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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注意力缺陷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學生部分會與閱讀障礙(Reading 

Disability，簡稱 RD)相伴出現，他們經常被報告有工作記

憶受損的情況。然而，如果 ADHD 共病 RD 的兒童則表現出更

嚴重的時間知覺受損。單純的 RD 兒童是否也會表現出與

ADHD 兒童一樣的時間知覺受損(time perception deficits)

困難，目前的相關研究很少，因此，本研究探討 RD 與 ADHD

學生是否同樣表現出明顯的時間知覺困難。分別有 21 位

ADHD 組、LD 組與一般組兒童接受時距區辨作業及 n-back 作

業。結果發現時間區辨能力與工作記憶具高相關，且 ADHD 與

LD 兒童的工作記憶都較一般兒童來得弱。但 ADHD 與 LD 兒童

之間沒有差異。一旦控制工作記憶變項之後，三組兒童在時

間區辨作業上的表現不再有差異。由上述結果也可得知，工

作記憶受損較可能是 ADHD 兒童與 LD 兒童的共同認知能力受

損，而不是時距區辨能力。 

中文關鍵詞： 時間區辨、工作記憶、時間知覺、注意力缺陷過動症、閱讀

障礙 

英 文 摘 要 ： It is often to find attention deficits in children 

with Reading Disability (RD). In contrast, about one-

third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also have learning 

problems such as a reading disability. Thus, children 

with ADHD and children with RD could suffer from the 

common cognitive and physic impairment. In the domain 

of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both ADHD children and 

RD children have impairment of time perception which 

drive this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timing impairment for RD children and ADHD children 

in Taiwan. However, the deficit of working memory of 

ADHD children and RD children are often reported. 

Even there may b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perception and working memory. Thus, the abilities of 

working memory, time perception, and reading-related 

skills were evaluated for 21 normal children, 21 

children with ADHD and 21 children with R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perception and working memory, and ADHD 

group and RD group performed poorer working memory 

than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working memory of the 

subjects is controlled, the scores of RD, ADHD and 



normal group in the time discrimination task are not 

differen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udy found that 

children with ADHD and children with RD suffer from 

the common cognitive impairment－working memory. 

英文關鍵詞：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dyslexia, 

time perception, time discrimination, working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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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困難兒童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之時間知覺缺損 

摘要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學生部分會與閱讀障礙(Reading 

Disability，簡稱 RD)相伴出現，他們經常被報告有工作記憶受損的情況。然而，如果 ADHD 共病 RD

的兒童則表現出更嚴重的時間知覺受損。單純的 RD 兒童是否也會表現出與 ADHD 兒童一樣的時間知

覺受損(time perception deficits)困難，目前的相關研究很少，因此，本研究探討 RD 與 ADHD 學生是否

同樣表現出明顯的時間知覺困難。分別有 21 位 ADHD 組、LD 組與一般組兒童接受時距區辨作業及

n-back 作業。結果發現時間區辨能力與工作記憶具高相關，且 ADHD 與 LD 兒童的工作記憶都較一般

兒童來得弱。但 ADHD 與 LD 兒童之間沒有差異。一旦控制工作記憶變項之後，三組兒童在時間區辨

作業上的表現不再有差異。由上述結果也可得知，工作記憶受損較可能是 ADHD 兒童與 LD 兒童的共

同認知能力受損，而不是時距區辨能力。 

 

關鍵詞：時間區辨、工作記憶、時間知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閱讀障礙 

 

Time perception deficits of children with reading difficulties an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bstract 

It is often to find attention deficits in children with Reading Disability (RD). In contrast, about one-third of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also have learning problems such as a 

reading disability. Thus, children with ADHD and children with RD could suffer from the common cognitive 

and physic impairment. In the domain of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both ADHD children and RD children 

have impairment of time perception which drive this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timing impairment 

for RD children and ADHD children in Taiwan. However, the deficit of working memory of ADHD children 

and RD children are often reported. Even there may b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perception and working 

memory. Thus, the abilities of working memory, time perception, and reading-related skills were evaluated for 

21 normal children, 21 children with ADHD and 21 children with R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perception and working memory, and ADHD group and RD group performed 

poorer working memory than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working memory of the subjects is controlled, the 

scores of RD, ADHD and normal group in the time discrimination task are not differen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tudy found that children with ADHD and children with RD suffer from the common cognitive 

impairment－working memory. 

 

KEYWOR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dyslexia, time perception, time discrimination, 

working memory. 



 

 

閱讀困難兒童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之時間知覺缺損 

 

前言 

25~40%的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伴有閱讀障礙

(Reading Disability, 簡稱 RD) (Dykman & Ackerman, 1991; Hinshaw, 1992; McGee & Share, 1988; 

Semrud-Clikeman et al.,1992; Willcutt & Pennington, 2000)。所以，ADHD 與 RD 學童可能具有某些程

度的共同生理受損及認知能力不足，目前已有學者發現 ADHD 與 RD 共享一些類似的基因(Willcutt et 

al., 2001)。在認知領域，則是發現 ADHD 兒童經常有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的困難(如 Gathercole, 

Alloway, Kirkwood, Elliott, Holmes, & Hilton, 2008; Dowson et al., 2004; Karatekin & Asarnow, 1998; 

Kempton et al., 1999; Karatekin, 2004; Kuntsi et al., 2001; Mariani & Barkley, 1997; Westerberg et al., 

2004)，而且此困難可能進而造成他們注意力不足(Pickering, 2006)，RD 兒童也是經常被報告有工作記

憶不足的問題(如 Gathercole, Alloway, Willis, & Adams, 2006; Siegel & Ryan, 1989; Swanson, 1994, 1999; 

Swanson, Ashbaker, & Lee, 1996)。因此，很有可能工作記憶是 LD 與 ADHD 患者的共同認知能力受

損。此外，有研究指出 ADHD 共病 RD 的兒童會表現出更嚴重的時間知覺受損(Toplak, Rucklidge, 

Hetherington, John, & Tannock, 2003)。 

研究目的 

    單純的 RD 兒童是否也會表現出與 ADHD 兒童一樣的時間知覺受損(time perception deficits)困難，

目前的相關研究很少，值得探究。而且，過去大部份研究並沒有將時距區辨作業中的工作記憶成份予

以控制或操弄，無法確定兒童是否是純時間知覺能力異常或是因為工作記憶受損所致。所以，本研究

將同時獨立測量工作記憶，再以統計控制的方式分析工作記憶在時間知覺作業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而

了解 RD 與 ADHD 兒童的純時間知覺能力是否異常。 

文獻探討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時間知覺困難 

    ADHD 的時間知覺困難已廣為所知（Barkley, 1998; Barkley, Edwards, Laneri, Fletcher, & Metevia, 

2001; Barkley, Koplowitz, Anderson, & McMurray, 1997; Barkley, Murphy, & Bush, 2001b; Kerns, 

McInerney, & Wilde, 2001; Rubia et al., 1999, 2001; Rubia, Noorloos, Smith, Gunning, & Sergeant, 2003; 

Rubia, Taylor, Taylor, & Sergeant, 1999; Smith, Taylor, Warner Rogers, Newman, & Rubia, 2002; 

Sonuga-Barke, Saxton, & Hall, 1998; Sonuga-Barke, et al., 2010; Toplak, Rucklidge, Hetherington, John, & 

Tannock, 2003; West et al., 2000）。其中，Smith 等人（2002）認為時距區辨作業能確認 ADHD 兒童是

否有時間知覺的缺陷，他們以 22 位 7-14 歲的 ADHD 兒童與控制組比較，分別施測時距區辨作業

（temporal discrimination task）、口頭評估作業（verbal estimation task）、及時距再製作業（time 

reproduction），研究結果指出 ADHD 兒童在時距再製作業上表現差，但是，是因為此作業太仰賴衝

動與注意力所致。此外，兩組在時距區辨作業上有顯著差異，當時間間隔大於 190 毫秒時，一般兒

童即可區辨時距的不同，但 ADHD 兒童則需大於 250 毫秒以上才能區辨出兩個時距的不同，且此結

果與 IQ 和記憶廣度的分數無顯著相關。Smith 等人進一步假設，由於 ADHD 的時距受損範圍在百毫

秒之內，因此此等時間知覺受損會影響他們的其他認知能力，如語言知覺技能及動作時機掌握（motor 

timing）的能力。 



 

 

 

    Sonuga-Barke，Bitsakou 及 Thompson(2010)提出的 ADHD 三路徑模式(triple pathway model)即同

時強調 ADHD 有抑制(inhibition)、延宕等待(delay)及時機掌握(timing)三方面的異常。而且，在

Sonuga-Barke 等人(2010)的研究中，時機掌控受損(timing deficits)的情形最為普遍，抑制能力受損則

相對較少。Sonuga-Barke 等人（2010）採用的是打拍子作業（tapping task）、預期（time anticipation）

及時距區辨（duration discrimination）三個作業來評估 ADHD 兒童的時間知覺，其中也發現時間知覺

能力與 ADHD 兒童的閱讀能力具高相關。 

 

閱讀障礙者的時間知覺困難 

    在西文的研究中，大半的研究都指出閱讀障礙（dyslexia）學童主要受損的是語音缺損（phonological 

deficit）（Breier et al., 2001; Bryant & Bradley, 1985; Snowling, 1987），而且是閱障生在拆解字的組成音素

（phoneme）時有所困難（如：pat 拆成/p/、/a/及/t/），拆成音節（syllables）時有困難（如：toothbrush

拆成 tooth 和 brush），區辨相似語音時有困難（如：/p/和/b/）。因此，語音處理歷程中的拆音缺陷（segmental 

deficits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是閱讀障礙的主要成因。然而，這些證據仍然無法證明語音拆解缺

陷是閱讀困難的必要且充要條件，有可能它只是閱讀困難的眾多成因之一而已，例如：系統化的訓練

小學生學習語音成分（phonics），可以改善閱讀困難學生拆解字音成注音的能力。然而，很少證據能說

明這樣的訓練可以學習遷移到他們閱讀自動化、閱讀速度及閱讀理解能力的提升上（Bruck, 1989; Byrne 

& Fielding-Barnsley, 1995; Wise, Olson, Ring & Johnson, 1998）。閱讀理解是閱讀的主要理由，讀及拼字

只是閱讀障礙需要克服的第一步。也因此，語音拆解缺陷可能只是閱讀障礙的眾多獨立成因之一而已

（Bowers & Wolf, 1995），或只是表面症狀而已（Wolff, 2002）。 

 

Wolff（2002）認為時序訊息處理（tempo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受損是另一更基層（非特定

領域）的閱讀障礙病源，「無法有效地組織個別特徵成適當的節奏型態」才是閱讀障礙的核心障礙，

包括複製動作節奏能力。所以，在 Wolff 的研究中，發現閱讀障礙的節奏模仿能力有困難，且它和語

音拆解能力有關（Wolff, 2002）。 

 

事實上，節奏（rhythm）或韻律（prosody）可能與閱讀障礙息息相關的現象在許多研究上已經

可能看出端倪。節奏也已經被視為是具有連繫動作與口語的角色（Allen, 1975），即它是整合口語知

覺與口語表達（Liberman 1993; Martin 1972）。但是，節奏一詞被廣泛使用，泛指所有與時間相關，

但特質又各自不同的現象。因此，Wolff（2002）將節奏定義為「任何時序型態（temporal pattern）」，

而不是簡單的抑揚的單音，如國字注音的四聲，節奏指的是很多單位或成份的組合，個別的成份可

以是成份本身呈現的時間長短、成份之間的間隔時間長短、成份本身的特徵不同、及成份的組合方

式不同等等，改變其中一個部份就足以造成整個節奏的不同。 

 

韻律可說是語言中與節奏最接近的比喻，說話時的韻律可以有片語的加重音、音節的長短、字

詞間的停頓等等（Gerken & McGregor, 1998; Panagos & Prelock, 1997）。在吟誦語句時，最能明顯感

受到語言的韻律特色。所以，就此語言韻律（口語節奏）特色與其它的節奏特色（如音樂）非常相

似。當然，口語的節奏可以傳達一些非口語節奏所沒有的訊息，如文法、語意及語用等訊息。儘管

如此，口語節奏與非口語節奏仍可能共享一些最基本的屬性。因此，我們理當可以系統地分析閱讀

障礙學生在處理非語音材料時的時序處理困難，例如：要求他們判斷兩個節奏型態是否相同，分析

他們是否可以精準地預期個別成份出現的時機或是是否可以組織個別的成份且將之排序。 



 

 

 

    Douglas 和 Willats（1994）發現八歲孩童的節奏（rhythm）處理與閱讀及拼字能力具高相關。其

它研究也指出閱讀障礙學生或以閱讀為主述症狀的患者有節奏知覺（rhythm perception）上的受損

（Atterbury, 1985; Overy, 2003; Wolff, 2002）。Lee, Sie, Chen, Cheng （accepted）也發現台灣國小閱讀

障礙學生的節奏模仿（rhythm imitation）能力較一般組弱，且此能力與去音首之間具有高相關。Moritz

（2007）進一步發現六個月的 Kodály 音樂教育（每天 45 分鐘）可以改善五歲的孩子的節奏及音素折

解能力。由上述研究可知閱讀障礙兒童在與時間知覺相關的作業上容易表現差，時間知覺有可能是

閱讀障礙者更基本的認知能力受損。只是，過去比較著重在閱讀障礙生的節奏能力探討，而不是時

距區辨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時間知覺有個難處，時間知覺能力與工作記憶息息相關，有研究指出時間知

覺表現差也意味著工作記憶有問題（Toplak et al, 2003）。所以，很有可能閱讀障礙表現出時間知覺

能力差，是因為工作記憶能力較差使然。測量時間知覺能力的時距區辨作業需要動用到工作記憶，

例如作業要求比較兩個連續呈現的刺激，它們間隔時間短暫，但在這段時間內第一個呈現的刺激必

頇被暫時保留，等到第二個刺激呈現時，再予以比較。這樣的運作方式與工作記憶的功能相同（如

Baddeley, 1998; Goldman-Rakic, 1995）。雖然是以 ADHD 為解釋對象，Barkley（1997）同樣認為工

作記憶異常會造成一些次級功能受損，如時間知覺，尤其是無法正確判斷時距及複製時距（reproduce 

time intervals），這是因為時距知覺必頇被保留在工作記憶中（Barkley, Koplowitz, Anderson & 

McMurray, 1997）。所以，評估時間知覺能力時，必頇將參與者的工作記憶能力列入考慮。 

 

閱讀障礙患者的工作記憶 

    過去已經有很多研究指出閱讀困難兒童在工作記憶作業上表現差（Gathercole, Alloway, Willis, & 

Adams, 2006; Siegel & Ryan, 1989; Swanson, 1994, 1999; Swanson, Ashbaker, & Lee, 1996）。當我們學

習新字時，在西文中，必頇記住每個音節的音(音素)，然後將之結合起來，習得它的意義。然後，在

之後使用它時，還需記得它，這些歷程都所需的工作記憶，閱讀障礙者似乎不足。所以，工作記憶

困難也可用來解釋閱讀障礙兒童表現出的音素拆解及音素結合困難現象，因為閱讀障礙者無法將所

有的音素都記在工作記憶中，進而對它們進行操弄，例如，他們表現困難在首音調換作業（the 

spoonerism task）上，如將 well-oiled bicycle 改成 well-boiled icycle。最近，Gathercole 等（2006）甚

至認為閱讀困難學生是因為工作記憶不佳，使得他們無法應付教室內結構化教學的要求，導致他們

學習失敗，包括語文及數學，所以，工作記憶像是個學習瓶頸（bottleneck），閱讀困難學生一旦受損，

會造成普遍性的學習困難，包括數學學習困難。所以，可解釋閱讀障礙者的語音處理缺陷症狀不只

有拆音受損假設、時序訊息處理受損假設，還有工作記憶受損假設。 

 

    國內也有不少研究指出閱讀障礙兒童表現出工作記憶較差的現象。陳慶順（2001）以國小二年

級識字困難學生為對象，比較不同識字能力的學生在識字及認知能力上之表現。所有的學生都接受

識字以及認知能力測驗，其中認知能力測驗則包括有注音符號認讀、去音首、聲調處理等聲韻處理

測驗，部件辨識的視覺字形處理測驗，以及工作記憶、序列記憶等記憶測驗。就認知能力的差異而

言：兩組學生除了在「部件辨識」之得分上未達顯著差異外，其餘在各認知能力之得分上均達顯著

差異；且識字困難學生在注音符號認讀與部件辨識之通過百分比與普通配對學生差異不大。如果就

識字能力表現與各認知能力成分之關係而言：兩組學生在這兩者之間大部分是沒有達顯著相關，但

識字困難組學生在這兩者之間有顯著相關的部分比普通配對組學生多。可見識字困難組學生受損的



 

 

認知能力成分相對較多。胡永崇（2003）以國小四年級閱讀困難學生及識字優秀學生為對象，結果

發現閱讀困難學生的識字表現與其「聲韻覺識」能力具有明顯關係，其它認知變項則否。楊秀文（2001）

比較不同語文理解類型的四組學生，在工作記憶、聽覺記憶、聽覺詞彙、識字能力、聲韻處理上的

表現，用以探討聽覺理解、閱讀理解能力與工作記憶、聽覺詞彙、聽覺記憶、識字能力及聲韻處理

能力的關係。她以語文理解能力測驗篩選出四組不同語文理解類型的學生（聽覺型、書面型、均衡

型及均差型），每組學生各 20 名，再進行工作記憶、聽覺記憶、聽覺詞彙、識字能力、聲韻處理等

測驗。其中她發現工作記憶、注音能力及聲韻轉錄程度與閱讀理解有顯著的正相關，與聽覺理解相

關不顯著，顯示工作記憶、注音能力、聲韻轉錄程度可能屬於閱讀中認字解碼方面的能力。類似的

結果也可見於李俊仁、柯華葳（2007）的研究，他們以學校的國語成績將學童區分為低成就組以及

一般控制組，發現工作記憶、拼注音、形音連結等認知成分能有效地區辨國小三年級參與者的閱讀

成就組別。 

 

    由上述研究文獻可知，過去大部份研究並沒有將時距區辨作業中的工作記憶成份予以控制或操

弄，無法確定兒童是否是純時間知覺能力異常或是因為工作記憶受損所致。所以，本研究將同時獨立

測量工作記憶，再以統計控制的方式分析工作記憶在時間知覺作業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而了解 RD 與

ADHD 兒童的純時間知覺能力是否異常。 

 

(一)參與者 

共 21 位 ADHD 學生、21 位閱障生及 21 位一般生參與，他們的年齡、智力等特質如表 1 所列。透

過台中地區國小的特教老師轉介有意願且符合條件的學生參與。其中的 LD 閱障生指的是經台中市政

府教育局辦理的鑑定輔導會通過具特教生身份的學生（在資源班接受服務的學生）。所以，他們都是已

經由學校導師及心評小組的老師確認具教育需求的個案、及鑑輔會（通常是兩位具學習障礙專長的特

教系教授所組成）再次確認的個案，因此被鑑定的身份（障別）相當嚴謹。此外，ADHD 學生則是具

醫院診斷證明的學生，部分由學校特殊老師轉介及部分由過動症協會公告徵得。一般學生的徵得則是

由學習障礙生的同班同學在取得家長同意下參與本研究，做為控制組。 

(二)研究工具 

    字母 N-back 作業。此程式使用 Visual Basic 設計，在這個作業中，螢幕中央會隨機出現連續的字

母，分別為 B、C、D、F、G、H、J、K、M、N、P、Q、R、S、T、V、X、Z。工作記憶的負荷量可

由 N 操弄，N 愈大，工作記憶的負荷愈大。N=1 時，受試者需與上一個字母比較，若字母不同按左邊

的 Shift 鍵，但若看相同則按右邊的 Shift 鍵；N=2 時則頇與上上一個刺激做比較。1-back 正式測驗前

有練習題 10 個嘗試，2-back 有 20 嘗試，正式測驗開始後共有 4 個嘗試區，每個嘗試區有 24 個嘗試，

每個嘗試區中有 8 個目標刺激(共 32 個目標物，64 個非目標物)，刺激出現 500 毫秒，嘗試間間隔 1000

毫秒。本研究以此作業之正確率為依變項進行統計分析，正確率的校正公式：（正確接受/目標數）–（錯

誤接受/非目標數）(Jaeggi, Buschkuehl, Jonides, & Perrig, 2008）。目前 N-back task 是最常用以評估 WM

的工具。Jaeggi, Buschkuehl, Perrig, and Meier(2010)發現 N-back task 與 Digit Span Task 高相關，所以他

們認為 N-back task 測量的內容與 DST 所測的 WM 是同一構念。而且，因為 N-back task 可以操弄不同

的難易度，n 愈大, WM 的負荷愈大，在研究上 N-back task 很適合用以測量 WM，在 N-back task 上表

現出的個別差異，也可預測在其他認知作業上的個別差異。近年來工作記憶的研究以都 N-back 作業評

量參與者的工作記憶（1-back 及 2-back）（如：Jaeggi, et al., 2008; Klein, Wendling, Huettner, Ruder, & Peper, 

2006）。 



 

 

    時距區辨作業(Time Discrimination Task)。時距區辨作業是一個電腦化的時間知覺視覺測驗，用

於測量參與者正確區辨時距的能力。時距區辨作業的設計是根據 Levin, Goldstein & Zeiniker (1984)而

來；然而，更改其作業的難度水準以達研究目的。每次嘗試，螢幕上會呈現三個字(上、中、下)。這些

字會出現在螢幕的相應上、中、下位置，這些字開始呈現的時間點不一定一樣，結束的時間也不一定

一樣。例如：某嘗試共 12 秒，「下」這個字在第 1 秒時呈現在螢幕下方，且在第 10 秒時結束消失(共

呈現 10 秒)；「中」在第 6 秒時才出現螢幕中間，且於第 11 秒結束(共呈現 6 秒)；「上」在第 10 秒時出

現在螢幕上方，在第 12 秒結束(共呈現 2 秒)。每個嘗試結束時，要求參與者按鍵選出呈現最久的字是

什麼。整個作業共 36 個嘗試，18 個嘗試包含 2、6、10 秒三段時距，另 18 個嘗試為 4、6、8 秒三段

時距。答對一題得一分，總分即為總正確題數。此外，時距區辨作業依動用的工作記憶量分成三種難

度水準，前 12 次嘗試是簡單的，其中 6 次嘗試會同時出現三個字，但結束的時間不同；剩下的 6 次嘗

試中的三個字會出現於不同時間，但同時結束。預期參與者只藉由視覺區辨及些許的工作記憶即可處

理這些項目。接下來的 12 次嘗試，其中 6 次嘗試兩個字同時出現，但不同時間結束；另 6 次嘗試中，

兩個字不同時出現，但同時結束。預期這些嘗試開始會動用較多的工作記憶及時間知覺來作答。最後

12 次嘗試中，三個字出現與結束的時間皆不同。最後 12 次嘗試的結果可用以了解單純的時間知覺。

由 36 次嘗試組成之時距區辨作業的信度為 0.86(Cronbach’s alpha)，表示具良好的內在信度。 

 (三)實施程序 

就台中市鄰近國小資源班徵求 RD 學生、ADHD 學生及普通班學生。每組 21 人。所有參與者都先

施予簡式魏氏智力測驗(陳心怡，1999)，獲得所推估的智力量表分數。最後，所有參與者再參與本研究

的所有測驗，利用早自習及中午時間，分天分次逐步完成。 

結果 

    三組參與者的年齡、智力、工作記憶的比較如表 1 所示。三組的年齡沒有差異，三組的智力有所

差異，LD 組的智力低於 ADHD 組，且 ADHD 組的智力又低於一般組。三組的工作記憶也有所差異，

他們在 N-back task 上的平均得分，LD 組與 ADHD 組沒有明顯差異，但他們都低於一般組。因此，之

後的時間知覺分析會考慮將智力變項進行控制。 

 

表 1：三組參與者的年齡、智力、工作記憶的比較 

 ADHD 

(n=21) 

LD 

(n=21) 

Control 

(n=21) 

F 值 事後比較 

M SD M SD M SD   

年齡 10.21 1.50 10.27 1.29 10.18 1.30 0.02 LD=ADHD

=Ctl 

推估智力 99.79 8.06 89.55 8.40 108.21 8.01 27.57** LD<ADHD

<Ctl 

N-back 

task 平均

得分 

0.35 015 0.37 0.16 0.48 0.17 4.07* LD=ADHD

<Ctl 

 

三組參與者在時間區辨作業上的表現如表 2 所示。如預期，隨著難度增加，參與者的正確率也隨

之下降，而且當高難度水準時，ADHD 組與 LD 組的正確率已經是 50%。可見，對他們而言，高難度

水準的時間區辨作業確實很難了，只有一般組在高難度水準下仍有 65%的正確率。如果直接比較三組

參與者在高難度水準的時間區辨作業下的分數，可發現具組別效果(F(2, 60) = 2.97; p = 0.05)，ADHD 與



 

 

LD 的時間區辨能力沒有差別(p = 0.85)，但是，他們分別都比一般組差(p < 0.05)。但是，如此的時間區

辨差異可能來自三組之間的工作記憶差異所致。 

 

因此，必頇先驗證本研究所採用的時間區辨作業是否也存在著時間區辨與工作記憶息息相關的現

象，本研究將時間區辨作業中不同難度水準下的參與者表現與 N-back 作業下的平均表現求相關。結果

如預期，在高難度水準下的時間區辨表現與工作記憶的相關達顯著(r (63) = 0.50，p < 0.001)，中難度下

的時間區辨表現與工作記憶的相關也達顯著(r (63) = 0.26，p < 0.05)。然而，低難度下的時間區辨表現

與工作記憶的相關則未達顯著(r (63) = 0.26，p < 0.05; r (63) = 0.05，p = 0.70)。可見，難度愈高，涉及

的工作記憶愈多，即愈高難度水準下的時間區辨動用愈多的工作記憶能力。 

 

表 2：三組參與者在時間區辨作業三種難度水準下的表現 

 ADHD 

(n=21) 

LD 

(n=21) 

Control 

(n=21) 

M SD M SD M SD 

Easy level 0.85 0.20 0.86 0.17 0.94 0.13 

Medium level 0.64 0.18 0.59 0.20 0.64 0.21 

Difficult level 0.50 0.20 0.51 0.24 0.65 0.21 

 

    因此，在比較三組的時間區辨能力之前需要確定三組的工作記憶是否有差別。三組兒童的工作記

憶表現如表 2 所示。經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組別間具顯著差異(F(2, 60) = 4.03; p < 0.05)，也就是，

ADHD 與 LD 沒有差別(p = 0.74)，但他們都比一般組差(p < 0.05)。n = 2 的正確率明顯低於 n = 1 的正

確率(F(1, 60) = 4.03; p < 0.05)，即 n = 2 的難度較高。難度水準與組別之間沒有交互作用(F(2, 60) = 1.38; p 

= 0.26)。 

 

表 2：三組參與者在工作記憶上的表現 

 ADHD 

(n=21) 

LD 

(n=21) 

Control 

(n=21) 

M SD M SD M SD 

n=1 0.49 0.19 0.55 0.21 0.62 0.20 

n=2 0.20 0.17 0.18 0.16 0.33 0.19 

 

    可見，在分析組間的時間區辨能力差異時，需將工作記憶變項控制住。因此，進一步將工作記憶

當成共變數，將智力當成獨變項，所有參與者的智力區分成高低兩類，進行二因子共異數分析，發現

組別差異未達顯著(F(2, 56) = 1.55; p = 0.22; η2 = 0.05)。智力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 56) = 1.18; p = 0.28; 

η2 = 0.02)。智力與組別間的交互作用也未達顯著(F(2, 56) = 1.15; p = 0.32; η2 = 0.04)。可見，在控制工作

記憶的情況下，三組兒童的時間區辨能力並沒有明顯差異。 

結論 

    本研究主要發現時間區辨能力與工作記憶具高相關，此結果與過去大部分的研究相一致(如

Sonuga-Barke 等人, 2010)，且發現 ADHD 與 LD 兒童的工作記憶都較一般兒童來得弱，此結果也與

過去的研究發現相一致（Gathercole, Alloway, Willis, & Adams, 2006; Siegel & Ryan, 1989; Swanson, 

1994, 1999; Swanson, Ashbaker, & Lee, 1996）。但 ADHD 與 LD 兒童之間沒有差異。因此，一旦將



 

 

工作記憶變項加以控制之後，三組兒童在時間區辨作業上的表現就不再有所差異了。此外，由上述

結果也可得知，工作記憶受損較可能是 ADHD 兒童與 LD 兒童的共同認知能力受損，而不是時距

區辨能力。根據目前學者的觀點，工作記憶受損後，遵循不同的方式，分別造成 ADHD 兒童及 LD

兒童的障礙。對 LD 兒童而言，工作記憶不足使得 LD 兒童無法記住每個音節的音(音素)，然後將

之結合起來，習得它的意義。在之後使用它時，也無法記得它。重則造成他們識字量低，輕則文句

間的推論能力差，閱讀理解能力差。對 ADHD 兒童而言，工作記憶不足使得他們表現出注意力不

足的症狀(Pickering, 2006)。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所評量的時距區辨能力並不能代表所有的時間知覺能力，未來可進一步

採多向度的時間知覺測驗，包括：時機掌握能力及時序處理能力等來評量 LD 兒童及 ADHD 兒童，

方能判斷他們的時序知覺能力是否受損。而且，由本研究結果也可知，一旦所採用的時間知覺作業

與工作記憶高相關，而所研究的對象本身既具有工作記憶上的差異，就更難得到明確的研究結論。

未來的研究應設法設計出一些新的時間知覺作業，可獨立測量時間知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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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亞洲 ADHD 國際研討會」首屆在韓國首爾舉辦，逐步凝聚亞洲 ADHD 專家，提

供交流的機會。第二屆亞洲 ADHD 國際研討會於 2014,3/8-3/9 於日本東京醫院舉行主

題是：What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ADHD treatment？第一屆在韓國首爾舉行時，本人已

偕同位碩士生出席暨口頭發表論文，本次同樣帶領三位學生參加東京的會議，會後與

新加坡、日本學者有所討論，了解各國對 ADHD 的診斷及治療，收獲很多。台大醫院

高淑芬醫師也出席報告。 

 

二、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主要聆聽 Sonuga-barke 介紹 ADHD 的時間知覺的神經心理機制，可見時

間知覺能力在國外已經逐漸成為一項新的認知能力。可是，在台灣卻鮮少被研究。這

也呼應我個人近兩年的研究都著重在時間知覺的能力上，希望台灣更多學者可以加入

探討時間知覺。 

此外，ADHD 的亞型分類，甚至 ADHD 的診斷都呈現不穩定的現象。因此，有日

本學者提出以執行功能的發展來判斷 ADHD 兒童的異常，相當有趣。另有，新加坡的

團隊介紹 ADHD 的社交技巧訓練的困難，及職能治療。顯現實務工作上台灣及新加坡

的相似性。最後，希望有朝一日本會議也會在台灣舉行。 

 

三、發表論文全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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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or writing is common in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However, the writing performance of children with ADHD was 

rarely formally explored in Taiwan, so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riting features of Chinese children with ADHD in Taiwan. There were 25 children 

with ADHD and 25 normal children involved in a standardization writing assessment- 

Written Language Test for Children, to assess their performance at the Dictation, 

Sentence combination, Adding/Deducting redical, Cloze and Sentence making subte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cluding the score of sentence combining subtest, the score 

of Chinese children with ADHD are lower than the normal student at the rest subtests. 

Almost 60% of ADHD children's scores are below the 25th percentile numbers, but 

only 20% for normal children. Thus, the writing problems is common for children with 

ADHD in Taiwan, too. First, Chinese children with ADHD performed worse than 

normal children on the Dictation and Cloze subtests, showing the weaker abilities of 

retrieving correct characters from their mental lexicon. Second, Chinese children with 

ADHD performed worse on the Adding/Deducting Redical subtest than normal 

children did, which implied that children with ADHD had poor knowledge about 

orthographic representation. Finally, at the language level, the score of Chinese 

children with ADHD on Sentence combination subtest was not lower than normal 

children, implicated their normal grammatical competence.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Chinese children with ADHD ignores the details of characters when they are writing, is 

common across languages. 

 

Keywords: character representation, handwriting, lexical-semantic, sentence making 

 

四、建議 

台灣在 ADHD方面的研究也達一定的成熟度，也可以考慮承辦亞洲 ADHD 國際研討

會，以便介紹台灣 ADHD 患者的相關教育與治療策略，甚至將相關的心理測驗推向其它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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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發現工作記憶受損較可能是 ADHD兒童與 LD兒童的共同認知能

力受損，而不是時距區辨能力。很有可能，工作記憶受損後，遵循不同的方

式，分別造成 ADHD兒童及 LD兒童的障礙。對 LD兒童而言，工作記憶不

足使得 LD兒童無法記住每個音節的音(音素)，然後將之結合起來，習得它的

意義。在之後使用它時，也無法記得它。重則造成他們識字量低，輕則文句

間的推論能力差，閱讀理解能力差。對 ADHD兒童而言，工作記憶不足使得

他們表現出注意力不足的症狀(Pickering, 2006)。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所評量的時距區辨能力並不能代表所有的時間知

覺能力，未來可進一步採多向度的時間知覺測驗，包括：時機掌握能力及時

序處理能力等來評量 LD兒童及 ADHD兒童，方能判斷他們的時序知覺能力

是否受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