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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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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background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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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HD成因 

目前尚無定論 

可能原因 

大腦神經傳導物質失衡(多巴胺過少) 

腦部結構異常(前額葉功能失調) 

腦組織器質性損害 

遺傳 

環境 

 



背景資料 background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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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HD的腦部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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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pamine releases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d 

basal ganglia during sports activities.  

 (Foley and Fleshner et al., 2008) 

 (McMorris et al.,2009) 

 

背景資料 background knowledge 



 注意力不集中 

 無法注意細節、容易粗心犯錯 

 工作/遊戲有維持注意力的困難 

 對話時常好像沒在聽 

 無法遵循指示完成功課或工作 

 組織工作與活動上有困難 

 逃避或討厭要持久心力的工作 

 常遺失東西 

 容易因外在刺激而分心 

 日常生活中常忘東忘西 

 

 

 

 過動或衝動 

 手腳不停的動/敲或在座位上蠕動 

 在應該要坐著時常常離席(坐不住) 

 在不合宜的場所跑來跑去/爬上爬下 

 無法安靜地玩或從事休閒活動 

 經常處在活躍狀態(身上裝馬達) 

 經常話太多，不適合的情境音量大 

 常在問題尚未問完時插嘴說出答案 

 無法等待排序(不喜歡輪流排隊) 

 常打斷他人進行的活動(未問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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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DSM-V診斷 (符合6/9項，超過6個月，12歲以前出現) 

背景資料 background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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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治療方法 

藥物治療 

中樞神經活化劑(methylphenidate, MPH) 

非中樞神經活化劑(atomoxetine) 

行為管理 

認知行為治療 

親職訓練 

日常生活安排、學習環境與教育… 

其他治療 

 Eg. 感覺統合訓練、運動介入、生理回饋訓練… 

 

背景資料 background knowledge 

《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 



目前職能治療介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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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統合訓練  

 ADHD 
 感覺調節障礙 

    (觸覺防禦、平衡/前庭問題、聽覺不敏感…) 

 動作控制不佳 

    (雙側肢體運用、手眼協調、身體改念較差) 

  介入 

 提供本體覺/前庭覺刺激輸入，以增進警醒程度 

 

 運動介入 (折返跑、籃球、跳跳床) 

 

 親職教育 
 認識ADHD症狀、治療方式 

 協助孩童與家長建立關係 

 規律生活作息安排、明確目標(Eg.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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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aisal sheets(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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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raisal Tool  

 [統合分析 Meta-analysis] 

步驟1：研究探討的問題為何 (PICO) 

步驟2：研究的品質如何 (內在效度) 

步驟3：研究結果之意義為何 (效益) 



步驟1：研究探討的問題為何 (PICO) 
11 

 研究族群/問題 (Population/Problem)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ADHD (DSM-III or IV) 

 介入措施 (Intervention) 

 Physical exercise (aerobic/ yoga programmes) 

 比較 (Comparison) 

 [Physical exercise+ medication] and [medication+(education)] 

 結果 (Outcomes) 

 Attention, hyperactivity, impulsivity, anxiety, executive function, social 

disorders  

 Conners’ Parent Rating Scale, CPRS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for Children, STAI-C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 

 The Stroop Test  

 Child Behavioral Checklist, CBCL 

 Social Skills Rating System, SSRS 



Appraisal sheets(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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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raisal Tool  

 [統合分析 Meta-analysis] 

步驟1：研究探討的問題為何 (PICO) 

步驟2：研究的品質如何 (內在效度) 

步驟3：研究結果之意義為何 (效益) 



F- 研究是否找到(Find)所有的相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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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讀結果：是 否 不清楚 



A- 文獻是否經過嚴格評讀(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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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所使用的文獻品質評讀標準 

 Asessment of Risk of Bias in Included Studies 

 



A- 文獻是否經過嚴格評讀(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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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所使用的文獻品質評讀標準 



A- 文獻是否經過嚴格評讀(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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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讀結果：是 否 不清楚 

隨機分派 

分派順序的保密 

受測者設盲 結果數據完整性 



 納入與排除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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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文獻是否指納入(included)具良好效度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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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讀結果：是 否 不清楚 



T- 作者是否以表格和圖表「總結」(total up)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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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森林圖呈現各項outcome經過統合分析的結果 

P<0.00001 

P=0.04 

P=0.04 



T- 作者是否以表格和圖表「總結」(total up)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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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森林圖呈現各項outcome經過統合分析的結果 

評讀結果：是 否 不清楚 

P=0.01 

P=0.008 

P=0.04 



H- 試驗的結果是否相近-異質性(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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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讀結果：是 否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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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平方= 0% 

I 平方= 0% 

I 平方= 0% 

I 平方= 0% 

I 平方= 0% 

I 平方= 8% 



Appraisal sheets(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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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raisal Tool  

 [統合分析 Meta-analysis] 

步驟1：研究探討的問題為何 (PICO) 

步驟2：研究的品質如何 (內在效度) 

步驟3：研究結果之意義為何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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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robic exercise had a moderate to large effect on 

 core symptoms such as attention (SMD = 0.84), 

 hyperactivity (SMD = 0.56) 

 impulsivity (SMD = 0.56) 

 anxiety (SMD = 0.66) 

 executive function (SMD = 0.58) 

 social disorders (SMD = 0.59)  

 Yoga exercise suggests an improvement in the core 

symptoms of ADHD. 

 

結果為何?  



討論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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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比較 

Frequency: 2~5 times/week 

Duration: 20~90 mins/time, 6~10 weeks 

Intensity: moderate aerobic exercise 

               (50~75%* maximal HR) 



討論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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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收納樣本數過少 

 採用的ADHD診斷標準有所不同 

 運動介入設計的變項太多 

運動形式、環境… 

 某些研究只針對單次前後測比較 

 介入的期間短暫，未能預測長遠的影響 

 未能排除研究對象在實驗時間外從事其他運動 
 

 More studies are required. 



結論(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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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運動最佳劑量仍不明，建議… 

頻率 至少2~5次/週，20~90min/次 

持續 6~10 週 

強度 至少50%~75 最大心跳率(maximal HR) 

形式 跑步、籃球、跳躍、足球、游泳… 



Q&A 交流和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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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氧運動是否能夠有效改善ADHD孩童之症狀(注
意力、衝動性、執行功能)? 

■同意：10人 

■需考慮：30人 

■不同意：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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