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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堂加深大眾認識點字 

 

仁慈堂舉辦點字工作坊 

【本報消息】點字向來給人一種很“深奧”的感覺，也錯誤被認為只有視障人士才

會學習的東西，而且學懂也難以跟大眾接軌。有見及此，仁慈堂屬下盲人重建中

心日前舉辦一連三天共九小時的工作坊，主要面向健視人士，加深大眾認識點   

字，以及如何把點字融入現代科技，從而改善生活，甚至增加獲取知識和就業的

渠道。 

    三天的工作坊裡，導師主要教授了點字的起源、定義、英文字母的結構、阿拉

伯數字符號以及中文字的組成，也介紹了學習和製作點字的工具和遊戲。透過互

動和活動的教學方式，讓學員除了對點字有所認識，還了解到很多幫助視障人士

融入生活的小程式和工具。有見參與者不少都是老師和社工，導師更花時間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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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訓練視障人士”以及“視障人士的心聲”兩個方向融入上課內容，讓參與的學

員除了認知到科技和點字外，還可了解培訓視障人士可針對的目標和方向。 

    有參與者表示，工作坊讓自己大開眼界，增廣見聞，過往以為自己協助視障朋

友的舉動無問題，參加後發現原來領路方法以至協助的心態都要重新調整。過往

覺得視障朋友很難與外界接軌，參加後看到他們對科技知識掌握比自己還多，懂

得善用科技解決自己生活問題。例如看書、上網、乘搭巴士、整理和分辨物件   

等，透過電腦的屏幕閱讀軟件，以及點字方法的打字程式，學習了點字後就能如

一般人一樣讀書工作，反而以為自己是“強者”的健視人士更應反思。 

    工作坊導師認為，工作坊的總體目標不在於學員最後是否能摸讀點字，畢竟要

純熟使用，都需花上一定時間和心力練習。工作坊更希望帶出點字是一種語言，

但其認受性比其他語言低很多，甚至可能被貼上了“壞標籤”。導師從事點字製作

和教學多年，其中一個最大的經驗是，起初不明白點字用途的人都十分抗拒，甚

至反對子女學習，但當自己學習後，反而更喜歡用點字輸入法來打字，因為只要

拼音準確就肯定能打到字，更意識到自己懶音的問題。 

    中心主任梁雪梅表示，工作坊出席率接近百分之百，不少教師社工善用自己暑

假和工餘時間來進修，實在非常感動。雖然現在有一種論調說，用“聽”以及“語
音輸入”已可做到吸取資訊及輸入文字的效果，但“語音輸入”如遇上周邊環境嘈

雜、不能上網，或要輸入有條理和結構的文章時，“語音輸入”很容易出錯。在不

少國際研討會上不難發現，視障人士都會以點字記錄講稿，繼而在台上做演講介

紹，法律條文、數據等複雜的資訊也完全精準無誤。但如果只能用語音，則未必

可全部資訊都能先背好來演講。期望社會各界能對點字有更正確理解，尤其是有

視障子女的家長，不應用自己主觀誤解關掉孩子學習的“後門”，把握時間，盡早

學習。 

    甚麼是點字？一個由六個點組成的長方形，即兩點闊，三點高，共有六十三個

變化。 

    活動獲社工局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