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視知覺與復健治療 

 

有許多小朋友在讀書或寫字時遇到了困難， 

譬如說會把字寫顛倒或是少了些筆劃， 

一直無法把字寫的端正，常常會歪歪斜斜，而且小朋

友也不覺得有什麼問題。或是句子念完了卻忘記了剛

剛念的是什麼，只好一直看題目才可以做答，導致學

習或是考試時浪費了許多時間，老師或家長也覺得小

朋友的學習能力不足，只好送他們去補習班，進行塡

鴨式教育，而殊不知這些問題，就是來自於視知覺有

異常的小朋友。 

首先我們先來探討視知覺是什麼? 

視知覺是關於視覺與認知的處理過程，並利用其來計

劃或行動的能力。而視覺是指從環境中看到的訊息加

以組織，知覺是將所組織的東西加以解釋與利用，所

以我們利用視覺來看東西，其中的能力包括固定視

覺、追視、掃瞄、視力、聚焦能力、雙眼視覺及立體

視覺，以上這些能力可以幫助我們了解世界，也幫助

我們閱讀與寫字。 



當然我們所看的東西也須要認知才能區辨其意義， 

所以視覺認知包括視覺記憶、視覺區辨、視覺專注、

視覺整合；其中視覺區辨是指物品視覺是分別形狀、

大小、質地、顏色及空間視覺，是指物品所在空間的

位置。按照瓦倫(Warren) 的視知覺發展架構，視知覺

的基礎包括視野、視覺、專注力、視覺記憶，然後才

發展成視覺認知，最後才是完整的視覺與其他感覺的

整合，使我們能解決問題，形成計畫與做成最後的決

定。 

當然我們的視知覺也不是與生俱來的，也須要慢慢的

發展才能成熟，懷孕在 20 周時嬰兒已經有眼睛的運

動，從 24 到 40 周時我們的視網膜與視覺皮質正在成

熟與分化，3歲時我們對於垂直的東西感興趣，7歲時

能區別鏡像的數字或字母，這時對於左右邊也比較能

了解了。當我們 5歲時我們獲得最大的調焦能力，就

想像是像相機一樣可以把遠處的東西拉近，也可以使

物品變的清晰，使我們能把東西的細節看清楚，到了

6歲時我們的眼睛已經很靈活了，可以隨心所欲的從

個方向看看這個世界，也不至於忘記搜尋任何可以用



來當做視覺的線索，到了 9歲時我們的視覺發育大致

完成，最後到了 18 歲時就是我們視覺最清楚的時刻， 

剛好也就是我們邁向大學學習的殿堂或是就業時，須

要更多的視覺來輔助，可以好好來加強人生歷練。 

可是在視覺發展的同時，我們的觸覺、前庭覺也在發

展，男孩主要的優勢能力是動態的感覺，而女孩主要

是聽覺與語言表達，所以女孩的語言優勢及男孩的體

育優勢也是最容易被發覺的。 

視覺認知方面: 

如果有專注力的問題，會使小朋友在閱讀時不專心；

或是選擇性注意力有問題的小朋友，會無法專心在須

要完成的功課上；有分享性注意力的問題是無法一次

專注於兩件事情上的，小朋友們可能無法專注的坐在

椅子上，同時還要把黑板的功課抄寫在聯絡簿上；有

物品恆定的問題（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會

無法分別數字或文字，常常會把９寫成６，把 d寫成

b；如果有背景分離（figure-ground）的問題會無法

分辨課本上的題目與其他文字；數字連續性的問題會

把數字看錯或看顛倒，以致無法正確答題。 



那麼我們要如何去診斷有視知覺問題的小朋友呢? 

我們發現早產的嬰兒會有視網膜的病變，或是腦室周

邊白質化都會導致視覺的問題，也會有水晶體太厚或

是弱視、斜視；腦性麻痺的小朋友會有斜視、動眼神

經問題或是眼震顫；自閉症的小朋友比較不會有眼神

接觸，有些也會有動眼神經問題，但是他們看東西有

時是利用周邊的視覺，而非中央的視覺。 

吉伯森在 1971 年提出閱讀須具備的能力包括：圖形的

認知、字母的順序、發音、語意及句子的結構。要是

小朋友在視覺記憶發生問題，會使得記憶字體的形狀

產生問題，無法看到就可以讀出來，也常常須要多讀

幾次才可以記住句子；書寫也須要視動整合及動作計

畫；如果無法有專注力，會忘記拼字、標點符號以及

大小寫；小朋友必須要把須要書寫的字先產生視覺記

憶，形成視覺圖像然後才能寫出字來，如果視覺記憶

有問題會產生大小寫誤置的問題(如英文字方面：bad

變成 dad);中文字方面，應該就會少筆劃或是產生左

右或上下顛倒的問題。 

 



評估時可以先轉診至眼科，來評估小朋友有無視力、

曲光問題(遠近視散光)，或是有動眼肌肉協調問題(如

斜視)；也要檢查出有無弱視、眼震，或其他視覺發展

問題。視知覺能力測驗包括「記憶廣度」、「序列記

憶」、「部件辨識」、「組字規則」、「真字」、「假

字」，閱讀能力測驗包括「中文年級認字量表」、「語

文理解能力測驗」；使用視知覺發展測試，視動整合

測試，來查覺小朋友的問題出在那裡。黃秀霜、謝雯

鈴（1997）的研究發現：1.閱讀障礙兒童與普通兒童

在視覺辨識、視覺記憶上有顯著差異。2.閱讀障礙兒

童之視覺辨識、視覺記憶與國語文成就有顯著相關。

3.視覺辨識和視覺記憶對閱讀障礙兒童之國語文成就

具有預測力。 

視知覺發展遲緩的治療方法 

有發展理論及補償理論：發展理論是說藉由小朋友在

視知覺發展的缺失來對症下藥；如果小朋友缺乏專注

力，則要訓練專注力；如果缺乏視覺記憶，則要從記

憶力下手；如果是缺乏視覺的認知，則要從認知訓練

來補強。補償理論的話是須要教室不要有太多干擾， 



影響小朋友的專注力，也要藉由其他感覺能力來幫助

學習，可以給予重複刺激來加強小朋友的長期記憶

力，或是藉由團體治療來幫助學習。 

對於剛出生嬰兒，我們希望產房或加護病房有較暗的

光線，或從觸覺與前庭覺來幫助視覺的發展，也可將

物品的顏色對比提高，使用較軟及簡單的形狀來刺激

視覺，我們常在嬰兒床旁邊會掛上旋轉有聲音的玩具， 

對於嬰兒來說也是有助於視覺刺激和追視的發展。 

對於學齡的孩童我們可以多多安排觸覺的刺激，來幫

助學習形狀、數字、字母，也可以用黏土來做成數字

與字母來加強學習。 

結論：早一步發現孩子的視知覺問題，在孩子的視知

覺尚在發展階段，及時的給予介入，提升孩子的學習

能力，讓孩子的老師、治療師與家長了解孩子的需求，

為孩子作適當適時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