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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待會我朋友陳婆婆會上來 

你準備點水果 

泡一壺茶 

還有，收拾好地方 

太太，好呀 

 
陳婆婆、Annie，你好 

Mary、張嬸 

 
陳婆婆和張嬸閒談中 

 
手錶呢？ 

在房間裏 

 
陳婆婆和張嬸閒談中 

手錶呢？ 

在房間裏嘛 

 
陳婆婆和張嬸閒談中 

 
手錶呢？ 

都說了在房間裏！ 

太太，不要生氣 

先生，手錶在房間裏 

 
他患有認知障礙症 

記憶力越來越差 

我現在與他溝通也有點困難 

慢慢來，我們要有多點耐性 

先喝杯茶，休息一下 

 
放鬆點，不要太緊張 

Annie，你知道怎樣才可以更好地照顧先生嗎？ 

還記得上課時，導師教導我們 

與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溝通有數個重點 

有時候，說話太快或聲調太高都很容易令長者誤會 

以為自己被責罵 

而且，太多信息或不必要的手勢 



都可能會誤導長者，或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對呀！導師還教導我們要多留意身邊的環境 

 
首先，我們要幫助長者聽得更清楚 

一些環境因素會影響溝通 

例如，太嘈雜的環境容易令長者分心 

需要時要關掉收音機或電視機 

我們可以鼓勵有聽力問題的長者使用助聽器 

慢慢說，千萬不要對長者大叫 

盡量不要提高聲調 

這些說話技巧都可以令長者聽得更清楚 

 
好啦，我們要準備換衣服 

待會出去覆診 

 
有時候忙着做家務，可能會忘記了要和長者面對面坐 

要盡量保持眼神接觸 

 
我們是不是今天去覆診？ 

讓我調亮燈光看清楚 

 
表情和身體語言對溝通都很重要 

留意要有足夠燈光給長者看清楚你的表情和姿勢 

另外，每一次只提出一個問題 

可以提供選擇就更好 

例如，不要問「你想穿哪件外套？」 

而是問 

 
你想穿這件紅色外套，還是這件綠色外套呢？ 

這件吧 

 
還要記得說話要簡潔清晰 

一次一個信息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地表達 

例如，不要只說「穿衣服」，而是說 

 
先生，要先穿左手 

再穿右手 

 
要注意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 

點頭和微笑都可以鼓勵長者 

 
我又忘記了待會我們要去哪裏？ 

我們要到醫院覆診 

你看你的藥已吃光了 



 
有需要的時候，用真實的物件令長者更容易理解 

 
說話不要太快 

而且有需要時要重複說一遍 

讓長者聽得更清楚 

還有，最後一點，記得要有耐性 

不要心急 

給他們時間慢慢嘗試表達 

有空時我們可以瀏覽衞生署和社會福利署的網站 

觀看其他照顧長者的短片 

溫習學習過的東西吧 

 
免責聲明 

本影片示範的與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的溝通技巧，旨在提供參考及作教育用途，未必

適用於所有長者及所有情況。如對有關溝通技巧的應用存有任何疑問，請諮詢醫護人

員的意見。 

 
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 

www.elderly.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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