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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文：何睿知 

 

小小的香港，也能誕生問鼎奧運獎牌的世界級運動員，可見外在環境的局限，

並不能阻擋個人追求卓越的鬥志。同樣，只要找到正確的方法，堅持不懈，加

上旁人適當的支援，視障也只是成功路上微不足道的一筆。 

 

協進會獲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資助，支援視障人士學習音樂，該

項目的視障職員冼頌恩更撰文介紹這個名為“視得其樂”的計劃。多年來無數

視障音樂人克服購買點字樂譜的重重關卡，追逐理想，筆者盼望這個計劃能使

他們在音樂路上事半功倍。 

 

個人的努力是成功的關鍵，但旁人的鼓勵同樣重要，服務中心社工阮玉鳳撰寫

的《為照顧者伸出援手》一文便介紹了協進會新推出的照顧者支援服務。這是

一個具有前瞻性的項目，視障者自身在家庭擁有穩定的支援系統，更勇敢地奔

向障礙重重的社會，追求理想。 

 

堅持，就是不斷嘗試直到成功為止。這既是一種體育精神，也是對理想擇善固

執的表現。筆者訪問了兩位準視障咖啡師，寫成《用心沖調，咖啡香濃》一

文。視障人士在學習沖調咖啡的過程或許與健視者不同，但能找到屬於自己的

成功竅門並加以鍛煉，個人的適應力與毅力可見一斑。。 

 

本期刊登的三篇文章，全關於協進會最近推出的新項目。雖然疫情尚未退卻，

但我們相信有危自然有機，而且在這個充滿挑戰的當下，更讓我們察覺自助互

助的重要性。執筆之時，協進會開設的社企餐廳——休 Cafe 已開業，盼望能在

店內見到各位的身影。這不但是支持視障人士就業的行動，更是對他們所付出

努力的一份肯定。 

  



學習音樂，視得其樂 

文：冼頌恩 

 

（編者按：作者為負責視得其樂音樂培訓計劃之職員。） 

 

一直以來，視障人士學習音樂都是很平常的事，過往也有很多非常優秀的視障

音樂家，然而，他們的學習歷程又是怎樣的呢？ 

 

作為過來人，我可以和大家分享，視障人士學習音樂不能單靠聽覺，摸讀點字

樂譜，了解樂曲的細節，才能成為一位出色的演奏者，情況如同健視人士閱讀

五線譜一樣。不過視障人士學習音樂的歷程卻是非常艱辛的，一方面製作點字

樂譜的資源十分短缺，過往我們只能向外國的圖書館或視障服務機構購買樂

譜，收到後，就需要花時間將樂譜背誦下來，加上不斷練習，才做到完美的演

奏。 

 

本會一直關注會員缺乏音樂學習資源的情況，期望透過開展專業培訓，讓視障

音樂人可以接受有系統的訓練，並透過公開演出增強信心及在音樂路上享有平

等機會，繼而將此發展為個人的事業。 

 

自本年開始，我們很榮幸能得到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資助，開展

了一個為期三年的培訓計劃，並命名為「視得其樂」，寓意視障人士可以得到學

習音樂所需的支援和培訓，從而令他們享受到學習音樂的樂趣。本計劃內容包

括培訓八位聲樂及四位鋼琴學生，提供師友諮詢服務、舉辦公開演出，以及提

供學習音樂的支援。 

 

在上半年裡，我們成功甄選了合適的參加者，並在六月下旬舉行了第一次師友

聚會，學員們非常投入參與，踴躍地分享未來三年的學習目標，及現時學音樂

遇到的困難，我深信他們必定能在未來的訓練中獲益，將來我們也能欣賞到他

們的精湛演出。 

 

除了上述十二位參加者的培訓外，本計劃也與本會的無障易學計劃合作製作點

字樂譜，務求增加樂譜供應，減輕視障人士學習音樂的困難。另外，我們亦開

展了製作點字樂譜義工培訓，讓健視音樂人也能為我們的樂譜製作出一分力，

實踐藝術共融的理念。 

  



為照顧者伸出援手 

文：阮玉鳳 

 

（編者按：作者為負責照顧者支援服務的社工。） 

 

 多年來，本港的復康政策著重殘疾人士自身的需要，卻忽略其照顧者同樣是

值得關注的一群，事實上，傳媒間中也會報導照顧者因壓力過大，求助無門而導

致的種種悲劇。部分視障人士因行動不便，無法通過與外界緊密聯繫以排解各種

負面情緒，他們身旁的照顧者不但要料理他們的日常起居，還需擔當他們宣洩情

緒的出口，其承受的重擔可想而知。 

 

有見及此，社會福利署增撥資源，由去年 11 月開始，為全港視障人士照顧者免

費提供支援服務，目的是透過全面支援視障人士及其照顧者，讓家庭成員之間的

關係更加和諧以建立美滿的家庭，並透過個案輔導和各種小組活動，舒緩照顧者

的壓力，服務推行超過半年，受惠家庭共有十多個，當中不乏有令人印象深刻的

個案。 

 

陳先生（化名）今年 75 歲，與雙目失明的妻子同住。自從陳太於 15 年前確診患

上青光眼後，陳先生便辭去工作，專心照顧她。由於陳先生年紀老邁，一直深受

痛症影響，本會社工初次家訪時，他表示自己雙腳麻痺時替妻子煮飯十分困難，

於是社工主動向申請送飯服務的機構更新這個家庭的狀況，陳太的送飯服務不久

便獲得安排。陳太也曾表示擔心丈夫因痛症影響，外出覆診有危險，社工也曾陪

伴陳先生跨區求診，彌補坊間陪診服務的缺口。此外，由於陳先生對智能手機不

熟悉，無法協助妻子安裝通訊軟件來參加協進會的網上活動，社工便安排熟悉資

訊科技的職員登門為他們解決相關難題，使陳太可以安坐家中，與其他視障人士

保持聯繫。 

 

每個人都有遇到困難，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照顧者也一樣，若果你是一位視障

人士的照顧者，或者你身邊都有一些視障人士的照顧者正值面對困難而感到惆悵

的話，歡迎致電 2760 0100 與我們聯絡，我們會為他們伸出援手。  



用心沖調，咖啡香濃 

文：何睿知 

 

「我可不是每次都做到呀，但我可以說視障人士是有能力拉到花的。」談到某

天在咖啡店實習時的成功經驗，人稱「朱仔」的視障準咖啡師朱偉民顯得有點

尷尬，但經歷數天密集苦練後的成功和喜悅，卻是隔著電話也能清楚聽到的。 

 

協進會於年初獲得社會福利署創業展才能計劃的資助，開設結合按摩與咖啡兩

大元素的「休 Cafe」，並培訓了 10 位視障人士在咖啡店內擔任咖啡師，朱仔便

是其中之一。弱視的他曾考慮報讀外間的咖啡師課程，但因各種原因而作罷。

其後得知協進會的相關課程招生，當時待業的他便毫不猶豫地報名了。 

 

「我們連續上課 4 天，當中主要學習沖調濃縮咖啡和鮮奶咖啡，因為其他的咖

啡種類例如朱古力咖啡等，都是由此演變而來。」雖然朱仔對咖啡的認識不

少，家中也有相關器具，但這並不使他在上課時有任何優勢。他認為最困難是

壓粉的過程，因為稍一不慎便嚴重影響咖啡的品質。 

 

提起壓粉，本身是全失明的另一位咖啡師黃秀平也印象深刻。「那是一個叫填壓

器的金屬工具，好像舊式圖章，用來將咖啡粉壓平後，從上方注水，流經中間

的這層粉末然後落入最下方的杯子。導師會抓著我的手，讓我感受應該用甚麼

力度，因為如果用力不當或不均，進出咖啡粉的水量和水流便會改變，繼而使

製成品分量不夠或口感太薄。」 

 

在秀平看來，成功的秘訣是緊記每個細節，例如擺放杯子的角度，不同動作所

用的力度等。她認同視障人士需要更多時間去熟悉每個步驟，在進入「休

Cafe」實戰首天，也要先熟習不同型號機器的微小差別。除了嘗試拉花，朱仔

近期也購買了手沖咖啡工具，讓興趣和事業完美結合。談到就業前景，兩人均

坦言未知能否在 Cafe 長期擔任全職，但他們仍盼望通過這門專長，向自己，也

向社會證明視障人士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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