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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国家有 8500 万残疾人。在熟

悉的校园里，我们会经常看到残疾同学的身影，身体的残疾，给他们

的生活、学习带来了很多的不便，让我们走近他们，去帮助他们，在

帮助他们的同时，我们的心灵也会快乐起来哦……

残疾人，是我们人类家园的一员，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邻居，

是我们的同学，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从小学会尊重他们，理解他们，

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是我们每个少先队员应当懂得的道理，也是我

们的一份责任和义务。

同学们，胸前飘扬的红领巾，是太阳的颜色，看到太阳，我们的

心里就充满了温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红领巾手拉手助残”活动，

是让亲爱的同学们与身边的残疾小朋友，手拉手，心连心，共享一片

蓝天，一起快乐成长。    

亲爱的同学们，快快伸出你热情的小手，参加到这项活动中来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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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我生活的漫长黑夜里，

我读过的书以及别人读给我听的书，

已经变成一座伟大光明的灯塔，

向我揭示出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最

深泉源。海伦·凯勒 

美国著名盲聋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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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把视力残疾

人带到椅子的后边，把

他的一只手放在椅背

上，另一只手放在桌

边；让他自己调整桌椅

间距离，并确定椅面上

没有杂物，自行坐下。

请这样做

入座

    视力残疾人由于视力障碍，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在黑暗

中，看不到阳光，看不到鲜花，看不到多彩的生活，甚至无法

独立出行……当我们在街头、商场、电影院、图书馆等公共场

所遇到视力残疾人时——



3

来到门口时，我们先观察门的宽窄，让他站

在门轴一边，用手找到门把手并握住；我们放开

门把手，由他把门打开；通过门后，再由他把门

轻轻关上。

　　               

进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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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楼梯口处时，我们稍作停顿，语言提

示：“要上（下）楼梯了。”视力残疾人上前半

步，与我们并排面向楼梯站立。

上楼梯：我们可以先上一步楼梯，视力残疾

人根据手臂的感觉跟随晚一步上楼梯。当我们上

完最后一级台阶时略加停顿，示意他还有一级台

阶就到平地了，当他上完最后一级台阶站稳后，

我们再带领其行进。

下楼梯：我们先一步下楼梯，视力残疾人根

据手臂的感觉跟随晚一步下楼梯。当我们下完最

后一级台阶时略加停顿，示意他还有一级台阶就

到平地了，

当他下完最

后一级台阶

站稳后，我

们再带领其

行进。

上下楼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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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站在视

力残疾人前，引导他

抓住车门扶手，按照

上楼梯的方法上车。

上车后，我们还要协

助他们握紧扶手或拉

环，以防车辆开动时

摔倒。同时，我们还

可以提醒车上乘客为

他们让座。下车时，

待车辆停稳后，我们

要先站在视力残疾人

前面，引导他走到车

门口，握住阶梯扶

手，按照下楼梯的方

法下车。

乘坐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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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带视

力残疾人走到坐

便器正前方，让

其摸到冲水把手

的位置，若是自

动冲水的，要告

知，之后离开。

带领视力残疾人游览时，要特别注意安全。

要让他们走在离水边、山崖边、人群远的那侧。

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自己所见的画面，用生动、形

象的语言描述给他们听；允许摸的、安全的植

物、雕塑等可扶着他的手触摸。

使用洗手间

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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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视力残疾人生病到医院看病需要帮助

时，不要慌张，尽可能用比较平和的语气、低缓

的语速向医生介绍他的病情及状况。对他的药物

要一一说明用法用量，并让他摸到放置的位置。

对特殊药物要特别提醒服用的注意事项。

将视力残疾人带到商店购物时，要根据他

的要求介绍商品信息，如价格、产地、材质、

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尽量让他直接与售货员

交流，不要包办代替。要让他亲手摸到所购物

品。付款时要让他亲自办理，可以告诉他手中

的钱的组成，例如 ： 2 张 100 元的， 3 张 10 元

的……购物结束时，可提醒他放好钱包。所购

物品尽量由他自己拿着，若所购物品很多，可

征得他同意后帮助拿一部分。

就医

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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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得到主人允许时，

不要抚摸导盲犬或分散导盲犬

的注意力，更不要随意喂食导

盲犬。

导盲犬

在握手前应首先进行语言提示；视力残疾人

伸出手，应主动相迎；当两位视力残疾人需要握

手时，我们要及时引导他们的手接触。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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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残疾人的行李和随身物品不习惯离身，

一般由自己携带，除非他提出需要帮助，我们不

要主动为其提行李。

在距离视力残疾人一两米远时，首先应有一个

声音的提示，让他知道你在附近，然后再进行交谈

和帮助，语气应诚恳而平和。视力残疾人一般都比

较拘谨，切勿大声疾呼或突然向其握手和拥抱，以

免使其受到惊吓。遇到两个以上视力残疾人，不仅

要和认识的打招呼，也要与不认识的打招呼；如果

是和一群人在一起，要记住先告诉大家你是谁，使

对方明确自己正在与谁说话。

当要离开时，须事先告知和你说话的那

个人。视力残疾人要离开时，应做到“有迎有

送”，做到讲文明、懂礼貌。

行李和物品

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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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可以尽量多地告知对方关于你的信

息，让他有信任和安全感。

来到他们的身边和离开他们的身边一定要有声音

或动作示意。

对他讲话时先说他的名字，提示正在对他说，并

保持正常的语调和语音与他们讲话。

指示方位要清楚准确。如“把水杯放在你自己的

前面”，而不是“把水杯放在那儿”；“在你左前方一米

左右”，而不是“在这里”。

别因为他们看不见而有时做些“小动作”——其

实他们有可能“看到”，有可能听到，有可能猜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