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請公眾人士提交意見書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3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二) 

下午 4:30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舉行會議,  

是次會議主題是"聽障學生"融合教育的困難。  

 

謹請各界人士或團體於 2013 年 6 月 9 日前提交意見。 

而有意出席上述會議的人士或團體， 

請填妥回條於 2013 年 6 月 9 日前交回小組委員會秘書。 

 

懂手語的人太少 無聲世界裏的孩子內心很苦澀 

餐廳點菜、商店買東西,甚至是問路, 

這些普通人看來再平常不過的事, 

對聽障人士來說,卻是困難重重。 

校園裏,他們可以用“手語”暢行, 

但離開校門,他們必須隨身帶上紙筆或能打手機短訊訊息， 

否則,連在餐廳點餐都會成為他們的困難。 

 

“我真想和正常人交流,可是我沒法和正常人溝通, 

因為正常人說話,我有些聽不懂,很難和正常人交流,說話有些不清楚, 

讓正常人聽不懂,對我來說很遺憾。 

 

聽障人士在書寫本上寫了這樣一段話, 

因為對詞語理解有誤差,語序稍顯混亂。 

聽障人士最大的困難就是在公共場合和他人溝通, 

這是困擾聽障朋友的最大難題。 

 

在公共場所,很少有人能懂手語, 

有時一件很簡單的事他們卻要表達十幾次。 

希望社會上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手語,了解這些聽障人士, 

給他們更多關心和幫助,讓聽障人士在語言溝通上更方便, 

也能更好地適應這個社會。 

 

服務性行業的工作人員, 

其中包括銀行、電訊公司等等,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會懂手語。 

 

聽障人士未成年的時候,在成長階段, 

因無法與他人交流,造成內心孤獨,他們又希望融入社會, 

這就需要社會對他們多一點點的關愛, 

 

特別是一些服務性行業, 

可以學習一些簡單的手語,來幫助這個特殊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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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聽障學生都有一個課本, 

上面記錄著他們出門需要與他人交流的話語, 

他們渴望與正常人交流及意見心得。 

   

聽障學生出門必帶紙和筆 

聽障學生們在校園內溝通交流意見及分享平台，, 

因為大家都使用自己的“香港手語”﹐ 

但只要出了校門,溝通就成了難題。 

 

每個學生身上都要帶著小簿仔,上面記著和別人說的什麼呢？ 

要說什麼之類的話語,引導學生在外面與普通人交流。 

 

在聽障學生的課本上,記著看到了一個手掌大小的記事本, 

裏面密密麻麻記錄了他和別人說過的話, 

內容小到詞語解釋,大到探討人生。 

 

這個小記事本就像他們的口頭,逐字逐句盡顯苦澀。 

全校聾障學生都有這麼一個本子, 

記錄著自己的成長和語言的進步。 

我是特別地著急能像正常人一樣, 

是因為在他們面前遇到很多事情, 

 

例如︰買東西,我想吃的,想要買的東西,說不出清楚的聲音, 

服務員每次拿的東西都不是我想要的,溝通真是非常困難。 

像買東西這樣簡單的事,他不止一次地受到困擾, 

到餐廳點餐就更費勁了,因為外面的人大多都不懂得運用香港手語。 

我想和正常人說交流意見及分享, 

但是我不會說話,也聽不到,無法和正常人溝通, 

看著正常人聽到了能夠說話,很方便, 

可是我聽不懂正常人說話,真不好意思。 

聽障學生寫道,和他們溝通,最快的方式只有寫字。 

 

“不會說,可以寫, 我們不怕累” 

真想和正常人溝通交流,希望自己能說話,也想像正常人說話一樣? 

如果我說話別人聽不清楚的話,能手機寫短信息和本子上寫字給別人看, 

雙方就明白了,我們不怕累,不怕寫得很多了。 

 

班裏的聽障學生都給他說過, 

希望能夠接觸社會,和正常人多多交流, 

鍛練自己語言能力的同時,得到正常人的認同和支持。 



 

融合教育對聽障學生的要點 

有很多聽障人士，有些智力發展遲鈍，有些發高燒會引起致聾， 

有些聽神經出了問題，更有些完全沒有聲音的感覺。 

 

嚴重聽障人士有戴助聽器都覺得大聲變成罵人， 

細聲就聽得唔清楚，有很多意思及語句都被誤會了， 

及有些聽到的地方會有很多錯漏及忽略的感覺。 

 

聽障人士是有分很多不同的需要。 

如︰手語溝通、紙筆溝通、唇語溝通、圖像說明溝通、 

手語唇語雙互溝通， 

還有現時先進科技發達，可用短訊溝通、即時聊天室的文字溝通， 

群組會議多人文字上的溝通， 

３Ｄ手機視像溝通（不過很貴，每分鐘都要收錢）， 

在未來還可使用免費的視像會議 app 手機程式去溝通， 

以幫助處理及突發性的應變能力， 

 

但有很多聽障人士，有些智力發展遲鈍，有些發高燒會引起致聾， 

有些聽神經出了問題，更有些完全沒有聲音的感覺。          

  

聽障人士對學習方面會採用一些簡單、容易記起的教學方法、 

包括圖像、影片、文字、歌路的教學方法……等等， 

或對某件事物有感興趣容易產生學習的動機， 

 

現在過了十八歲的我，也是很想再返校園讀書寫字， 

希望可以返老還童，但現在網上科技太過先進， 

建議每位家庭都有一部桌上電腦， 

提供給智障學員學到更多的知識， 

 

但還是在學校要找個耐 心教師去教這班智障學生， 

我讀一句，你就跟住讀一句！ 

唔需要背默﹐唔需要考試，只需要了解他們想讀什麼書？ 

或是讀什麼科目有興趣。 

 

從而家長可以充當老師，在教學經驗方面一定很有效用， 

只是在課堂上輕鬆教學就可以， 

因為他們是沒有記性，很容易忘記， 

就像我自己一樣，每天都會在報章上搜集有用的資料， 



然後大家留心聽住，我讀一句，大家就跟住讀一句， 

因為他們很喜歡讀書，但是就用的方法不得其所， 

希望詀他們智障學員有書讀，建立一間和諧的社會， 

多些吸收知識，或許有一天跟我一樣可以發表個人意見！ 

 

如果大家都很想讀書，就就拿住本書給家長聽聽， 

家長就一邊讀出該字的發音﹐一邊聆聽智障學員的發音， 

這樣就可以陪伴大半生。 

 

隨著腦部退化，認知障礙症患者會逐漸失去思考、 

認知、記憶、表達、理解、判斷、自理能力等， 

認知障礙症只會不斷轉差， 

同時患者會因為逐漸失去自我能力， 

會自責、內疚，會有負面情緒的出現。 

晚期患者會完全失去自我照顧的能力， 

需要 24 小時不斷照顧。 

 

希望政府正視 60 歲以下患者的需要， 

現時長者日間中心 60 歲以上的長者才可以使用， 

故 60 歲以下的認知障礙患者便完全沒有支援。 

亦希望政府盡快設立不設年齡限制的照顧者津貼。 

 

YOUTUBE「未來科技」都會提及過， 

這種未來裝置的必備條件， 

可應用於汽車、學校、醫院、家庭、主題公園……等等， 

實行電子化平板電腦的應用及廣泛， 

大大吸引了香港聽障學生接受融合教育的新良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hTUDpXI0YY 

 

聽障人士︰游慧貞   

電郵︰    

聯絡短訊/whatsapp︰ 

Facebook︰ 

電話︰ (游太)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