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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耳的成立，由聽障青年李菁的故事開始

2008年3月1日，一向積極熱誠、熱愛繪畫、文筆秀麗、精於棋藝的李菁，因為深度弱聽的障礙，完成大

學課程後卻一直不能找到工作，最後選擇一躍而下。對於一個自幼跨越過無數障礙的青年而言，輕生絕

對不是容易的決定，更不是消極退縮的選擇，而是以性命控訴社會對聽障人士的白眼。李菁離世的消息

一時成為了新聞話題，敲碎了李菁家人的心，震撼了整個聾人圈子，也感動了許多從來沒有關心過聽障人士

的大眾巿民。

李菁曾在個人文章寫下這樣的一段心聲：

「曾經，我以為自己是一條龍，來到世間接受割耳的手術。可是，我一直找不到那雙龍耳，我想找的是什麼，

什麼才是我的龍耳。」

走過26年青春歲月，李菁就像所有熱血青年一樣，一直追求一展才華的機會，希望獲得社會的認同和接

納，可惜一雙聽不見的耳朶卻成為她的羈絆。李菁離開了，但家人對她的愛不減，她的精神由她的家人

及熱心服務聽障人士的義工延續下去。2008年7月，李菁一家聯同熱心的義工，決定成立「龍耳」，希望

將悲憤轉化成動力，協助聽障人士投入社會，延續李菁未完成的路，建設聾健共融的社會。

發展至今，在社會賢達的支持下，龍耳已經由過去聽障人士自助支援組織，發展至目前以全面及專業為

本的服務中心，為聽障人士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包括職業轉介及培訓、僱主支援、聽障家庭輔導、手語

教育、手語翻譯，以及擴闊聾健共融基礎的公眾教育等。

龍耳的成立，由聽障青年李菁的故事開始

2008年3月1日，一向積極熱誠、熱愛繪畫、文筆秀麗、精於棋藝的李菁，因為深度弱聽的障礙，完成大

學課程後卻一直不能找到工作，最後選擇一躍而下。對於一個自幼跨越過無數障礙的青年而言，輕生絕

對不是容易的決定，更不是消極退縮的選擇，而是以性命控訴社會對聽障人士的白眼。李菁離世的消息

一時成為了新聞話題，敲碎了李菁家人的心，震撼了整個聾人圈子，也感動了許多從來沒有關心過聽障人士

的大眾巿民。

李菁曾在個人文章寫下這樣的一段心聲：

「曾經，我以為自己是一條龍，來到世間接受割耳的手術。可是，我一直找不到那雙龍耳，我想找的是什麼，

什麼才是我的龍耳。」

走過26年青春歲月，李菁就像所有熱血青年一樣，一直追求一展才華的機會，希望獲得社會的認同和接

納，可惜一雙聽不見的耳朶卻成為她的羈絆。李菁離開了，但家人對她的愛不減，她的精神由她的家人

及熱心服務聽障人士的義工延續下去。2008年7月，李菁一家聯同熱心的義工，決定成立「龍耳」，希望

將悲憤轉化成動力，協助聽障人士投入社會，延續李菁未完成的路，建設聾健共融的社會。

發展至今，在社會賢達的支持下，龍耳已經由過去聽障人士自助支援組織，發展至目前以全面及專業為

本的服務中心，為聽障人士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包括職業轉介及培訓、僱主支援、聽障家庭輔導、手語

教育、手語翻譯，以及擴闊聾健共融基礎的公眾教育等。

龍
耳簡
介

模擬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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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定義知多點
聽障是指聽覺受到不同程度損害的人士，按2005-2007香港康
復計劃方案檢討工作小組 制訂之《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為聽障
所作出的分類，大致如下：

聽覺受損程度

極度嚴重 

嚴重 

中度嚴重 

中度 

輕度 

正常

聽力損失 高於 9 0 分 貝

聽力損失 由 7 1 至 9 0 分 貝

聽力損失 由 5 6 至 7 0 分 貝 

聽力損失 由 4 1 至 5 5 分 貝

聽力損失 由 2 6 至 4 0 分 貝 

聽力損失為 2 5 分 貝 或 以 下

聽障的成因

聽力障礙除了可能源自年長而機能退化
外，同樣可能透過遺傳、懷孕時、生產
過程中或 成長過程中受感染而出現病變
形成。另外，嚴重撞擊同樣是造成永久
性聽力障礙的成因。 

在具體聽力障礙上，聽障是可以分為三
種，包括： (一 )傳導性聽力障礙； (二 ) 
感音神經性 聽障；及 (三) 中樞性聽障。

傳導性聽力 損失

感音神經性 聽力損失

中樞性聽力 損失

受損部份：外耳、中耳
可配戴助聽器補完一定程度的聽力

受損部份：外耳、中耳
聽覺神經容易疲倦
聽覺動態範圍變窄，可聽見及忍受的音閾較小、清晰度較差
助聽器幫助有限

受損部份：中樞神經 聽神經
無法透過助聽器協助補完聽力

部份聽障人士是同時擁有兩種或以上的聽力障礙，通常稱為混合聽障。

香港聽障人士小資料

香港目前有15萬5千位聽障人士。
只有6.1%聽障人士擁有專上教育學歷。
近2成聽障人士是在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行業工作。
近4成聽障人士任職 非技術工作，如家務助理及清潔工人等。
按2013年資料，聽障人士每月就業收入中位為 HKD $10,000，較健聽$12,000 - 15,000低2至3成。

資料來源《第62號專題報告書》，政府統計處，香港特別行政區

常見誤解
社會對聽障人士的常見誤解
聽障人士的溝通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口語、唇讀、紙筆及手語進行交流，然而普遍社會人士對於聽障人
士在溝通交流是有不少誤解。因此要促進共融，首先由破除誤解開始。

Q 我該如何稱呼聽障人士？

A 不少媒體都會用「聾啞人士」稱呼聽障人士，但是這是錯誤的，也是對聾人的不尊重。因為聽障和 
 語障是兩種不同的障礙，聽障人士很多時候只是選擇不說話，但並不代表他們沒有說話的能力。部 
 份聽障人士在接受言語治療後，都可以和一般人用說話溝通。

 因此，切勿稱呼聽障人士作「聾啞人士」，你可以簡單稱呼他們為聾人。

Q 唇語溝通可靠嗎？

A 部份聽障人士可以透過言語治療或者生活經驗掌握唇語溝通，但並非所有聽障人士都能夠學習和運 
 用唇語。

另外，唇語溝通上有時也會因為唇型類近而出現誤會，譬如中文的「魚」、「豬」、「1」、「7」；或英文的
「Night」、「Height」都是有相近的唇型。

Q 助聽可以百份百讓聽障人士回復聽力？

A 助聽器只能模擬現場的聲音，而不能夠讓聽障人士回復聽力，因此如果用眼鏡比喻作助聽器是錯誤 
 的。而且，大部份助聽器的功能均會受到溝通環境雜音的影響，因此越是吵鬧的地方，助聽器的功 
 能則會越差。以下是助聽器使用者的心聲：

 「通常在人多或者吵鬧的地方，我都會關上助聽器，因為助聽器會將所有的聲音都放大，我不單  

 難以集中對話，而且放大了的聲音也會把我腦袋轟好辛苦。」

Q 所有聽障人士都懂得手語？

A 手語是需要長時間學習以及練習的語文系統，而香港亦沒 
 有規定聽障人士都電要學習手語，因此並非所有聽障人士 
 都有接受手語的教學。

Q 有沒有統一的手語？

A 並沒有統一的手語，不同地區、社群都有自己的手語特色。

汔車美容手譯

紅十字會急救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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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常用手語詞彙 服務業常用手語詞彙

《無障手語行》手語教學 - 下午

《無障手語行》手語教學 - 早上

《無障手語行》手語教學 - 坐

《無障手語行》手語教學 - 不適

《無障手語行》手語教學 - 晚上

《無障手語行》手語教學 - 等等

《無障手語行》手語教學 - 幫你什麼

《無障手語行》手語教學 -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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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聽障人士溝通 - 如何接待聾人或弱聽顧客？

1. 使用手語 

 手語是聾人的母語，而當中有獨特的文化和文法特色。學習手語除了可以加強您與聾人 
 朋友的溝通外，更可以體會獨特的聾人文化 Deaf Culture。馬上登入 龍耳面書   
 (https://www.facebook.com/silence.deaf)，觀看我們的手語影片。

2. 紙筆溝通

 和聽障人士溝通時，亦可以善用紙筆書寫作為溝通橋樑。但要留意兩點，包括：

 第一，在書寫時，最好站在聽障朋友身旁，讓他與您一同閱讀一同書寫，以便在馬上澄 
 清或補充。

 第二，使用書面語，並且造句宜簡短及具體，盡量少用潮流用語，以免有誤解。

3. 留意溝通環境

 由於聽障人士溝通對視覺有高度的依賴，因此良好的視覺環境對於溝通質素有絕大的影 
 響。良好的視覺環境包括有兩方面：

 i. 良好的光線，讓聽障人士可以觀看您的文字，或者是您的表情和手語。除了光線要充 
  足外，都要小心留意您身處的位置會否逆光。

 ii. 安全感高的環境，如會議室、接待處等都可以提高聽障人士的安全感。切勿在馬路邊 
  或多干擾的地方，如電視機附近，以免漏看了唇語或手語。

 良好的溝通在於兩方的平等參與，所以不妨在溝通交流前，問問聽障朋友意見！

4. 與手語翻譯員合作

 手語翻譯員是經過專業訓練的工作人員，您可以邀請手語翻譯員幫忙溝通。在溝通時， 
 您可以安排手語翻譯員站在您身旁，與聽障朋友對望交流；而在交流的過程中，您只需 
 專注聽障人士溝通就可以。

5. 讀唇溝通

 您也可以詢問聽障朋友可否用唇語溝通，因為並非所有聽障人士都懂得唇語。在使用  
 唇語溝通時，您只需要減慢語速，無須誇張口型，因為當您誇張口型時，連帶面部表  
 情就會扭曲，聽障朋友將會更難閱讀您的訊息。

聾人及弱聽人士與一般顧客是一樣，都希望在購買或消費的過程中得到尊重、愉快和親
切的體驗。因此最好的接待方法其實和健聽顧客一樣，不妨走多一步，用微笑耐性接待
詢問顧客希望以甚麼方法溝通，一同營造友善的服務環境。

參考資料：”Tips on Serving Customers with Disabilities”, Ontario Education Ser-
vices Corporation (OESC), 2012

宴會化粧手譯 龍舟比賽手譯

為煤氣公司提供工作坊
協助僱主了解如何與聽障員工相處和學習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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