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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協助「視障」的孩子 

行為篇 

那些是視障孩子常見的行為問題？ 

年幼的視障孩子有時會做出一些社交上不合宜的行為，例如將手指在眼前晃動、

按眼和擦眼，亦會不自覺地搖動身體；有些孩子喜歡用手觸摸別人或纏著別人；

在聆聽或與人對話時忘記面向對方，時常垂頭或面上缺乏表情等，這些行為會使

別人覺得滋擾和困惑。 

有些孩子由於未能接受自己的視障問題，或因受到過多負面經驗打擊，以致對自

己缺乏信心，逐漸顯得退縮、逃避與人接觸或拒絕嘗試新的活動，這會窒礙他們

正常的身心發展。家長若強迫他們參與社交活動，可能會導致孩子出現情緒問題，

有時更會影響家長與孩子的關係。 

面對孩子的行為問題，應如何處理？ 

家長應該先留意自己的情緒反應，例如：因孩子這些不尋常表現而感到羞愧、嬲

怒等等的負面情緒。如有此等反應，可先冷靜自己，然後觀察及分析孩子行為背

後的原因，再作針對性的處理。 

孩子問題行為的背後可能有著不同的動機： 

 表達情緒或需要 

 需要對環境∕事物作進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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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一些感官上的刺激 

 逃避成人對他們的要求；或一些他們不喜歡的東西 

 取得一些實質的好處 

 不明白成人的指示或要求 

假如孩子是為了追求官能上的刺激或出於沉悶無聊而按眼的話，光是責備並不

能解決問題。家長可以選擇替孩子戴上眼鏡以阻礙他按眼的動作，或讓孩子雙手

進行其他活動，如請他幫忙拿東西或讓他投入別的有趣活動。亦可考慮限制孩子

只能在指定的場合或時間進行自我刺激行為。 

假如孩子的行為是出於社交技巧的不足，家長應嘗試提醒孩子基本社交禮儀，如

面向聲音的來源、微笑、輕聲說話等。同時教導孩子以說話表達要求，並耐心等

待回應。多描述甚至讓孩子觸摸你的面部表情及動作，有助提升孩子表達情緒的

能力。家長也可與孩子進行一些角色扮演的遊戲，從中學習社交禮儀。 

家長對視障孩子應採取一致的行為標準，避免過份保護孩子，或因孩子的視障問

題而放鬆管教他們的行為。務必要自小教導孩子尊重家中各人的權利及喜好，勿

只以視障孩子為整個家庭的軸心，令其他家庭成員感到被忽略，也令視障孩子變

得過份自我中心。 

那些是管教孩子的基本原則？ 

管教視障的孩子與管教一般的孩子一樣，以下是一些基本原則： 

 確保孩子有一個安全的環境，讓他可以自由探索。 

 父母必須緊密合作，並採取一致的管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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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必須清晰，並以堅定的態度執行。 

 用正面的態度去處理孩子的問題。例如：多留意孩子突發的好行為並給予具

體讚賞；多與孩子溝通，一起解決困難，安排有趣的活動以維繫良好的親子

關係。 

 對孩子應有合理的期望。 

 接納孩子不足的地方。 

 適時讓其他人照顧孩子，讓自己有休息的機會。 

怎樣可以提升孩子的自尊及自信？ 

孩子的自尊及自信與他們接納自己的程度有關，而家長接納孩子有助孩子接納

自己。因此，要提升孩子的自尊及自信，家長先要檢視自己有否未處理的負面情

緒，並留意自己的態度與說話有否令孩子難受等。以下列舉了一些培育自尊及自

信的基本方向： 

 不要只著眼於孩子的視障問題，應積極發掘並肯定他各方面的優點與才能，

讓他知道除了視障以外，他仍有許多被欣賞及被看重的地方。 

 勿因孩子的視障問題，過份婉惜他所缺少的。可運用多感官的刺激，讓孩子

的生活體驗豐富一些，例如帶孩子到沙灘，孩子雖不能看見蔚藍的天空與海，

卻仍可用耳朵聽海浪聲、用鼻嗅海風及沙的味道、用皮膚感受太陽的熱度及

海水的冰涼感等。 

 與孩子一起訂定合理的目標。過高的期望會帶來壓力及失敗感，過低的期望

會缺乏挑戰性。合理的期望與目標會營造成就感，從而提升自尊感及自信心。

若在途中遇上困難，可幫助孩子將難題分成細小及可獨立完成的部份，有需

要時從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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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教導孩子與自己比較，以超越自己為榮。家長亦

要學習並教導孩子重視努力的過程多於成果。畢竟，一個努力不懈的人終會

成功。當稱讚他時也忌陳腔濫調，要明確說出他的好行為並給予口頭鼓勵。 

 照顧孩子情感上的需要及培養內在安全感。家長要成為好的聆聽者，每天花

時間傾聽孩子生活上的喜怒哀樂，也要多解說你正在或將要做的事情，以增

加彼此的溝通，讓孩子有安全感。 

 鼓勵孩子積極參與一些群體活動，以培養歸屬感。群體活動可由三五知己開

始，尋找共同興趣，再向外擴展。有需要時，協助他向別人解釋自己視力上

的限制。這樣不但可減少誤解，同時亦可加强他人以及孩子自己接納視障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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