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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剩餘視力研究成功  失明者將重睹天日 

    

雖然經過二十幾年的實驗，事實証明「剩餘視力」訓練，能有效的幫助部

分失明人士，達到盲人能看開眼字的目的。但直到今日依然有許多人爭論該種

方法的可行性。 

道地眼睛的運用對視力到底有沒有損害呢?  一般的意見認為，應勸告弱視

者不要太過於用眼力，這樣是會增加眼球的負擔，但贊成用「剩餘視力」訓練

的人士，包括眼科醫生，都鼓勵多用視力，認為這是不會損害或減低其剩餘視

力的，希望視力有所改善，並不是將視力運用「貯存」，而是應該將視力效能

盡量發揮。 

據稱，用此種方法訓練失明人士，早在二十幾年前， 歐美各國已採用，並

且以美國發展得相當成功。 

心光盲人學校，負責「剩餘視力」訓練的教育社工許令嫻說，該校雖早聞

有這種訓練，但碍於經費，人才不足，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正式成立，在籌備的

一年中，他們曾遠赴美國觀摩教學方式，及派專人遠至歐洲各國採購必備儀

器。 

許氏並稱，目前接受「剩餘視力」訓練學生，在開始時，由五歲至十三歲

的學生接受訓練，但目前已能推廣服務至全校的學生。全校共有十位同學正接

受這種治療。 

然而哪些失明者才能接受這種治療? 其成功比例又達到甚麼程度? 

許氏解釋稱，當然，並非是所有法定失明人士，都可接受這種訓練。大致

「失明」的定義分為兩大類:其一是完全看不到物體，其二則是屬於弱視者，通

常這類的人能在某一些距離內，可看到「驟眼牌」上最大的字，或能大致分別

出形狀及顏色。 

 

失明定義分兩大類 要訓練「剩餘視力」 得分三個階段進行 

 

這裏先補充一點，屬於第二類的失明者，他和患上近視者不同之處，在於

失明者在視界上，即使是屬於弱視，其視力改善不能靠眼鏡輔助，而得以改

善，但近視者則不同，只要配以適當的眼鏡，將可和正常眼鏡一般的運用。 

目前「剩餘視力」訓練共分三個階段，由驗眼醫生做眼部感覺試驗，分析

失明程度，是否可以接受「剩餘視力」課程。據許氏稱，通常來說只要學生能

分別出光的來源，大致接受訓練是不成問題的。 



完成了這個階段，接下去就是開始正式進入課程上課，由於每一個

學生失明程度有異，因而身為輔導員必須先和醫生研究，因應學生個人

的需要，來編定訓練課程。在這部分，最主要是要學生將手眼加以配合

應用，如將一個彩球拋於前方，要求學生將球拾回，交回老師手中，再

進一步是訓練學生，分辨形狀、顏色，方位。 

最後一個階段，則是進入閱讀書寫。許氏說，由於經過一段長時期，眼部

運用，大部分學生只須帶上眼鏡，將物件往眼部靠近，已能看到事物，不過，

一些視力能力比較差的，則須靠放大鏡，甚至閉露電視，紫外光燈輔助，許氏

稱，有時他們會用螢光筆來幫助他們閱讀。 

 

成功率達百分八十 

許氏說，在第二階段中，只須經過三、四個月觀察，大致已知學生進度程

度能達到一個甚麼階段，在總共接受過該課程的十幾個同學中，只有兩位是不

能進入第三階段。 

如遇到這類情形，他們會將採特殊例子，訂一個不同的學習目標。雖然他

們不能閱讀書寫，但依然可以訓練他們對一些大方向的辨別，許氏並補充說，

每個人在第二時期所須時間不同，一般以兩年後完畢為多。 

隨著課程安排，接受「剩餘視力」訓練者，年歲愈小愈好，以一位五歲小

童為例，則可以一面接受該等特殊教育，另一面能配合適齡的知識教育，而不

妨碍其學習程序。 

 

盲人失明分別於先後天不同程度  家長學校配合使失明者恢復視野 

除了接受正規的視力運用訓練外，身為家長的，也應多鼓勵孩子多用眼

睛，這種雙管齊下的教育，將會更迅速幫助「失明者」視野上的進步。 

一位社工表示，家長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主要的教育者之一， 她呼籲，對

一位失明的兒女(這裏是指可以接受剩餘視力訓練者)，家長應多方面幫助兒童

的學業正常化的進展，更應注意其興趣所及，將其發掘、 培養，在視力方面應

多激勵他們多用視力來學習。 

在心光盲人學校內，筆者曾訪問兩位該校的見習生，及正就讀中二的學

生。 

筆者和他們見面的地方， 是一間音樂教堂，在長廊處已能清楚的聽到，一

陣陣傳來的琴聲，應和該校的社工方姑娘，用聲音告訴他，我們正在欣賞他的

琴聲，當時，只見他用雙手摸索凸字樂譜，看他表情似乎要將剛才「摸」出來

的東西，記在腦中，而再彈出來。他一邊彈著一首不知名的練習譜，另外一邊

和我們交談，筆者除了能欣賞到美妙的琴聲外，在言談中對這位朋友，更深一



層的了解，他很謙虛的說自己的彈琴並不好，他只學了短短一年時間， 他雖然

已在該校畢業了，但依然時常回來探訪和練琴，他現在正在一間中學就讀中

四。 

 

靠摸凸字  轉升中學 耳聽參考  口授有師  

筆者問:「在學校裏有沒有遇到學習上的困難?」他微笑的說，在剛開始時

是有些困難，但日子久了也就應適應了，同時各同學對他都很好的。接著方姑

娘並補充的說，該校共有三位教師，專門負責照顧，該校畢業生繼續升讀其他

學校時的輔導，而每一位教師負責八位同學。他們的工作包括充當學校和學生

間的溝通橋樑，由於他們雙目失明，學習只能靠凸字輔助，因而每到考試、作

業， 都由這三位教師代為翻譯，同時他們也會替「盲生」翻譯有關的參考書，

溫習功課，讀些課本給他們聽等。因而大部分繼續升讀中四的學生，都能很順

利完成他們的學業。 

談了這麼多，似乎打擾了他們練琴的時間，方姑娘鼓勵他再表演多一首，

他立刻很輕鬆的說，真正要表演，應該請「心光猛人」出馬，他不用任何輔助

物很熟練的走進另一間房屋，領一位同學出來，經過介紹很快的聊了上來，他

並很大方的，表演流暢純熟的樂章。隨著琴聲，夾著笑聲愉快的完成一次訪

問。 

 

本港「心光盲人學校」 校舍環境雖幽美 無奈難圓欣賞願 

背山面海，陣陣微風吹佛，紅花點綴著兩旁的林木，一道斜坡而下，這裏

的環境給人一種樸素之美，有種怡神的感覺。心光盲人學校的校舍就是如此的

優美，但令人聯想到的悲哀是，他們只能用「心」去感受，而無法實際的欣

賞。 

近年來社會大眾對失明人的態度，有著顯著的改變，對失明人已不再存有

恐懼和懷疑了。許多事實証明失明人對某種工作，其能力與普通人無異，有時

甚至比一般人做得更好。 

這些都可歸功於學校教育對失明者教育的成功， 該校社工方姑娘表示一直

以來，失明者最需要的莫過於教育與訓練。而從教育中訓練他們如何適應這個

社會，並建立自信、自尊及自立能力。 

該校課程安排，不論是幼稚班、 小學或中學，都和一般學校無異，並加上

特別教育的內容，同時院方也考慮到一些中三的畢業生就業問題，特設就業前

的各項訓練。 在學習方面，失明人雖有其不便之先天條件限制，但方姑娘認

為，經由教師悉心教導依然可以扶持渡過學習的階段。校內許多模型、縫紉、

木工、陶工，機械操作的工作，在一位開眼人看來，他們能得心應手的應付自



如，似乎有點匪夷所思，但在我們認為困難的事情，在他們做起來卻是那麼平

常而理所當然! 

 

相片說明： 

相片一：學童種植花木園藝技巧熟練不凡(左排上圖) 

 

相片二：學童掘地種樹亦無異於常人(左排中圖)

 



盲學生書寫 何異於常人 

鐵一般的事實放在眼前，盲人不但能看到開眼字，而且能寫整齊的字句。

以上是心光盲人學校，一位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作文簿摘錄。 

 

相片三：看看整齊的書寫可見訓練過的效果(右排中圖) 

 

相片四：學童雖然眼看不見，經訓練後機械鑽孔均能應付。(右排下圖)  

 

 



相片五：學童切菜燒飯操刀也不怕傷手(左排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