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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視知覺 
• 學齡兒童的重要職能活動，就是作為一位學生。在學校有30~60%的時間
在閱讀、書寫、使用視覺來完成桌上型任務。 

• 視覺：眼睛接受視覺訊息後經由神經傳遞至大腦，影響視覺的因素可能包
含眼球動作、視力、視野、雙眼是否可將個別影像融合為一、是否有立體
覺等。 

• 視知覺： 大腦如何將視覺刺激擷取、解釋其相關意義、最後做出適當的
反應，也就是所謂的視知覺。 

若您的孩子出現以下情形： 

• 小朋友閱讀時常不知道讀到哪裡了。 

• 寫反字、仿畫、閱讀困難。 

• 生活中常找不到近在眼前的物品。 

• 玩丟接球時覺得特別困難。 

這些都有可能是兒童的視知覺發展未成熟所致，進而影響到兒童日常生活甚至
在學校的適應能力。 

 

我們的訓練原則： 

• 首先，先判斷是否為視力、眼球動作、視野等生理功能缺陷，有問題請請
教眼科醫師。 

• 接下來需要注意兒童的視覺注意力、視覺掃描搜尋的策略是否影響活動表
現。 

• 建議降低環境中的視覺干擾、改變環境或教室陳設，讓空間保持乾淨整齊 

• 練習眼睛視覺搜尋策略，如閱讀時或寫作業時依照固定順序，由上而下、
由左而右、先看全部再看細節，並彈性調整策略。 

 

• 職能治療師利用遊戲與活動的方式來促進兒童視知覺能力，家長也可以試
著讓孩子嘗試視知覺遊戲或許可以改善兒童的適應與學習能力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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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知覺的類別 

 

 

  定義 行為表徵               缺失的表徵 

主題背景
區辨 

從一個雜亂的背景裡能夠看出一個
形狀 

兒童可以從裝滿玩具的箱子中利用視覺找到一個喜
歡的玩具。 

  無法從黑板或書本中找到自己要抄寫或閱讀的文字，
容易跳行。 

形狀恆常 認識到形狀與物件在不同的環境、
位置及大小都維持不變、不論大變
大、變小、旋轉、一部分藏起來，
都可以找到發現並辨識出來。 

比如說英文字母，打字、手寫不同字體都可以辨識
出來是同一個字。 

  

  改變字跡，會認不得字。 

視覺完形 指認出不完整呈現的形狀或物件，
兒童可以透過想像去完整拼出這個
不完整的物件，讓兒童可以不必看
到完整的物體就可以找到物件。 

桌上一隻筆被書本蓋住，兒童可以不拿開書本直接
找到。 

  寫字時部分文字被遮住或只看到拼圖明顯的特徵時，
不知道該字或該拼圖是什麼東西。 

視覺區辨 可以分辨兩個或兩個以上物品之間
不同的地方 

看得出來兩個很像的字，他們之間的差異性 

  學習寫字或注音、數字(如6或9)時，長得很像的字
會無法分辨。 

視覺空間 物體和物體或物體與自己的空間關
係（2Ｄ或3D） 

如走路的深度知覺、辨別寫字時兩個字、部首（部
件）之間的關係、區分左右。 

  寫字的時候部件會飛開、學習新的文字時，無法區
分筆劃的位置。 

視覺記憶 我們將視覺訊息儲存在記憶區，比
如記住剛剛看到的視覺圖像，才能
在看到新的物件時，能有效的來再
辨認出來。 

學習新的文字或注音符號時可以透過記憶記得筆順、
記得看過的物品。 

  書讀到第二行，不記得第一行的文字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