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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的功能 
 

一般認為，攝影只具備基本紀錄的用途。Craig（2009）認為攝影還有多種功能，

包括促進溝通、輔助記憶、提升自尊感、增強凝聚力及培育正面關係、傳遞重要

訊息、支援改變的過程、培養興趣、促進反思及專業發展。下文主要綜合 Craig

的分析，以及筆者對相關概念的理解和應用。 

 

1. 促進溝通 

相片及影像可以替代語言作溝通工具，協助服務使用者表達情緒及想法，還

可作為比喻的喻體及設定溝通的框架。因此，服務使用者可以就相片的影像、

拍攝時空、背後的故事或情況，互相分享。對於一般人，尤其是身體或認知

有障礙的人，在表達情緒時遇到困難，攝影可作為促進溝通的媒介。 

 

2. 輔助記憶 

除了作為基本記錄外，相片還可以輔助記憶，尤其適合記憶有困難人士，如

有認知障礙、精神障礙、失憶等，同時也適用於懷緬治療。圖像及相片讓人

處於視覺環境中（visual context），容易構建及勾起記憶。 

 

3. 提升自尊感 

攝影是一種較易掌握的藝術表達手法。人們在成功習得攝影技術並拍得滿意

相片時，都會提升自信及自尊感；同時，在一些重要時刻或取得某些成就時，

透過攝影把這些記錄下來，都可促進自尊感。 

 

4. 增強凝聚力及培育正面關係 

進行攝影為本活動小組分享時，相片成為組員溝通的媒介，透過分享和對話，

能促進彼此的認識和學習，了解大家的情感和價值觀，找出共同點和連接，

從而建立信任。在小組以外，相片可作為朋友、家庭及社區的連接媒介，促

進正面關係。 

 

5. 傳遞重要訊息 

攝影就是記錄攝影者認為重要或有異議的時刻，將此時此刻（here and now）

用相片記錄，並與別人分享，能夠傳遞當中的信息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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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援改變的過程 

攝影可以作為訂立目標的起始工具，記錄改變過程中的各個重要時刻，提升

改變的動力，讓個人、小組、社區感受並掌握相關歷程，尤其在照片回顧或

活動總結片段時，讓服務使用者在視覺和思想上，再一次經歷改編的過程，

藉以鞏固當中的成長經歷。 

 

7. 培養興趣 

如能在個人、小組、社區發展工作中，培養參加者對攝影的興趣，使之融入

生活，就可延續攝影的精神和功能，拍攝時變得更有意義，能夠發掘社區的

人事物，用影像記錄下來。 

 

8. 促進反思及專業發展 

相片的功能與文本記錄的功能相輔相成。相片能夠帶出文本以外的觀點和信

息，影像引發的想像可以建立多重反思。每個人對同一張相片可以有不同的

理解。配上文字解說的相片可以發揮不同功能，如加入勵志語句或感受的分

享，攝影者可以賦予相片多重意義，促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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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片的好處與原則—相片作為另類語言 

 

文字、語言、繪畫都是人們用作表達的主要媒介，但對部分人來說，應用這些媒

介時還是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隨著科技的發展，相片作為文字、語言及繪畫以外的「另類語言」，使用率比一百

年前高很多。尤其在攝影數碼化後，只要有手機或數碼相機在手，就可隨時拍照。

攝影已成為很多人的興趣，成本低、技術要求不高、易收藏、富彈性（不限張數）。

在小組中，人與人相遇，交互運用和分享大家提供的相片，可促進彼此間的了解，

增加連繫。這個簡單的工具，有助在小組中創建自由化、民主化和平等化的表達

語言。 

 

相片是象徵性的圖像媒介。對語言溝通有困難的人來說，相片是另一種渠道，幫

助他/她們把難以言喻的感覺表達出來，從中覺察一些自己平日也沒有留意的地

方。 

 

書寫文字，是一種讓人表達自己的方法。攝影，就如文字，給人提供了機會，結

合圖像和光影，拍下某個瞬間，捕捉當下的印象、感覺和體會，化成相片供大家

分享，並作為對己對人的反思和互相觀照的媒介。 

 

與藝術、戲劇、遊戲、野外歷奇一樣，相片可以理解為小組的一個接入手段，也

是達到目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這個工具是對應參加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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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為本活動一（相片選擇系列） 

隻言片語（DiXit） 
 

目標 

提升小組的互相認識，相片同時作為分享工具，從如何形容相片內容的過程中，

提升對自己及組員的認識，同時作為思維訓練的方式。 

 

流程 

1. 先按人數分配每人一組顏色的數字標記，並隨意派發每位參加者六張照片，

餘下的放到一旁做牌庫； 

2. 由主持示範做「說書人」：先選其中一張相片，讓別人看到並似是而非地敘述

（長短不限，用形容詞、成語、句子、詩歌、電影皆可）； 

3. 其他參加者從手上選一張認為最符合說書人敘述的相片，秘密地放到桌上，

說書人把自己的卡和其他玩家的相片洗勻後，隨機攤開，並放置在桌子中間

不同數字標記上。 

4. 參加者要去猜估哪一張相片是屬於「說書人」的，並在手上選一個對應的數

字標記蓋著，待大家都蓋好後再同時打開。 

 

帶領技巧：介入經驗 

 可塑性高：留意相片和 DiXit 圖卡不同，DiXit 圖卡較抽象也十分豐富，有無

限的發揮空間；現時推出的第三代擴充版，超過 200 張卡； 

 似是而非：遊戲的妙處在於敘述相片是不能太抽象，也不能太具體，主持在

過程中一同參與並加以示範； 

 留意反映：不太擅長運用語言者未必享受遊戲，過往經驗中，初中生、大學

生都十分享受遊戲，由參加者以同決定玩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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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技巧：功能與主題 

 思維訓練：創意思維，跳出框框； 

 學習技巧：在完成《VAK 學習測試》後，讓人發揮不同的學習專長，例如圖

像和語言的關係（視覺型）、運用語言描述（聽覺型）、運用生活經驗配合描

述（經驗/動態型）； 

 人際溝通：例如訓練司儀如何運用精準的語言去表達； 

 互相認識：提升參加者之間的認識； 

 自我認識：進行一輪後，每位參加者輪流選一張卡來形容自己，其他參加者

也選一張卡來形容說書者，概念與 Johari Windows 相近： 

 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自我形象）： 

1. 大家猜猜他選了哪一張卡？ 

2. 大家猜猜為何他會選這張卡形容自己？ 

3. 是甚麼令你們認為他會選這張卡？ 

4. 引導參加者詢問：圖中的某些部分對參加者來說有何意義？ 

 別人看自己（人際回饋） 

1. 你為何會選這張卡來形容他？ 

2. 邀請說書者逐張卡去形容自己。 

3. 你認為對方為何會選這張卡來形容你？ 

4. 你猜猜他為何會選這張卡來形容說書者？ 

 

程序變化 

 人數不多：最理想的遊戲人數是 5 人或以上，當 3 人進行遊戲時，其他參加

者有 7 張手牌，每位參加者使用 5 個數字標記。出牌時，除了說書人以外，

其他參加者都各出 2 張卡。 

 沿用 DiXit 的玩法，參加者理解後進行第二輪，每人從卡庫取一張新的相片，

有參加者輪流擔當「說書人」，並開始用兔子在底板上積分： 

 所有參加者選對或選錯，說書人 0 分，其餘玩家各得 2 分； 

 只有部分人選對，說書人及選對者可得 3 分； 

 若其他參加者的相片被人選，按投票人數 1 人 1 分。 

 

*留意 DiXit 的圖卡對兒童會較抽象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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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為本活動二（相片拍攝系列） 

偶然遇上的驚喜 

目標 

於選擇拍攝地點及對象的過程中，增加參加者的自我認識，同時作為分享途徑，

讓參加者更容易作出反思及分享個人感受。 

 

流程 

1. 參加者自行挑選一件代表自己或有意義的物件； 

2. 帶著該物件到從來未踏足過的地方拍照。 

   

帶領技巧：介入經驗 

 這是香港人常用的拍照方式，不過這個符號化（symbolization）的過程，

是可以把人的不同面向和真我呈現出來； 

 留意安全：提醒參加者去一些未踏足過的地方時要注意安全，人少的地方，

可考慮相約兩三個人一起，除了可以互相照應外，也可互相見證分享及給予

回應。 

 

解說技巧：功能與主題 

 自我認識：透過觀察自己的行為和選擇，探究背後帶出的意思，發現自己的

不同面向： 

1.  為何挑選這物件？這物件有甚麼質素代表了你？ 

2.  喜歡這物件的甚麼部份？ 

3.  你用這些相片訴說了一個甚麼故事？ 

4.  從物件的角度看現在的你，這物件有甚麼訊息告訴你？對你有何新發現、提                   

    醒和鼓勵？ 

 社會參與：找出自己關注的問題的社區環境和議題，以公仔的不同動作，去

顯示自己在當中的角色。 

 

程序變化 

 參加者自己可於同一地方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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