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区助残（中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社区助残（中级）>>

13位ISBN编号：9787504597656

10位ISBN编号：7504597651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作者：上海市职业培训研究发展中心组织　编写

页数：244

字数：28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区助残（中级）>>

内容概要

　　《1+X职业技术·职业资格培训教材：社区助残（中级）》从强化培养操作技能、掌握实用技术
的角度出发，较好地体现r当前最新的实用知识与操作技术，对于提高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掌握四级
社会工作者（社区助残）的核心知识与技能有直接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本教材在编写中根据本职业的工作特点，以能力培养为根本出发点，采用模块化的编写方式。
全书共分为6章，内容包括：残疾人身心特点、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残疾人教育培训、残疾人简单
劳动、残疾人体育健身以及残疾人居家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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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视力残疾者的心理特征 1.认知特征 （1）感觉。
在现实生活中，全盲的视力残疾者并不多见，多数视力残疾者都有残余视力，即使是这种模糊、变形
以及不完整的信息，对视力残疾者学习行为技能，了解、控制环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视力残疾者在助视器的帮助下，结合听觉、触觉、嗅觉、动觉所提供的信息，也能够较快地形成对事
物的完整认识。
 对于视力残疾者来说，听觉是他们识别和判断事物特征的重要途径之一。
视力残疾者可以凭借听觉获取知识、辨认他人以及进行空间定向等。
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较为频繁地使用听觉，使他们的听觉能力逐渐发展成熟，甚至在听觉注意力、选择
性和记忆力等方面较正常人更为敏锐，这是他们在后天的生活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缺陷补偿和感觉适应
的结果。
 触觉也称为压觉，是皮肤表面承受某物体压力或触及某物时所产生的一种感觉。
同听觉一样，触觉也是视力残疾者认识外界事物的重要渠道之一。
视力残疾者通过触摸物体来了解其形状、大小、轻重、温度、软硬、粗细，了解它们的质地等特征。
因而对于视力残疾者来说，自古就有“以手代目”的说法。
特别是视力残疾者由于长期的触摸锻炼，形成了非常灵敏的触摸触觉。
 （2）知觉。
视力残疾者较难从认识对象中辨识出最重要的方面。
以听觉来说，虽然视力残疾者具有较好的听觉选择性，但是也会多多少少被迫听进去一些无关的信息
；而在触摸时，为了能更好地理解事物，视力残疾者就必须全面详细地进行触摸，因此很难分清主体
与背景。
 一方面，视力残疾者由于其他感知觉感知信息的速度要明显慢于视觉，所以在缺乏大量视觉经验，也
没有直接触觉经验的情况下，视力残疾者很难理解一些概念；另一方面，他们在将通过听觉、触觉获
得的信息整合上也有一定困难。
 视力残疾者的形状知觉、大小知觉主要靠触觉和动觉，一般准确性差、速度慢；空间定向对普通人是
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对于视力残疾者则相对困难得多。
 在时间感上，视力残疾者无法对时间形成感性的体验，没有直接形象的事物与时间知觉发生相应的联
系，因此，无法通过日出日落、天明天暗等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获得时间知觉的线索。
但是，他们可以利用生活中的一些周期性活动规律、自己的生理时钟和身体内的代谢作用来作为时间
的参考标志。
而对时间的精确判断，视力残疾者则可以借助先进的辅助技术装置完成，例如盲人手表或报时表等。
 （3）注意。
视力残疾者由于缺乏容量较大的视觉信息，只能借助听觉、触觉、嗅觉以及味觉等其他感觉器官获取
的信息整合来认识周围事物。
因此，视力残疾者在听觉、触觉和嗅觉等有意注意较为突出，特别是听觉注意有明显的增强。
 视力残疾者虽然不能或很难从事有视觉参与的注意分配活动，但其他感觉通道的注意分配活动同样可
以发展得非常好。
从另一方面讲，视力残疾者不容易受到视觉方面无关刺激的影响，通常能表现出较好的注意稳定性。
 （4）记忆。
视力残疾者主要依靠听觉、嗅觉、触觉等感知记忆为基础，来对事物进行再认和回忆。
视力残疾者由于视觉的缺陷在由视觉感知事物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困难或者根本无法通过视觉来感
知事物，因此在其记忆过程中，表现出缺乏视觉表象或视觉表象不完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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