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孩子，長大後在學習或記憶順序也容易出現狀況，最

常見就是做錯指令。例如：請孩子去廚房拿一杯水坐在

椅子上喝，孩子可能單獨先在椅子上坐一會兒，才起身

跑去廚房拿一杯水喝，這也許會令大人誤以為孩子故意

唱反調。 

6、背景搜尋 

在環境中找到需要注意的目標物，將其變成主角、

其它物體變成背景，是為背景搜尋。例如：孩子在玩具

堆裡找到要的小汽車；在一群人中認出媽媽；或在書架

上找到他要的繪本等。倘若孩子背景搜尋能力不佳，由

於需要時間找到注意的目標，因此對於視覺專注的所需

時間也較久，也容易發生東西明明在他眼前，他卻沒有

看到的情況；而將來學習時也會出現跳行跳字等問題。 

7、完整形狀的聯想 

看到物體的一部分或某部分即可推測完整物體為

何。例如：鉛筆被一疊繪本壓住，只露出一小截橡皮擦，

孩子看到能立刻知道那是鉛筆。如果孩子對於完整形狀

的聯想力缺乏，他必須看到完整的物體大腦才能辨識，

若只看見片斷資訊，大腦無法連結、辨識出完整的形體，

所以經常會找不到東西。 

8、視錯覺 

除了藉由上述 7 個類別來觀察孩子的視知覺，張旭

鎧治療師還會加上「視錯覺」來評估孩子的辨認能力。

他說明，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視錯覺的例子，像是紙上

有兩條黑線，其實一樣粗細，但看的時候會產生一條較

粗、一條較細的感覺，即是腦部分析與實際所見是兩回

事。至於視錯覺在生活中的運用，包括孩子的空間關係

都會受到影響，例如：過馬路時，孩子能否辨別在所剩

秒數走到對面？孩子走路遇到水溝時，能否分辨水溝寬

度並成功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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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知覺對幼兒 9大影響 

  12個提升視知覺能力好方法（Ⅰ） 
   作者：張旭鎧兒童職能治療師 | 2015-09-29  

「明明繪本就放在前面，為何孩子總是看不到？」、「奇怪！

孩子怎麼經常把鞋子、衣服穿反？」、「為什麼教那麼多次，孩子

仍學不會分類玩具？」……小心，出現這些情況可能是孩子的視知

覺缺失所造成。何為視知覺？可能影響孩子哪些行為？趕緊聽聽教

養專家的解釋！ 

凱凱（化名）快 3 歲了，穿鞋時總是將左、右腳穿反，無論媽

媽怎麼教，他還是依然故我。於是媽媽先幫他把鞋子擺正確讓他穿，

他仍是將左腳鞋子穿在右腳、右腳鞋子套左腳。後來，媽媽特地在

右腳鞋子貼上紅色貼紙，仍無法改善情況，長久下來令媽媽覺得很

傷腦筋。於是媽媽帶孩子去進行評估，專業職能治療師張旭鎧發現

了一些狀況，像是即便簡單的積木排列，孩子看了卻無法跟著排出

一樣的積木，因此懷疑不見得是不會左右區分，而是孩子的知覺出

現狀況，雖然視覺接收了但大腦解釋錯誤，所表現出來的行為發生

問題。  再進一步評估發現孩子的視覺記憶、對於完整形狀的聯想、

背景搜尋等能力也較缺乏，也因此，即使媽媽在右腳鞋子貼貼紙做

記號，孩子仍穿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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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黃懿文小學的時候在家自學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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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什麼爸媽要求澤澤自己洗便當盒？ 

□爸媽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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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在治療課程中，張治療師除了教孩子分辨，還利用錄

影、照相等方式讓孩子觀看照出來的影像來吸引他的興趣，並

引導他比對照片上的不同處，玩類似「大家來找碴」的遊戲。

另外，由於孩子缺乏左右區分的能力，請他雙手拿不同的物品，

例如：左手拿鉛筆、右手拿橡皮擦，接著給他指令，當拿橡皮

擦的右手舉起來，拿鉛筆的左手放下來，一方面訓練反應、一

方面訓練視覺記憶。大約經過半年孩子進步很多，也較少發生

鞋子穿反的情況。 

何謂視知覺？ 

所謂的「視知覺」，張旭鎧治療師解釋：「視覺或知覺在

接受刺激後，在大腦進行處理和辨識，再輸出動作或反應，亦

即視覺動作整合。」通常孩子產生的行為以手部功能居多，不

過有時也會加上腳部動作，例如：看到足球滾過來，孩子決定

抬腳踢球的時機。因此在評估視知覺能力，不僅觀察孩子的視

力，也會將其動作列入考量，像是運動時孩子能否接住球；吃

飯時，能否用湯匙將食物舀起來等，不過，孩子的行為有時受

到動作協調能力、精細動作、肌肉穩定度，或專注力等問題影

響，因此不完全是視知覺問題造成。 

視知覺分 7 大類別 

1、視覺區辨 

當孩子看到某個物體，能否區辨它與其它的不同，稱為「視

覺區辨」。舉例來說，孩子幫媽媽摺襪子時，能不能在一堆襪

子裡找到自己的襪子；或媽媽拿給孩子一隻襪子，孩子能否依

據此線索找到另一隻襪子。倘若孩子出現視覺區辨問題，將來

會花較久時間學習認字，而國字的部首或筆劃亦必須花較長的

時間認識、熟悉，甚至經常無法區辨部首，像是左阜右邑等。 

2、視覺記憶                                        

即孩子能否記憶所看到的事物，如果孩子的視覺記憶有狀 

況，容易發生看了就忘的情況。例如：下午媽媽把沙發和茶几 

互換位置，孩子外出回到家後卻沒有察覺不同，即可能是視覺 

記憶較弱。這情況若持續到入學，可能會發生家長

前一晚幫孩子複習功課，隔天考試孩子卻對於昨晚

複習的內容沒有任何印象。 

3、空間關係 

物體與物體之間的上下、左右等空間關係，例

如：一幅畫裡，人的左邊是一間房子，右邊有一棵

樹木，若詢問孩子：「樹木在人的左邊或右邊」，

對孩子而言是困難的問題，孩子不只區分辨識圖

案，還須將圖案轉換為一個人，因此，空間關係較

缺乏的孩子對於左、右的區辨能力需要較久的時

間，也影響孩子將來入學後學習國字的情況，甚至

經常寫出顛倒字；還可能因為在環境裡無法分辨空

間關係，而容易迷路。 

4、形狀恆常 

所有物體是固定形狀和大小，雖然可以旋轉，

但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本身的體積和形狀不會改

變。例如：爸爸開車時，車子停在家門口和開到巷

口看起來的大小雖然不同，可是大腦能夠辨認此為

同一物體，亦即形狀恆常。而形狀恆常能力有狀況

的孩子，當物體轉一個方向他會不習慣、甚至不認

得。例如玩形狀配對，孩子總習慣將星星的其中一

個尖頭朝上，倘若將星星轉個角度，他的情緒會變

差。至於到了學習階段，最明顯的問題即是文字辨

認出現狀況，一旦字體改變，例如：變成楷書體、

明體、或黑體等，孩子就不認得。 

5、序列記憶 

視覺記憶單指一個物體，而序列記憶則是有順序的

視覺記憶。張旭鎧治療師舉例說明：「爸媽寫一串簡單

的數字，問問孩子能否認得？能否記憶？並覆誦正確的

數字？」由於學習主要依賴視覺，若序列記憶能力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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