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孩子的認知能力被評為有限智能，家長可能會有不少疑問 : 有限智能的

意思是什麼？有限智能會怎樣影響孩子現在和將來的學習？或對孩子的其

他發展有甚麼影響？作為家長又可以如何幫助孩子等。家長或多或少會為

孩子現在及將來可能遇到的困難而擔心。然而，過度憂慮不但無助孩子面對

困難和建立自信，甚至可能會影響親子關係。以下是一些有關有限智能的資

料，讓家長更理解孩子的情況，從而能以正面的態度和有效的方法協助孩子

成長。 

 

什麼是有限智能？ 

智能一般指整體的邏輯推理、抽象思維、解難及判斷等多方面綜合的認知能

力。而有限智能則指孩童的認知能力較一般發展的孩童遜色，但又相比智力

障礙孩童為佳。有限智能的孩童除了有智能發展上的限制外，也可能會有其

他方面、不同程度的困難，例如記憶及執行功能、社會適應、情緒調節、大

小肌肉協調等 (Greenspan, 2017)。 現時，根據國際對兒童發展障礙的診

斷標準，有限智能的兒童不屬於任何一種發展障礙的類別。然而，孩童因著

認知能力的局限，在多方面，例如：學習、社交、自理仍需要較多的訓練及

支援 (Hassioti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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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智能有多普遍？成因又是什麼？ 

不同國家對有限智能的定義有些不同，有些外國研究指出每 100 個

人中大約有 13－15 人屬有限智能 (Ales, Rappo, & Pepi, 2015; 

Hassiotis, 2015) 。若依據統計學上之分析，人口中大約有 6 - 7% 

屬有限智能。由於有關有限智能的研究不多，故其成因至今仍未清

晰。一般認為可能與遺傳、生理因素及後天因素有關 (Peltopuro et 

al.,2014)。 

 

屬有限智能的孩童在學習、社交行為、情緒及日常生活上

有什麼困難？ 

即使孩童屬有限智能，跟一般孩童無異，他們脾性不一，強項弱項也

不同，因此，他們面對的困難難以一概而論，所需的支援程度也有所

不同。以下是他們一般有可能遇到的困難。 

1) 學習方面  

有限智能的孩童因著認知能力的限制，在學習時會比一般智力發展的孩童

較慢；在理解抽象概念、組織新的資訊、歸納吸收及應用所學的知識和信息 

(Shaw, 2010) 等方面的能力也會較弱。不少孩童會在記憶及執行功能上有

困難 (Peltopuro et al.,2014)，影響自制及專注力。 亦有些孩童會同時在

文字學習，如閱讀、理解 (Francesco et al., 2014) 及數學概念 (Stefanelli 

& Packiam, 2020)上表現較弱。故此，屬有限智能的孩童的學業成績通常



 

 

會較遜色。這些限制不但使他們的學習更困難，亦可能因學習過程太吃力及

欠成功感而影響其學習動機及情緒表現 (Peltopuro et al.,2014)。 

2) 社交及行為方面 

有些研究指出有限智能的孩童較常表現出過度活躍、專注力不足、自制力弱

及社交方面的問題 (Hassiotis, 2015)。例如在社交場合中，他們較難掌握

和回應別人的社交訊息 (Bagilo, 2016; Van Nieuwenhuijzen & Vriens,  

2012)，解難能力也因此受影響。另外，有些孩童因不敢表達自己而過度忍

讓、怯懦；另一些則可能因自制能力較弱而以攻擊性的方式來解決人際關係

的衝突。因此，他們在朋輩相處及維繫友誼上需要更多支援  (Chandra,  

Pradeep, & Arul, 2018)。 

3) 情緒方面 

有限智能孩童在學習和社交上的困難可能會令他們的自尊感減低、欠

缺自信心、容易發脾氣及情緒較易波動。有些研究指出他們較大機會

出現抑鬱和焦慮等問題 (Peltopuro et al., 2014)。他們或會因學習上

的要求和壓力、或在校內被朋輩欺凌而害怕上學 (Ales, Rappo, & 

Pepi, 2015)。 

4) 日常生活方面 

有限智能的孩童在記憶及執行功能上往往較弱，有些亦會在大、小肌肉協調

上表現出困難。因此，他們在日常生活上如：自理能力、生活流程、時間管

理、組織及安排工作活動、設定長期目標等可能需要成人較多的引導和協助 

(Peltopuro et al.,2014)。 



 

 

家長可如何幫助孩童？ 

雖然有限智能的孩童在學習、社交、情緒及日常生活上較容易遇到困難，但

研究顯示，若照顧者能對孩童的個人特質、強弱能力加深了解，持正面積極

的態度及合理的期望，配合孩童於不同階段發展上的需要，因材施教，建立

充滿愛和支持的親子關係，對孩童在各方面的表現均有正面的影響

(Fenning et al.,2014)。由於有限智能的孩童各有獨特的狀況，家長宜按孩

童的個別特質和需要來選擇及調節相關的教導及處理技巧，給予適切的支

援。 

1) 學習方面  

孩童較難掌握抽象概念及教導方法，難以舉一反三及融滙貫通所教之內容，

因此教導時應盡可能以具體、有趣和生活化的例子講解，給予他們更多時間

及機會去學習及掌握。家長也可按需要個別指導及重複講解。在教導組織及

鞏固新的資訊時，家長可將如何組織及記憶的方法直接而清楚地說明，亦可

運用各種感官學習模式，如以視覺提示教導重點。無論使用哪種方法，最重

要的是家長能在教導時保持耐性。如孩童花了很多時間也未能掌握某概念

或技巧，建議家長和孩童稍作休息，然後再接再勵。家長亦可考慮先重溫其

他較簡單的相關概念，鞏固所學，才再繼續。  

2) 社交及行為方面 

家長可留意孩童在校的社交溝通、行為表現及朋輩關係，有否被欺凌或欺凌

別人；遇上難題時，孩童會如何解決困難等等。在耐心聆聽及了解後，家長

會更明白孩童的困難，再作針對性的教導。例如：若孩童由於過度忍讓或怯



 

 

懦而常被欺凌，家長可透過角色扮演，預演可能發生的情況，讓孩童更有信

心地運用清晰語言及有效方法保護自己。 

若孩童難以理解別人的動機和感受，家長可因應孩童的能力，提示孩童別人

可能有的想法和感受，作具體示範教導。家長亦可製造機會，安排孩童與朋

輩相處的時間，讓孩童在互動和遊戲的過程中邊學習邊實踐。 

若孩童解難技巧較弱，家長可按步就班，具體教導解難步驟，包括：1) 辨

識所遇到的困難是什麼？2) 想想可以有什麽解決方法？嘗試列舉數個方

法；3) 衡量不同方法的可行性或其障礙；4) 選擇一個方法，嘗試執行；5) 

執行後，檢討結果。當孩童能重覆學習解難的步驟時，便會慢慢學懂富彈性

而有效的解難技巧。 

若孩童的自制力較弱，可以跟孩童一起討論及設計一些自我提示的口訣以

提升自制能力，例如：停一停、想一想；做完手上的東西後，才做別的事等。 

3) 情緒方面 

如果孩童身心健康，情緒穩定，絕對有利於他們在學習、社交、或日常生活

上的表現。情緒無分對錯，不論正面或負面的情緒也是重要的訊號，讓我們

知道自己的需要或遇上什麼困難。家長宜抱開放及正面的心態鼓勵孩童分

享感受。家長如能耐心聆聽，孩童便更能安心地表達內心所有。分享的過程

是孩童學習表達和調節情緒，並學習解決問題的好機會。家長亦可透過自身

的分享，教導他們如何調節情緒，減低他們受情緒困擾的機會。  

 

 



 

 

4) 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實在是家長支援孩童不可或缺的部分。無論在學習上，或是社交、

行為及情緒上，家長宜主動與學校保持緊密有效的溝通，建立互信的關係，

按孩童的個別情況，商討及安排適切的支援。教育局鼓勵學校採用「全校參

與」及透過三層支援模式，按孩童的個別情況及需要給予支援，包括優化課

堂教學，安排額外支援如課後小組訓練等。若孩童問題較嚴重及持續多時，

學校亦可透過個別學習計劃為孩童規劃個別化的支援及小組訓練。 

5) 對孩童的接納及鼓勵 

每個孩童都是獨特的，家長的接納及鼓勵是有效協助孩童的重要基石。家長

宜保持積極正面態度，多留意他們生活上感興趣的活動或事物，發掘及培養

各方面的能力，協助他們展現潛能，建立正面積極的自我形象，讓他們在充

滿愛和支持的家庭中成長和學習。 

6) 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 

在照顧孩童時，家長或會面對不同程度的壓力，可能不時需要調節對孩童及

自己的期望 (Kleefman, Reijneveld, & Jansen, 2015)。更重要的是，家長

不要忘記照顧自己的身心需要，給自己適時適當的休息是非常基本的。在有

需要時，家長更可主動尋求學校、相關機構和專業人士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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