響學業、健康、
社交及心理等方面。

家長方面，當發現子女出

現疑似症狀並持續一段時間，應盡快向醫生求醫。
張醫生介紹說，ADHD主要靠藥物和修正行為來醫
治。精神科治療方案，通常會以藥物控制ADHD的
症狀，該類藥物會增加大腦內的多巴胺水平，令小
朋友的專注力得以提高，並減少他們的衝動性和過
度活躍傾向，藥物副作用會導致胃口差，醫生建議
早上服用。

心理治療改善行為
心理學家的治療方案通常會進行專注力提升的

訓練，目的是提升小朋友的行為專注程度。通常經
過一兩星期的治療後，小朋友的專注力和行為都會
出現改善，例如較留意周遭事情、聽覺接收力改
善，開始做功課，減少發脾氣等。

當班上有ADHD的學生，老師可嘗試盡量將學
生安排到靠近自己的位置，避免安排他們坐在窗邊
的位置，在發現學生開始發呆不專心，可以通過輕
拍其肩部，點名回答問題的方式，令學生在課堂上
的專注力提升。

張醫生表示，專注力提升除了藥物的協助，患
者也需積極配合調整，例如可借助藥物的幫助下，
接納及鍛煉提升自身的耐力上限，也要留意自己需
要改進的地方，例如做事要作全盤思考、釐清步
驟、部署有序等等，積極開發適合自我改進的策
略。

他續說，ADHD不是可怕的標籤，當要面對子
女或學生患有ADHD，家長和老師應該以包容的態
度接納他們，協助他們改善情況，並提升小朋友的
專注力，成年人也不必害怕藥物會影響小朋友的成
長，應盡早把握時機改善相關狀況。小朋友知道自

己患有ADHD，不必自卑，要接納
自己，積極配合治療，盡早
改善症狀。

◀若發覺自己情緒有異，
不應諱疾忌醫。

▶小朋友對有興
趣的事物，專注
力會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