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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监控策略提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专注行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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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学  四川成都 

【摘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核心症状涵盖注意力分散、冲动行为及过度活跃，其中，注意力分

散尤为显著，对 ADHD 患者的多项能力发展构成重大阻碍，具体涉及维持注意力的能力、学业成绩及在校适应

能力等。现有研究已明确指出，采用自我监控策略能有效增进 ADHD 患者的注意力集中水平。本文旨在全面回

顾并分析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将自我监控策略应用于提升 ADHD 患者注意力表现方面的实证研究，进而以此为基

石，为我国在 ADHD 患者注意力提升领域实施自我监控策略的研究及实践提供有益的见解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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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monitor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on-task behaviors in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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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re symptoms of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include inattention, impulsive 
behavior and hyperactivity, among which inattention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nd poses significant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abilities of ADHD patients, including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attenti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chool adaptation. Existing research has clearly indicated that the adoption of self-monitoring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ttention concentration level of ADHD patients.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review and analyze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elf-monitor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attention 
performance of ADHD patients, and then, based on this, provide beneficial insights and guida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implementing self-monitoring strategies in the field of attention improvement for ADHD pati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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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性

障碍。据估计，全世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患病率

约为 7.2%，国内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ADHD 儿童的总患

病率大约为 5.5%[1]，患病人数高达 1461 万~1979 万。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注意缺陷、行为

冲动以及活动过多，其中注意缺陷是三种主要症状中

最为突出的一项。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十三五”发展

规划纲要》（2016-2020 年）的政策指引，推进教育公

平化进程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战略任务。

该规划着重强调，要建立健全特殊教育支持机制，通过

优化随班就读制度实施路径，全面推进融合教育模式

的创新发展。具体而言，政策制定者要求完善特殊教育

支持保障体系，重点加强普通学校融合教育环境建设，

为特殊需求学生提供适宜的教育条件，这一政策导向

体现了我国推进教育公平的坚定决心。在“十四五”规

划实施阶段，亟需系统推进融合教育支持体系的优化

与升级，以全面落实全纳教育理念下满足特殊学习者

个性化需求的核心要义，应着力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

保障机制，通过完善政策法规、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师

资培训等举措，确保每一位特殊教育需求学生都能获

得适切的教育支持与服务，最终实现教育公平与质量

提升的双重目标。当下，鉴于国家政策对融合教育以及

随班就读给予的高度重视和支持，ADHD 儿童在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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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就读状况，已然成为众多教育研究者重点关注

的对象。由于受到自身障碍类型的影响，ADHD 儿童

在行为表现上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

不仅对他们自身的学习和成长造成了显著的阻碍，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周围同学的正常学习秩序，

带来了较为不利的影响，给教师的教育教学以及班级

管理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如何有效改善 ADHD 儿

童注意缺陷问题，提升其课堂专注行为、学业成就以及

学校适应性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前，能够提升 ADHD 儿童专注行为的方法丰富

多样。其中，药物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以及行为改变技

术等应用较为普遍和广泛。而自我监控策略作为认知

行为疗法中一种常用的有效策略，在近些年已逐渐被

运用到对特殊儿童的干预工作中，如：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学习障碍、自闭症和轻中度智力障碍。其中不乏有

利用自我监控策略减少 ADHD 儿童问题行为、提高其

注意力等方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梳理了国内外近年

来使用自我监控策略提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专注

行为方面的实证研究，并从不同方面展开分析。最后，

对国内使用自我监控策略应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

者专注行为的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自我监控”、

“自我监控策略”“专注行为”以及对应的英文术语

“ADHD”、“self-monitoring”、“self-monitoring strategy”
“on-task behavior”作为关键词，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

进行了全面检索，并限定时间为 2005 年-2025 年，共

获得 12 篇实证研究文献。随后，对重复性、无关性的

文献进行删除，筛选出相关性较高的 5 篇文献。 
3 研究结果 
研究者从研究方法、干预策略、目标行为以及干预

效果等方面对所获得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结果如下

所示。对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自我监控策略对注

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专注行为的研究中，被试的年龄

大多分布在 8-12 岁的小学阶段，其中还包含一篇针对

16 岁高中生的干预研究。在研究方法层面，所回顾的

文献普遍采用了单一被试实验设计，尤其是多基线跨

行为及多基线跨被试的实验设计，这一普遍现象有力

地证明了在针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自我监控策

略研究中，单一被试实验设计对于评估专注行为有效

性的适用性。至于干预目标行为的选择，多数研究将专

注行为设定为实验的主要考察对象（即因变量）。尽管

不同研究对专注行为的界定有所差异，但它们大多聚

焦于课堂中的基础行为表现。最后，从研究来看，不管

是单独使用自我监控策略或是将其与其他策略进行组

合使用，都能得到自我监控策略对提升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儿童专注行为有积极作用的结论，说明该策略的

有效性，而且还可以发现有较好维持效果的结论。近年

来，自我监控策略作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其应用范

围在针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学习障碍儿童、轻度智

力障碍儿童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

中持续拓展。大量实证研究证实，该策略在矫正问题行

为以及培养积极行为方面效果显著。然而，通过对文献

的梳理发现，相较于国外的广泛应用，国内相关实证研

究仍显不足。 
首要的是，我国目前关于自我监控策略的实证研

究数量尚显不足，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普通儿童自

我监控能力的现状分析，以及针对患儿自我监控策略

培养与提升方法的探索。 
其次，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国内有关自我监控

策略的应用探究主要侧重于普通儿童自我监控能力的

提升，以及自闭症患者在社交和生活技能方面的训练。

然而，在针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运用自我监控策

略进行干预的研究领域，还存在者明显的欠缺，相关研

究成果相对较少。 
最后，从研究领域分析，在融合教育背景下对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课堂表现进行干预的研究相对匮

乏。鉴于我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主要在普通小学

接受融合教育，其课堂专注行为状况不仅关系个体成

长，更对师生互动以及班级管理产生重要影响，更加表

现出目前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专注行为进行干预

的必要性。 
4 研究展望 
自我监控策略作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认识

行为干预手段，得到了一定研究结果来支持其有效性

以及潜力，研究者也在一定方向证明其对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儿童专注行为的有效性。但是梳理完整个文章，

可以发现自我监控策略干预的一些局限性，所以在未

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探索更加有效的干

预方案。 
4.1 扩增研究样本容量与类型，探索研究结果的适

用性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是以注意缺陷、行为冲动

和活动过多为主要症状的一种神经发育性障碍，且每

一患儿所表现出的症状不尽相同，其中还不乏有共患

病的患儿。单一被试及类型的研究结果适用性较弱，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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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研究样本类型，如 Schmidt 及其同事在研究中探索

自我监控策略对共病性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注意维

持的影响时发现，共病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更加依赖父

母对其的帮助来完成自我监控策略的使用[2]。而大多数

研究选取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被试进行研究，进一步增

加了研究结果的适用性[3]。这些研究预示了扩增研究样

本容量与类型以求探索结果适用性的可能，未来的研

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不同样本容

量和类型使用自我监控策略的有效性，提升研究结果

的适用性。 
4.2 从单一干预到多模式干预，探讨自我监控策略

在多模式干预中的位置和作用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常伴发多种行为问题，单一疗

法难解患者困境，多模式干预日益获得研究者和临床

工作者重视，结合多种干预方法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要

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整合多元神经认知训练，强化认知

要素[4]；二是强化专项技能培养，如拼写能力或是课前

准备技能训练；三是联合药物治疗；四是联合父母行为

训练。其中最具潜力的可能是多元神经认知训练。单方

面的使用自我监控策略干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

效果可能不理想，一个原因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

工作记忆的缺损，使其获取技能的潜力较低。所以，自

我监控整合多元认知训练，从而改善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儿童的认知信息加工能力，获取发展的潜能，从而改

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行为问题更具潜力。

Macoun 等在考察注意和执行功能对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儿童元认知的可行性和潜在益处时发现先接受工作

记忆训练的儿童，比直接接受自我监控策略训练的儿

童有更好的发展[5]。这些研究预示了联合干预模式的潜

力，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合作机制的可能

性，探讨自我监控策略的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 
4.3 扩充干预情境，以探索自我监控策略对注意缺

陷多动障碍儿童的影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往往会伴随或是引发多种心理

和行为问题，如：抑郁、焦虑、攻击性行为、学业成绩

落后、不恰当的人际关系等，问题极大程度上影响患儿

社会功能，如学校及日常生活的发展[6][7]。有证据表明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在资源教室使用自我监控策略

对其多动问题进行干预研究时，会对其在普通课堂的

课前准备及课堂专注产生正向效果，这和早期 Davies
的研究结果有相似性[8]。而在 Suluy 等人的研究中[9]发

现，在融合课堂中使用自我监控策略对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儿童专注行为进行干预时，其正向效果还会出现

在其与同伴关系中。以上研究的结果恰好展示了不同

情境下自我监控策略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产生的

不同影响。未来需进一步探究不同情境下，自我监控策

略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问题的影响，寻求情境与结果

间的相关性，提高干预的适用性，发展个别化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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