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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协助「视障」的孩子 

成长篇 

应如何保持或加强孩子的视觉能力？ 

 婴儿时期 

先建立孩子的视觉专注能力，运用发光玩具、反光物件（如：镜子、金属器

皿）、有强烈对比(如黑白分明)或颜色鲜艳的玩具，吸引孩子注意，然后发展

他们的视觉追踪能力，如将物件慢慢地从中线移到两旁，或从上方移到下方，

鼓励孩子运用视觉追踪物件。若孩子有进步，可将移动的速度增快。开始时

可同时用发声的物件去吸引孩子的注意，但稍后便要除去声音，以确保孩子

完全运用视力去追踪物件。 

 学前阶段 

发展孩子的视觉分辨能力，鼓励孩子多用视觉去观察环境，例如：在公园∕

超级市场的指定范围内寻找物件，或在两幅相似的图画∕相片内找出不同之

处等。此外，家长应多与孩子一起阅读图书，书中的文字和图画要清晰和简

单，并鼓励孩子说出他们看到的东西。 

如何发展视障孩子的小肌肉（手部运用）技巧？ 

 婴儿时期 

在他们身旁摆放不同的发声玩具，鼓励他们伸手去探索、触摸和把玩。选择

颜色鲜艳或有强烈对比（如黑白色）的玩具。另外，亦应鼓励他们在不同的

姿势下（如仰卧、俯卧、侧卧或坐着）去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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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开始运用手指进行精细活动时，可鼓励他们用前二指或三指拾起细小

对象，如饼干、面包粒，另外，亦可多鼓励他们入钱币、拼合乐高积木、插

珠板等。 

 学前阶段 

一般视障孩子的精细手指活动能力并不弱，但因受视力影响，他们的手眼协

调能力会较弱，建议多作一些训练手眼协调的活动，如穿珠粒、剪纸、连点、

画迷宫、界内填色等。家长要留意活动习作的背景和图形∕线条之间的对比，

图形要简单鲜明，线条要清晰；一般来说，密集的图形较难辨认，粗线条较

幼线条容易分辨。 

若孩子的手握力较弱，应怎样改善？ 

 婴儿时期 

应多鼓励孩子用上肢承托身体的重量，如爬行、伸直手臂支持上身等。此外，

亦可鼓励他们推动一些较重的玩具。 

 学前阶段 

鼓励他们多玩衣夹、扭毛巾、泥胶等来增强手掌和手指握力。 

大肌肉∕体能活动对视障孩子是否重要？ 

大肌肉活动对所有孩子的全面发展都十分重要，因为每个孩子都需要有恒常的

康体活动来维持身体健康。视障孩子更需要适当的训练来增进他们的基本平衡

和协调能力。透过增强身体和四肢的操控能力，也有助他们和同辈发展社交。 

此外，一些增强姿势控制的运动也可帮助纠正一般视障孩子的不良坐立姿势和

步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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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视障孩子的体能动作发展？ 

视觉的局限会阻慢视障孩子的体能动作发展，但这可透过适当的游戏活动加以

改善。在婴儿时期，可多和孩子玩一些『身体感知游戏』，包括按摩他们的手脚

和身躯，及重复练习身体及四肢各种基本动作，如屈曲或伸直，打开或合拢等。

参考孩子体能发展的里程碑，在适龄的时间多加练习此等基本活动，可以诱发和

增强孩子大肌肉的发展和能力，例如在他们三至四个月大时开始诱发他们学转

身、在六个月左右开始训练他们坐的能力、在九至十个月左右鼓励他们爬行（包

括爬越障碍物）及扶着他们站立。个别孩子的发展会略有不同，有些孩子也可能

有其他的弱能情况。 

那些体能活动适合视障孩子？ 

视觉是控制平衡的重要感官，也是藉以学习动作技巧的基本能力之一。因此视障

孩子较难掌握平衡和学习大肌肉动作。所以平衡和大肌肉基本动作的训练对视

障孩子至为重要。平衡能力的训练包括双脚合拢维持站立、双脚合拢以脚尖维持

直立、收窄走路的步履和单脚站立等。家长的协助（尤其触体提示 - 轻触孩子

正在活动的身体部位以作提示） ，可帮助视障孩子掌握一些基本的大肌肉技巧，

例如跑步、双脚跳、单脚跳、前滚翻等。稍为修改活动规则和设施，如会响的球

(如内藏当当)或色彩鲜艳和会发声的目标，也可帮助视障孩子参与一些球类活

动。 

一些专为视障人士服务的机构，包括心光、盲人辅导会和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也

会推出一些康体活动让视障孩子及其照顾者参与。此外，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

残人士体育协会（简称：香港残疾人奥委会）和香港盲人体育总会亦为视障人士

提供有系统的体育训练和参与比赛的机会，当中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提供保龄球、

草地滚球、游泳和田径等活动项目。香港盲人体育总会恒常提供的训练活动有双

人单车、射箭、门球、五人足球、游泳、马拉松、高尔夫球和保龄球。家长可留

意有关活动和训练的安排，积极发展孩子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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