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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孩子家長同受累 疫情下壓力與挑戰大增 

籲縮短輪候時間早診早治 助重建和諧健康家庭 

第一屆傑出 AD/HD 大使出爐 過來人身份鼓勵同路人 
 
疫情之下，無間斷的停課、復課對一般學生與家長固然難以適應，對患有專注

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的學童及照顧者來說，挑戰就更為艱巨。事實上，

AD/HD 不僅影響孩子的個人發展，對照顧者亦帶來不一樣的挑戰和困難，令家

庭活在壓力之中，甚或因而影響個人情緒及家庭關係。有見及此，專注不足/過

度活躍症(香港)協會早前舉辦了第一屆傑出 AD/HD 大使選舉，並成功選出三位

照顧者為本屆大使，期望透過三位分享自身經歷過的困擾和壓力，以及如何跨

越這些難關，鼓勵其他同路人，勇敢面對和尋求方法助孩子和自身走出困境。 

 
當然，要減輕照顧者的壓力，單單過來人的鼓勵並不足夠，及早讓孩子接受適

當治療，改善孩子的症狀和行為問題，不論對孩子的成長，還是照顧者的情

緒，以至雙方關係均有莫大禆益。但綜觀本港的診症情況，AD/HD 孩子輪候診

治時間長，該會主席伍敏姿女士期望能早日縮短「長龍」，讓所有懷疑患有

AD/HD 的孩子早日把握黃金治療期，得到適當診治，重建孩子與家長健康的身

心發展及和諧的關係。 

 
AD/HD 屬腦部疾病 孩子、照顧者同樣受累 

根據調查所示，全球兒童 AD/HD 的發病率約為 3%-7%1，估計本港約有逾四萬

名兒童及青少年患者。醫學界相信 AD/HD 與腦部化學傳遞物質失去平衡有關，

可謂是個腦部疾病。AD/HD 可分為主要注意力不集中（AD）、主要過度活躍/

容易衝動（HD）及混合型（AD/HD），2過度活躍及衝動可以不同形式表現出

來，如孩子可能經常打斷別人說話、無法安坐、過於愛說話等。 

 
因此，AD/HD 小朋友較容易與他人產生磨擦，人際關係欠佳，校園生活自然不

快樂；同時，亦可能受症狀影響而未能發揮應有表現，出現自尊低落、焦慮及

抑鬱等問題，也會使家人容易爭執，父母甚至可能出現離異，加深對孩子的心

理影響。而孩子「無時停」、不聽指示、經常接收他人對子女的指責和投訴

等，往往令家長身心俱疲，既感難於與孩子溝通，亦可能對於如何照顧好孩子

苦無對策，日積月累下將波及情緒，甚至可能與伴侶就照顧方法而出現分歧，

經常爭執，形成惡性循環，使照顧者長時間陷入巨大的心理壓力，嚴重影響自

身、孩子、以至家庭關係。 

 
三位大使也曾因孩子行為問題備受困擾 

以上提及的症狀和影響同樣反映在本屆三位傑出 AD/HD 大使及其子女身上，如

徐嘉輝先生的兒子就不時遇上學習困難、常常欠交功課，令他忍不住大動肝火

 
1 The MTA Cooperative Group,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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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備兒子；羅凱欣小姐的小兒子也因完全無法「坐定定」，又被老師投訴不集

中聽課、身體經常郁動等問題而與孩子時有爭拗，也因而影響自己的情緒和工

作；至於王偉堂先生，也曾因兒子愛向他人發問、與他人不停說話而需不時與

他人解釋兒子情況，可見孩子的行為問題對家長亦帶來不少困擾和壓力。 

 
因此，及早治療非常重要，除有利孩子的個人發展，當其行為問題得到改善，

學業、社交、生活等各方面表現亦能進入良性循環，照顧者亦能舒一口氣，上

文提及的影響自然一掃而空——伴侶間的爭執減少，家庭關係有所改善，如此

一來，當然亦有利孩子身心的發展，形成孩子和照顧者的雙贏局面。 

 
輪候診症時間長或錯過黃金治療期 主席望達「零輪候」 

事實上，研究發現 6 至 9 歲為黃金治療期，治療效果相對較理想。不過在香

港，懷疑患有 ADHD 的兒童，輪候評估、確診及各項治療服務的時間，可長達

四至五年，有可能令孩子錯過黃金治療期。伍女士表示，「本會在 2018 年曾翻

查資料發現醫管局各聯網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的新症輪候時間時間中位數近

年明顯上升，各聯網的穩定新症輪候時間中位數由 2015-16 年度的 78 星期上升

至 2017-18 年度的 98 星期。」 

 
因此，為了讓孩子健康成長、減低照顧者的心理壓力，及早讓他們接受適當診

治是重中之重，而藥物治療、行為治療與家校合作均擔當重要的角色。為此，

伍女士向政府提出不同建議，希望能及早協助 AD/HD 孩子達至「零輪候」，包

括開展針對所有在學兒童的公私營合作(PPP)計劃、增聘兒童精神科專科醫生及

加緊培訓精神科的醫護人員、於中小學成立校本跨界別專業支援團隊等。 

 
大使親身經歷：治療後學習改善、情緒穩定、親子關係好轉 

事實上，本屆大使在孩子確診及治療後，其行為問題漸漸好轉，的確亦使他們

的壓力有所減少，重覓彼此的「出路」。以羅小姐為例，在兒子確診患有

AD/HD 並開展藥物治療和行為治療後，雙方的情緒和關係自此也有明顯改善。 

 
而王先生的兒子本來也受症狀影響而開始學業退步、做功課需很晚才完成的現

象，但當確診 AD/HD 並積極聽從醫生指示用藥後，王先生發現兒子的集中力明

顯有所提升，做功課進度加快，成績亦漸有進步。 

 
徐先生也在確診兒子患病後，積極尋求治療，更為兒子辭去工作，全職照顧孩

子，既為兒子安排藥物治療，亦同時安排行為治療訓練，並將之應用於日常生

活上，逐步改善兒子的行為問題，雙方的情緒和關係也因此好轉。由此可見，

恰當的治療對 AD/HD 孩子和照顧者是非常重要的。 

 
疫情下的大轉變 大使各有心得 

受疫情影響，本港學校紛紛轉為網上學習，協會就發現 AD/HD 孩子與家長慢慢

出現不同影響，如兒童失去生活常規、作息混亂、缺乏運動和正常社交活動，

又因課後支援及復康訓練暫停，在家學習困難而引致情緒及行為問題惡化，以

及有沈迷上網的問題。「家長亦大受這些問題困擾，但礙於工作或能力所限，

未能協助兒童重新安排生活日程，有效進行網上學習和家居訓練，部份家長甚

至要改爲在家工作，壓力上升，容易有情緒困擾和親子關係轉差的情況。」 



 

 
三位大使亦不約而同地表示深受影響，子女各有不同程度的分心、難適應學習

模式上的轉變，或者變得懶散，需要勤加督促，羅小姐就指兒子的成績也因而

受影響，不過幸有學校的老師幫忙提點，孩子的專注力也有所提升；徐先生起

初也頗為緊張孩子的學習進度，常常提點兒子，但後來亦適當地放手讓孩子自

行負責其學習，發現孩子其實也能自行處理，自己不用過於緊張；王先生的兒

子年紀稍長，有自己的想法，作為爸爸的他，多數時間也是以提點為主，希望

他明白到日後公開試的成績對能否選擇喜歡的學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三位大使均明白 AD/HD 的孩子無論在平日，還是疫情下，家長必定面對重重難

關，不過他們均希望以自身的經歷鼓勵其他家長。特意為兒子修讀相關教育碩

士課程的徐先生就指，疫情下會為孩子安排一些時間「放電」，他建議家長可

以嘗試和孩子玩桌上遊戲（Broad Game），既可留在家中消磨時間，又是益智

遊戲。他亦建議家長自身也要適時放鬆，不要過份緊張或希望改變孩子。曾研

習外國流行的家長行為訓練課程的他亦指出，有研究指家長行為訓練有助改善

孩子行為問題，希望此類課程未來在香港也能更普及。 

 
至於王先生則認為，家長自身要多了解此病，接受孩子患有 AD/HD，同時也要

讓孩子明白他患有 AD/HD，跟一般人患傷風感冒是同一道理，沒有甚麼大不

了，最重要接受治療。而疫情之下，能讓孩子發掘自己的興趣在家中消磨時

間，以及適當陪伴是很重要的。他指兒子喜歡拍攝短片、VR 遊戲等，自己亦會

陪伴參與，當然也會適時提點學習，解釋當中的重要性。 

 
曾經歷兒子抗拒上學的羅小姐表示，現在最著重的是孩子的品行和情緒，學習

成績反而較次要，「選擇一間關愛孩子、懂得照顧 AD/HD 學童的學校很重要，

囝囝自從轉校後便變得開心，更指要當第一個上學的學生，這個轉變對作為母

親的我來說特別窩心。現時疫情之下，雖然孩子的學習也有受影響，不過也不

會給予過大壓力，盡量希望保持良好的親子關係，亦會安排一些他喜歡的活動

在家中消磨時間，如砌積木。」 

 
最後，伍女士亦呼籲家長適時尋求他人支援，「本會在疫情期間曾特意為兒童

及家長開辦不同活動，希望舒緩雙方壓力，包括網上同路人加油平台、針對兒

童沉迷上網的網上家長小組、提供網上兒童遊戲治療服務，及邀請精神科專科

醫生舉辦網上直播家長問答節目等。」 

 

有關第一屆傑出 AD/HD 大使選舉 

 
該會早前舉辦的第一屆傑出 AD/HD 大使選舉，正正是源自於讓更多人士了解

和關注 AD/HD 孩子和照顧者面對的境況而生。同時，亦希望透過成功當選的

三位大使自身的經歷，鼓勵同路人在艱辛的照顧路上切勿氣餒。 

 
三位成功當選的大使分別是徐嘉輝先生、王偉堂先生及羅凱欣小姐，他們在

兩輪的評審評分及面試中脫穎而出。在照顧孩子的路上，三位也分別遇過不

少挑戰和迷茫，但目前三位已經跨過這些障礙，各自找到與孩子的相處之

道，期望其他同路人一樣能找到自己和子女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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