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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智障人士講死？
唔係呀嘛！

佢邊識呀！
好快佢就唔記
得架啦！

會嚇親佢架！ 佢會有行為
情緒架！

服務對
象需要



對他們重要的親人
突然消失了，他們
真的會沒有反應嗎？



有人認為智障人士不能理解死亡，於是亦不會受喪親或死亡影響，此實屬謬誤。
(Botsford,2000)。愛爾蘭(2012)、香港大學與東華三院(2013)分別推行了一項關於智障人
士生死觀念的研究。

愛爾蘭學者測試34位智障人士對死亡概念的認識，當中1/4人完全理解死亡概念，2/3人
有部份掌握。

香港大學與東華三院進行104名智障人士進行研究，當中有近85%為中度智障人士，其餘
為輕度人士。

謬誤

• 當中能完全正確理解「不能逆轉概念」及「不能

活動概念」的參加者有67.3%及59.6%。

• 這正推翻了智障人士不識死的謬誤。我們再不能

以他們不明白死亡為藉口，而剝奪他們對死亡及

喪親經歷所產生的情感需要。

• 資料來自周燕雯2016

理論
應用



-組員能對其中的兩個死亡概
念的掌握有所提升 (5個死亡概
念包括：不能活動、不能逆轉、
廣泛性、多元因素、不能避免 )

目標
制定

1.認識死亡的
概念

2. 提升對死亡
的正面態度

-使用香港大學美善生命計劃的
死亡態度評估問卷的其中兩條
問題來測試組員對死亡的觀感。

-以及組員是否喜歡參與生死教
育的小組來測試。

-問卷會參照MCEVOY ET 
AL.(2012)，以死亡情境故事
作為測試服務使用者對死亡概
念的認知。



服務使用者參加「我的生命」小組

基本資料(18人)：

性別 頻數(%)

男 61%

女 39%

智障程度 頻數(%)

並非智障 0

輕度智障 22%

中度智障 72%

嚴重智障 6%

調查設計—定期評估
本調查採用量性研究方法及單一組別前後對照設計

S I N G L E - G R O U P  P R E - P O S T  T E S T  D E S I G N (自我對照 )

輸入

由2017年4月起，本會不
同單位都會舉行「我的
生命」小組，並透過問
卷測試來進行評估。

我們為智障人士舉行
了兩次生死教育小組！

舉行時間是2016年
10月至12月，一共5

節。



來看看他們的
開組情況！

組員進行呼吸練習來抒緩哀傷的情緒。 組員吹泡泡來體驗失去的感受。

組員透過繪畫來表達自己或感受。

活動





第三節是關於珍惜家人，當我們分享有關生死經驗
的繪本故事及歌曲時，分別有組員感到哀傷而落淚，
他們的心是很柔軟的呀！



組員寫心意卡表達對親人的愛意和謝意。

這節有關家庭樹，組員忍不住要跟自己
的家庭樹來一張合照。

組員計劃自己的葬禮安排。

透過種植，讓組員經驗生與
死的過程。



每位組員都有一本生命冊及植物，他們都好
投入開組，而且每棵植物都好茂盛。

組員見到生命工具冊上有自己的相片，感到好開心。
生命冊完成後，他們可以拿來欣賞或跟人一起分享
他們的故事。



18位組員全部完成小組。

大部份組員都投入參與，表現開心，不少組員還向社工表示下次要繼續參加，
沒有被挑選入小組的舍友，亦向社工表示想參加。

輸出

死左之後，我想
被解剖(想當無
言老師)。

死係好傷心
一個人，生老
病死係必經架

佢上左天堂
有耶穌，就
可以復活。我屋企人唔

鍾意講死架！

以下是他們對死亡的真實心聲：

我爸爸和媽媽
都係心臟病死

我有食飯食餸，
咪唔會死。

我唔會死，因
為媽媽會好傷

心



根據T-TEST的分析，組員在不能活動(Q2.1)、不能逆轉(Q2.2)、廣泛性(Q2.3)和多元因素(Q2.4)的概念上，在認知上有
明顯的進步，證明他們能掌握死亡的概念。

死亡概念的認知
成效



在死亡的態度上(Q1.4)，組員參與小組後，在避免談論死亡上有明顯的上升，證明他們不介意
談論死亡，故此他們需要一個平台讓他們多討論。

成效
死亡態度的轉變

0.05



舍友面對親人臨終
處理個案分享

麥可兒 社工



我應該對智障的家人談死嗎?



個案分享—少紅



關於少紅
輕度智障學員

年齡：60

有言語表達能力

個性：樂觀、樂於助人、重視家人(每星期
回家渡假)

喜好：吃東西、去街、…

家庭狀況：

1. 與弟、弟婦、姪女、父母同住；另外有
2姐、1兄、1妹；

2. 家人十分關心少紅，少紅每星期都會回
家渡假。

3. 父母與亞紅之間關係緊密，父母十分積
極參與中心活動。



關於少紅面對的家人生離死別
1. 父親於2015年12月因肺炎於醫院離世，
少紅能在其他家人陪伴下渡過父親的離
世的悲傷。

2. 父親離世後，少紅與母親關系更緊密，
自少紅母親於2014年確診腦退化，少紅
口中雖對母親的負面行為有微言，但仍
十分關心及緊張母親。

3. 少紅除每星期回家渡假陪伴母親外，當
母親身體不適時，甚至向工場請假留家
看顧。



中心為少紅提供的支援

情緒支援 1.社工進行家訪，了解家庭在父親離世
後的家庭轉變

2.社工定期與少紅面談，了解及輔導少
紅面對父親離世及母親因失智對她的
困擾。

3.社工與少紅家人保持聯系，建立少紅
新的支援網絡及維持現有生活模式。

認識死亡 1. 安排少紅參與由生死教育負責社工舉
行的生死教育小組。



生死教育小組



少紅第二次面對的家人生離死別
1. 家人於2016年11月14日致電中心通知，母親於2016年11月12日於亞紅回

家渡假期間，在家中進食時在亞紅面前突出現咽塞昏迷送院，四天後離世。



「悲傷五個階段」的理論

生死學大師--伊莉莎白‧庫伯勒‧羅絲（Elisabeth Kübler-Ross）曾經提出「悲傷五個階段」的理論，她認為失落
的悲傷反應包括：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及接受。



七個方法，面對悲傷五階段



中心為少紅提供的支援

情緒支援(即時) 1. 社工即時與少紅家人聯系，了解意外發生經過
2. 社工即時進行家訪，了解少紅情緒狀況，提供
初步情緒支援

情緒支援
(找到宣洩悲傷情緒的管道)

(重建對死亡的態度)
(完成最後的道別)

(心靈支援)

1. 社工定時與少紅進行面談及輔導，提供少紅
發洩空間及輔導。

2. 中心職員留意少紅情緒

維持及轉變現時生活
模式

1. 社工定時家人聯絡，協調少紅之後生活安排。
2. 中心安排少紅出席假期的中心活動，鼓勵少
紅假期留宿舍。



找到宣洩悲傷情緒的管道



否認 / 震驚

討價還價

憤怒沮喪

接受

亞紅表現與「悲傷五個階段 」

(每當提起經過時) 
表現恐懼

如果xx唔買燒
鵝，咪唔會有

事囉

呀媽死左，我好
擔心以後無得返

屋企



死亡

痛苦

恐怖

恐懼

挣扎

重建亞紅對死亡的態度



死亡

平靜

詳和

潔淨

舒服

重建亞紅對死亡的態度



完成幸福人生四件事，做最後的道別

道別!!!! 道謝!!!!

道歉!!!!

道愛!!!!



喪禮安排 (心靈支援)



維持現有生活方式



以漸進方式取代現有生活





照顧者小組：參加者的基本資料(41人 )

性別 頻數(%)

男 29%

女 71%

參加者跟服務使用者的關係 頻數(%)

父親 17%

母親 54%

兄弟姊妹 29%

該名服務使用者的智障程度 頻數(%)

並非智障 7%

輕度智障 12%

中度智障 42%

嚴重智障 39%



在認識及理解五個死亡的概念上，家長們在參與小組後有顯著的上升，但
是在死亡態度上則沒有太多的轉變。

不過，參與小組後，他們對於智障人士能夠明白死亡的概念提升了。

家長/照顧者工作坊的評估結果
0.05



員工培訓：參加者的基本資料 (39人)

性別 頻數(%)

男 22%

女 78%

參加者所屬的職位 頻數(%)

服務經理 10%

治療師 8%

社工 67%

護士 13%

其他 2%

參加者照顧的服務使用者曾
否經歷喪親

頻數(%)

無 21%

有 79%

參加者有否接受過有關生死教
育的課程

無 56%

有 44%



參與小組後，員工在各方面 (知識、技巧、態度 )的認知都有明顯的提升，證明培訓
對員工來說來是重要及有需要的。

員工培訓的評估結果

0.05



藉著唱出一些有關珍惜的歌曲
來抒發情緒及增加投入感。

有更多貼紙的選擇，組員更投入。

這位組員是聾的，但也能投入參與小組。

花絮





計劃大綱

凡有生命的東西都不能避免死亡，智障人士與一般人無
異，同樣需要面對死亡 ﹔死亡對中國人來說是忌諱，加
上智障人士普遍被誤解作不能理解死亡的意義，故此剥
奪了他們接觸生死教育的權利。

有見及此，本會推行「說死談生」生死教育計劃，透過
不同的形式增加員工、服務服使用者及其家屬對死亡的
認識，並提升他們對死亡正面觀感，從而珍惜生命。是
次匯報將介紹本計劃的小組培訓內容及成效。

12 Sept 2016 OSC 2015 BENEFICIARY PROGRESS PRESENTATION



計劃簡介
說死談生教育計劃分4部份：

12 Sept 2016 OSC 2015 BENEFICIARY PROGRESS PRESENTATION

4部曲

生前教育

參與

追思會

哀傷輔導



計劃內容

12 Sept 2016 OSC 2015 BENEFICIARY PROGRESS PRESENTATION

培訓/小組 遊覽墳場 製作書刊哀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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