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廣聯合國《殘疾人權利公約》紀錄片系列 

《沒有牆的世界 IV》 
 
香港電台電視部與勞工及福利局／康復諮詢委員會聯合製作 
 
 
播映時間：  2013 年 7 月 24 日至 2013 年 9 月 11 日 

逢星期三晚上七時無綫電視翡翠台播出 
 
 
全系列共 8 集半小時紀錄片（高清製作） 
 
 
高級監製：陳曼儀 
監製：余世民 
統籌：楊安怡 
導演︰伍自禎、黎妙雪、曹送麗、梁建明、藍靜雯、雷麗蓮、許敏芳、李才良 
 
 
序言： 
 
每個兒童都生而獨特。聯合國《殘疾人權利公約》表彰不論傷健，兒童均應該受到關愛及保

護，擁有平等機會去學習和成長。那麼，家庭、學校和社會應如何履行責任，在兒童成長路

上的不同階段，按個別性格、興趣和潛能，協助他們發展自我，達致傷健共融？一共八集的

《沒有牆的世界 IV》紀錄了不同殘疾學童的真實故事。透過故事中真摯的分享，我們能對殘

疾兒童的所思所想和生活面貌，有更透徹的認識和了解，繼而嘗試尋找與他們同行的最適切

方法。 
 
 
附件：第一至八集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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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他和他的兩文四語》  編導：黎妙雪 
 

(2013 年 7 月 24 日 播 出 ) 
 

大 綱  

 

兩顆單純沒偏見的心，讓健聽的凱乘和有聽障的竣竣走在一起成為好友。 
一份共融的精神，為他倆開創了新天空。 
 
不同語言，你我都活在同一個世界。傷健之間，有時就只欠一道橋樑。 
凱乘和竣竣，一人一方，一手一腳，築起了一道語言的橋樑。 
 
蕭凱乘和司徒銘竣 (竣竣) 由小一至今，已經做了五年的同班同學。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提供支援，包括實行手語及口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因此，健聽的凱乘從課堂中及竣

竣身上學習手語，而竣竣因為時常與好友凱乘玩耍而提高了口語能力。 
 
五年的相處，鞏固了凱乘和竣竣一起建立的友誼橋。凱乘不想因為升中而拆毀。 
 
面對升中，凱乘本考入媽媽心儀的中學，可是他不想與竣竣分離，也不願放棄學習手語，竟

向媽媽爭取要和竣竣升讀同一中學。凱乘告訴媽媽，他喜歡手語，已立志將來成為手語翻譯

員，以幫助好友和其他聽障人士。媽媽最終了解凱乘的想法，決定尊重和支持他的選擇。 
 
學會一種語言，開啟你和我的新世界。 
 
語言包羅萬象，日新月異，是生活、思考和成長的根本。語言是小孩子認識世界的工具。小

孩子有了這工具，無論在課堂內或外，他們都能吸收知識。語言亦讓小孩子能與人溝通，學

會理解別人的感受，同時亦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手語是聽障人士的語言，但它不局限於聽

障人士的溝通，它不是一扇封閉的門，它是一扇通向世界的門。有了語言，我們便能學習、

思考和溝通。小孩子有了語言，世界自然廣大。 
 
因為懂得手語，年紀小小的凱乘認識了聽障，擴闊了天空。因為好友竣竣，凱乘志願成為手

語翻譯員，為聽障人士築起與世界互動的橋樑。 
 
 
 
聯合國《殘疾人權公約》 第二十四條 
確認殘疾人享有受教育的權利。確保以最適合個人情況的語文及交流方式和手段，在最有利
於發展學習和社交能力的環境中，向盲、聾或聾盲人，特別是盲、聾或聾盲兒童提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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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讀寫不容易》    編導：伍自禎 
 
(2013 年 7 月 31 日 播 出 ) 
 
大 綱  

 
自小有讀寫障礙的中五學生文智立，掙扎了多年，終願衝破圍牆接受輔導。正視學習障礙後，

適切的訓練令智立的世界頓變海闊天空。 
 
以前，文智立連單詞也看不懂、記不著;  今天，他不只能牢記琴音，更可以給你完整彈奏一

曲。若沒有中四下旬那一刻、不知哪裡來的蠻勁，決意去找導師改善自己的障礙，智立就不

會發現，原來由自己親手彈奏的音符，是那麼美妙。 
 
能在短短四個月學曉彈琴，文智立不是甚麼天才。相反，單親家庭長大的智立，因有讀寫障

礙，自覺學習上比不上別人，以致嚴重缺乏自信，經常逃避與人接觸。雖被學校編入訓練小

組，但打從中一開始，他就抗拒輔導，「走堂」無數。當時智立的母親需長時間在外工作、家

裡又沒有兄弟姊妹作伴，智立的生活就只有打遊戲機或偶爾研習自己比較搞得懂的數學題。 
 
直到中四的一天，不知從何來的一股勇氣讓智立主動去找這四年來一直跟進自己的社工導

師。這小小的一步，大大改變了智立的世界。 
 
普遍讀寫障礙的學生常面對的問題包括閱讀欠流暢、錯讀詞彙、難以牢記筆劃等。透過不同

的訓練，提升智立的手眼協調。其中，通過「文字記認」–即以抄寫及故事圖像形式的訓練，

令智立在中文認字和寫作上，取得進步。 
 
去年暑假，智立亦在導師的鼓勵下，第一次「跨出圍牆」做暑期工。現在更協助導師為其他

學障學童補習，以同路人的身分與他們分享一步步努力改進的歷程。 
 
由面對障礙、自我封鎖，到發掘興趣，尋回自我價值。看文智立過去一年，如何透過適當的

輔導改善問題，讓你更了解特殊學習障礙學童的徵狀和需要，給予鼓勵和援手。 

 

 

 

聯合國《殘疾人權公約》第二十四條 
在各級教育實行包容性教育制度和終生學習，以便充分開發人的潛力，培養自尊自重精神；
並確保最充分地發展殘疾人的個性、才華和創造力以及智能和體能。 
 
 
 
 
 
 
 
 
 
[接下頁] 



 

 

第 三 集 《 我 信 我 能 》    編 導 ： 雷 麗 蓮  
 
(2013 年 8 月 7 日 播 出 ) 
 
大 綱  
 
活在漆黑中並沒有影響兩個失明年青人的世界，Kelvin 和芷君一個喜歡下棋，一個愛「看」

小說，追求著一樣的樂趣。 
 
今年讀中三的 Kelvin 自幼完全失明，但父母沒有因為這身體障礙而對他過份保護，反而更刻

意訓練他獨立。像小時候 Kelvin 跌倒，即使如何心疼父母都從不攙扶，要他努力自己爬起來。

父母認為「放手」，給予 Kelvin 適度自由發展自己的興趣，更能讓他學懂照顧自己。正因父

母這分從小的鼓勵和肯定，令 Kelvin 性格開朗自信，「看不見」對他來說，只是生活上多了

「一點不方便」。 
 
三年前，Kelvin 在父母的支持下，開始參加黑白棋比賽，與健視的棋手們切磋棋藝。此後便

每年都到國外參賽。期末考試過後，Kelvin 正積極備戰在廣州舉行的中國黑白棋大賽。他為

自己訂下目標 – 就是打入決賽，獲得代表中國參加年底世界賽的資格。 
 

同樣是自幼失明的芷君，今年就讀中六。由於手部觸感微弱，芷君不能像一般視障同學般以

手指摸讀點字來學習，但她努力不懈，練就了用嘴唇讀點字的特殊技能，雖然速度很慢且非

常累人，芷君沒有卻步，將全副精力和時間都用來讀書，令成績一直名列前茅。母親對芷君

照顧無微不至，但也不過分保護，讓芷君相信自己的能力、建立起信心。芷君正戰戰兢兢地

等待文憑試放榜，她也為自己訂下目標 – 升上大學入讀喜歡的翻譯系。 
 

透過鼓勵和適當的訓練，視障人士和你我一樣，都有能力去實踐自己的理想。  
 
 
聯合國《殘疾人權公約》第七條 
殘疾兒童有權在與其他兒童平等的基礎上，就一切影響本人的事項自由表達意見，並獲得適
合其殘疾狀況和年齡的輔助手段以實現這項權利，殘疾兒童的意見應當按其年齡和成熟程度
適當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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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杯澳的童畫》  編導：梁建明 
 

(2013 年 8 月 14 日 播 出 ) 
 

大 綱  
 
每個人生來都獨一無二，各有優點長處，儘管有時未必明顯可見，若你肯耐心去發掘欣賞，

世界將多添一重色彩。 

 

對於小六學生嘉敏來說，她的世界確實充滿色彩。因她自小喜歡畫畫，透過繪畫去表達心中

所想。 

 

但嘉敏卻不愛說話。她在兩歲時被診斷出患有自閉症。媽媽經過一再尋求專業意見、確認及

考量她的能力後，便送她入讀普通小學。上學的起初三年，不擅語言溝通的嘉敏，每天只愛

不停地畫，即使上課時也不願把畫筆放下，雖然學業成績跟得上，但卻完全不能融入同學社

群中，學校亦一時束手無策。其後透過老師和父母不同的策略和訓練，令嘉敏漸漸衝破與人

溝通的屏障。本來只屬於嘉敏自我世界的色彩，就這樣慢慢地被外面世界融化。 

 

更重要的是老師和同學們的包容。他們尊重嘉敏性格上的差異，形容她只是個「較為文靜、

有點固執」的女孩。媽媽則說嘉敏守時、有紀律。此外，嘉敏亦有不少過人之處。她有超強

的記憶力，對全世界的國旗無一不曉，能背誦全本英文字典，更從網上自學了印度文和泰文，

甚至對全校師生的姓名都瞭如指掌！這些，都成為同學們欣賞嘉敏的地方。 

 

所謂天生必有我才。只要我們願意接受彼此差異，細心發掘欣賞，每個人必有其獨特可愛之

處。建立共融社會的大前提，就是你我都懂得互相尊重、開放包容。就讓我們一起為這世界

添上色彩。 

 

 

 
聯合國《殘疾人權公約》 第三條 
尊重固有尊嚴和個人自主，包括自由作出自己的選擇，以及個人的自立；並尊重差異，接受
殘疾人是人的多樣性的一部分和人類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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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驛動少年夢》  編導：曹送麗  

 

(2013 年 8 月 21 日 播 出 ) 
 

大 綱  

 

追夢，從來不是很遙遠的事。患有大腦麻痺症的馬仔、添欣和曉林，不窒礙於身體的局限，

立志追求各自的夢。 
 
李克勤的【告別校園時】歌詞中兩段： 
到未來，那一方，人飄泊，路茫茫 
仍然在這裡找到一點點光 
 
正是在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唸中五，行將畢業的馬偉杰（馬仔）近日的寫照。 
 
患有大腦麻痺症的馬仔，在學校渡過十多個寒暑，離別在即，除了不捨之外，還要面對未來

出路的選擇。畢業生可能繼續升學、接受職業培訓、就業或到庇護工場。但愛好運動，喜歡

為自己訂立奮鬥目標的馬仔卻希望找尋其他方向。 
 
同校的兩位女同學謝添欣和楊曉林，明年要面對文憑試的壓力，雖然同樣患有大腦麻痺症，

兩人卻都懷著各自的青蔥夢想。添欣善於語言溝通，表達自我，亦常結交不同圈子的朋友，

曾經有上電台主持節目的經驗，她的理想亦正是當電台節目主持。至於取得硬地滾球運動驕

人成績的曉林，因自己的成長經歷，促使她志願成為社工。 
 
兩個女孩子閒來亦跟普通女孩一樣，課餘喜歡「唱 K」、「煲電視劇」，玩音樂不亦樂乎。 
 
當有人覺得殘疾人士和健全者會有所不同，這三位年青人正好道出青春驛動的心，不會因身

體的障礙而停頓，追求夢想就是天生的權利。 
 
 
 
聯合國《殘疾人權公約》第十九條 
確認所有殘疾人享有在社區中生活的平等權利以及與其他人同等的選擇，並應當採取有效和
適當的措施，以便利殘疾人充分享有這項權利以及充分融入和參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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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集《愛。有味道》  編導：藍靜雯 
 
(2013 年 8 月 28 日 播 出 ) 
 
大綱 
 
年紀小小的 同時有過度活躍 或稱注意力不足 的學習障礙和糖尿病，她的父母每一刻

都需要付出加倍的精神和耐性，很需要外間的支持。 
 
Sammi 是爸爸媽媽的掌上明珠，白白胖胖的她從小就活潑好動，非常可愛。三口家過著的平

凡生活，卻在 Sammi 上小學後完全扭轉。 
 
Sammi 在小二的時候，被察覺出現學習問題，經過診斷證實她有過度活躍症，學習能力高、

但注意力不足。父母在醫生的建議下讓 Sammi 試用藥物，很快 Sammi 的學習能力就有所改

善。但怎樣也想不到，以為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之際，卻傳來另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醫生說

Sammi 患有一型糖尿病！一型糖尿病又稱「兒童糖尿病」，患者的一生，每天都要注射胰島素，

以維持健康。 
 
面對突如其來的轉變，Sammi 的父母積極學習和她一起面對和適應。Sammi 很愛吃，但為了

控制血糖不得不戒口，每次她想吃甜食，都要先計算會否超標，爸媽亦陪她一起吃得清淡。

而因為要負擔醫藥費，Sammi 也跟爸媽一起節制消費。學校對 Sammi 的支持和鼓勵，幫助了

她和父母在調整生活期間的適應。 
 
今天，Sammi 已升上小五。面臨期末考試，注意力不足的問題令她需要服用藥物去提高專注

力，但藥物卻對 Sammi 產生副作用，影響食慾。父母擔心患有糖尿病的她未必能夠承受；但

Sammi 很想爭取好成績，不願意停藥。爸媽一方面不想令 Sammi 失望，另一方面也不願放鬆

她的健康。但無奈藥物的選擇不多，Sammi 的父母只能夠聽從醫生的建議，按不同時候的需

要，來選服用長、中或短效的藥，以調節副作用的影響程度。 
 
要照顧同時有過度活躍及糖尿病的孩子，著實不容易。Sammi 的父母在醫生、學校和志願團

體的鼓勵和支援下，繼續每天學習給孩子最適切的照顧。 
 
聯合國《殘疾人權利公約》第十條 
原則為人人享有固有的生命權，締約國應當採取一切必要措施，確保殘疾人在與其他人平等
的基礎上切實享有這一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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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集 《 開 心 果 放 暑 假 》   編 導 ： 許 敏 芳  
 
(2013 年 9 月 4 日 播 出 ) 
 
大 綱  
 
十四五歲的少年人，開始懂裝扮，開始會追捧追明星，開始有主見，在未長大與長大了之間，

有很多事情要去探索，有很多空間要去開闊，就是為了認識自己、尋找自己和塑造自己。兩

位患唐氏綜合症的少年人梁曉丰(Nathan)與梁殷慈(殷慈)，出生在不同的家庭，但同樣在竉愛

中成長，兩個都是開心果。 
 
Nathan 在國際學校讀書，與孖生哥哥同時出生，卻只有他一個的染色體與人不同。縱使步伐

有點慢，但 Nathan 樣樣皆精，語言、運動、音樂，對他而言，都沒難度。父母給予他空間發

展自己的興趣，卻總覺他的生活圈子仍是不夠闊。雖然 Nathan 意會到自己有點與別不同，卻

絲毫沒有影響他對自己各方面的信心。他最愛的金句，就是他偶像 Justin Bieber 主唱的歌名：

Never say never! 
 
殷慈是個開心女孩，覺得自己可愛、漂亮，舞姿優美。每當電視出現「少女時代」和林峰，

她總愛隨節拍盡情跳舞。媽媽是最了解殷慈的照顧者，殷慈的快樂性格，多少也遺傳自媽媽。

媽媽對女兒的單純，既愛又擔心；生活事上樣樣照顧周到，卻又怕她長不大；一方面笑著罵

她懶惰、做大小姐不幫忙家務，一方面又怕她應付不來。雖然每天反復面對著這些母親的矛

盾，這位樂天的母親卻沒苦惱。反之，母親不為明天憂慮的生活態度，為女兒帶來不少正面

能量。 
 
暑假了，暫停了熟悉的學校生活，但跟其他青少年一樣，他們也有數不完的活動，要挑戰的

事情也許更多，父母趁機會想他們成長和獨立，在想放手與不放心之間，或許自己也在學習

拿揑之中。 
 
 
聯合國《殘疾人權公約》第十七條 
 每個殘疾人的身心完整性有權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尊重。 
 
 
 
 
 
 
 
 
 
 
 
 
 
 
 
 
[接下頁] 

 



 

第八集《照顧與被照顧》    編導：李才良 
 
(2013 年 9 月 11 日 播 出 ) 
 
大綱 
 
患有肌肉萎縮症的阿亨從小習慣被人照顧，但隨著逐漸長大，開始看到其他人的需要，他希

望自己也能夠照顧人。 
 
因為患有肌肉萎縮症，阿亨行動不便，自小要坐輪椅，日常起居必須靠他人照顧。身邊的人

無論是父母、親友、朋輩或醫護人員，都供給阿亨一切所需，讓他性格一直較消極被動。 
 
當年日漸過，年歲漸長，阿亨經過不少學習和歷練，思想變得成熟。現就讀中五的他喜歡觀

察和思考身邊的人和事，比從前更懂得為別人設想。他開始明白父母的苦心，為了不想讓父

母失望，即使明知自己的病不會痊癒，他仍然樂意繼續接受父母安排的治療，為的是讓他們

安心。 
 
他也開始顧念到家傭的勞累，家傭從早到晚要扶體重不輕的他上落進出，為了讓家傭每晚可

以更早休息，阿亨通常約十時許便去睡覺。 
 
同學和朋友亦逐漸發掘到阿亨的領導才能，讓他在一些隊制比賽中發揮領導角色，照顧組員，

又帶領隊伍贏得不少獎項。 
 
信仰對阿亨亦有支持，他會挑戰自己，學習傳道、做主持、領唱詩歌……更樂於與人分享自

己過去的經歷及學習所得。  
 
現在的阿亨不再只靠別人的給予和照顧，相反，他留意到別人的需要，希望可以盡自己所長

幫助及照顧別人、回饋社會。  
 
 
聯合國《殘疾人權公約》 第二十八條 
確認殘疾人有權為自己及其家屬獲得適足的生活水平，包括適足的食物、衣物、住房，以及
不斷改善生活條件。確認殘疾人有權獲得社會保護，並有權在不受基於殘疾的歧視的情況下
享有這項權利。 
 
 
 
 
 
 
 
 
 
 
 
 
 
[全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