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如何协助「严重视障」的孩子 

成长篇 

如果孩子仍对光或颜色鲜艳的对象有反应，应如何保持或加强他

的视觉能力？ 

先建立孩子的视觉专注。可以运用发光玩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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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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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进步，可以增快移动的速度。开始时可以用音乐去吸引

孩子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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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孩子害怕一些触觉或移动的感觉，可以怎样做呢？ 

部份严重视障的孩子可能不喜欢接触新的物件或某些质感的东西。他们也可能

害怕突如其来的移动，所以宁愿坐着不动，不敢去探索四周的环境，因而影响他

们的学习。 

要改善以上问题，必须循序渐进，不可以强迫孩子立刻接受不同的感官刺激。家

长应把不同质感的物件给婴儿探索，如将婴儿整只手放入盛载米的箱子内探索、

玩手掌画、泥胶、毛冷球或毛娃娃等；另外，多触摸日常的物品如肥皂、泡泡枧

液、饭、雪榚、啫喱等，都是很好的触觉活动。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触摸前必

须要预先告诉孩子他们将会触摸的物件的名称及特性，不要突然把物件放在孩

子手上。此外，家长也可以用毛巾或不同质料的软刷去刷按或用润肤膏去按摩孩

子不同的身体部份，以增强他们接受不同触觉刺激的能力，并可建立身体概念，

例如认识手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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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孩子害怕移动的感觉，应多给予他们这方面的体验，如抱他们时向不同方向轻

轻摇动，或把他们放在大毛巾内，两个成人紧握毛巾四角，轻轻向前后或左右摇

动。此外，多玩千秋或坐在大弹球上轻轻上下摇动也是很好的活动。 

如何发展严重视障重孩子的小肌肉（手部运用技巧）？ 

对于严重视障的孩子，他们的一双手是很重要的。他们虽然不能用眼晴有效地学

习，但透过用手触摸对象，他们能辨别对象的大小、重量、质感、形状等，以学

习物件的特性。 

• 婴儿时期 

婴儿时期家长可摆不同的发声玩具在他们身旁，以鼓励他们伸手探索、触摸

和把玩。此外，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用不同的姿势如仰卧、俯卧、侧卧或坐

着去摸索。当孩子开始发展手指活动时，便应鼓励他们用前二指或三指拾取

较细小的东西，如饼干、面包粒等。此外，入钱币、拼合乐高积木、插珠板

等也是很好的训练活动。 

• 学前阶段 

除了继续发展孩子的精细手指活动能力外，亦应开始训练他们的触觉分辨能

力，例如多给他们不同形状、质感、重量的物件辨别。如果能力许可，便可

玩一些更精细的触觉分辨游戏，如在插珠板上用食指分辨不同的小珠摆放方

式，这些活动能有效地为他们将来学习凸字作准备。 

部份严重视障的孩子手握力较弱，可以怎样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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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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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前阶段 

鼓励孩子多玩衣夹、扭毛巾、泥胶等来增强手掌和手指握力。 

严重视障能孩子的体能动作发展是否会较慢？可以改善吗？ 

由于视障孩子缺乏视觉刺激来引发活动，也未能有效地运用视觉去模仿别人的

动作，因此他们一般的体能动作发展会较同龄孩子慢。他们初期都需要成人的帮

助去学习基本的体能动作，但过分保护的环境和照顾也往往会减低他们锻练体

能的机会。 

由于缺少了视觉，孩子会较难掌握平衡能力和身体协调的技巧。部分视障孩子的

肌肉张力较低，造成他们体能动作发展的障碍。但透过适当的照顾和训练，他们

都可以学习和掌握到所需的体能动作。 

如何帮助孩子体能动作的发展？ 

• 在婴儿时期，可多与孩子进行一些『身体游戏』，如按摩他们的手、脚和身

躯，及重复练习身体及四肢各种基本动作，例如：转身；并配合口头描述，

可让孩子较早建立身体概念，包括认识身体部份的名称及其相关的位置和功

能。 

• 参考一般孩子的体能发展进度，在适当的时间多练习合适的基本活动，可帮

助孩子大肌肉的发展。在他们三至四个月大时开始诱发他们学习转身，在六

个月左右时开始训练他们坐的能力，在九至十个月大时尝试扶着他们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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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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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动时帮助孩子建立方位概念，运用适当的触体提示 (轻触孩子正在活动

的身体部位以作提示) ，配合口头描述，使孩子认识及分辨上、下、左、右、

远、近、旁边、里面、外面、前面、后面等不同的方位。 

• 帮助孩子建立空间概念：他们在初学走路时都会扶着家具走动，可以告诉他

们所触摸到的家具是甚么，例如：「这是爸爸的椅子」、「这是饭桌」、「你现在

站在电视机旁」等。 

• 孩子是需要鼓励和诱导才能较容易发展新的动作技巧，例如 ：孩子三至四

个月大时仍未开始转身，可尝试把他放于俯卧位置后利用声音、音乐、触觉

等提示诱导他翻转至仰卧，然后再诱导他转回俯卧位置。你需要为他们选择

有意义和容易成功的活动，也要给他们适当的引导和更正。 

• 教导孩子自行活动时，你要给他们多次重复的练习，使他们熟习动作和四周

环境，以增强他们的信心；另一方面，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家具或对象

的位置改变了，便要告知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也要教导他们落楼梯的安全措

施，以免发生意外。 

严重视障能会怎样影响孩子的沟通和语言发展？ 

在没有正常视力下，视障孩子看不清别人的脸部表情和身体语言，他们不能像平

常孩子般模仿别人运用身体语言表达意思，社交沟通也可能表现得被动畏缩，较

为自我。语言方面，孩子学习词汇会较困难，尤其那些需要视力帮助掌握的概念 

(例如: 位置词「上」和「下」、代名词「你」和「我」)，孩子需要较长时间或

特别方法才能学习得到。理解能力有困难的孩子，可能会重复背诵别人的说话或

说话容易离题。至于发音方面，一般都没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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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看不清楚又未能讲话时，可如何与他们建立良好的沟通呢？ 

视障孩子因看不清周围环境，容易表现不安，沟通亦比较被动，但家长勿误以为

孩子不喜欢与人相处。家长宜多跟孩子说话，描述四周环境的事物，同时利用他

们不同的感官，帮助他们理解，建立安全感。家长亦可细心观察他们的需要，多

鼓励他们发声，以表示需要。家长亦不妨多主动牵着孩子的手，提示他们运用身

体语言 (例如：推开或摇手以表示「不要」、张开手掌以表示「想要」)。家长还

可留意以下技巧： 

• 安排固定的照顾者及建立每日稳定的生活流程，习惯在日常活动中跟孩子说

话。 

• 多善用不同感官刺激。家长可让孩子摸摸沟通者的脸部特征来辨识沟通者；

让他们摸摸奶瓶，使他们知道进食时间快到；播放一首熟悉的安眠曲以提示

他们睡眠时间；还可让他们嗅嗅沐浴露的香味，为洗澡作准备。 

• 多跟孩子说话或主动发出一些有趣的声音以引发他们模仿。家长也可以模仿

孩子的发声，以刺激他们发声。 

• 握着孩子的小手，带动他们一面哼唱意思浅白的儿歌或童谣（例如：「点虫

虫」），一面做动作，这有助他们发声及提升他们的语言理解和互动沟通能力。 

• 选择合适的玩具，能鼓励互动沟通。实物比塑料玩具更能吸引孩子探索物件，

因为实物的不同质感能带来更多感官刺激。家长可为孩子预备一个篮子，里

面装着各种常用物品 (例如： 不同胶樽、盒子、餐具、牙刷、毛巾……等)。

当孩子在探索时，家长可描述物件的质感、用途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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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孩子的语言能力比同龄孩子弱，可以做甚么？ 

视障孩子一般需要更长时间重复聆听和学习表达，才能建立良好的沟通技巧。家

长可注意以下沟通技巧： 

• 孩子说话时，宜先叫唤他们的名字，以取其专注力。 

• 多鼓励孩子从小发声、运用动作和语言表达自己的基本需要。 

• 语言概念不能透过听电视、儿歌和故事光盘而获得。视障孩子比一般孩子更

需要透过体验来学习语言。家长不妨多让孩子参与不同自理活动及游戏，以

丰富他们的生活体验。 

• 在活动当中，家长可一面做，一面清楚简洁地描述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和他们

的反应，不要只是介绍对象名称。 

• 耐心等候孩子响应，有需要时，可用其他感官或牵着孩子的手来透过探索活

动来帮助他们理解事物。 

• 示范恰当的表达方式，例如: 张开他们的手掌以表示要求物件。 

• 当孩子的表达未成熟时，家长可更正及扩张孩子的说话内容和句式，例如:  

孩子: 「波波」 

妈妈: 「踢波波」或「大波波」 

孩子: 「妈妈波波」 

妈妈: 「妈妈踢波波」或「妈妈抛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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