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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而安 suí yù ér ān: to reconcile oneself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高空绳索 gāo kōng shéng suǒ: high rope  杆细胞 gǎn xì bāo: rod cells  

Punch
强打

赵卓立为令正细心打领带，关爱之情流露无遗。

继续跟自己赛跑
赵

令正（12岁）从小就视力
不好，四五岁时被诊断出
近视度数达近1000点，医
生怀疑他视网膜有问题，

建议他爸妈带他去医院做进一步检
查，结果发现他患上了色素性视网膜
炎（retinitis pigmentosa）。

　　色素性视网膜炎是一种先天性眼
疾，患者会因为视网膜的视杆细胞逐
渐失去区别光亮的敏感度。以令正的
情况来说，他看到的东西是一块一块
的，像拼图那样；有人坐在他对面，
他也看不清楚对方的脸，只能靠声音
分辨。

　　念育德小学的头两年，令正因为
看不清楚白板上的字，得麻烦同学帮
他抄笔记，好让他回家复习。他说：
“一般同学的作业是A4纸张，我的与
众不同，老师必须把题目特别印在A3
纸张，并采用较大的黑体字样，我才
看得到。”

●在进行任何身体上的接触前，先表明身份。

●协助视力有问题的同学阅读书面资料。

●允许视力有问题的同学握住你的手肘，但不要牵着
他的手，因为他可能需要用手臂来平衡自己，让他牵
着你会更恰当。

●在离开前通知对方，或询问他还需要什么帮助。

（资料提供：全国福利理事会）

赵令正和爸妈的关
系很好，每天会跟
他们分享学校的点
点滴滴。

课桌上的“玩具”
　　用这样的方法上课和复习，多少
影响了令正的学业成绩。令正的爸爸
赵卓立透露，当时他的听写经常不及
格，但是天性乐观的他并没有因此而
气馁。
　　小三那一年，令正获得为视障者
提供系统化教育与生活支援的资源中
心“iC2 Prephouse”的帮忙，成功申
请到教育部资助，为他添购一台电子
影象放大镜（CCTV），安装在他的课
桌上。而赵卓立也自掏腰包多买了一
台放在家里，如此一来，令正终于能
独立学习，不必麻烦同学抄笔记，成
绩也慢慢变好了。
　　课桌上多了一台器材，同学们会
好奇是理所当然的，令正回忆说：
“刚开始时，他们一直过来玩器材上
的不同按钮，我越阻止，他们就越想
玩，后来我听爸爸的话，放手给他们
玩，还教他们如何使用，就不觉得他
们是在干扰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令正随遇而安
的性格，对于升中学后的生活，他也
抱着同样的心态面对。他说：“离开

熟悉的小学，到中学的全新环境，我
会有一点紧张，但还不至于担心，反
正开学头几天，我都会呆在课室。我
在小学使用的CCTV会跟着我移到中
学的课室，相信有些同学也会对它感
到好奇。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向
他们解释器材的功能，让他们多了解
我。”

升中学的挑战
　　为了确保令正能顺利过渡到中
学，赵卓立和太太刘兴玉去年底获知
他被分配到绿苑中学后，第一时间把
他的情况告诉该校的校长。赵卓立指
出，由于视力不好，令正不太能判断
周遭事物的远近和大小，走路时很容
易撞到课室的桌椅或墙壁等，这也是
为什么他说自己刚开学时会先尽量留
在课室。
　　另外，中学课程有许多小组作业
和户外学习之旅，而令正的情况多少
会影响他在这两方面的表现，赵卓立
和刘兴玉担心他有可能因此被排挤，
所幸的是，绿苑中学校长了解他们的
顾虑后，承诺会做出安排，比如开学
头几周就让一名教师负责帮助令正适

应新环境，才使他们暂时放下心头大
石。
　　担心归担心，令正的爸妈其实也
不想让视力不佳妨碍令正体验好玩的
校园生活，所以他会和其他同学一起
参加学校主办的中一新生营。
　　刘兴玉透露，从小到大他们都很
鼓励令正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
小学露营时，他就尝试了走高空绳索
和骑脚踏车等。
　　赵卓立说：“我们希望他建立自
信，不要受限于视力问题，培养起对
生活事物的探索精神和学习热忱，到
中学更是如此。”

身为同学，
你可以怎么做？

CCTV能把字体放大40倍，不过这种器材得特别从美国进口，价格不菲。左一为赵令正的导师李丽芳。

　　第一天开学，你最担心什么？

　　对于从小学升中学的新生来说，他们最担心

的，莫过于陌生的环境、课业加重、新同学和老

师好不好相处……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新生当中的一批特需学

生呢？教育部回答《逗号》询问时指出，目前约有

2万名有轻微特殊需要的学生就读主流小学、中

学和初级学院，占总学生人数的4.5%。

　　特需学生要担心的事情是否更多？身为同学

的你又能做些什么，帮助他们减轻这些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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