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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各位長官、來賓、與會的會員，因為有各位的熱情參與，使得研討會顯得活力十

足。本人自 2009 年、2010年舉辦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以來，轉眼又過了五年，今年再度

在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舉辦學術交流會議，感觸良多。這幾年臺灣的視障教育又進入了另一個

層次和階段，大學校院有了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完整的落實了特殊教育的理念；而大陸地區

自從 1997年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成立特殊教育學系以來，短短的十八年間，主政者對於特殊教

育的重視，已從數年前的「關心特殊教育」，逐漸往前邁進，投入大筆經費在硬體建設和師資的

培育，兩岸特殊教育的交流也日益密切。 

至於兩岸視障教育的交流，本人自1995年首度以忐忑不安心情，前往山東曲阜參與兩岸特

殊教育交流以來，往後每年總利用暑假和同行自行拜訪大陸地區各省會盲聾校，獲益良多。在

此感謝山東濟南盲校、泰山盲校、青島盲校、青島聾校、北京盲校、上海盲校、南京盲校、浙

江盲校、寧波盲校、南昌盲校、長沙盲聾校、鄭州盲聾校、合肥盲聾校、武漢盲校、太原盲校、

西安盲聾校、重慶盲校、成都盲聾校、昆明盲聾校、貴州盲聾校、廣東盲校、南寧兒童福利院、

福州盲校、呼和浩特盲校、寧夏盲聾校、蘭州盲聾校、烏魯木齊盲校、天津低視力學校、大連

盲聾校、瀋陽盲校、哈爾濱盲聾校、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學校等等，以及各省的師範院校，他

們的熱情款待和積極的交流，令人印象深刻，久久無法忘懷。如今終於可以在此，感謝他們的

熱誠，同時也歡迎他們能前來臺灣相互觀摩和成長。 

目前視障教育在學前階段有專業團隊的介入，並在入學期間提供緩讀一年的申請，讓視多

障兒童可以有更多準備時間；各種專業評估，如書寫媒介、視覺功能評估、生活自理能力評估、

智能評估、電腦素養評估等等，呈現了完整的評估資料，提供教師和家長適切的建議，讓視障

兒童也可以在普通學校就近入學。從學前到大學階段，雖然關心的重點不同，但多是為視障教

育付出，尤其是政府提供點字雙視書，讓視障融合教育和親職教育更落實。 

兩岸視障教育工作夥伴能定期的聚會研討，相互分享彼此成長的喜悅，實在是令人欣喜的

事。願這種交流能成為慣例，成為一種習慣。最後祝研討會圓滿，與會人員收獲滿滿。 

                                                    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理事長 

                       杞昭安2015.7.4. 

                       于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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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媒介調整策略對提升視皮質損傷學童 

視覺動作協調能力之個案研究 

 

莊素貞 江芷儀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中文摘要 

美國視覺障礙者中大約 30~40%有視皮質損傷 ( Cortical Visual Impairment，簡

稱 CVI)的問題 (Roman, C.et al, 2010)，其主要行為特徵之一為大腦無法接受大量的

外界視覺刺激，但通常對於某種顏色特別有反應。本研究主要目的乃是探討學習媒介調

整策略對一位視皮質損傷國中學生之功能性視覺能力之影響，並對視皮質損傷兒童的教

學及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期研究成果能作為家長、教師和相關專業團隊教育人員教

學之參考。 

關鍵詞：視皮質損傷、功能性視覺、學習媒介調整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大腦視覺皮質損傷 (Cortical Visual Impairment，以下簡稱 CVI) 並非是眼球部位

病變，而是後視神經傳導路徑或視皮質受傷所造成的視覺損傷 (Jan, Groenveld, & 

Sykanda,1990; Whiting, etal,1985)。國內多數學生家長和學校老師並不瞭解CVI學童

的身心特質與教育需求，甚至將其誤認為智能障礙或自閉症學生而教之時有所聞，而錯

過了早期療育或視覺復健康復黃金時期。 

    CVI的治療應透過教育途徑來解決。個體接收外界訊息百分七十以上乃是藉由視覺

管道，透過教育途徑提升個體視覺功能，對於日常生活和課業學習及各項復健療效絕對

有相當的助益，而CVI學童的視覺功能程度、視覺行為特徵和個別學習能力差異大，如

何利用 CVI學童對顏色偏好的特質，以及透過調整簡化的學習環境或學習媒介，以提升

日常生活中「看」的能力，便是一項重要的議題。換言之，「看」的能力提升了，其他

各方面的學習成效也隨之提高的可能性就會增加（Roman-Lantzy, 2007）。 

二、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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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療技術與設備的進步，大大提升早產兒的存活率，使得視多障礙兒童的人數

不斷增加。根據 Als (1999) 的資料顯示，早產 8~12 週並享有先進醫療設備支持的早

產嬰兒其存活率超過 95%以上，但極度早產嬰幼兒其大腦神經受損比率相對較高，也視

多障的高危險族群。嬰兒人數調查方案報告 (Babies Count Project , personal 

communication, November 5, 2008)顯示，5000 名視障嬰幼兒中，約有 24％ 有 CVI

的問題。目前有關 CVI 出現率之數據並不一致，但可以相當確定的是 CVI 確診個案人數

逐年不斷攀升，並已成為導致全美幼童視覺障礙的主要成因 (Blind Babies 

Foundation,1997；Griffin-Shirley & Pogrund, 2010），且這樣的發展趨勢並非僅於美

國，而是世界性的 (Roman-Lantzy, 2007)。美國高等教育視障教育師資培育機構也都

強烈意識到這種不可檔的發展趨勢，包括: 德州理工大學、范德比爾特大學、亞利桑那

大學、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密西西比大學等校（Erin, 2010; Griffin-Shirley & Pogrund, 

2010; Hatton, 2010; LeJeune, 2010; McKenzie, 2010）已紛紛將 CVI 相關議題正式納

入視障教育和定向行動師資培訓課程中。 

（一） CVI的視覺行為特徵與教學策略 

1. CVI 的視覺行為特徵 

Christine Roman(2007)指出，視皮質損傷個案常表現出特定行為特徵，其共同特

徵如下： 

1) 顏色偏好，CVI 學生多數對顏色有所偏好，對偏好顏色的視覺反應較好，尤其是紅、

黃、綠。 

2) 移動的需要，CVI 的學生對於固定不動的物品較少有反應，在視覺注意力上，比較

容易受高速移動物品吸引。 

3) 傾向極近距離的注視。 

4) 視覺複雜環境適應困難的問題，喜歡簡化、單一的環境 。 

5) 部分患者喜好一直看著天花板燈光、沒有目的的視覺行為。 

6) 視野缺損，多數偏好使用周邊視野。 

7) 對視覺新經驗反應困難，缺乏對新事物的好奇感，傾向注視舊物品。 

8) 視覺反應延宕性，個別差異大，延宕時間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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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視覺反射動作異常，如對威脅到眼睛的動作不會有眨眼的反應。 

10) 視覺-動作無法協調，眼睛注視以及用手去觸碰的行為是分開發生的如：眼睛注視桌

上杯子後，接著把頭與視線移開，然後伸手去拿它。 

11) 視覺功能不穩定，變化大，特別當患者累了時，隨時可能產生變動。 

（二）CVI學童的教學方法與策略 

    CVI 患者具有許多獨特的視覺行為，均會對 CVI 個案造成日常生活和學習等不同程

度的干擾；以下針對學童在生活和學習上的影響綜合蒐集其資料文獻，提出下述針對

CVI 學童的教學策略及方法： 

1. 視覺功能差異大：CVI 學生的視覺功能個別差異大，家長、老師和專業治療師，必

須要去瞭解他們對四周物理環境能看見多少，對身處情境感受和回應狀況

（Hyvarinen, 2004）。 

2. 規劃結構的作息與活動： CVI 學生通常有視覺新經驗適應困難的問題，偏好注視舊

物品，對新物品接受度低，缺乏視覺好奇感，因此安排有結構、規律的生活作息和

活動，讓他們在熟悉的環境中學習，再藉此慢慢引導對新事物的接觸、認識與瞭解(莊

素貞，2000)。 

3. 提供適合孩子能負荷的視覺刺激：過多的視覺刺激，包括複雜顏色、複雜視覺層次

排列、複雜視覺背景和複雜感官輸入等，均會讓 CVI 學生產生更難理解他們所看見

的事物，因此必須隨時注意學生所能負荷的視覺刺激量（Roman-Lantzy, 2007）。 

4. 簡化教學環境：過多的視覺刺激，會讓 CVI 兒童更難理解他們所看見的事物。依

CVI 兒童的能力水準，適度地簡化認知物的背景或降低視覺刺激量可避免「視覺超

載」(Croenveld, Jan & Leader,1990; Morse,1990 )。 

5. 善用色彩顏色，可增進 CVI 兒童對於形狀的學習。研究指出，善用色彩顏色可增進

CVI 學童對於形狀的學習，注意認知物與其背景顏色的對比和色彩飽和度，認知物

顏色、大小、形狀前後呈現的一致性，皆可增強 CVI 兒童辨認物件的能力 (Kelley, 

Davidson, & Sanspree,1993)，如在學校均使用同一大小、形狀、顏色的杯子與筷

字。 

6. 盡量選用實物進行教學。市售玩具多為塑膠製品，聞起來，摸起來、嚐起來差異不

大，然而，新鮮水果如蘋果、香蕉和芭樂，香味撲鼻、皮面光滑，香甜可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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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觸、味等不同的感覺刺激，大大提升探索周遭事物的動機，對 CVI 兒童更具主

動學習的吸引力 (Groenveld, Jan & Leader,1990)。 

7. 利用 CVI 兒童認為重要與喜愛的人、事、物，將有助改善其視覺功能、提昇學習效

能。 

（三）名詞解釋 

1. 學習媒介 

    學習媒介為促進學生學習或輔助學習活動順利進行所使用之教材教具或實物 。針

對視障學生而言，學習媒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學習媒介，包括教材教法與教具；

另一類是讀寫媒介，包括使用印刷字與點字讀寫時所有可能使用的媒介(莊素貞，2004; 

Koenig & Holbrook, 1995)。本研究所指的學習媒介是指一般學習媒介當中的計算機、

六格定位板，以及電腦鍵盤等三項。 

2. 學習媒介調整 

係指在三種學習媒介（計算機、六格定位板、電腦鍵盤）的指定位置，貼上受試者

喜愛的紅色提示之調整。 

3. 視覺動作協調能力 

功能性視覺指係是視覺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發揮剩餘視覺，以完成日常生活活

動(tasks)的視覺能力(張千惠，2004)，例如在環境中如何使用視覺及使用視覺去辨認及

操弄物品。功能性視覺包括日常生活中常做的視覺目標導向動作（Vision and 

goal-directed movement），如：眼睛看，伸手往前按壓計算機的動作，需要視覺及動

作間協調的能力，稱為視覺動作協調能力（簡稱視動協調能力）。 

（四）研究目的 

由於視皮質損傷個案在視覺動作行為表現上常有視覺動作協調能力缺陷，也就是他

們「看」及伸手碰觸物件的動作常常無法同時進行；故本研究擬透過日常學習活動，對

CVI 兒童有系統地進行視覺功能之觀察 （含視覺動作協調能力），以了解個人使用剩

餘視覺執行日常生活任務之情形，並藉由科學化的研究方法以瞭解「學習媒介調整策略」

對增進 CVI 兒童視覺動作協調能力之成效。 

五、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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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視動協能力係指下述三項教學活動的視動協調技巧，藉由受試者完成此三

種視動協調活動的正確率進行評估，正確率越高，則表示視動協能力越好。本研實施之

視動協調活動說明如下： 

1. 按計算機的視動協調活動：眼睛注視機，同時用手按壓計算機上的指定數字。 

2. 觸摸六格定位板的視動協調活動：眼睛注視六格定位板，同時用手觸摸定位板指定

位置。 

3. 按壓鍵盤的視動協調活動：眼睛注視電腦鍵盤，同時用手按壓電腦鍵盤上的指定數

字。 

    本文提及之學習媒介調整策略即以受試者的視覺特徵為依據，針對其身理狀況或特

殊需求做學習媒介上的調整，以達到受試者最佳的學習環境 ，藉以得知本實驗介入是

否能達到增進 CVI 學童功能性視覺能力之成效，並試圖解答下列問題： 

（一）受試者的視覺行為特徵為何？包括：顏色偏好、視野偏好、視覺複雜度的反應、

喜好凝視燈光與否、視覺延宕性、遠距辨識困難、非典型眼球反應、新事物辨識困

難和視動不協調等項目。 

（二）探討在三種學習媒介的指定位置，貼上受試者喜愛的紅色後，其顏色調整策略對

受試者指認出目標物的功能性視覺能力之影響。 

1. 受試者在使用計算機驗算數學答案的情境下，是否能藉由「計算機顏色調整策略」

增進「用眼睛注視計算機，並正確按壓計算機上的對應位置」之正確率? 

2. 受試者在學習摸讀，使用六格定位板的情境下，是否能藉由「六格定位板顏色調整

策略」增進「用眼睛注視六格定位板，並正確觸摸六格定位板上的對應位置」之正

確率? 

3. 受試者在使用電腦語導盲鼠音系統聆聽數學題目後，以鍵盤打出答案的情境下，是

否能藉由「電腦鍵盤顏色調整策略」增進「用眼睛注視電腦鍵盤，並正確按壓電腦

鍵盤上的對應位置」之正確率? 

4. 在退除「學習媒介調整策略」後，對受試者注視並按壓或觸摸教具上的對應位置之

正確率是否有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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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象為一名國二女生，在小二時左手骨折，醫院開刀後昏迷 2～3 個月，傷

及腦部，之後被鑑定為腦性麻痺及視覺障礙學生 (大腦性視皮質損傷)。除了視覺障礙及

左側肢體障礙，平常很少生病，身體狀況大致不錯，目前就讀特殊學校國中部，上學的

出席率高，有限的剩餘視力無法閱讀書本文字，平常使用的學習輔具為單手點字機及如

意聽；因受試對象無摸讀能力，故無法使用盲用電腦學習。日常學校生活中，受試對象

可以追視老師教室走動的大概位置，但視覺掃描、注視能力不佳。另因手眼協調能力不

佳，所以常會有視覺上的落差，本體覺不佳的關係，也時常容易跌倒，並且有些無法避

開的桌腳，在口語上的表現，能夠清楚地表達自我需求，平時也會和大家一起參與活動。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實驗設計的 A-B-A-B 設計 (杜正治，1994) 來驗證介入處理

效果，依研究需要，實驗變項包括自變項、依變項和控制變項，變項間的關係如研究架

構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架構圖 

依研究架構，本研究之自變項為下述三種融入日常教學活動中的學習媒介調整策

略，說明如表 1-1。 

1. 計算機顏色調整策略：以紅色膠帶貼出計算機上的某數字位置。 

2. 六格定位板顏色調整策略：以紅色膠帶貼出六格定位板起始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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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腦鍵盤顏色調整策略：以紅膠帶貼出電腦鍵盤某數字位置。 

 調整前 調整後 

計
算
機 

說明: 

使用紅色膠帶貼出開關鍵與數字 5，同時使用紅色長條標示出計算數值顯

示位置。 

 
 

六
格
定
位
板 

說明: 

使用紅色膠帶框出定位板左側，並標示出一方(六點)中的左上定位點 1。 

  

電
腦
鍵
盤 

說明: 

使用紅色膠帶標示出鍵盤上的數學符號「-」，並標示出鍵盤上的數字 5 與

倒退鍵「」。 

  

表 1-1 學習媒介調整前後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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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為視動協調能力，說明如下： 

1. 能「用眼睛注視計算機，並正確按壓計算機上的對應數字」之視動協調能力。  

2. 能「用眼睛注視六格定位板，並用手正確觸摸六格定位板上的起始點」之視動協調

能力。 

3. 能「用眼睛注視電腦鍵盤，並正確按壓電腦鍵盤上的對應數字」之視動協調能力。 

    控制變項為教學者、評量者、受試者、教學情境、教學環境及評量方式。本研究將

學習媒介調整策略融入日常課程學習情境中，故教學實驗地點選在受試者上課教室，教

室中的軟硬體設備及擺設皆維持不變，以避免受試者因對環境不熟悉產生焦慮感，造成

測驗結果偏誤。測驗於平日課堂時間進行，每堂課進行三次施測，每週三堂課，故每週

共計九次施測。實驗介入前採用 Dr. Christine Roman-Lantzy (2007) 所編製的 CVI 範

圍等級檢核表 (the CVI Range Rating Scale)以及訪談、觀察方式，了解受試者現階段

視覺功能，摘錄整理如表 1-2。 

表 1-2 受試者視覺功能概況表 

受試者CVI視覺功能範圍等級 (範圍5~6) 

項目 說明 

1. 顏色偏好 特別喜歡紅色、粉紅色。不過在教室的座位有貼紅色膠帶

讓她可以區辨桌椅。 

2. 動感的需要 不太會特別注意晃動的東西，但個案自己說很喜歡亮亮的

光碟片和吊扇燈光。 

3. 視覺時間延宕 辨識物品會看很久才能回答，有的已看過的物品仍需 1 分

鐘以上才能辨識。 

4. 視野偏好 會拿取想看的物品放於右下視野觀看。 

5. 對視覺複雜度的困難 背景簡單或是物品單純時，會較好辨識；若環境過於複雜

會用手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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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量方式 

    本研究評量方式採用研究者自編的「教學目標學習評量表與教學日誌」（附錄一）。

由教師觀察每項目標行為後，依據受試者視動協調能力表現及教師提示程度給分，教學

目標學習評量計分標準表如表1-3。為提高評量分數之可靠性，均由研究者實際觀察或

觀看錄影內容記錄，並與教師兩者核對完成紀錄，信度百分率需達80%以上。資料分析

採目視分析法並輔以質的分析 （訪談表詳見附錄二）。 

表 1-3 教學目標學習評量計分標準表 

3 分：在自然提示下，出現視動協調能力。 

2 分：在自然提示及口語提示下，出現視動協調能力。 

1 分：在自然提示配合口語提示、視覺提示及身體協助下，出現視動協調能力。 

0 分：沒有出現視動協調能力。 

        受試者每日目標行為得分百分比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1. 能正確按壓計算機上的對應數字：在每個實驗階段，受試者能正確按壓計算機上的

對應數字之動作評分，每天觀察三次，並計算每天目標行為得分百分比。總得分

/9×100％=百分比(%)。 

2. 能正確觸摸定位板起始點：在每個實驗階段，受試者能正確觸摸定位板起始點之動

作評分，每天觀察三次，並計算每天目標行為得分百分比。總得分/9×100％=百分

6. 對光或無目的的凝視 會注意到光源，但不會無目的的凝視。 

7. 對有距離的視覺困難 200 公分處仍可看見移動反光的物品，不過對無反光且較

小的物品不太能察覺。   

8. 非典型視覺反射 受視覺威脅時不太有反應。 

9. 對新穎事物辨識的困

難 

沒經驗過的物品辨識起來有困難 

10. 視覺引導上的缺損 手眼協調有困難，看的點與伸手摸的點有些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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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3. 能正確按壓電腦鍵盤上的對應數字：在每個實驗階段，受試者能正確按壓電腦鍵盤

上的對應數字之動作評分，每天觀察三次，並計算每日目標行為得分百分比。總得

分/9×100％=百分比(%)。

本研究實驗階段分為基線期、處理期、倒反期、再處理期(A1-B1-A2-B2)。實施介

入先後順序和方法，A1 不進行任何學習媒介調整，僅提供一般教學程序與教學媒介操

作教學，本階段基線資料蒐集至少三次，等資料點呈現穩定或預期水準後才進入 B1 階

段。B1 階段之介入次數至少為八次，亦需待資料點呈現穩定後才進入 A2 階段。A2 階

段主要目的在考驗撤除介入處理後，受試者的目標行為是否回復到基線期，等資料點呈

現穩定或預期水準後才進入 B2 階段。B2 階段為再次介入教學媒體調整策略，主要目的

在考驗 B2 階段介入結果是否支持 B1 階段之受試者目標行為，以提升實驗效果的內在

效度。

参、實驗結果與分析 

一、研究資料信度與效度 

    比較研究者與教師之評分結果，換算成觀察者間一致性信度，對於受試者整體研究

的觀察者間一致性信度為 96.70%，符合信度的水準。而本研究透過對教師的意見調查，

了解學習媒介整策略對視覺動作協調能力之成效。內容理如下: 

（一） 未接受學習媒介調整策略介入前：數學計算的專注力未能持久 

    受試者觸覺反饋能力不佳，無法摸讀閱讀教材內容，亦無法使用盲用電腦，因長

時間使用記憶背誦的學習方式，使受試者在數學計算方面專注力未能持久，煩躁感常造

成受試者計算和學習效果不彰。受試者對本次施測前的教具熟悉過程多依賴電腦與計算

機按壓後的語音回饋；當要求受試者使用視覺按壓時，若按壓的語音回饋與自己原先預

想位置不符，便產生焦慮感，或因無法用視覺搜尋到目標而使按壓動作延宕許久。 

（二） 接受學習媒介調整介入期間：眼睛注視目標物的能力以及視覺動作協調能力提

升 

      因受試者的視野偏好為下視野，在初期介入時，受試者對指定位置的指認時常有

些微落差，但隨著研究的進行其運用視覺能力的提升，研究對象也漸漸學會調整自己視

覺與動覺間的視野差異，漸能將視覺注意力專注在欲指認的位置或數字，並正確按壓，

因此教師認為學習媒介調整介入在視動協調能力以及視覺注視能力上有著明顯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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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受試者在堂課上也會主動要求教師提供更多演練題目，對於學習的專注力與動機有

顯著的改善。 

（三） 接受學習媒介調整介入後：主動要求將調整策略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教學媒介的調整介入後，受試者會主動要求將其他上課教具或個人物品，例如：水

杯、點字機等一併貼上紅色膠帶，認為視覺與觸覺搭配用更能快速地完成自我需求，顯

示受試者在使用功能性視覺能力的動機方面有了明顯的進步，同時也能在環境做不同的

調整與應用。 

二、視覺動作協調能力之學習成效分析 

    本研究的視覺動作協調能力學習成效是指，受試者用眼睛注視目標物，同時按壓或

觸摸目標物的正確率百分比，百分比越高表示視覺動作協調能力的學習成效越好。研究

者將三個目標行為之實驗階段原始得分紀錄換算成得分百分率，點繪成目標行為得分率

曲線圖(圖 1-2)，再經視覺分析，整理成階段內分析摘要表（表 1-4）與相鄰階段間分

析摘要表（表 1-5）。受試者的學習成效分析如下： 

（一） 受試者是否能藉由「計算機顏色調整策略」增進「用眼睛注視計算機，並正確

按壓計算機上的對應數字」之正確率? 

從「正確按壓計算機上的對應數字得分百分比」評量之分析結果得知，基線期進入

介入期之趨向穩定性由穩定低答對率到穩定高答對率，平均值變化為 88.89%，相鄰水

準差距由 0%上升至 67%，上升了 67%；由倒反階段進入再處理期階段時，發現趨向方

向與效果變化為正向上升的的走勢，平均值變化為+53.23%，趨向穩定性由穩定低答對

率到穩定高答對率。顯示計算機顏色調整策略的介入對受試者用眼睛注視，並正確按壓

計算機上數字的視覺動作協調能力有顯著提升的成效。 

（二） 受試者是否能藉由「六格定位板顏色調整策略」增進「用眼睛注視六格定位板，

並正確觸摸六格定位板上的對應位置」之正確率? 

從「正確觸摸六格定位板上起始點得分百分比」評量之分析結果得知，在基線階段

進入處理階段，趨向估計與效果變化為正向上升的的走勢，趨向穩定性由穩定低答對率

到穩定高答對率，平均值變化為 85.41%，相鄰水準差距由 0%上升至 55%，上升了

55%，顯示此介入對受試者正確觸摸之表現有顯著的成效；再比較受試者於撤回階段與

再處理階段可以發現其正確率由撤回階段平均 18.53%，到了實驗再處理階段上升至平

均值 90.28%，且趨向及水準穩定性皆達到穩定。顯示六格定位板的顏色調整策略的介

入對受試者用眼睛注視，並正確觸摸六格定位板起始點的視覺動作協調能力有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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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 

（三） 受試者是否能藉由「電腦鍵盤顏色調整策略」增進「用眼睛注視電腦鍵盤，並

正確按壓電腦鍵盤上的對應位置」之正確率? 

從「正確按壓鍵盤上的對應數字得分百分比」評量之分析結果得知，受試者在基線

階段進入處理階段，趨向估計與效果變化為正向上升的的走勢，趨向穩定性由穩定低答

對率到高答對率，平均值變化為 85.42%，相鄰水準差距由 0%上升至 78%，上升了

78%，顯示此調整策略的介入對受試者正確按壓的表現有顯著的成效；此外，由撤回階

段與再處理階段受試者注視並按電腦鍵盤上的對應數字表現情形，可以發現其正確率由

撤回階段的平均值 22.23%，到了實驗再處理階段上升至平均值 93.06%，而趨向與水

準達到穩定趨勢，顯示電腦鍵盤顏色調整策略的介入對受試者用眼睛注視，並正確按壓

鍵盤上的視覺動作協調能力有顯著提升的成效。 

（四） 在退除「學習媒介調整策略」後，對受試者注視並按壓或指認教具上的對應位

置之正確率是否有影響? 

    從測驗分析結果可知，在撤回階段褪除「學習媒介調整策略」之後，受試者按壓或

指認對應位置正確率顯著下降，顯示未經調整過的學習媒介對於受試者的學習成效不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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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目標行為得分率曲線 

 



2015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14 

 

表 1-4 階段內變化分析摘要表 

 
用眼睛注視計算機，並正確 

按壓計算機上的對應數字。 

用眼睛注視六格定位板， 

並正確觸摸定位板起始點。 

用眼睛注視電腦鍵盤，並正確 

按壓鍵盤上的對應數字。 

實驗階

段 
基線 處理 倒反 再處理 基線 處理 倒反 再處理 基線 處理 倒反 再處理 

階段長

度 
6 16 6 8 6 16 6 8 6 16 6 8 

趨向估

計 
-(=) /(+) \(-) /(+) -(=) /(+) -(=) -(=) -(=) /(+) -(=) -(=) 

趨向穩

定 

100% 

穩定 

81% 

穩定 

83% 

穩定 

63% 

多變 

100% 

穩定 

81% 

穩定 

100% 

穩定 

88% 

穩定 

100% 

穩定 

56% 

多變 

83% 

穩定 

100% 

穩定 

水準穩

定性 

100% 

穩定 

81% 

穩定 

67% 

多變 

88%穩

定 

100%

穩定 

81% 

穩定 

100% 

穩定 

88% 

穩定 

100% 

穩定 

69% 

多變 

83% 

穩定 

100% 

穩定 

水準範

圍 
0~0 

67~ 

100 

34~ 

56 

78~ 

100 
0~0 

56~ 

100 
11~22 

78~ 

100 
0~0 

56~ 

100 
0~22 

89~ 

100 

水準變

化 

0~0 

(+0) 

67~ 

100 

(+33) 

56~ 

33 

(-23) 

100~1

00 

(+0) 

0~0 

(+0) 

56~ 

78 

(+22) 

22~22 

(+0) 

89~89 

(+0) 

0~0 

(+0) 

89~78 

(+11) 

11~0 

(+11) 

89~89 

(+0) 

階段平

均值 
0 88.89 42.60 95.83 0 85.41 18.53 90.28 0 85.42 22.23 93.06 

 

表 1-5 階段間變化分析摘要表 

 
用眼睛注視計算機，並正確 

按壓計算機上的對應數字 

用眼睛注視六格定位板， 

並正確觸摸定位板起始點 

用眼睛注視電腦鍵盤，並 

正確按壓鍵盤上的對應數字 

階段 

比較 

處理/ 

基線 

倒反/ 

處理 
再處理/倒反 

處理/ 

基線 

倒反/ 

處理 

再處理/倒

反 

處理/ 

基線 

倒反/ 

處理 

再處理/倒

反 

趨向方向及 

變化 

－ / / \ \ / － / / － － － － / / － － － 

正向 負向 正向 正向 負向 正向 正向 負向 正向 

趨向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多變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多變 

多變 

穩定 

穩定 

穩定 

平均值變化 

效果 

88.89-0 

(+88.89) 

42.60- 

88.89 

(-46.29) 

95.83- 

42.60 

(+53.23) 

85.41-0 

(+85.41) 

18.53- 

85.41 

(-66.88) 

90.28- 

18.53 

(+71.75) 

85.42-0 

(+85.42) 

22.23- 

85.42 

(-63.19) 

93.06- 

22.23 

(+70.83) 

相鄰值變化

與效果 
0-67 (-67) 

100-56 

(+44) 

33-100 

(-67) 

0-56 

(-56) 

89-22 

(+67) 

22-89 

(-67) 

0-78 

(-78) 

89-0 

(+89) 

11-89 

(-78) 

水準 

變化 

穩定 

穩定 

多變 

穩定 

多變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穩定 

多變 

多變 

穩定 

穩定 

穩定 

重疊 

百分比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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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依據本研究評量結果回應研究目的中的待答問題，結論如下： 

一、 受試者的視覺行為特徵為何？ 

    受試者視覺行為特徵記錄於表 1-2「受試者視覺功能概況表」。而研究設計依照受

試者偏好的紅色進行學習媒介調整策略，另外為了避免受試者因對環境不熟悉產生焦慮

感造成測驗結果偏誤，所以選擇原上課教室作為施測環境，並將不必要的干擾移除；以

上調整皆符合受試者偏好的視覺功能。 

二、探討學習媒介調整策略對受試者指認出目標物的視覺動作協調能力之影響。 

    從功能性視覺能力之學習成效分析說明可知，三項目標行為在基線階段，正確率平

均值皆為 0%，趨向估計呈現水平，為 100%穩定且低正確率狀態；處理階段正確率平

均值急速上升，趨向估計呈現向上走勢；撤回階段的得分百分比明顯下降，趨向估計為

水平或下滑的倒反趨勢；而再處理階段的二次介入後，正確率隨之增加，趨勢走向呈現

水平狀態且皆為穩定高答對率。由此可知「計算機顏色調整策略」、「六格定位板的顏色

調整策略」、「電腦鍵盤顏色調整策略」等三項介入策略對受試者用眼睛注視，並正確按

壓或觸摸的功能性視覺能力皆有顯著提升的成效。因此，本實驗「學習媒介調整策略」

的介入，確實能有效提升受試者指認出目標物的視覺動作協調能力，同時對受試者的學

習產生積極、專注等正向的影響。 

三、建議 

1. 教學前的完整評估 

CVI 學童與一般視覺障礙患者的器質性損傷顯然迥異，且 CVI 兒童彼此差異性高，

視覺功能程度因人而異，有些具有功能性視力、有些僅有光覺、有些則有視野損失的問

題，相關專業人員應從 CVI 兒童普遍具有的視覺特徵以及針對不同學童的 CVI 損傷範

圍，評估並規劃出一套符合學生個別偏好或需求的教學策略，並積極進行連續性且系統

性的介入，並集結相關人員，如：特教教師、治療師、學童父母等。建議從日常生活或

是一般的教學流程進行介入，攜手合作，運用簡單易行的活動來改善學生的功能性視覺

能力，使 CVI 學生從中獲得視覺使用的成就感，強化使用意願和動機，進而提升其視覺

功能。 

2. 提供適合孩子能負荷的視覺刺激 

過多的視覺刺激，會讓 CVI 兒童更難理解所見事物或導致大腦當機，不願意用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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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危機。因此瞭解孩子視覺感受力，提供孩子能負荷的視覺刺激，才能避免―視覺超

載‖的問題。 

3. 跨專業團隊合作 

ＣＶＩ學生穩藏於不同教育安置中，可能同時伴隨腦麻、溝通、癲癇、自閉以及肢

體障礙等問題，需要跨專業團隊成員一起攜手合作， 才能提供這群 CVI 學生最適性教

育和復健成效。 

4.增加受試人數 

建議未來增加受試人數，將學習媒介調整策略應用於障礙類型和程度相同的學生身

上，以提升本研究內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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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對殘疾人態度的發展特點及干預 

郭黎岩 王冰 陳光華 王沖 

瀋陽師範大學基礎教育研究所 

 

一、引言 

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顯示，到2006年中國已有8296萬殘疾人，占全國總

人口的比例為6.34%，涉及2.6億家庭人口。而在全國殘疾人口中，0-17歲的殘疾兒

童總數為504.3萬，占全部殘疾人口的6.08%，並且增加的速度正在不斷加快[1]。 

隨著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大家對殘疾人生活狀況的關注度有所提

高，但是事實上，殘疾人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會受到許多歧視與偏見，普通學生對融入

學校的殘疾學生大多表現出消極的態度（Vignes，2009）[2], 這一種―微妙‖氛圍不

僅關係到殘疾學生在學校的適應狀況，而且會影響他們成年後的人際關係和社會適

應，進而關係到整個殘疾人群體在社會中的生活狀況（吳支奎，2003）[3]。 

因此，瞭解和提高普通學生對殘疾人的態度是必要的，但我國目前在殘疾人態度

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只有幾篇關於大學生群體對殘疾人態度發展特點的研究，很少

討論態度的改善理論及不同干預方式的作用，進行小學生對殘疾人態度發展特點及干

預的研究就具有重要意義。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一：小學生對殘疾人態度的調查研究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選用Rosenbaum，Armstrong & King (1986) 編制的兒童殘疾人態度量

表（CATCH）來修訂我國本土化的小學生殘疾人態度量表，修訂後的初始量表經過

專案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信效度檢驗，最終形成具有較好心理

測量學指標的研究工具《小學生殘疾人態度正式量表》。 

（二）研究被試 

本研究隨機選取瀋陽市渾南第四小學、沈北附屬小學和鞍山市台安縣實驗小學、

逸夫小學三至六年級學生為小學生對殘疾人態度調查的研究物件，共發放量表1900

份，收回有效量表1788份，量表有效回收率為94.11%。被試構成詳見表1： 



2015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20 

 

表1  小学生对残疾人态度调查研究的被试构成情况 

年级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合计 

性别    男       248        228        266        176        918 

            女       214        216        226        214        870 

           合计      462        444        444        390        1788 

（三）結果與分析 

1.小學生對殘疾人態度的現狀與分析 

總體來說，小學生對殘疾人態度及認知、情感和行為意向因素的平均值大於2，

小於3，處於中等偏上水準，說明我國小學生對殘疾人的態度相對來說還是比較積極

正向，但仍有待提高。這可能由於小學生的觀念大部分來自于家長和老師，很少受社

會的影響，接受的思想很多是正面、積極的，並且做什麼事情也不會去想太多，只會

跟著自己的心走，再加上一些學生有在老師和家長眼裡做好孩子的傾向，而殘疾人屬

於社會弱勢群體，應該去同情和幫助他們，因此，表現出對殘疾人較積極的態度。 

2.小學生對殘疾人態度的年級差異與分析 

本研究中，小學生對殘疾人的態度及各因素水平均隨著年級呈遞增趨勢，且態度

及認知、情感和行為意向因素在年級上差異均顯著，六年級小學生顯著高於三、四、

五年級小學生，四、五年級小學生顯著高於三年級小學生。產生這樣的結果，一方面

可能是由於隨著年齡的增加，他們的知識儲備水準不斷提高，對殘疾人的認知有所提

高，還有各種心理現象快速發展，特別是小學三、四年級是道德發展的關鍵期，會得

到一個質的飛躍，而導致他們對殘疾人的態度有顯著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

隨著年齡的增長，受社會期望的影響加重，導致他們會想把自己更好的一面表現出

來，因此導致他們對殘疾人持更積極的態度。 

3.小學生對殘疾人態度的性別差異與分析 

本研究中，小學生對殘疾人的態度及各因素水準在性別上差異均顯著，女生顯著

高於男生。根據傳統的性別角色期待，養育作為一種女性特質被高度重視，並在家庭

及學校的雙重教育下使得女孩子從小就懂得關心和愛護別人，比男生更加具有同情心

和包容性，更容易接受殘疾人，進而對其持更積極的態度。 

4.小學生對殘疾人態度的接觸經驗差異與分析 

本研究中，小學生對殘疾人的態度及各因素水準在接觸經驗上差異均顯著，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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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經驗的小學生顯著高於無接觸經驗的小學生。本研究中的接觸經驗是指身邊有殘疾

的同學、朋友、親戚或者家庭成員，這樣就避免不了會與殘疾人有過交往，甚至曾經

幫助過他們，而在這個過程中很容易發生態度和情感的變化，以及潛移默化的行為上

的影響，並且在幫助他們的過程中會獲得很大的滿足感和對自我的肯定，從而產生更

積極的影響，因此有過接觸經驗的學生會比沒有接觸經驗的學生持有更積極的態度。 

研究二：小學生對殘疾人（視障、聽障、殘障）態度的干預研究 

（一）研究被試 

選取台安縣才文小學三年級和五年級共17人為實驗組，台安縣勝利小學三年級

和五年級共18人為控制組。被試構成詳見表2： 

表2 学生对残疾人态度干预研究的被试构成情况 

   组别                实验组                       控制组 

年级            三年      五年    合计       三年       五年    合计 

性别   男        5         4       9          5          4        9 

          女        3         5       8          5          4        9 

         合计       8         9       17         10         8        18 

（二）研究工具與實驗設計 

本研究分別採用《小學生殘疾人態度量表 》與《小學生殘疾人態度培養方案》

作為研究與培養工具，採用實驗組和控制組前後測准實驗設計，來評估《小學生殘疾

人態度培養方案》對促進小學生對殘疾人積極態度的效果，干預方案整體框架見表3： 

表3 小学生残疾人态度培养方案的整体框架 

干预安排 实验组 控制组 

干预时间 2014 年 11 月 3 日—2015 年 3 月 2 日 

被试 三年级(8)和五年级(9) 

共 17 人 

三年级(10)和五年级(8) 

共 18 人 

前测 2014 年 11 月 3 日 小学生残疾人态度量表 

第一次课 主题 墨之德  

时间 2014 年 11 月 5 日  

方法 动画片视频+课程讲述  

评价 反馈、感想  

第二次课 主题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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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 年 11 月 12 日  

方法 动画片视频+模仿  

评价 绘画作品展示、感想  

第三次课 主题 金牌  

时间 2014 年 11 月 19 日  

方法 动画片视频+歌曲学习  

评价 歌曲分享、感想  

第四次课 主题 感同身受  

时间 2014 年 11 月 26 日  

方法 游戏体验  

评价 感想  

第五次课 主题 轮椅上的巨人  

时间 2014 年 12 月 3 日  

方法 动画片视频+制作贺卡  

评价 贺卡展示、感想  

第六次课 主题 故事会  

时间 2014 年 12 月 10 日  

方法 讲故事  

评价 感想  

第七次课 主题 翅膀  

时间 2014 年 12 月 17 日  

方法 动画片视频+作文写作  

评价 感想  

第八次课 主题 小小作文  

时间 2014 年 12 月 24 日  

方法 朗读作文+换位思考  

评价 作文展示、感想  

后测 2014 年 12 月 26 日 小学生残疾人态度量表 

延宕期 2014 年 12 月 25 日-2015 年 3 月 1 日 

追踪 2015 年 3 月 2 日 小学生残疾人态度量表 

（三）結果與分析 

1.《小學生殘疾人態度培養方案》的實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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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我國小學生階級的心理發展特點和興趣愛好，採用動畫片視頻、課程

講述、模仿、社會接觸等多種方式結合的方法，自編《小學生殘疾人態度培養方案》，

緊緊圍繞提高小學生對殘疾人積極的態度的主題來設計每節課的活動內容及整個干

預方案的整體安排。對研究結果進行量化和質性分析，結果均表明，經過干預之後，

小學生對殘疾人的態度及各因素水平均有明顯提高，證明本研究方案是有效的。 

給學生們觀看有關殘疾人勵志的動畫片，能夠讓他們充分認識到殘疾人的勇敢、

堅強，可以和正常人一樣上學、工作、生活，會為了自己的夢想不斷努力奮鬥，最終

獲得成功，也讓他們知道嘲笑、欺負殘疾人的行為是不對的，應該鼓勵、幫助他們，

進而改善之前對殘疾人消極的態度及行為。觀看動畫片之後學生們都被主人公的經歷

所感動，一種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會把他們作為自己學習的榜樣，更進一步提高對殘

疾人積極的態度。 

給學生們講述有關殘疾的知識，教他們學習殘疾的不同的種類，不同的等級，造

成殘疾的原因以及殘疾人的身心特徵，還有我國目前殘疾人的分佈狀況和他們面臨的

生活處境，讓他們充分認識和瞭解殘疾和殘疾人，課程講述之後，學生們對殘疾人產

生了濃厚的興趣，踴躍的舉手發言，加之觀看一些殘疾人的圖片後，大部分學生表示

會更多的去關注和關心殘疾人，進而提高對殘疾人積極的態度。 

本研究選擇一些殘疾人所要面臨的生活困境（手摸盲文、盲人走路、手語交流、

左手繪畫、寫字，單腿過障礙等）讓學生們模仿完成，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中，經常會

聽到學生們發出―太難啊！‖―好累‖―老師，我不行啊！‖―他們（殘疾人）也太

厲害了吧！‖的聲音，要求用左手畫畫和寫字，會有人偷偷用右手；要求單腿跳過皮

筋，也會有人用雙腿，中途也都想要放棄；要求遮住雙眼走路，會有人完成不了而睜

開眼睛，這時老師會加以鼓勵，適當的幫助學生一起來完成任務。在這種親身體驗的

過程中，他們會更好的去審視和理解殘疾人，知道殘疾人要做到一些正常人很容易做

到的事情是有多麼的困難，付出了多少的辛苦和努力，讓他們對殘疾人刮目相看，也

學會了在殘疾人遇到困難時，我們應該做的是鼓勵和幫助他們，從而提高對殘疾人積

極的態度及行為表現。 

在國際殘疾人日當天，讓學生們給殘疾人製作賀卡，表達祝福的過程能夠很好激

發他們對殘疾人的喜愛之情，並在完成賀卡之後，紛紛希望老師可以幫他們把賀卡送

給殘疾人，希望和對方可以成為好朋友，更進一步提高對殘疾人積極的情感。 

本研究還安排學生們去和身邊的殘疾人接觸，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態，然後在課程

上以講故事的形式和其他同學進行分享，在接觸過程中，他們可以和殘疾人進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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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更透徹的去認識和瞭解殘疾人，有時可能還會幫助殘疾人，這會讓他們和殘疾人

產生感情，還會有一種自豪感和滿足感，而分享故事的過程，會將他們對殘疾人的欣

賞、讚美之情表達出來，同時，也知道了更多關於殘疾人的故事，進一步提高對殘疾

人積極的態度。 

本研究通過結合上述多種能夠提高小學生對殘疾人態度的方法，經過對課堂活動

內容精心的設計和課程進度合理的安排，本課程不像傳統課程的單調乏味，而是具有

靈活多變性，課堂氛圍也變的很輕鬆自由，學生們可以不受拘束的說出自己的想法，

使學生們對本課程產生濃厚的興趣，充分調動他們參與課堂活動的積極性，再加之老

師恰當的參與和引導以及師生之間建立起來的和諧融洽，相互信任、尊重的關係等

等，均保證了本課程能夠提高小學生對殘疾人積極的態度。 

2.《小學生殘疾人態度培養方案》效果的可持續性 

經過寒假（兩個月）之後，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被試進行追蹤調查研究，結果顯

示，兩組被試對殘疾人的態度仍然具有顯著性差異，表明《小學生殘疾人態度培養方

案》的效果具有可持續性。由於小學生階段是兒童心理發展的重要轉折期，他們對很

多事物的認識基本都來自於學校，因此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是培養對殘疾人積極態度

的好時期，而經過本研究精心設計的干預課程後，他們對殘疾人的態度有明顯的變

化，並且這種變化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們參與課堂活動的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已經進行

內化，也就會對他們以後的發展帶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3.小學生殘疾人態度的提高存在年級差異 

通過對不同年級實驗組被試前測與後測分數的差異檢驗，結果發現，三年級干預

前與干預後被試在殘疾人態度及各因素水準上差異均非常顯著，而五年級干預前與干

預後被試在殘疾人態度及認知因素上差異顯著，情感和行為意向因素上差異不顯著，

均是干預後的分數高於干預前的分數，說明《小學生殘疾人態度培養方案》的課程對

提高三年級和五年級小學生對殘疾人積極的態度是均是有效的，而對三年級小學生的

效果要明顯高於五年級小學生。產生這樣的結果，一方面是由於三年級小學生正處於

道德發展的關鍵期，並且以抽象邏輯思維為主，在道德的判斷上主要是依賴父母、老

師等權威人物的教導、強化、示範，對於上課所教的內容基本上處於完全接納的狀態，

覺得老師說的話就是對的，不會去想太多，因此，《小學生殘疾人態度培養方案》的

課程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影響，而五年級小學生的道德發展水準相對比較成熟，辯證

邏輯思維初步發展，雖然在看待問題時也會聽取父母、老師的意見，但很多事情自己

會有自己的想法，對於上課所教的內容也會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並不會完全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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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會與老師的教導有一定的差異，因此，《小學生殘疾人態度培養》的課程的對五

年級學生影響相對較小。另一方面是由於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的社會經驗日益豐富，

對殘疾人的認知也就會有所提高，還有三年級小學生的道德發展相對五年級小學生表

現出更多的協調性，言行相對來說比較一致，更少受外界因素的影響，真實的表現出

自己的想法，而五年級小學生可能會受到社會期待的影響，知道應該怎樣表現自己的

想法，並且在本研究中，五年級被試的班主任老師平時比較注重學生的道德培養，經

常會教導學生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加之經過瞭解，五年級學生的家庭相對來說都比

較完整，而三年級小學生則有一半是單親家庭或留守兒童，這些因素都可能讓五年級

小學生在干預前的量表測量中，呈現出更高的分數，進而導致其干預效果要低於三年

級小學生。 

4.小學生殘疾人態度的提高存在性別差異 

通過對不同性別實驗組被試前測與後測分數的差異檢驗，結果發現，干預前與干

預後男生、女生被試在殘疾人態度上差異均顯著，干預後的分數均顯著高於干預前的

分數，說明《小學生殘疾人態度培養方案》的課程對提高男、女小學生對殘疾人積極

的態度均具有一定的效果，而對男生的效果要好于女生。產生這種結果，一方面是由

於本課程並不像傳統課堂，主要採用口耳相傳的方式，而是靈活多變的課堂活動，充

分調動每個學生的積極性，因此，在進行本干預課程之後，男生和女生對殘疾人積極

的態度均有顯著提高。另一方面是由於傳統觀念對性別差異上的影響，在人的成長過

程中，女生會比男生更加溫柔、細膩，更有愛心，更容易去理解和接受殘疾人，而讓

其在干預前的量表測量中，呈現出更高的分數，進而導致其干預效果低於男生。  

四、研究結論 

（一）修訂後的小學生殘疾人態度量表共有15個項目，包括認知（4）、情感（6）

和行為意向（5）三個因素，信、效度較好，可以作為測量小學生對殘疾人態度的有

效工具。 

（二）小學生對殘疾人的態度總體處於積極正向且有待提高的狀態；在年級上存

在顯著性差異，六年級小學生顯著高於三、四、五年級小學生，四、五年級小學生顯

著高於三年級小學生，並隨著年級呈遞增趨勢；在性別上存在顯著性差異，女生顯著

高於男生；在接觸經驗上存在顯著性差異，有接觸經驗小學生顯著高於無接觸經驗的

小學生。 

（三）採用科學性、客觀性、積極性和互動性原則自編的《小學生殘疾人態度培

養方案》對提高小學生的殘疾人態度有積極效果，且具有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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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學生殘疾人態度培養方案》對提高三年級小學生對殘疾人積極的態度

要明顯高於五年級小學生；對提高男生對殘疾人積極的態度要高於女生。 

五、研究啟示 

隨著殘疾人群體的不斷增長，他們已經成為社會不可忽視存在，將來在我們的生

活中可能會經常出現他們的身影，所以，從小對殘疾人有更多認識和瞭解，培養對殘

疾人積極的態度，會在未來生活中對與殘疾人的相處帶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因此，

應該在不同年齡階段的教育方面，恰當安排有關殘疾人的課程，通過設置一系列的課

堂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讓學生們可以更好的認識殘疾人，更加能體會他們的生活狀

態和感受。另外，提高殘疾人自身積極的態度，以及教給他們與普通人相處的方式，

對殘疾人更好的適應社會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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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視障教育交流之我見 

曹正禮 

青島盲校 

在世界第一所盲校——法國巴黎盲校創建 90 年之後的 1874 年英國牧師莫偉良在

北京建立―瞽目書院‖，成為中國第一個盲人學校；僅隔 15 年的 1889 年（民國前 22

年）英國牧師甘雨霖在台南設立訓育院，成為臺灣最早的盲啞學校。 

從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1934 年）和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1948 年）記載

資料得知：上世紀 50 年代之前，應該說大陸和臺灣的視障教育發展還是均衡的，辦學

模式、課程設置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到了上世紀的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的三十餘年間，

大陸和臺灣的視障教育發展拉開了一些距離。 

這期間，臺灣的視障教育發展較快，我認為是得益於許多在美國大學留學的學者、

教授，如在座的張訓誥博士（北科羅拉多大學）、原花蓮師專的李德高博士（奧克拉荷

馬大學）、毛連溫博士、吳武典博士、陳英豪博士、萬明美博士、梁尚勇博士等等，太

多了。這一大批從美國及海外歸來的特殊教育專家、學者，將西方先進的教育理念、教

育實踐、教育手段等引進到臺灣，有力地促進了臺灣包括視障教育在內的特殊教育的發

展。 

在我看來，當時臺灣視障教育發展特點是： 

1、重視法規的建設和完善。 

2、重視學術研究和交流，出版了大量的專業書刊資料。 

3、重視師資培訓，構建了雄厚的視障教育人才資源。 

以上三項為臺灣特殊教育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先進的教育理念和優質的專業技術。 

4、當時，臺灣飛速發展的經濟，為特殊教育發展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所以在

這期間臺灣的視障教育發展較快。 

中國大陸在這期間，也有少數專家學者從國外留學回來，但大多是從蘇聯留學回國

的，如北京師範大學的朴永馨教授、上海特殊教育培訓中心的銀春明教授等等。當時也

把蘇聯一些先進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帶回了大陸。但是學者人數太少，具有學位的更

少，具有博士學位的幾乎沒有。至 80 年代中期大陸才引進了第一位特殊教育博士陳雲

英女士（臺灣人，林毅夫的太太）——當時，她任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特殊教育教研室

主任。當然最近 20 年，大陸上有特殊教育博士、碩士學位的人較很多了。那時只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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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大、上海華東師大、武漢華中師大等極少的大學設立特殊教育系，由於各種條件的

限制，出版的專業書籍、資料極少，學術交流比較困難。 

在上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三十多年間，由於大家都清楚的原因，海峽兩岸的

特殊教育交流，特別是視障教育學術交流基本上是隔絕的。當時臺灣雖然出版了大量的

視障教育專業書籍，但是在大陸買不到、看不到；大陸出版的專業書籍，在臺灣也同樣

看不到；兩岸的視障教育工作者和學者基本上斷絕往來交流。雖然身隔咫尺，但是資訊

卻不能相互流通。 

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促進了經濟的蓬勃發展，教育經費

也相應的提高了，給特殊教育的發展帶來了契機。大陸上特殊教育工作者渴望和香港、

臺灣及各國進行學術交流，苦於沒有門路和管道不通。1995 年之前大陸上僅少數的特

殊教育學者曾經訪問過臺灣，如北京師大的朴永馨教授、遼寧師大的張甯生教授等等；

也有極少數臺灣特殊教育的學者教授訪問過大陸，如吳武典教授等等。他們都不是專門

從事視障教育研究的。 

海峽兩岸視障教育學術交流的大門真正敞開的時間應該是 20 年前 1995 年 8 月。

大陸上由徐白侖老先生和我在山東泰山腳下的泰安市舉辦了―國際視障教育學會第二

次學術交流會‖。（圖片 1）張訓誥教授率領王亦榮教授、杞昭安教授等一行八人出席

了學術交流會，並在會後訪問了青島盲校（圖片 2）。這是在海峽兩岸視障教育隔絕 40

餘年，第一次舉行較大規模的相互交流。從此開啟了兩岸視障教育研究和交流的大門。

之後的 1997 年在上海市、1998 年在四川成都、2001 年在上海、2003 年在青島、2004

年在昆明、2007 年在青島、2011 年 9 月和 2012 年 11 月在青島等地，張訓誥教授、

杞昭安教授、韓繼綏先生、鄭龍水先生、莊素貞博士、淡江大學的陳逸正老師及已故的

王亦榮教授等等多次參加了大陸舉辦的有關視障教育內容研討會、交流會和培訓班等

等，傳授了寶貴的經驗。（展示多幅照片） 

特別值得我敬佩的是：張訓誥教授、杞昭安教授、王立君先生等在 1995 年至 2014

年的二十年間，他們走遍了大陸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如北京、南京、上海、廣州、

寧波等，也走遍大陸經濟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如蘭州、西安、呼和浩特、烏魯木齊

等地區，從東北的哈爾濱、瀋陽、到華中的武漢、長沙，再到大西南的貴陽、昆明等共

參訪了 32 所盲校或盲聾學校，及一些高等院校，並為大陸幾十所特殊教育學校提供了

可貴的專業書籍和資料。同時，也邀請了大陸許多視障教育學校領導和老師到訪臺灣、

參觀學習，有力地促進了和加深了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的交流（展示多幅圖片）。 

上世紀 90 年代杞昭安教授在《海峽兩岸視覺障礙教育課程教材教法之比較研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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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一文中呼籲：―舉辦兩岸視障教育學術研討會，必有助於視障教育的蓬勃發展。‖ 

經過中華視障教育學會的努力，2009 年以來在臺灣師大相繼舉辦了多次海峽兩岸視障

教育研討會，如今年的 5 月、7 月、9 月就有三個海峽兩岸特殊教育研討交流會，為大

陸特殊教育學校領導和有關老師、學者提供了來臺灣參觀學習和訪問遊覽的機會。在這

裡我斗膽代表大陸視障教育工作者對臺灣的同仁朋友，表示衷心感謝。 

    憑藉本次會議的契機，希望進一步推動臺灣和大陸視障教育學術研究和交流活動向

縱深發展。期望今後有更多大陸視障教育工作者來臺灣取經、學習；也希望並歡迎有更

多臺灣同仁到大陸來傳經送寶和參訪觀光。更希望海峽兩岸有志者並肩攜手，共同為中

華視障人士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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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同音字詞在雙拼盲文中定制方案探析 

孫宇 謝多 季鳳鳴 李純蓮 

長春大學特殊教育研究中心 

 

中文摘要 

大陸的法定盲文文字之一~雙拼盲文雖然實行字字標調、分詞連寫，但它對同音

字詞的處理方式仍然會使盲人在閱讀盲文時產生困惑。為此，從實證資料的角度出

發，通過分析漢語中常用字詞的出現頻率，選擇出這部分常用字詞以備在雙拼盲文方

案中進行定制，以提高從雙拼盲文閱讀中所獲得資訊的準確性，從而提高閱讀盲文的

效率。 

 

關鍵字：雙拼盲文 同音字詞  定制 

一、 引言 

盲文傳入中國已有百餘年的歷史。盲人的根本出路在於教育，這已成為人們的

共識。盲人接受教育離不開盲文，如同健全人離不開普通文字一樣 。從康熙盲字、

粵語盲字、福州盲字到―心目克明‖盲字以至現在中國大陸法定的盲人文字——現行

盲文和雙拼盲文，我們看到，漢語盲文一出現，就體現了盲文的經濟原則；根據漢語

語音系統的特點，採取了聲、韻雙拼制，奠定了以後幾種盲文的基本模式，形成了漢

語盲文雙拼的傳統。  

中國大陸的黃乃先生、扶良文先生經過不斷的反復嘗試和探索，於 1975 年 5 月

1 日拿出了一個兩方盲符內全標調的雙拼盲字方案。這個方案一問世，它便得到部分

盲人教師和一些社會盲人的支持。1977 年，這套盲字定名為―帶調雙拼盲字‖。帶

調雙拼盲文一產生，立即引起盲文改革研究工作者的極大關注。尤其是帶調雙拼盲文

方案的形成，頃刻間產生了兩種不同學術觀點的爭鳴，強有力地推動著帶調雙拼盲文

不斷改進，不斷完善，直至逐步走向成熟。 

二、 雙拼盲文的特點 

（一） 帶調雙拼盲文的優點 

帶調雙拼盲文繼承了現行盲文分詞連寫的優點，所不同的是，它全盤改變了現行

盲文的拼寫體系，在兩方盲符之內實現了全標調，從而進一步解決了現行盲文有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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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有的不標調所帶來的要依靠上下文猜測讀音和理解詞意的弊病。其突出特點是： 

① 在兩方盲符內實現全面標調，明顯比現行盲文科學、精密、經濟。                                     

② 有利於方言區的盲人學習普通話。因為帶調雙拼反映了漢語普通話的語音全

貌，使方言區的盲童能夠同明眼兒童一樣，伴隨著文化知識的逐步積累和提高，完全

可能學習和掌握聲韻調都標準的普通話。                                     

③ 摸讀準確率大為提高。由於聲調準確，雖不知其意，也可大膽讀出，有助於理

解文意，不標調則閱讀不連貫。 

④ 有利於閱讀和抄寫帶有文言成分的文獻，如中醫理論、按摩教材和古典文學書

籍等。 

（二） 帶調雙拼盲文的不足之處 

雖然雙拼盲文加入了音調，但漢語同音字非常多，這就使不同的字卻要用同一方

或兩方表示，無法准確認讀，只能依靠上下文和猜測理解詞義。如人、仁；為、位、

未；和、合、何（它們在雙拼盲文中都用相同的盲點表示）。這會給閱讀帶來不便，

影響閱讀速度。如何能使書籍閱讀中高頻使用的同音字詞簡化並加以區分，使盲文

―詞形清晰、音義準確、少方少點、好學好用‖，這就是要研究的主要內容。 

雙拼盲文方案中實現了部分常用詞的縮寫，如下：   

我  你  他   她    它   是 

的  個  有  能  在   再   和  時  可  可以 

就  就是  還  還是  了  沒  沒有  要  也 

同志  同志們  我們  你們  他們   她們    它們 

我的  你的  他的   她的    它的   我們的 

你們的  他們的   她們的    它們的 

在漢語中無論是現代漢語還是古漢語還有很多字詞也存在相當高的重複率，亟需

改進和擴展。因此探索對常用字詞的簡寫法，並區分同音字詞有其迫切性，以促進雙

拼盲文的推廣，提高盲文閱讀的準確性。 

三、 常用同音字詞在雙拼盲文中的定制之分析 

（一） 雙拼盲文常用字詞定制的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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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盲人學習摸讀方便、快捷、準確無誤，提高閱讀速度，我們查閱了大量的相

關文獻，其中有漢語常用字表、漢語慣用語字典、漢語中的異型詞、辭海、電腦五筆

字型、電腦統計、數理統計等方面的知識資料，統計並整理出一系列的盲文高頻詞彙，

例如常用一字詞、二字詞、三字詞的片語，希望為以後研究出一種既簡單方便又便於

記憶的盲文簡寫方案，並應用於實際而奠定基礎。選擇常用字詞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要

考慮這些字詞在現代漢語中的使用頻率，並考慮定制這些常用字詞所對應雙拼盲文的

觸覺辨識度。這裡，首先選擇出部分常用高頻字詞並進行分類，全部例舉如下。 

（2） 雙拼盲文中需要定制的常用同音字詞的分類 

1. 雙拼盲文中的高頻一字詞： 

(1)中、終、鐘、忠       (2)一、依、衣、醫 

(3)是、世、事、市、士、示、式、視、試、勢、適、室、飾、氏、釋、似、誓、

逝、侍  

(4)目、木、墓、幕、牧、暮、慕   (5)地、的、遞、第、帝、弟 

(6)九、酒、久    (7)工、公、宮、弓、功、攻、供、恭、躬 

(8)才、材、財、裁     (9)作、做、座、坐      (10)黃、皇 

(11)不、布、部、步、簿、怖     (12)丁、盯、釘、叮 

(13)記、際、繼、紀、濟、計、技、忌、劑、跡、系、季、既、寄、績 

(14)進、近、盡、勁、禁、浸、晉      (15)紅、洪、虹、鴻、宏 

(16)陽、羊、洋、楊、揚      (17)密、蜜、秘    (18)便、變、遍、辨、辯、辮 

(19)和、合、何、盒、河、禾、菏、核     (20)報、抱、暴、爆 

(21)向、相、像、項、象、巷、橡    

(22)之、知、只、支、汁、枝、織、脂、肢、蜘 

(23)關、官、觀、冠      (24)力、曆、厲、利、立、麗、勵、例、粒 

(25)元、原、員、園、圓、援、緣、源、媛、袁 

(26)裝、莊、妝、樁      (27)彩、采、睬、踩 

(28)成、城、誠、承、呈、懲、乘、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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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父、婦、負、付、附、赴、複、副、富、腹、覆、傅 

(30)衛、為、位、味、喂、胃、慰、畏 

(31)又、右、幼、誘       (32)阿、啊     (33)而、兒     (34)人、仁 

(35)五、午、伍、武、侮、舞    (36)豐、風、封、瘋、峰、鋒、蜂 

(37)科、顆、棵     (38)快、塊、儈、會、筷     (39)拉、啦、垃 

(40)類、淚、累     (41)南、男、難     (42)平、評、蘋、憑、瓶、萍 

(43)七、妻、戚、期、欺、漆      (44)其、奇、騎、棋、旗、齊 

(45)清、輕、青、傾、蜻     (46)全、權、泉、拳     (47)然、燃 

(48)嚷、壤      (49)田、甜、填     (50)提、題、蹄  

2. 雙拼盲文中的二字詞： 

【1】詞頭簡寫： 

(1)一般、一共、一貫、一律、一生、一樣、一陣、一致 

(2)十分、十足      (3)人才、人格、人間、人類、人民、人煙 

(4)工廠、工程、工具、工人、工藝、工作 

(5)下班、下邊、下級、下課、下令、下鄉、下棋 

(6)大家、大量、大街、大局、大米、大廳、大陸、大學、大衣 

(7)習慣、習俗、習題、習性     (8)無論、無比、無恥、無聊、無窮、無辜 

(9)日常、日程、日光、日記、日期、日夜、日月 

(10)中等、中斷、中國、中華、中期、中途 

(11)風波、風度、風格、風光、風景、風沙、風俗、風箏 

(12)分別、分佈、分寸、分析、分類、分化、分裂、分配、分贓 

(13)以後、以免、以內、以前、以往、以為、以致 

(14)正常、正點、正規、正確、正好、正經、正面、正派、正氣、正色、正式、

正題、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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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那邊、那個、那裡、那麼、那樣      (16)告別、告訴、告、辭 

(17)文化、檔、文靜、文明、文學、文物、文雅、文章、文字、文藝 

(18)其次、其實、其他、其餘、其中    

(19)明白、明朗、明亮、明瞭、明確、明顯、明智 

(20)往常、往返、往後、往來、往年、往事 

【2】詞尾簡寫： 

(1)等於、對於、急於、鑒於、屬於、由於、至於、終於 

(2)口才、奴才、人才、天才、秀才     (3)加入、收入、投入     

(4)遍及、普及、涉及 

(5)存亡、救亡、滅亡、死亡、逃亡、興亡  

(6)防止、禁止、靜止、舉止、停止、中止、阻止 

(7)發生、陌生、衛生、醫生、誕生、寄生  (8)利用、運用、作用、費用、動用 

(9)服務、財務、任務、家務、義務、職務、特務 

(10)存在、內在、實在、現在、正在、健在   (11)補充、擴充、冒充 

(12)層次、初次、歷次、屢次、名次、依次、班次 

(13)訪問、學問、盤問、慰問、顧問、詢問、疑問 

(14)莊嚴、尊嚴、威嚴、戒嚴、森嚴、從嚴 

(15)哀求、懇求、乞求、請求、尋求、要求 

(16)臨時、隨時、同時、準時 

(17)單位、地位、崗位、職位、座位、諸位、王位、數位 

(18)成為、認為、行為、作為、以為、因為 

(19)車間、房間、空間、人間 

(20)常識、賞識、見識、認識、知識 

3. 雙拼盲文中的三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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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護傘、保護色   (2)半邊人、半邊天    (3)八卦圖、八卦陣     

(4)避風頭、避風港  (5)吃白食、吃白眼   (6)吃閒飯、吃閒話     

(7)處女地、處女作    (8)大鍋飯、大鍋藥 

(9)第一炮、第一槍   (10)糊塗蟲、糊塗賬   (11)開場白、開場戲    

(12)老來俏、老來少 

(13)留後手、留後路  (14)千里馬、千里眼   (15)熱門話、熱門貨    

(16)私房活、私房錢  (17)耍花招、耍花腔  (18)打官司、打官腔    

(19)結疙瘩、解疙瘩   (20)愛面子、礙面子 

四、 雙拼盲文常用字詞定制的研究價值 

【1】 雙拼盲文常用字詞定制的優點 

雙拼盲文常用字詞的定制有利於盲人準確的瞭解詞義，進行快速的閱讀；便於盲

人在閱讀雙拼盲文過程中準確的區分同音字詞；有助於盲人即快捷又簡練的掌握大量

的同音詞匯，豐富盲人的詞彙量，增加盲人的知識儲備量，為他們更快更好的融入社

會搭建了一個平臺；並通過定制盲字有效的整合資源，節約資源，避免了盲字佔用過

多空間從而產生浪費的現象。 

 【2】 雙拼盲文常用同音字詞定制的應用 

雙拼盲文常用同音字詞的定制可應用於編寫大、中、小學課本教材等，有助於學

生理解記憶；可應用於其它著作的撰寫，利於閱讀；可應用於帶有文言文的著作，有

助於讀者理解；可應用於盲生的日常閱讀和書寫，利於盲生更快更好的儲備知識。 

    總之，本文通過對常用同音字詞在雙拼盲文中的分類之分析，整理出了若干常用

同音字詞，包括最常用的一字詞，二字詞等。這些工作可以為以後的雙拼盲文簡寫方

案的研究打下基礎。至於雙拼盲文常用字詞的定制，以後再做探討。 

參考文獻 

漢語雙拼盲文方案, http://www.docin.com/p-486447339.html，豆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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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磁造影分析視覺皮質損傷學生之 

優勢學習能力在數學科圖形辨識之學習成效 

 

鄭靜瑩 

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 

壹、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視覺皮質（visual cortex）位於大腦枕葉皮質，左右側視覺皮質與雙眼同半側的

視網膜有很大的關聯，例如左側的視皮質接收並對應左眼顳側和右眼鼻側視網膜所傳

遞出來的訊息（曾廣文、許淑芬、關宇翷、沈秉衡，2009）。視覺訊息包含形狀、顏

色、大小、方向、空間對等關係、動態速度(Dubner & Zeki, 1971)等；上述各類不同

的訊息各由不同的視覺皮質層所負責，且各項訊息又以平行處理的方式進行解讀(Self 

& Zeki, 2005)；目前的假說認為，人類的視覺皮質用以分析視覺訊息的路徑至少有三

條，分別處理運動與空間的影像訊息、物體的形狀或材質、以及物體的顏色等。此外，

視覺訊息同時回饋（feedback）部份的訊號傳回外側膝狀體（LGN）或是初級視覺皮

質（primary visual cortcx），影響人類的視覺注意力，眼球移動，以及對其他情境改

變時的詮釋，最後得到一個訊息統整後的視覺辨識與視覺反應(Self & Zeki, 2005)。 

而視覺皮質損傷（Cortical Visual Impairment, CVI）的學生或患者，在上述各項

視覺訊息傳遞與回饋的歷程中發生部份或全部之障礙，而導致有｢視而不見｣、｢注意力

缺乏｣、｢視覺忽視｣、或｢辨識困難｣等現象（王方伶、孟令夫、杜婉茹，2008）；在教

學與復健上極俱難度與挑戰。幸運的是，拜現代科技之賜，人類的認知活動已從影像

科 技 如 fMRI （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和  PET （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等技術，探索人腦與注意力、知覺、記憶等認知歷程的定位

與關聯，當然亦可用於分析大腦結構的相關功能(Grill-Spector, & Malach, 2004)。 

然而，視覺皮質損傷的學生往往伴隨著許多其他功能上的障礙，例如認知、語言、

與肢體等方面的問題，因此花費在觀察評估學生優弱勢能力的時間與精力往往與其教

學效果不成比例；教師與家長的疑問是，如何能透過跨領域的合作，以最有效又最正

確的方式發掘學生的優勢能力所在，並針對其優勢能力對症下藥得到最好的教學成

效？這也正是研究者籌劃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根據上述，本研究乃企圖以核磁造影的

技術，分析並尋找視覺皮質損傷學生之優勢學習歷程，並透過課程本位設計與學習，

提昇其數學科圖形辨識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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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視覺皮質損傷  

  視覺皮質（visual cortex）位於大腦枕葉皮質，是大腦皮質中最薄的區域。負責

視網膜所傳遞出來的視覺訊息；視覺訊息包含形狀、顏色、大小、方向、空間對等關

係、與動態速度(Dubner and Zeki, 1971)，各項訊息由不同的視覺皮質層所負責，同

時以以平行處理(Self & Zeki, 2005)的方式進行解讀，在傳遞與回饋的整合之下，最後

得到一個訊息統整後的視覺辨識(Self & Zeki, 2005)。 

基本上，人類為了適當處理輸入的視覺訊息，在枕葉的初級視覺區接收刺激之後，

會將訊息依特性傳送到兩條獨立的功能性皮質處理路徑，也就是視覺雙路徑：一條傳

往下顳葉（腹側枕─顳路徑），負責處理物體知覺和辨認等物體視覺（Object Vision），

一般稱為腹側流（Ventral stream）；腹側流起始於V1，依次通過V2與V4區，進入下

顳葉（Inferior temporal lobe），此一通路常被稱為「內容通路」（What pathway），

參與物體識別，例如顏色與人臉識別；且該通路亦與人類的長期記憶有關，如形狀恆

常、視覺完形、背景形狀辨識等要素（曾廣文等，2009）。而視覺訊息慱導的另一條

路徑則傳往後頂葉上部（背側枕─頂路徑），負責處理空間位置、深度知覺、地理空間

定向等空間視覺（Spetital Vision），一般稱為背側流（Dorsal stream），背側流起始

於V1，通過V2後，進入背內側區和中顳區（MT，亦稱V5），然後抵達頂下小葉。背

側流常被稱為「空間通路」（Where pathway），參與處理物體的空間位置訊息以及相

關的運動控制等，例如眼跳（saccade）和伸取（Reaching）(Mahon, Milleville, Negri, 

Rumiati, Caramazza, & Martin, 2007)。 

視 覺 皮 質損 傷 （ Cortical Visual Impairment, CVI ） 又 稱皮 質 盲（ cortical 

blindness）；視覺中樞在大腦枕葉，物體的光線刺激，經眼球視網膜傳遞到大腦枕葉，

兩側枕葉因病變、受傷或發育不全等因素，可能在導病患在眼球構造完好的情況下，

還是看不到物體的存在，這就稱為「皮質性視盲」（蔡子同，2011）。  醫學報告指

出(Mahon,et al., 2009)，有些大腦枕葉受傷的病患，無法正確唸出動物的名稱；另外

有些腦傷病人雖然可以正確區辨不同的動物，但是對於回答扳手、鐵鎚或鑰匙這一類

沒有生命的物體名稱卻有困難。近年來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的研究發現：大

腦枕葉外側（lateral occipital cortex）對於有生命的物體有較大的血氧濃度變化

（blood oxygen-level dependent, BOLD ）；而大腦枕葉梭狀回內側（medial 

fusiform gyrus）則對於無生命的物體則有較大的訊號改變。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指

出：大腦對於有生命（比如：臉孔和動物）和無生命（比如：工具和房屋）這兩種不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B%E9%A2%9E%E5%8F%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B%E9%A2%9E%E5%8F%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9C%9F%E8%AE%B0%E5%BF%8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9%A2%9E%E5%8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1%B6%E4%B8%8B%E5%B0%8F%E5%8F%B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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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別物體概念的訊息處理似乎並不相同(University of Rochester , 2009, August 

14)。但也有學者反對上述的論點，許多科學家質疑，大腦其實並沒有對「有生命」和

「無生命」的物體特別分化出兩種不同的神經迴路，這兩種類別之所以有不同處理模

式，可能是因為有生命的物體之間有共同的視覺相似度（動物有腳、狀似圓形的身軀），

而無生命則多和物體的可操作性有關（如何使用特定工具）。因此，科學家推測，視覺

經驗的有無，以及在成長過程中利用圖畫或照片這些視覺訊息作為學習材料的多寡，

會影響到我們如何習得有生命和無生命的物體概念。 

  此外，部份大腦枕葉受傷的病患，其臨床的症狀尚有：在行動上無法辨識車子的來

速、樓梯的深度、手眼協調或視動協調差、甚至無法閃避前方障礙物等現象(van Der 

Velde, ＆ de Kamps, 2001; Shabbott, & Sainburg, 2010)。背流則被視為提供空間位

置、大小、形狀等重要資訊、以做出適當動作反應的視覺處理過程；部分研究並發現，

當個體處理單純物體視覺任務時，除了腹流外，與背流有關的頂葉區亦有所活化(Rao, 

Zhou, Zhuo, et al., 2003)。由此可知，視覺皮質背側流與腹側流所負責的視覺辨識與視

覺行為並不能完全的被分離。  

    整體而言，視覺皮質損傷的學生或病患會有視覺反應差或沒有反應，部份有正常的

瞳孔反應和正常的眼部檢查(Jackel, et al., 2010)、視力不穩定（variable vision），尤其

在疲勞或生理狀態不佳的時候視力更差(Whiting, et al., 1985; Morse, 1990)、深度知覺

（depth perception）或判斷遠近距離的能力差其至是零或無、眼動不協調、比較容易

發現動態的東西或無法追視快速移動的物體(Jan, Groenveld, Sykanda & Hoyt, 

1987)、視野（field of view）限制(Alexander, 1990)、眩光困難、畏光（photophobia）、

顏色（尤其是黃色與紅色）對比色是很重要的，且辨別物體顏色比辨別物體形狀容易(Jan, 

Groenveld, Sykanda & Hoyt, 1987; Groenveld, Jan, & Leader, 1990 ) 、注意力不集

中(Alexander, 、1990; 林鈜宇、張文典、洪福源，2011)、對新的事務辨識困難、放

大字體與簡單或間隔大的文字較容易閱讀、對於複雜背景的環境有辨識上的困難、注視

（fixation or eye contact）困難、手眼協調困難(Children's Hospital Boston, 2011; 

Newcomb, Sandra, 2010)等特徵；僅有極少數的視覺皮質損傷患者有所謂盲視

（Blindsight）的存在（聯合報，2008）。 

整合上述文獻，CVI的學生或病患，依其視覺辨識的特質，可以簡單的分為下列

三類（McKeefry and Zeki, 1997; Peuskens et al., 2004）： 

（一）腹側流傳導障礙： 

  此一類障礙乃是大腦將視覺資訊從枕葉繼續送往顳葉分析時，才能進一步解碼，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pth_percep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eld_of_view
http://en.wikipedia.org/wiki/Photophob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Eye_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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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知道物體的形狀及顏色等重要特性。如果枕葉正常，但顳葉有病變，病人雖然

仍然看得到東西，卻有可能無法分辨物體是圓是扁；或者無法知道樹上芒果成熟了沒，

（許雅雯、蔡佳良，2009）。 

（二）背側流傳導障礙 

  枕葉將視覺訊息送往大腦頂葉，讓腦部知道物體與我們的相對空間關係，稱為「視

覺空間」功能。這項功能，與我們的肢體運動密切關聯，常在潛意識下運作。頂葉有

病變，病人雖然看得到東西，但當須要作肢體動作反應，往往無法完美配合，就如本

病例所呈現的症狀。如「視覺空間功能異常」或對物體的形狀、顏色、動靜狀態等

(Shabbott, & Sainburg, 2010)。 

（三）綜合型障礙 

  綜合型障礙也就是上述前兩類障礙的病徵同時出現，此一類的患者合併腹側流傳

導障礙與背側流傳導障礙的病症，在教學與復健的過程中，較前兩類的學生更為困難

（王方伶、孟令夫、杜婉茹，2008）。 

二、核磁造影在視覺皮質的分析 

三、優勢學習能力之課程本位評量（視覺皮質損傷學生之教學策略） 

（一）優勢學習能力 

（二）課程本位測量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擬以研究對象年級與其圖形辨識的程度為其課程本位學習主

要依據，採集適合研究對象的年級與其數學程度之數學課本與習作為教材，再依其優

勢能力與功能性視覺的評估結果，設計十次的教學介入與教材，並訂定整個研究教學

的目標；在每次教學過程中，隨時記錄並觀察其數學科圖形的辨識狀況，並依其狀況

調整其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與教材教具設計，同時於每次教學中評量研究對象的進步

情形並做成圖表。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single subject research）跨受試多探試之實驗設

計（multiple probe design across subjects）進行，企圖瞭解視覺皮質損傷學生在

數學科圖形辨識的能力，研究以課程本位教學及評量的方法進行，並以單一受試研究

方法記錄分析其學習的成效。以下擬就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之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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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料處理與分析等項目分別說明。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跨受試多探試之實驗設計進行，本研究擬採用單一受試研究

法的原因為： 

（一）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視覺皮質損傷之學生，學生雖然出現率低但卻具有非常高

的異質性(Parker, Grimmett, Summers, & Sharon, 2008)，不易取得適合的大樣本。 

（二）由於視覺皮質損傷學生的學習特質各有不同，教學策略亦會隨著其優勢能力的

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研究必須採個別化之教學實驗設計，不適用於大班教學或同一

類教學法進行。 

（三）視覺皮質損傷學生的個別差異大，採取大樣本的研究設計方法，無法適當敘述

學生個別獨特的表現，同時也無法呈現出個體在教學實驗過程中的變化。單一受試研

究法則可將個體表現的變化過程逐一呈現。 

（四） 研究採多探試設計及基於教學倫理的考量，可避免學生在冗長的基線期評量

中，一再評量受試者無法達到的行為，以減低學生學習的挫折感。 

（五） 因為單一受試跨受試多探試設計的特點在於，此研究法適用於教師評量教學行

為方案實施的結果，每一次的教學設計具有相當的彈性，除可展現良好的實驗控制外，

亦可系統性的操弄變項，與一般教學活動相容。且單一受試多探試設計可對未開始介

入之行為的基線資料進行間斷的探試（與基線相同的試驗），這些探試可能分散於教學

時段中或跨觀察時段中進行，以提供研究者有用的資料，作為評量學生是否比教學前

呈現進步狀態的依據（杜正治，2004）。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預計以三位視覺皮質損傷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已通過中山醫學大學人

體試驗委員會審查（計畫編號 CS12254）。學生來源乃由縣市特殊教育中心或特殊教

育學校召募，願意對本研究有進一步了解的家長或學生，可由特殊教育中心與特殊教

育學校的對口聯絡人員轉知，並由本研究之研究人員主動聯絡並說明研究目的、過程

與方法、可預期的風險、賠償責任、與獎勵參與的措施等。收案後，研究對象的視覺

皮質損傷狀況，以前述的分類有一位為綜合型 CVI，一位背側流 CVI，一位則為腹側

流 CVI。 

因研究涉及數學科圖形之教學，因此研究對象尚有下列幾點限制（排除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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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有其他顯著障礙者，如一般視覺障礙、重度聽覺障礙、嚴重認知功能障礙、

或學習障礙者； 

（二）具備數學科課程學習的能力； 

（三）能配合核磁造影的過程與研究教學、記錄者； 

（四）核磁造影之數據分析結果顯著可明確判讀其優弱勢能力者； 

（五）除家長與本人同意參與外，須校內教師同意本研究進行教學介入者。 

三、研究工具 

（一）核磁造影數據獲取 

（二）研究說明書及家長／監護人及本人同意書 

（三）視覺皮質損傷學生功能性視覺評估量表 

（四）數學圖形辨識能力評估量表 

（五）成效訪談問卷（家長及教師填寫） 

五、資料的處理與分析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single subject research）跨受試多探試之實驗設計

（multiple probe design across subjects）進行，企圖瞭解視覺皮質損傷學生在數學

科圖形辨識的能力，研究以課程本位教學及評量的方法進行，並以單一受試研究方法記

錄分析其學習的成效，以下茲依據實驗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如下: 

一、教學立即成效之單一受試曲線分析 

（一）三角形辨識 

由圖 7、表 2、表 3 可看出，個案甲在進入處理期階段後，三角形辨識之正確率

由 11﹪提升為 88﹪，且基線與處理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可見教學處理的立即效

果。表 4 之 C 統計考驗結果顯示，Z 值為 3.33，達.01 的顯著水準，由此可知教學介

入對其三角形辨識能力具有正向顯著的效果。 

個案乙進入處理期後，三角形辨識正確率提高為 89﹪，且基線、處理兩階段的重



以核磁造影分析視覺皮質損傷學生之優勢學習能力在數學科圖形辨識之學習成效 

43 

 

疊百分比為 0％，C 統計考驗 Z 值為 3.46，達.01 的顯著水準，由此可見教學介入是

對於三角形辨識具正向的效果。 

個案丙進入處理期後，三角形辨識正確率達 92﹪，顯示其受到教學處理的效果所

影響；基線期與處理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C 統計考驗結果兩階段的 Z 值為 3.60，

達.01 的顯著水準，表示教學介入確實讓其三角形辨識能力有明顯的進步。 

（二）四邊形辨識 

由圖 8、表 5、表 6 可得知，個案甲在進入處理期階段後，四邊形辨識正確率有

明顯上升的趨勢，且水準穩定度為 100％，加上基線與處理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

可見教學處理的立即效果。表 7 之基線期與處理期 C 統計考驗結果顯示，Z 值為 3.33，

達.01 的顯著水準，由此可知教學介入對其四邊形辨識能力具有正向顯著的效果 

個案乙進入處理期後，四邊形辨識正確率提高為 80﹪，且基線、處理兩階段的重

疊百分比為 0％，C 統計考驗 Z 值為 3.41，達.01 的顯著水準，由此可見教學介入是

非常有效的。 

個案丙進入處理期後，四邊形辨識正確率達 94﹪，顯示其受到教學處理的效果所

影響；基線期與處理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C 統計考驗結果兩階段的 Z 值為 3.42，

達.01 的顯著水準，表示教學介入確實讓其四邊形辨識能力有明顯的進步。 

（三）圓形辨識 

由圖 9、表 8、表 9 可看出，個案甲自基線期進入處理期後，圓形辨識正確率有

明顯上升的趨勢，水準穩定度為 100％，且基線與處理期的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

教學介入對其圓形辨識具有正向的立即效果。表 10 之基線期與處理期 C 統計考驗 Z

值為 3.49 ( p＜.01)，顯示階段間達顯著差異，由此可知教學介入對其圓形辨識能力具

有正向顯著的效果。 

個案乙進入處理期後，圓形辨識正確率自 0﹪提高為 83﹪，且基線、處理兩階段

的重疊百分比是 0％，表 10 之 C 統計考驗 Z 值為 3.15，達.01 的顯著水準，由此可

見教學介入是具立即成效的。  

個案丙自基線期進入處理期後，圓形辨識正確率提高為 80﹪﹪，可見教學處理的

效果，而從基線期與處理期的重疊百分比( 0﹪)與 C 統計考驗兩階段的 Z 值( p＜.01)

顯示，表示教學介入確實對受試丙的圓形辨識能力有立即的成效。 

二、教學保留成效之單一受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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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角形辨識」之保留成效 

由表 2、表 3 可知，三位個案在保留階段的趨向穩定度分別為 67﹪、50﹪及 100

﹪，其中個案甲的三角形辨識正確仍持續上升為 94﹪，個案乙、丙則略為下降為 70

％、89％，然而三位個案的處理期與保留期重疊百分比皆在 80％以上，而表 4 中合

併處理期、保留期的 C 統計 Z 值各為-0.07、1.50、0.34，皆未達.05 統計水準。由此

推測教學介入對個案者的三角形辨識能力的保留效果較不一致，僅有對個案甲具有較

顯著的保留效果。 

（二）「四邊形辨識」之保留成效 

由表 5、表 6 可見，進入保留期時，三名個案的四邊形辨識正確率平均分別為 100

％、53％、78％，個案甲仍維持穩定水平趨勢，個案乙、丙則是變更為穩定下降趨勢，

但處理期與保留期的重疊百分比都在 80％以上，而合併處理期、保留期的 C 統計分

析結果，除了個案乙的 Z 值達.05 統計水準外，個案甲、丙的 Z 值皆未達.05 統計水

準。可知教學介入對三位個案四邊形辨識的保留效果不一致，對個案甲、丙較具保留

效果。 

（三）「圓形辨識」之保留成效 

由表 8、表 9 顯示，個案甲在保留期的趨勢走向呈現穩定的水平趨勢、個案乙、

丙則是穩定的下降趨勢，圓形辨識正確率平均分別為 92％、79％、94％，且個案甲、

丙的表現仍持續進步；三位個案在處理期與保留期的重疊百分比都是 100％，而此兩

階段的 C 統計 Z 值分別為 0.61、1.64、0.34，皆未達.05 統計水準。因此，可知教學

對個案的圓形辨識能力具有保留效果，但保留效果不一致。 

綜合上述，在基線階段，三名個案的「三角形辨識」、「四邊形辨識」、「圓形

辨識」正確率均偏低，而在介入教學後，三名個案的評量正確率皆明顯提升，呈現穩

定進步的狀態，且基線期和處理期的非重疊百分比達 100% ，顯示課程本位教學結

合策略教學對受試者「圖形辨識」具有立即效果。 

而立即效果觀察也同時在數學圖形辨識能力評估量表與成效訪談問卷中得到相同

的回饋。家長或教師在十個題項的評分，由基線期的平均數 11.50，進步到處理期的

33.83，ｔ考驗顯示，三位個案在教學介入後，家長與教師均認為其在整體的數學科

圖形辨識上有顯著的成效(t=-11.807, p=.000)。 

而在保留成效方面，進入保留期後，雖然三名個案的「三角形辨識」、「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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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圓形辨識」正確率平均皆在 70% 以上，然由處理期與保留期的重疊百分

比看來，三名個案在圖形辨識保留效果並不佳，尤其對個案乙而言。而保留效果的觀

察也同時在數學圖形辨識能力評估量表與成效訪談問卷中得到類似的回饋。家長或教

師在十個題項的評分，由處理期的平均數 33.83，回退到保留期的 20.67，ｔ考驗顯

示，三位個案在教學策略移除後，家長與教師均認為其在整體的數學科圖形辨識上顯

著的比教學介入的成效來得差(t=4.077, 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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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部七縣市醫院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現況認知 

曾亮   黃春滿  夏志禹 

逢甲大學建築系 

中文摘要 

    由於國內身心障礙保護法與建築技術規則等，對於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備

及設施相關之法令施行。就醫院建築而言，設置無障礙電梯是重點檢核要項之一，由於

初期無電梯點字系統之規範，對於電梯內、外部之點字系統較不重視!常有電梯點字字

義有誤、點字位置不適或點字施作錯誤等方面態樣!視障者在垂直動線之定向行動中無

法正確辨識等造成許多混亂現象!本文針對台灣北部七縣市，共計調查92 棟醫院建物，

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設置現況，進行統計、分析、比較作業，並針對錯誤現象提出對策。

本文研究目的：(一).瞭解台灣北部七縣市醫院無障礙電梯設置點字系統之現況。(二).比

較北部七縣市醫院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施作的個別特色。(三).建立北部七縣市醫院

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設計之基礎資料。(四).提出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設計、使用、

施工層面之原則。  

    經調查北部七縣市醫院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所得結果：(一).就「上鍵」點字：

語言系統採用注音有76％(合於法規)，英文有3％，未設置點字有21％。(二).就樓層篇

而言：樓層四的發音跟台語「死」發音相近，有73%沒有樓層四(按鍵及點字系統)。規

劃二種防止錯誤產生方式：1.點字板正位辨識 2.中文加註於點字板。 

關鍵字:醫院建築物、北部七縣市、電梯點字系統 

一、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就早期的醫院設備而言，對於行動不便者設備與設施較不重視，因初期國內建築相

關法規並無對於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建構標準之設計與規範;現為配合建築法規求增設

置，確有其困難度；尤其在視障者在無障礙電梯之點字字義、使用系統與點字貼片位置

等方面，造成許多錯誤、混亂現象，形成視障者無法經由點字貼片傳達正確之辨識性，

導致視障者對於點字內容判讀時，因摸讀錯誤訊息造成視障者在建築物內垂直行動時不

便，視障者就會迷失在醫院內部複雜的環境中。台灣實施之建築物使用執照無障礙勘

驗，驗收方式僅採用『簡易目視檢查法』導致國內電梯點字貼片在貼附內容及施作上錯

誤或使用點字語言系統混亂之現象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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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內容包括：彙整國內外現有點字系統相關文獻資料，調查台灣北部七縣

市醫院建築物點字系統設置情形，並針對醫院建築點字通用化之法規層面、醫院建築點

字簡易化之認知層面、醫院建築點字系統化之執行層面等進行使用語言、簡易認知、通

用化評估之研究。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瞭解台灣北部七縣市醫院無障礙電梯設置點字系統之現況。 

   (二).比較北部七縣市醫院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施作的個別特色。 

   (三).建立北部七縣市醫院建築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設計之基礎資料。 

   (四).提出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設計、使用、施工層面之原則  

1-2  研究範與對象 

    有於鑑視障者大部份生活領域空間是以家庭為主外，『醫院』建築物更是視障者最

常到達之場所空間，無論是就醫、門診或治療等。行為活動最不可忽視略之公共場所，

又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更是視障者定向行動之垂道動線必要指示設備。故本文將針對台

灣北部七縣市（如圖1）醫院建築物內無障礙電梯為主要研究，進行調查符合民國101

年11月16日修訂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167條第2項所授權之『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為法令基礎。 

    本文以台灣北部七縣市之醫院建築物，以符合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公告:醫療院所等

級250床以上之區域醫院、500床以上之教學醫院及醫學中心為主，調查無障礙電梯點

字系統設置情況，計有宜蘭縣12間、基隆市8 間、新北市15 間、台北市27 間、桃園

市17 間及新竹縣市13間，共計92間為調查之主要研究對象（如表1）。  

                                             表1 台灣北部七縣市醫院類型表 

 

 

 

 

  圖1 台灣北部七縣市分布圖                                 

二、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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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視障者從家到醫院就診過程中，搭乘電梯時所遭遇到問題，其文獻分為：

無障礙相關法規發展沿革、電梯點字法規認知及電梯點字關文獻探討等。 

2-1 無障礙相關法規發展沿革 

    從1980.06政府公布「殘障福利法」主旨在明定身心障礙者之暢行權：「政府對各

項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設置便於身心障礙者行動之設備」。於1996.11內政部公

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十章修正案」。到2013.01內政部修正「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主要『修正重點包括明定新建、增建之公共與非公共建築物均需設

置無障礙設施，並規定無障礙通路應通達之空間及無障礙樓梯、無障礙廁所盥洗室、無

障礙浴室、輪椅觀眾席位、無障礙停車位、無障礙客房數量，至於各項設施設計規範，

於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訂定之』。及103.12內政部修正「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旨在『新增A204-1 金融機構之自動化服 務設備點字及無障礙設施設備要求』

（如表2所示）。 

表2 台灣北部七縣市醫院無障礙相關法規發展沿革表 

頒布時

間 

相關法案或規範名稱 重要內容 

1980.06 公布「殘障福利法」 明定身心障礙者之暢行權：「政府對各項公共建築物

及活動場所，應設置便於身心障礙者行動之設備」。 

1981.04 訂定發佈「殘障福利法施行細則」 規定殘障等級表。 

1988.12 公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篇第十條公共建築物殘障者使用設

施」條文。 

規定公共建物無障礙設施之適當規格，並列舉出 十

四項三十種應該設置無障礙設施的建築物。為便利行

動不便者進出及使用，公共建築物應依本章規定設置

各項無障礙設施。 

1990.01 修正公佈「殘障福利法」 明文規定，各項新建公共設施、建築物、活動場所、

及交通工具，應設置便於殘障者行動及使用之設備、

設施；未符合規定者，不得核發建築執照。」 

1991.03 訂定發佈「殘障福利法施行細則」 各級政府機關、公、私立學校及公、民營機構晉用殘

障人士。 

1991.03 公佈「內政部獎助改善公共設施建

立無障礙生活環境實施計畫」 

分三階段改善部分公共設施，消除殘障者生活環境之

障礙。 

1995.02 公佈「公共設施、建築物、活動場

所殘障者使用設施規範」 

訂出公共設施和活動場所無障礙環境的相關規定，以

協助規劃者、設計者、執行者做為新建及舊有改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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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環境之依據。 

1996.11 公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篇第十章修正案」 

原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十章修正為「公共

建築物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主要的修正內容是擴

大使用對象為行動不便者，明文規定視障者、聽障者

及輪椅者使用相關的無障礙設施、設備。 

1997.07 公佈「中國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

條第七項」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

構、教育訓練與就學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

障，並扶持其自立與發展。 

2007.07 公佈「身心障礙者權益保護法第五

十七條」 

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便於各類身

心障礙者行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

不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 

2008.07 公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原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十章刪除之部分

條文，另訂此規範。明定所有無障礙設施之設計準則。 

2013.01 修正「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修正重點包括明定新建、增建之公共與非公共建築物

均需設置無障礙設施，並規定無障礙通路應通達之空

間及無障礙樓梯、無障礙廁所盥洗室、無障礙浴室、

輪椅觀眾席位、無障礙停車位、無障礙客房數量，至

於各項設施設計規範，於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訂定之。 

103.12 修正「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新增A204-1 金融機構之自動化服 務設備點字及無

障礙設施設備要求 

2-2  電梯點字法規認知 

「無障礙環境」對所有人而言，是行動對環境設施的改進外，正確的觀念及態度

的建立也是不可或缺的，法令的規定必要的輔助措施，以下針對無障礙的法令做探討。

法律的規範是較消極的作法，但法律條文具有保障人權的正面意義，以建築物無障礙

設計規範來說，內政部於民國 102 年訂定法規，於民國 103 年發佈實施以昇降設備來

說，修正條文之(一) 昇降機入口的觸覺裝置：在昇降機各樓乘場入口兩側之門框或牆

柱上應裝設觸覺裝置及顯示樓層的數字、點字符號，單一浮凸字時（如圖 2），長寬

各 8 公分以上。(二)在二個或二個以上浮凸字時，每一個浮凸字尺寸，應寬 6 公分、

長 8 公分以上，標誌之中心點，應位於樓地板面上方 135 公分，且標示之數字需與底

板的顏色有明顯不同、按鈕：按鈕之最小尺寸至少應為 2 公分，按鈕間之距離不得小

於 1 公分，其標示數字需與底板顏色有明顯不同，且不得使用觸摸式按鈕、點字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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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標示應設一般操作盤﹙直式操作盤﹚按鈕左側，﹙30 層以上之建築物，若設置位

置不足，可設在適當位置﹚。 

 

 

 

 

 

 

                          圖2 無障礙電梯設計規範(點字板) 圖 

2-3 電梯點字關文獻探討 

    針對台灣無障礙設施設計點字標準之『 論文及期刊』，主要以逢甲大學建築曾亮副

教授研究室之主題，臺灣地區(無障礙設施電梯點字系統)論文包括:1.李永崇 公共建築物

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盲人點字符號應用之探討－以台中市為例。(2007) 2.汪郁晨 醫院

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盲人點字符號應用之檢討－以北部七縣市為例。(2008)  

3.孫傳仁 公共建築物無障設施電梯點字系統應用之研究－以台灣與美國比較。(2008)  

4.邱金印 醫院建築物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之研究－以台灣中部六縣市為例。(2009)   

5張志明 台灣地區公共建築物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之研究。(2009)  6.李羽芝 台中市

國小國中無障礙電梯及點字系統之研究。(2009)  7.許萍夙 臺灣大眾運輸系統無障礙電

梯點字系統之研究-以台北捷運、高鐵及高雄捷運為例。(2010)  8.黃建成 彰化縣國小

國中無障礙電梯及點字系統之研究。(2010)  9.李木全 醫院建築物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

之研究-以台灣南部及東部地區為例。(2011)  10. 汪明諒 臺灣鐵路車站無障礙電梯點

字系統之研究。(2012) 11.葉淑芳 台灣地區特殊教育學校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之研究 

(2014)。及相關無障礙設施電梯點字系統) 期刊（如表3所示）。 

表3  無障礙設施設計點字期刊表 

作者 論文/期刊名稱 內容說明 

唐真真(2014) 臺灣與美加地區無障

礙電梯點字系統之研

究 

研究結果發現，以視障者需求品質而言，臺灣在電梯點字系

統平均滿意度得分皆低於美加。針對臺灣之點字標示表中的

中、英文混搭的語言狀況，容易造成點字字義上的混淆，建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jExto/record?r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jExto/record?r1=8&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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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應限制於單一語系於按鍵内，可使點字字義趨於簡化；於

規範中建置有關點字貼片尺寸、高度、間距等細部設計規

範，以提升點字資訊傳達的易讀性與便利性；另採取以「浮

凸符號＋點字＋輔助光源」呈現點字組合型態，點字貼片以

地方性語言建置為主，浮凸觸覺符號為輔，加上光源輔助及

正位辨識減少差錯的設置正確性，在視覺、觸覺摸讀皆能更

趨方便，使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建置趨於國際通用化。 

汪明諒、曾亮

(2013) 

臺灣鐵路車站無障礙

電梯點字系統之研究 

為臺灣鐵路車站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探討以其點字系統的

設計、施作與現況，分別就電梯設備之上下鍵、開關鍵、樓

層鍵、警示鍵以及未規範之按鍵進行實地現況調查及比較分

析，並就過程中得到初步資料及結論。設計出「臺灣鐵路車

站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各層面應用之探討問卷」問卷內容包

括：辨識性、使用性、施工性等三個構面與18項準則，並運

用層級分析法（AHP）分析，藉以比較各個準則的重要程度。 

曾亮、余政舫、

唐真真、汪郁晨

-2008 

關懷無障礙設施系列

報導(一)電 梯點字標

示之認知與應用。 

針對視覺障礙者（使用者）與電梯施作廠商（施作 單位）、

建築師（驗收單位），探討點字標示之通用性與降低施工錯

誤情況，以達成電梯點字通用化、電梯點字簡易化、電梯點

字系統化之目標。 

曾亮、李永崇、

謝 統 勝 、 余 政

舫、唐真真、汪

郁晨-2008 

關懷無障礙設施系列

研究(二)電梯點字標

示之問題與對策。 

建立一套國內電梯控制盤之點字貼片標準模式，讓國內有一

致性標準化的點字貼片位置、系統、字義，並能與通用於世

界之點字系統相結合。 

曾亮、余政舫、

謝 統 勝 、 唐 真

真 、 汪 郁 晨

（2008） 

關懷無障礙設施系列

報導(三)電梯點字標

示系統使用上之比較

－以台灣與德國為

例。 

針對德國電梯點字系統在使用層面上之各項差異性，探討其

文化認知差異與降低視障者在德國按鍵功能情況。 

曾亮、宋鴻騏、

余 政 舫 、 唐 真

真 、 崔 征 國

（2008） 

關懷無障礙設施系列

報導(四)電梯點字標

示台灣與馬來西亞之

比較 

針對馬來西亞地區電梯點字系統在使用層面上之各項差異

性，探討其文化認知差異與降低視障者在馬來西亞地區按鍵

功能情況。 

唐 真 真 、 曾 亮

（2008） 

建築師對電梯點字設

施應有的專業認識 

提供建築師電梯點字系統的基本專業認知與概念，針對設

計、施作、管理單位，對於電梯設施之點字貼片所發生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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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不當、施工錯誤、管理疏失等錯誤原因之探討。 

Georgina 

Kleege 

Visible 

Braille/Invisible 

Blindness 

作者以身為視障者的身分，探討在公共場所的點字使用並分

析其效用，藉以促進更具包容性的社會。將公共場所的點字

利用轉變成為使視障者從文化意識邊緣繼續發展，並使公共

領域變得更加可視。 

Takashi Abe 

and et al.

（2003） 

Elevator control 

panels for people 

with visual 

disabilities 

因為電梯使用者的生理特徵可能會導致介面使用的問題。特

別是視覺障礙帶來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藉

由視障者來進行驗證測試及評估。結論發現使用浮凸字母在

電梯操作盤以及依不同操作功能使用不同形狀按鍵，對於提

高電梯的操作性是一種有效的方法。 

Kazuko 

Matsuda, 

Masayuki 

Miyawaki

（2002） 

―Universal 

Design‖ in 

ELENESSA 

(Machine 

Room-Less) 

Elevators 

探討三菱電梯ELENESSA在融入通用設計理念的幾種設

計：1.將操作盤置於梯廂側牆，並設置大且易於閱讀的按鍵

和顯示器，讓任何人都可安全和簡單的操作電梯。2.按鍵採

觸覺設計，讓所有乘客能很容易理解（包括視障者）3.顯示

器和【開】鍵都特別放大（約1.6倍），使其更容易閱讀和

使用。 

Edwards, A. D. 

N.-1998 

Making elevators 

truly accessible to 

blind people 

本文提出對目前電梯點字貼片的質疑：一.能夠閱讀點字的視

障者比例是非常低，且這還只對真的會使用點字的全盲者而

言，尚不含其他視障者。再者，另一法定替代辦法就是浮凸

觸覺圖像，雖可被明眼人閱讀，且視障者也能觸覺到，但浮

凸形狀僅對已學會用視覺閱讀後才失去視力的視障者是熟

悉。二將浮凸觸覺圖像與布萊爾點字相較之下的閱讀速度是

非常緩慢。對此作者提出以電話式鍵盤替代現有電梯操作按

鍵的提案，同電話數字鍵上#5鍵有觸覺點以協助定位，視障

者如撥電話般的輸入要到達的樓層號碼即可。 

三、調查內容與步驟   

3-1 調查內容 

    以台灣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建築物為調查對象，進行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調查作

業，內容包括: （一）上下篇（二）開關篇（三）樓層篇（四）警示篇等四主題。 

   （一）上下篇:上、下按鍵之點字，調查無障礙電梯機箱外【上、下】按鍵點字貼         

片，採用點字語言系統、字義、位置、施工正確與否? 



2015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54 

 

   （二）開關篇:開、關按鍵之點字，調查無障礙電梯機箱內【開、關】按鍵點字貼         

片，採用點字語言系統、字義、位置、施工正確與否? 

   （三）樓層篇:各樓層按鍵之點字，調查無障礙電梯機箱內【樓層數字】按鍵點字         

貼片，採用點字字義、有無4F、位置、施工正確與否? 

   （四）警示篇:延時、鈴、tel、main等按鍵之點字，調查無障礙電梯內【延時、鈴tel、

main】按鍵，點字語言系統、字義、位置、施工正確與否? 

    上述無障礙電梯點字板之拍照、彚整、統計、分析、比較等作業（如圖3），建立

台灣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建築物『電梯點字系統』基礎資料。 

 

 

 

 

 

                      圖3 無障礙電梯(點字板) 調查內容圖 

3-2 調查步驟 

 以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建築為調查對象，進行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調查，調查包括:（一）

醫院案例基本資料（二）醫院無障礙電梯點字（三）結果與法規比較作業。 

（一）醫院案例基本資料:1.建物正立面(拍照) 2.最接近主要入口區大廳之障礙電      

梯正立面圖(拍照)。 

（二）醫院無障礙電梯點字:1.無障礙電梯外部【上、下】按鍵點字貼片圖(拍照) 2.      無

障礙電梯內部(l)【開、關】(2)【樓層】(3)【延時、鈴、tel、main】(4)直立式【主鍵盤】

按鍵點字貼片圖(拍照) 。 

   （三）結果與法規比較作業:依據內政部『無障礙電梯設計規範(點字板)圖』(詳         

如圖2)，及建立問題與對策、結論與建議。 

四、調查結果與分析 

從視障者使用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之觸摸法則(食指由左而右移動)，本文依據『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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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基礎（如圖2）所示。進行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現場調查作業，

結果分類為(一).【上】、【下】(二).【開】、【關】(三).【樓層】(四).【tel】、【鈴】、

【stop】等作整理分析，針對台灣北部七縣市地區92部無障礙電梯調查案例中統計分析

後，發現有設置點字系統計76部，佔總調查案例83％，無設置點字系統計16部，佔總

調查案例17％，其數量及比例分佈如（表4所示）： 

  表4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升降設備設置點字設施表 

設置點字系統設施 數量 樣本數量 統計分析 

升降設備有設置點字 76 92 83% 

升降設備無設置點字 16 92 17% 

4-1 設計層面: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之無障礙電梯各類按鍵(一).【上】、【下】(二).【開】、

【關】(三).【樓層】(四).【tel】、【鈴】、【stop】等設置點字現況，調查彙整比較、

分析結果如下: 

(一) 【上】、【下】按鍵 

以入口等候區來說，針對升降設備上及下按鍵的點字系統設置，進行語言系統及字義內

容的統計，【上】、【下】按鍵為升降設備中主要的操作鍵，語言系統有中文注音及英

文拼音兩大類。字義內容【上】按鍵有ㄕㄤˋ及 up 二種，【下】按鍵有ㄒㄧㄚˋ及 dn 

二種（如表5所示）。 

針對【上】功能按鍵中各種語言系統所佔比例進行統計及分析比較。有76％使用中文注

音，英文拼音有3％，無施作點字系統有21％其分佈表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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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上】、【下】按鍵點字字義內容表 

語言 

系統 

上鍵 下鍵 
合 

計 

(間) 

上(ㄕㄤˋ) up 無施作 下(ㄒㄧㄚˋ) dn 無施作 

圖示 

縣市       

新竹市 5 0 2 5 0 2 7 

新竹縣 2 0 4 2 0 4 6 

桃園市 13 1 3 13 1 3 17 

新北市 13 0 2 13 0 2 15 

台北市 22 1 4 20 1 6 27 

基隆市 5 0 3 5 0 3 8 

宜蘭市 10 1 1 10 1 1 12 

總和 70 3 19 68 3 21 92 

百分比 76% 3% 21% 74% 3% 23%  

 

表6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上】按鍵點字語言系統統計表 

語言系統 比例數量 樣本數量 統計分析 

中文注音(ㄕㄤˋ) 70 92 76% 

英文拼音up 3 92 3% 

無施作 19 92 21% 

 

 

(二)【開】、【關】按鍵 

調查建築物升降設備中控制升降設備門的開及關按鍵的點字系統設施，進行語言系

統及字義內容的統計，【開】、【關】按鍵為升降設備中必備主要按鍵。語言系統有中

文注音及英文拼音兩大類，字義內容【開】按鍵有ㄎㄞ及open 二種，【關】按鍵有ㄍ

ㄨㄢ及shut 二種如（表7）。 

針對【開】【關】功能按鍵中各種語言系統比例統計及分析比較。有75％使用中文

注音，英文拼音有2％，無施作點字系統有23％其分佈表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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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開】、【關】按鍵點字字義內容 

語言 

系統 

開鍵 關鍵 
合 

計 

(間) 

開(ㄎㄞ) open 無施作 關(ㄍㄨㄢ) shut 無施作 

圖示 

縣市       

新竹市 5 0 2 5 0 2 7 

新竹縣 2 0 4 2 0 4 6 

桃園市 13 1 3 11 1 5 17 

新北市 13 0 2 12 0 3 15 

台北市 21 0 6 22 0 5 27 

基隆市 5 0 3 5 0 3 8 

宜蘭市 10 1 0 10 1 0 12 

總和 69 2 20 67 2 22 92 

百分比 75% 2% 23% 73% 2% 25%  

 

  表8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開】按鍵點字語言系統統計表 

語言系統 比例數量 樣本數量 統計分析 

中文注音(ㄎㄞ) 69 92 75% 

英文拼音up  2 92  2% 

無施作 20  92 23% 

 

(三)【樓層】按鍵 

    調查醫院建築物的升降設備內部，針對主要按鍵盤中控制到達各樓層的按鍵的點字

系統設施，進行語言系統及字義內容的統計及分析，得知按鍵主要是以『數字點字』系

統表示『到達該樓層數』，而數字點字系統全世界統一，並無語言系統及內容字義之差

異性。但由於本研究調查對象主要是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建築物，因此以醫院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設施來說，由於樓層四的發音跟台語「死」的發音很像，所以北部地區92 棟

醫院建築物中，建築規模樓層數3F以下有10棟(約11%)，樓層數4F以上有82棟(約

89%)，其分佈表如（表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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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建築規模(樓層數)有無設置樓層四統計表 

縣市 
樓層數四樓以上 樓層數三樓以下 合計 

(間)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新竹市 6 86% 1 14% 7 

新竹縣 6 100% 0 0% 6 

桃園市 16 94% 1 6% 17 

新北市 14 93% 1 7% 15 

台北市 24 89% 3 11% 27 

基隆市 6 75% 2 25% 8 

宜蘭市 10 83% 2 17% 12 

總和 82 89% 10 11% 92 

 

針對北部七縣市地區92 棟醫院建築物中，建築規模樓層數4F以上有82棟，進行無

障礙電梯是否設置『4F點字』之比例？建築物樓層不編列4F設置及電梯內不設置『4F

點字』的現象，乃東方人的禁忌習俗為「恐四症」（Tetraphobia）是「Tetra」（四）

與「Phobia」（恐懼症）的合字。這禁忌是一種迷信，華人文化與教育下的結果。就北

部七縣市地區醫院建築物而言，樓層數4F以上有82棟中，有60棟(約73%)樓層無設置4F

點字（如表10），其中以宜蘭縣比例最高有10棟(約100%)，此現象應立即改善。 

表10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有無設置四樓點字統計表 

 

 

 

 

 

 

 

 

 

 

 

    

 

圖4 醫院無設置四樓點字按鍵圖 

 

縣市 

樓層有設置 

4F點字 

樓層無設置 

4F點字 

樓層數

四樓以

上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新竹市 2 33% 4 67% 6 

新竹縣 1 17% 5 83% 6 

桃園市 3 19% 13 81% 16 

新北市 4 29% 10 71% 14 

台北市 11 46% 13 54% 24 

基隆市 1 17% 5 83% 6 

宜蘭市 0 0% 10 100% 10 

總和 22 27% 60 73%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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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警示】按鍵 

    1.延時鍵 

調查建築物的升降設備中，針對主要按鍵盤中延長升降設備開門時間按鍵的點字系

統設施，進行語言系統及字義內容的統計。【延時】按鍵語言系統有中文注音系統及英

文拼音系統兩大類，字義內容有「一ㄢˊ ㄕˊ」、「ㄎㄞ 一ㄢˊ ㄔㄤˊ」、「一ㄢ

ˊ  

ㄔㄤˊㄎㄞ」、「一ㄢˊ」、「ㄎㄞ」、hold等六種（如表11）。 

表11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延時】按鍵點字字義內容表 

語言 

系統 

延時 

(ㄧㄢˊ ㄕ

ˊ) 

開延長 

(ㄎㄞ 一ㄢˊ  

ㄔㄤˊ) 

延長開 

(一ㄢˊ ㄔㄤ

ˊㄎㄞ) 

延 

(一ㄢˊ) 
開 

(ㄎㄞ) 
hold 無施作 合 

計 

(棟) 圖示 

縣市       
 

新竹市 1 0 0 0 0 0 6 7 

新竹縣 2 0 0 0 0 0 4 6 

桃園市 1 0 2 0 0 1 13 17 

新北市 1 1 0 1 0 0 12 15 

台北市 5 4 1 0 1 0 16 27 

基隆市 1 0 0 0 0 0 7 8 

宜蘭市 3 0 0 0 0 0 9 12 

總和 14 5 3 1 1 1 67 92 

百分比 15% 6% 3% 1% 1% 1% 73%  

針對【延時】功能按鍵中各種語言系統所佔比例進行統計及分析比較。無施作（含

無設置此按鍵）有73％，使用中文注音有26％，英文拼音有1％（如表12所示）。 

  表12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延時】鍵點字語言系統統計表 

語言系統 比例數量 樣本數量 統計分析 

中文注音 24 92 26% 

英文拼音 1 92 1% 

無施作 67 92 73% 

    2.鈴鍵 

調查建築物的升降設備中【鈴鍵】，針對主操控鍵盤中遇緊急狀況發生時，對外警

示按鍵的點字系統設施，進行語言系統及字義內容的統計。【鈴鍵】按鍵語言系統有中

文注音及英文拼音兩大類，字義內容有「ㄌㄧㄥˊ」、「ㄐㄧˊㄉㄧㄢˋ」、「ㄐㄧˊ」、

「ㄐㄧㄣˇ ㄐㄧˊ ㄏㄨ ㄐㄧㄠˋㄢˋㄋㄧㄡˇ」、「ㄐㄧㄠˋ」、「ㄐㄧ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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ㄊㄧㄥˊ」、「ㄏㄨ」共七種（表13）。 

表13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鈴鍵】點字字義內容 

語言 

系統 

鈴 

(ㄌ一ㄥ

ˊ) 

急電 

(ㄐㄧˊ 

ㄉ一 ㄢ

ˋ) 

急 

(ㄐㄧˊ) 

緊急呼叫按鈕 

(ㄐㄧㄣˇ ㄐㄧˊ ㄏㄨ 

ㄐㄧㄠˋ ㄢˋ ㄋ一ㄡ

ˇ) 

叫 

(ㄐㄧㄠ

ˋ) 

急停 

(ㄐㄧˊ 

ㄊ一ㄥ

ˊ) 

呼 

(ㄏㄨ) 
無施作 合 

計 

(間) 圖示 

縣市        
 

新竹市 1 0 0 0 0 0 0 6 7 

新竹縣 0 0 0 0 0 0 0 6 6 

桃園市 1 0 4 0 0 0 0 12 17 

新北市 2 0 5 0 0 0 0 8 15 

台北市 1 2 1 3 1 1 2 16 27 

基隆市 1 0 0 0 0 0 0 7 8 

宜蘭市 2 0 3 0 0 0 0 7 12 

總和 8 2 13 3 1 1 2 62 92 

百分比 7% 3% 14% 4% 1% 1% 3% 67%  

 

     針對【鈴鍵】功能操作鍵中各種語言系統所佔比例進行統計及分析比較。無施作

（含無此設置操作鍵）有67％，使用中文注音有33％，英文拼音有0％（如表14所示）。 

   

表14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鈴鍵】點字語言系統統計表 

語言系統 比例數量 樣本數量 統計分析 

中文注音 30 92 33% 

英文拼音 0 92 0% 

無施作 62 92 67% 

 

3.tel鍵 

調查建築物的升降設備內部，針對主操控鍵盤中遇緊急狀況發生時，對外請求聯絡

操作鍵的點字系統設施，進行語言系統及字義內容的統計。【tel鍵】按鍵語言系統有中

文注音及英文拼音兩大類，字義內容字義內容有tel、「ㄐㄧㄣˇ ㄐㄧˊ ㄏㄨ ㄐㄧㄠ

ˋㄢˋㄋㄧㄡˇ」、「ㄐㄧˊㄉㄧㄢˋ」、「ㄏㄨ ㄐㄧㄠˋ」、「ㄉㄧㄢˋ」、「ㄢ

ˋㄋㄧㄡˇ ㄐㄧㄣˇ ㄐㄧˊ ㄏㄨ ㄐㄧㄠˋ」、「ㄏㄨㄚˋ」、「一ㄢˊ ㄕˊ」、 

「ㄏㄨ」共9 種（如表15）。針對【tel鍵】按鍵中各種語言系統所佔比例進行統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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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較。無施作（含無設置此操作鍵）有52％，使用中文注音有47％，英文拼音1％，

佈（如表16所示）。 

表15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tel】鍵點字字義內容表 

語言 

系統 
tel 

緊急呼叫按鈕 

(ㄐㄧㄣˇ ㄐㄧˊ ㄏㄨ ㄐㄧㄠˋ ㄢˋ ㄋ一ㄡˇ) 

急電 

(ㄐㄧˊ ㄉ一

ㄢˊ) 

呼叫 

(ㄏㄨ ㄐㄧㄠ

ˋ) 

電 

(ㄉ一ㄢˋ) 

圖示 

縣市      

新竹市 0 0 0 0 1 

新竹縣 0 0 0 1 0 

桃園市 1 2 0 0 1 

新北市 0 2 0 0 2 

台北市 0 4 1 1 1 

基隆市 0 0 0 0 1 

宜蘭市 0 2 0 1 1 

總和 1 10 1 3 7 

百分比 1% 11% 1% 4% 8% 

 

  表16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tel】鍵點字語言系統統計表 

語言系統 比例數量 樣本數量 統計分析 

中文注音 44 92 47% 

英文拼音 1 92 1% 

無施作 48 92 52% 

 

4-2 使用層面  

    視障者在使用電梯點字層面而言:係以食指由左而右觸摸點字貼片，確定點字字義及

內容，後再按下所需求之『按鍵』，故本文針對北部七縣市地區92棟醫院建築物中，無

障礙電梯點字『設置位置』進行分析結果:(一)按鍵外左側(二)按鍵外右側(三)按鍵外上側

(四)按鍵外下側(五)按鍵內上方(六)按鍵內下方(七)按鍵並無設置點字。整合調查結果『點

字設置位置』: (一)符合法規『按鍵外左側』約34%及(二)『按鍵外下側』約23%為次之。

(詳如表17所示) 

4-3 施工層面: 

視障者在使用電梯點字層面而言，點字貼片施作錯誤或位置有錯誤、內容字義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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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貼片顛倒、貼片脫落、圖示與字義不符等現況等，造成視障者無法正確進行『定位、

行動』之行為。故本文針對北部七縣市地區92棟醫院建築物中，無障礙電梯點字『施工

與管理』進行分析結果: 根據調查結果，就施工錯誤情形加以分析，發現經常於施工過

程點字: 貼片顛倒或錯置，而形成人為錯誤。 

1.『上下篇』點字板有誤?須左轉九十度後其點字內容字義[上、下]點字才為正確。 

    2.『樓層篇』點字板在字義內容有誤?由於該醫院並未設置樓層 4F 及按鍵，但電 

      梯施工的人員，因無點字知識也不認識『數字』點字板 4F 應移除，却直接將

『數字點字板 4』直接貼在樓層 5F 之按鍵處，此現象將造成視障者在『垂直定   

向、行動』產生獲得極大錯誤信訊(5F 摸讀為 4F)如（表 18）。 

 
表 17  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開】按鍵點字『設置位置』表 

 

使用 

層面 

開鍵 

合 

計 

(間) 

按鍵外

左側 

按鍵外

右側 

按鍵外

上側 

按鍵外

下側 

按鍵內

上方 

按鍵內

下側 

無設置

點字 

圖示 

縣市 

    
 

  

新竹市 0 0 0 0 0 5 2 7 

新竹縣 3 0 0 0 0 0 3 6 

桃園市 7 2 1 3 0 1 3 17 

新北市 9 1 2 1 0 0 2 15 

台北市 11 0 1 6 0 3 6 27 

基隆市 0 0 0 5 0 0 3 8 

宜蘭市 1 1 1 6 0 1 2 12 

總和 31 4 5 21 0 10 21 92 

百分比 34% 4% 5% 23%  0% 1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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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醫院施工錯誤案例表 

 

 

 

 

  

 

 

 

 

因此規劃二種防止錯誤產生方式： 

   （一）【點字板正位辨識】如圖5所示，本樣式由曾亮、唐真真、黃漢泉三位老師 

        創作，專利證號新型第M332912 號。 

   （二）【中文加註於點字板】如下圖6所示。 

 

 

 

 

                

          圖5【點字板正位辨識】圖                 圖6【中文加註於點字板】圖 

 

五、結 論 

本文建立醫院建築物無障礙電梯點字語言系統分類、設置位置、評估醫院建築物點字系

統設計模式及使用流程，並建立台灣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建築物點字設計檢核表。經由

實例應用，茲將本研究所獲得之相關結論如下。 

一、設計層面：在醫院無障礙電梯設備中點字區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上下篇」、「開

關篇」、「樓層篇」、「警示篇」。根據本研究顯示國內視障者使用的語言系統以「中

文注音」系統為主，為因應世界接軌的潮流，亦可配合採用「英語點字」系統，由於其

符號形式亦漸使用於國內，以致於形成一致性標準化之『通用化設計』點字系統，字義

部份其內容則應考慮能充分表達按鍵功能並統一化為原則，因此本研究藉由北部地區七

縣市來做為設計層面分析比對。 

（一）「上下篇」：針對北部七縣市地區92 棟醫院建築物中，在昇降機中【上】按鍵 

    功能操作鍵之各種語言系統所佔比例有76％使用中文注音，英文拼音有3％，無施  

上

下

鍵 

 

綜合醫院 

樓 

層 

鍵 

榮民醫院 

錯誤 正確 

錯

誤 

 

  

  
正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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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點字系統有21％（如表6所示）。 

（二）「開關篇」：以昇降機內【開】功能操作鍵，其語言系統所佔比例進行統計及 

    分析比較後得知，有75％使用中文注音，英文拼音有2％，無施作點字系統有23％

（如表8所示）。 

（三）「樓層篇」：根據調查結果得知，樓層四的發音跟台語「死」的發音很像，所 

    以就北部七縣市地區醫院建築物而言，樓層數4F以上有82棟中，有60棟(約73%)

樓層無設置4F點字（如表10），其中以宜蘭縣比例最高有10棟(約100%)，此現象應立

即改善。 

（四）「警示篇」：調查建築物的升降設備中【鈴鍵】按鍵語言系統有中文注音及英 

    文拼音兩大類，字義內容有「ㄌㄧㄥˊ」、「ㄐㄧˊㄉㄧㄢˋ」、「ㄐㄧˊ」、 

   「ㄐㄧㄣˇ ㄐㄧˊ ㄏㄨ ㄐㄧㄠˋㄢˋㄋㄧㄡˇ」、「ㄐㄧㄠˋ」、「ㄐㄧˊ 

    ㄊㄧㄥˊ」、「ㄏㄨ」共七種（表13）。針對【鈴鍵】無施作（含無此設置操作 

    鍵）有67％，中文注音有33％，英文拼音有0％（表14所示）。又警示篇的分析得

知，在這其中『鈴』鍵和『電話』鍵的字義內容一樣，以北部 七縣市醫院建築物來說，

鈴聲鍵字義內容為「緊急呼叫按鈕」佔4%，反之電話鍵字義內容為「緊急呼叫按鈕」

佔11%。 

二、使用層面：依據內政部發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方可得知升降設備點字 

    標示應設於一般操作盤﹙直式操作盤﹚按鈕左側，若30F以上設置位置不足，可設 

    在右側，但由於醫院屬於視障者較常進出之公共場所。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因視 

    障者均是以食指指腹由左而右移動，使視障者在使用行為上能快速確認其字義內 

    容，因而得知北部七縣市地區中，整合調查結果『點字設置位置』: (一)符合法 

    規『按鍵外左側』約34%及(二)『按鍵外下側』約23%為次之。(詳如表17所示) 

三、施工層面：根據調查結果，就施工錯誤情形加以分析，發現經常於施工過程點字 

    貼片顛倒或錯置，而形成人為錯誤，因此整合調查結果『點字設置位置』:(一)符 

    合法規『按鍵外左側』約34%及(二)『按鍵外下側』約23%為次之。(詳如表17所 

    示)規劃二種防止錯誤產生方式：（一）【點字板正位辨識】如圖5所示，(二）. 

    【中文加註於點字板】如圖6所示。 

四、通用設計構想：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在1995 年針對通用設計的設計指標， 

    提出通用設計「7 原則」，考量各國使用點字語系之不同，並推廣國際通用點字之

概念，提出對於設計、使用、施工三個層面之建議：在設計層面中，考量各國既 

    有點字語系的不同，建議在按鍵左側採用當地國家之點字語言系統，在按鍵內下 

    方採用通用設計之英文縮寫形式。在使用層面中，考量各國對於貼片位置規範的 

    不同，建議統一將通用設計(英文縮寫)之點字施作於按鍵內下方，再將當地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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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點字貼片依當地法規施作於主鍵盤上，（如圖 7）。施工層面方面，由於電梯 

    按鍵與按鍵內側下方之點字顆粒為一體成形，考量電產品外銷多國，建議內側下 

    方之點字由設備廠商統一生產，按鍵外之點字貼片再向當地國家之點字貼片製造 

    商進行購置，(如圖 7 所示)。 

 

 

 

 

 

圖7 電梯點字國際通用設計表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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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能力評估與教學策略之探究 

何世芸 

臺北啟明學校 

壹、 緒論 

一、研究緣起 

    本研究旨在編擬視障學生學習點字能力評估內容，並依照所評估結果提供教

學策略以提升視障生學習點字之成效。本章共分三節，分別說明研究動機、研究

目的與待答問題、名詞解釋等。 

學校的教師指導視障學生學習點字，也甚少思考在學習點字前應該如何評估

個案。因為學習前的評估主要是想了解學生的學習特性與生理特質，指導點字教

學的教師若能從評估內容中了解個案可能在未來學習上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才

能提出具體的指導策略，希望建構一個優質的學習，評估機制是重要的關鍵(廖

梅珍，2012)。這也就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動機之一。 

過去指導視障生學習點字的教師，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不斷的練習，甚至是威

權式的填鴨指導法，這對單一視障的學生而言，或許還有點成效。但是對於除視

力上問題外尚有其他的學習困難的視障生，這種填鴨式的指導方法可能效用就會

不大。且點字學習包含摸讀與點打兩部分，更為複雜。所以本研究想從教師的角

度轉變為學習者為中心來思考評估的意義。畢竟任何一種的學習都必須經過評

估，不論是學習能力的評估或是成效的評估，若僅從教師的角度思考學生為何學

不會，恐將花費較長的時間找答案，那可能會錯過學生學習的黃金期。所以只有

進行學生學習的評估，才能提升學生品質、改進學生的學習方式(黃淑玲等，

2010)。這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視障生學習點字應具有之感覺、認知、肢動等各種能力。 

二、編擬視障生學習點字能力之評估工具。 

三、探討設計符合視障生點字能力之教學策略。 

四、進行實際教學瞭解教學之成效。 

五、依據本研究，提供特教老師、視障教育教師或專業人員、視障者、視障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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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學習點字前應有的準備與具體的參照。而無法學習點字者，也可藉由本研究

瞭解其他輔助性科技，以重拾學習樂趣。 

三、名詞釋義 

一、點字:本研究主要以中文點字的教學為主。 

二、點字學習能力評估:學習點字之視障者對於感覺能力、肢動能力、認知能力、

語文理解能力、方位概念、上肢肌耐力、注意力等評估。 

貳、文獻探討 

一、建立概念的指導策略 

  Myrna R. Olson, Sally S. Mangold 等作者在 Guidelines and Games for 

Teaching Efficient Braille Reading 一書中在指導視障小孩學習點字之前，應該

如何提升他們的感覺系統能力提出了一些策略。 

表 1 視障幼兒建立概念指導策略 

概念建立 指導策略 

觸覺概念 

 

 

 

 

 

 

 

 

 

 

1. 提升視障小孩的觸覺能力所以家人在小孩洗澡或換尿布或 

穿衣服時應給予大量擁抱。 

2. 觸覺的敏感度是不分年齡主要是在練習技巧，所以可以給一 

些多功能的插洞板或是樂高之類的玩具。主要在能夠訓練視障

小孩的精細動作。也可以給他們不同的容器讓視障小孩想辦法

打開，有時候不要將容器的瓶蓋栓太緊，以免因為打不開讓視

障小孩充滿挫折。 

3. 視障小孩儘量不要給他過小的物品。等孩子大一點給他們一 

個箱子或是櫃子，他們可以同一空間自由的探索。並且要放置

各種不同尺寸的物品，並讓他們知道哪些是實體的物品?哪些

是模型的概念?另外要指導他們大小的概念，除了可以那玩具

做比較外也可以讓視障孩子排家人的鞋子以分辨大小。練習摸

讀前可以先做以下的觸覺練習。 

http://www.afb.org/store/Pages/ShoppingCart/Browsebyresult.aspx?ContributorID=56
http://www.afb.org/store/Pages/ShoppingCart/Browsebyresult.aspx?ContributorI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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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覺概念 遊戲一、可利用線條的粗細先做練習。 

遊戲二、讓視障生摸完後，請他在指導者的手上重畫一次並說出

粗細的線條和形狀，以測試心像能力。 

        遊戲三 

               利用不同的線條如直線、弧線、彎曲線、波狀線等讓視障生練習。 

觸覺加聽覺

概念 

鼓勵視障小孩多加探索，因此當這些視障小孩躺在床上時，他們

原本關心的可能就是奶嘴和奶瓶，但是這樣的刺激太少。所以家

人要刻意多給他們玩具，並放置在他們可以觸摸到的地方。但為

能培養跨感官系統則必須將有聲音的搖鈴放在他們的手上，等他

搖時會產生聲響，這種關係有了連結，等沒聲音時他們才願意去

探索物品是否在他們身邊。 

方位感概念 

反身動作對視障孩子非常重要，因為反身之後空間方位不同，四

肢的方位連帶也有所不同。家長就必須清楚的以口語告知視障孩

子現在的位置、左右的方向各有什麼東西並讓他們碰觸這東西的

輪廓；可以的話將東西切開讓視障孩子品嘗或吸吮。 

以下是具有觸覺和方位的遊戲。讓視障生瞭解自己的左右手並在

左右手貼上不同的材質，讓視障生可以經由觸覺的感受提升觸覺

敏銳度。 

二、學習點字前建立認識字的步驟與概念 

教師指導學生點字，應該要有充足的點字知識才能指導學生，並分析學生點

字 

的錯誤。 

(一) 字的拼音與音韻 

1. 須有正確的發音 

   點字是讀音，所以正確的發音對視障生未來學習點字是一種要基礎，如果發

音不正確，所點出來的字詞也會錯誤。因為視障者拼寫是否正確無誤，完全取決

於學生的發音及拼音能力，甚至在閱讀上也會發生問題 (林香君，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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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體會字的音韻 

  照顧者宜常朗讀文章給視障生聽。在朗讀中，照護者通過語調、節奏以及表

情、動作等對作品進行闡釋，讓視障幼兒感知理解作品內容 (何洵怡，2004)。 

(二)指導字的結構 

   第二步驟是認識字的結構。一般字典歸部以後者為主，因此部首大都代表漢

字的意符，而且具有所屬字的共通意義(簡稱通義)。其實在指導這些視障生認識

字的部首的過程中，老師應該藉由教具的製作以提升視障生對部首的認識。因為

圖像認知對正常人而言，透過視覺與實物可輕易的辨識與認知，但對於視障生而

言，因視覺喪失無法了解圖形的構造，至於複雜的圖像更要藉助觸覺認知，但是

光靠觸覺仍無法完全掌握內容，因此須對圖像輔具之口語的轉述或文字的導讀註

解，才能掌握圖像之內容 (趙雅麗，2002)。 

(三)語境的分析 

   首先要讓視障生瞭解語境的意義。王德春對「語境」的界定如下：「語境就

是時間﹑地點﹑場合﹑對象等客觀因素，和使用語言者的身分﹑思想﹑性格﹑職

業﹑修養﹑處境﹑心情等主觀因素所構成的使用語言的環境。」語境可分為兩部

分，一是「情境語境」 (context of situation)；另一個是「文化語境」 (context 

of culture)。重度視障他們對於外在環境和社會情境很難掌握，然而有些字詞是

配合語境所產生，所以教師在指導視障生閱讀時必須將文章所呈現的文化背景、

社會情境，應先有概略性的說明。比如說「東西」這名詞，當音調不同時所表達

的意涵就會不同因此若未能搭配語境說明，光是辨識字恐怕無法增強語文能力和

與人的互動。 

三、點字相關技能學習 

(一)從具體到抽象的點字結構學習 

1.點字的簡易說明 

  點字是由六個固定圓點組合形成的凸點記號。這六個點，是點字的基本單位， 

  稱為「一方」。 

2.六點點字的學習 

            點字的六個固定圓點對於初練習的視障生而言，應該從具體的工具讓視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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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與瞭解方位的概念。當熟悉點字符號時，就必須搭配摸讀的策略和技巧。 

             以下是活動之一，利用軟球放在有6點的盒子內，運用遊戲的方式，讓視障生 

             將6點點字符號進行練習和學習。 

 (二)摸讀應有的技能與準備 

             1. 有定位問題的學生，先需精熟基本方位概念之定位如上、下、左、右、首行、 

末行等觀念。尤其是中線的概念對認識自己的身體是重要的訊息。 

2. 提供多些結構性的線索，比如說教喝水這動作，就可以指導不同杯子的形狀

和茶壺不同的樣式。這些概念必須源自一個孩子個人與環境的互動，當給予

他們基本概念的理解越多，概念的建立就會越完整。 

3. 照顧者在做任何事，最好都能以口述的方式讓視障生知道四周發生什麼。常

用口述的方式清楚的說明正在做什麼事。也許對照顧者而言，似乎是喃喃自

語的說話，但是對視障生而言，這樣的講解與說明，不僅增加視障生的安全

感，重要是讓視障生能夠和一般小孩的生活經驗趨於一致性。 

4. 剛開始指導視障生學習點字摸讀時手、身體的姿勢與位置應該讓他們嘗試不

同姿勢，而且身體要放鬆。先練習輕觸點字，無需理解內容。提醒全身要放

鬆以免摸得太用力。當他不是用力摩擦點字而是輕輕的碰觸時，須給予讚美。 

三、學習點字應有的能力   

 (一)觸覺 

1.觸覺的特性 

人體每個部位神經末梢分部的密度不同以及皮膚厚度也不同，因此敏感度會

有所差異。尤其是人們手部指尖與手掌的觸覺敏感度最為顯著。加上皮膚的感受

器可以感知物體在何處、分辨形狀大小、感受質地粗細，或是物體正在移動或靜

止等。所以當一個人視覺條件受限制時，就會利用觸覺替代視覺與聽覺來接收訊

息(江佩蓉，2008)。所以視障兒童對物體的知覺大都會停留在具體層次，直到年

齡增長對物體的經驗與熟悉度增加才漸能與功能層次相連結。概念發展的思維模

式是具體到抽象。視障者由於缺乏視覺的組織能力，無法同時辨識物體的整體，

只能藉由手部探索及觸摸做部分理解，以構成整體的印象。觸感是視障者在學習

摸讀點字時需要的感覺。又分壓力感(pressure sensation)及震動感。壓力感該

部份是指視障生在學會點字後開始進行摸讀時所需要的技能。而震動感是視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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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點字時用點字機或點字板或其他學習點字工具時會有的觸覺表現。 

2.兩點覺閾 

   兩點覺閾(two-point threshold)的測量，最早由 Weinstein(1968)進行，兩

點覺閾實驗結果顯示，指尖的觸覺受器應該是密而小的，該部分尤其視障者在摸

讀點字時最為明顯。 

3.觸覺反應的過與不及 

   針對觸覺部分做評估，主要的原因是有些視障者因為觸覺過於敏感或遲鈍， 

觸覺防禦的神經系統過於敏銳，隨時處於警覺和緊張等容易激動不安的狀態。 導

致全身感覺都過度敏銳，對輕微或正常人能接受的碰觸就會馬上感到不舒服，而

且會在情緒和行為上出現強烈的反彈和逃避(鄭信雄，1990)。有些小孩則剛好相

反是觸覺遲鈍，觸覺遲鈍的小孩常跌得頭破血流也不自知。 

(二)聽覺 

1.聽覺的重要性 

   當人失去視覺時，所有的感覺系統都會提升(萬明美，2001)。也就是當視障

障礙發生時會造成環境中訊息接收的不足，因此必須利用視覺以外的聽覺、觸

覺、嗅覺或味覺等其他感官知覺彌補視覺訊息的不足。所以聽覺刺激對於環境訊

息的接收所能發揮的功能極大。所以為使視障者有效利用經由聲音或音色所發出

的環境訊息，視障者必須多加練習傾聽的技能(賀夏梅，2013)。 

2.聽覺與語音知覺 

   因為點字是以讀音方式建構，也就是利用注音符號組成，所以點字沒有字型

只有字音和字義。因此語言的知覺先於語言的發生(speech production)(謝康

基，1994)。語言知覺不僅包括區辨發音的能力，還包括辨識不同說話的聲音。

另外一種聲音是音樂聲，但是這兩種聲音的處理是不同腦半域控制，左半域控制

說話聲的知覺，右半域控制複雜的非說話聲如音樂的知覺 (林美珍，2004)。另

外就是聲韻覺識的影響，曾世杰在 1999 年提出一闡述，每一位能說、聽話的人

都具備聲韻規則，但並不表示就可以察覺自己具有這種規則。比如說一個以國語

為母語的小孩，她聽得懂也能正確時機說出「家」這個單音節的詞，但他不一定

可以把這家單音節分析成ㄐ/ーㄚ/兩個首音和尾韻，要分成ㄐ/ー/ㄚ/三個音素就

更難。Lane,Pullin,Eisele 與 Jordan(2002)指出聲韻覺識是個體對語音結構的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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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能力，尤其是音素覺識更是聲韻覺識裡最困難的。因為點字是以注音符號為拼

音符號，倘使在音韻覺識中的頭尾韻覺識無法區辨或表現有所困難，那麼在學習

點字得過程中，就可能因為無法辨識字的音素，而無法點出正確的點字。 

二、 注意力 

(一)視覺對注意力的重要性 

嬰兒出生後，隨著視覺的神經通路逐漸成熟，視覺注意力便開始發展。 

Colombo（2001）整合過去的研究，提出一個視覺注意力的模型，Colombo 的

視覺注意力模型包含警覺性、空間導向（spatial orienting）、對物體部件之注意

力（attention to object features）、以及內生性控制注意力（endogenous 

control）。這三種網絡在大腦中以彼此獨立但互相聯繫的方式運作（Fan, 

McCandliss, Sommer, Raz, & Posner， 2002）。 

(二)失去視覺時的注意力 

   前面提到視覺雙理論的背側和腹側是和注意力有關，丘腦是視覺訊息到大腦

皮質進行處理的前哨站，約 80％走這條路，丘腦應是提供大部分意識層面上的

視覺經驗基礎(陳一平，2011)。所以視障者缺乏視覺上的回饋機制因此在注意力

上的表現就會弱於一般人，若加上有聽覺的問題則更需要其他感覺系統的輔助。 

三、 肌耐力與上下肌 

   本研究會從肌肉與肌耐力的觀點,探討視障者在學習點字的相關性是認為視

障生在運用點字機練習點打時所需要的能力。文獻指出視障學生在體適能、腹部

肌力與肌耐力與品體柔軟度、動作技巧與姿態、體力與運動發展、以及步態等方

面的表現都明顯的比一般學生差(鄭靜瑩，2011)。視覺障礙學生大多從事靜態的

休閒活動，導致身體活動量較少，而會有肥胖以及肌力、肌耐力與柔軟度較差的

情形(曹菁菱，2002)。 

叁、研究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希望藉著有教學點字經驗的第一線視障教育教師，透

過相關文獻的研讀，並與職能治療師與物理治療師相關專業團隊的相互討論，分

析出視障者學習點字應具有哪些能力，進行學習點字前評估項目的擬定。再根據

評估結果提供相關教學策略。希望藉由個案學習前能力評估、教學歷程、師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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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合作，不斷反省、修正教學，以突破教學上之瓶頸。強調研究者以問題解決

為導向，經由與學生之點字課程教師、相關研究團隊成員共同合作，探究學生在

學習點字的現況中，就發生的實際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案。合作行動研究強調研究

者與教育工作者，以改善實際教學情況為目的而共同合作進行研究，如此之研究

方式最利於本研究進行。因此本研究落實『教師即行動研究者』的理念，針對點

字教學過程中視障學生所產生的問題進行研究，期能找出最適合視障學生學習點

字的教學方案與教學策略。在教學過程進行中時時調整並檢視教學缺失，根據學

生的回饋及反應之後，修正教學及輔導策略。透過與點字教學教師的訪談資料，

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問題，請家長配合學校教學活動，給予學生在精神上的支持

與鼓勵，以提升學生自我肯定、增強其自信心。 

二、研究對象 

  以下 5 個個案均為臺北啟明學校國小部學生，依據個管老師的資料簡略彙整。 

表 2 學生基本資料彙整 

個案 年級 障礙程度 能力分析 指導老師 

楊生 5 全盲 
疑似自閉 

點字學習成效不佳 
李師、林師 

胡生 4 全盲 
動作慢 

注意力不足 
陳師、姜師 

簡生 3 全盲 不能在吵雜環境下學習 謝師、何師 

解生 1 全盲 觸覺聽覺敏感度均待提升 李師、林師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分析方法主要是運用三角校正法（triangulation）及持續

比較法（constant comparison method ）。蒐集資料的方法多元，如：參與觀

察及錄音、訪談、以及文件紀錄資料和研究者回顧等資料，以相互印證、補充資

料的正確性。其次，本研究所使用的持續比較法（黃瑞琴，1991）係抽取某一

剛形成暫時性的主題或類別，為求更具系統、可靠的資料解讀，須有一套逐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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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資料的方法及策略。研究者在研究的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元的，共含有教

學者、觀察者、資料蒐集者和分析者等角色。因為身兼多職的關係，可能會影響

資料蒐集的客觀性，也會影響學生教學歷程的真實性，而落入「為研究而研究」

的陷阱，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實施前期時，每組共同學習的活動、團體探究的

成果報告，在另一個合作夥伴的協助下，採取每週進行資料分析；另外幾次教學

後也會利用「工作坊」的機會讓研究者、共同研究者與點字教學教師共同分析討

論教學歷程，並利用與教學紀錄的比對，討論學習情形，除可做校正外，更可從

教學的實況中，找尋學生學習的互動資訊。 

肆、點字教學及成效分析 

主要是探究視障學生學習點字前應有的評估內容，並能針對評估內容提出教

學策略。本研究以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國小部視障重度的學生為主，目前尚在學習

點字階段的學生。這些被遴選出的學生，由參與本研究的教師，從個案的個別化

教育計畫了解學習情形；並依據本研究所擬的點字學習評估表深入了解個案在學

習點字上可能面臨的困難。再從這些評估內容中提出符合個案能力的教學策略，

過程中研究者將個案在評估前的點字能力前測和後測做一比較，了解個案經由評

估能力之後，所下的教學策略是否能更清楚讓指導教師掌握個案的能力，並先經

由訓練或其他方式的學習，讓個案在學習點字成效有所提升。 

    歷經將近一學年的教學與討論，這幾位視障生的進步，仍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因為要配合和努力的方向，不是只有指導學習點字的教師而已，而是任課教

師及家長都要一起努力。尤其是點字學習之前的能力評估，讓我們看見視障生在

學習點字上可能面臨的問題點，從問題點中去思考教學策略與內容。讓教學可以

更吻合學生的需求與能力。從我們指導這些視障學生的過程中，的確發現，有評

估才能有診斷和策略，也更能減少摸索的時間。這對特教生而言，能找對方法指

導他們，就得有評估的工具或觀察得資料，但觀察會流於主觀，所以我們從文獻

中編擬的評估工具讓我們少走許多的冤枉路，也看到學生的學習成效。 

表 3 針對這四個個案在摸讀與點打前後測比較後的教學建議 

個案 教學建議 

楊生 

1. 楊生學習點字與背誦點字注音符號速度緩慢，這段期間若要繼

續吸收資訊與知識，建議配合使用有聲書，讓楊生聆聽國語課

文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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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肌耐力訓練已有成效，目前楊生使用點字機按壓點字點位力度很

穩。 

3.注音符號部分，要配合「注音數來寶」教材繼續練習。 

4.上課要制定規範，且要嚴格執行，不能順從楊生想法。 

5.由於楊生屬於「高刺激」敏感型學生，如果發現他的情緒有浮動

情形，可給予「治療球」安定情緒。 

胡生 

1. 胡生點字摸讀、點寫經過相關策略介入後，已有進步。 

2. 胡生比較容易疲勞，因此平時要鼓勵胡生多運動，另外，上肢、

手臂、手腕關節運動也是必要的，這些上肢、手臂、手腕關節

運動可以增加點打的穩定性。 

3. 家庭支持也是重要的一環，因為長假期後，許多學生點字摸讀

能力常會退步，重點就是假期中學生欠缺練習，尤其是摸讀部

分更是需要長期累積摸讀練習經驗。 

4. 胡生在摸讀過程有時會有詞語斷句錯置的狀況，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閱讀數量少、語文理解較弱，建議平時要多聽故事，遇到

特殊詞語要解釋讓胡生了解。 

5. 點字聲調點位有時還是會有摸讀錯誤的情形，建議可以利用詞

語摸讀，讓胡生練習摸讀二聲、三聲、四聲的詞語。 

簡生 

1. 在測試過程中，個案經過這一段時間的點字教學策略介入，各

方面基礎能力都有進步。 

2. 在點位摸讀部分，有時「二聲」、「四聲」、「三聲」會偶有混淆

的情形，但整體而言都能摸讀正確。 

3. 個案專注力與持續力較不足，有時也容易疲累，要注意身體狀

況，並要多運動。 

4. 點字機使用上，上只有時不是很正確，紙張會有放歪的情形，

要注意並多練習。 

5. 如何維持個案點字摸讀的習慣，穩定個案點字點打、摸讀的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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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這是未來教師與家長必須共同思考的。 

6. 在個案國語點字熟悉後，帶入導盲鼠學習，會對於個案學習有

很大幫助，另外，學會電腦後，也可上網聆聽點字書及電子檔，

聽覺觸覺學習齊備，對於重度視障學生學習會有事半功倍之效。 

7. 個案對於「花朵」、「花」等字詞會有排斥狀況，此部份建議由

相關輔導老師給予協助，了解原因給予輔導。 

解生 

1. 個案經過一系列點字教學策略與點字課程教師共同合作後，國

語點字有進步，聲母、韻母、結合韻目前都已學會，但不夠熟

悉，要繼續練習。 

2. 個案由於回家練習次數較少，此部分需與家長溝通，以免經過

長假期之後，點字會有所退步。 

3. 在聲調的辨認上，二聲、三聲、四生目前還是容易混淆，可運

用字詞練習讓個案多辨認。 

4. 點打部份，個案目前點字及打字狀況很好，但有時打完一些字

後手會不自覺離開點字機按鍵，這個習慣要給予糾正。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視障生學習點字前應有的評估在視障教育研究中，應是台灣第一

篇的研究。我們期待從評估中了解視障生的點字學習需要什麼能力?再從能力分

析後設計學習課程，以確實掌握視障生學習點字的成效。本章節則根據前面的四

章的評估與教學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一、團隊合作 

在過去的視障教育課程大綱，就針對視障生學習點字時應具有的基本能力的

向度。內容大都以觸覺與聽覺兩項為主，可是視障教育教師在指導過程中注意力

和感覺系統的統整，以及精細動作能力的發展及肌耐力。職能治療師會比我們掌

握得更清楚，另外神經的傳導對學習的影響越來越多，所以有不同專業領域的人

來參與，了解越多元綜合判斷的能力會越有助於協助個案。 

二、評估的成效與運用     

    在評估學生能力過程中，才發覺有些學生的確和外在的表現是有落差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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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我們把這些資料和老師溝通討論時，導師或任課教師也會驚於學生的能力

表現，藉由此重新了解學生。所以評估與後續的輔導、教學的策略是息息相關，

評估的重要更是不可或缺。 

三、三方配合以達延續性 

   學生學習有績效，家長、老師須雙方配合。我們在研究過程中，也深知任課

教師和家長的態度是取決於學生學習的延續性能成功與否的關鍵點。所以我們每

次上完課都會和任課教師及家長說明上課的內容與學生學習的狀況，每次上完課

並出作業單，讓學生回家繼續練習。 

四、紀錄是最好的分析工具 

   在基礎的點字能力評估外，我們也發覺有些學生學習的問題，是必須仔細觀

察，有時一閃失沒有注意可能就會失去掌握了解問題的關鍵點。所以收集紀錄並

分析有助於了解學生問題的所在。因此列出幾項重點做為紀錄觀察的的重要依

據。 

(一) 構音能力的資料收集 

因為點字是以注音符號為主，不能正確的發音或因為構音的問題，導致點字

的點寫錯誤，至於構音的問題，若是生理結構是無法解決的，但學生可以運用策

略技巧點寫出正確的字詞。 

(二)設計紀錄檢核表 

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除說明摸讀技巧，如手指的力氣、手與書的擺放位

置、換行的技巧等外，也針對學生的認知與閱讀等前置工作詳述，因此教師可以

將上述整理出一張檢核表，利用這些檢核項目逐一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能發

生的問題。 

五、點字與聽覺系統並立是未來的發展 

1825 年，法國人路易士‧布萊爾（Louis Braille）為視障者點燃了一盞明燈，

發明了一種由六點組成的點字系統。至今，已經一百八十餘年，仍廣為世界視障

者運用的溝通工具。張閎霖在蝙蝠電子報中指出 2011 年 9 月世界盲人聯盟主席

梅萊恩‧戴蒙（Maryanne Diamond）的號召之下於在德國東部萊比錫舉行

Braille 21 世界大會，並且提出六大議題：  

一、要如何使視障者，能依照自己的方式及速度去閱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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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們能確保，每個使用點字的視障者都能負擔得起製作點字的費用嗎？ 

三、當下許多視障者都使用語音報讀設備，我們要如何確保他們一樣能具備正確

的書寫能力呢？ 

四、當有錄音筆等儲存設備可以用聽的來獲得資訊，為何我們還需要用點字來做

筆記呢？ 

五、在這個圖形符號與多媒體充斥的時代，明眼人都還要學習閱讀與書寫，為何

我們視障者也應該如此？ 

六、當下有這麼多筆記型電腦或螢幕觸控的多媒體設備可供選擇時，為何我們還

需要紙本點字呢？ 

     從這六大議題中可以理解利用點字閱讀與書寫的當中一項工具，不能使用

點字者他們的閱讀權利仍應被尊重。 

陸、結論 

     從擬定評估工具，參與研究與教學的教師，就從蒐集資料開始，經歷十幾

次的不斷討論，定下評估工具的內容，並針對評估之後每個視障生的學習過程

做討論分析，每次的討論，都可以看到個案在評估工具內容中，沒有被發覺的

狀況。由這樣的討論機制，也激發大家的腦力激盪，因為能從不同的角度看問

題，顯現問題的多面向角度與處理策略。藉由這種方式我們更肯定，任何的研

究都應該有基礎的評估分析才能有更精確的處理策略，因為這樣的看見，對特

教生而言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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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點字學習前感覺動作及相關評估表 

一、認知知覺能力 

評估項目 評估工具 評估結果 備註 

1.注意力： 

a.持續性注意力：是指

對重要訊息的專注持久

度。(視覺、聽覺和觸覺) 

觀察：評估過程並作記錄，如

是否有隔一段時間會有發呆或

是需要重複多次指令提醒的情

況 

記錄：  

b.選擇性注意力: 能分

辨出訊息是屬於重要或 

不重要，如：容易為其

他事情而分心，較難在

環境中重要事情給予優

先注意 

觀察：評估過程並作記錄，如

是否不大注意指令而一直會聽

其他不重要的聲音或是觸摸物 

品而忽略指令 

記錄：  

c. 分配性注意力: 

能同時進行二項刺激

如：同時進行二件工

作，如一邊聽講一邊做

筆記。 

觀察：評估過程並作記錄，如

是否在注意指令時就會停下

來，或是在執行指定活動時，

無法接收老師的指令。 

記錄：  

2

. 

記憶力： 

立即記憶力 

是否可以馬上覆誦老師說的數

字（最多 7碼） 

☐正確 

☐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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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記憶力： 

短期記憶力 

是否可以在側完感覺部分的測

驗後，覆誦老師說的三種東西

（顏色，交通工具，水果） 

☐正確 

☐不正確 

 

4

. 基本方位概念: 

知道自己身體的上下前後左右

並根據老師的指定而指出 

☐上 ☐下 

☐左 ☐右 

☐前 ☐後 

 

5

. 

基本方位概念: 

能夠辨別並說出桌子上的上下

前後左右不同方位的物品（相 

對身體的方位） 

 

☐上 ☐下 

☐左 ☐右 

☐前 ☐後 

 

6 接收指令能力 聽語理解度：聽得懂指令 觀察記錄  

二、感覺知覺項目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 評估結果 備註 

觸覺辨識    

1 

手指各區能感

覺觸碰 

有/無感覺 

☐通過（正常） 

☐部分通過 

☐無法通過 

 

2 

手指各區能分

辨何處感覺觸

碰 

能夠辨別並指出觸碰的位置 

☐通過（正常） 

☐部分通過 

☐無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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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指頭可區分

觸碰兩點的距

離 

（能用不同手指感覺釘板上小釘子數量） 

 

☐通過（正常） 

☐部分通過 

☐無法通過 

 

4 

能摸出不同材

質粗細的圖案 

分辨粗細等不同的材質 

 

☐通過（正常） 

☐部分通過 

☐無法通過 

 

5 

能辨別桌上豆

豆的數量 

數字概念 

☐通過（正常） 

☐無法通過 

 

6 

能摸出桌上不

同形狀的紙板 

形狀 

 

☐通過（正常） 

☐無法通過 

 

7 

能摸出桌上不

同大小圓形板 

大中小 

 

☐通過（正常） 

☐無法通過 

 

8 

能夠感覺並辨

別自己肢體的

運動覺 

在不看的情況下可以知道自己的手是做

什麼動作：左右手，或針對手指頭的動作 

☐通過（正常） 

☐部分通過 

☐無法通過 

 

9 

能夠感覺並辨

別自己肢體的

本體覺 

在不看的情況下可以知道自己的手是在

什麼位置：左右手 

☐通過（正常） 

☐部分通過 

☐無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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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聽覺能力 能夠接收並辨別不同方位的聲音並回應。 

☐通過（正常） 

☐部分通過 

☐無法通過 

 

三、動作評估 

1 

關節活動度 

 

a.能將螺帽鎖到螺絲中 

b.能用雙手將黏土搓成圓球 

c.做出扭毛巾的動作 

☐正常 

☐部分正常 

☐不正常 

觀察手

腕、掌指

各關節活

動度 

2 

肌肉穩定度：維

持姿勢的能

力，如維持打字

時，手不會垂下

來。 

能夠慢速的從摸肩膀的地方向上慢速的

放下到身體大腿邊。 

☐完全通過 

☐部分通過 

☐不通過 

 

3 

肌肉力量： 

握拳及手臂抬

舉 

能用單手舉 500c.c礦泉水瓶 10下 

 

☐完全通過 

☐部分通過 

☐不通過 

 

4 

肌肉力量： 

手指 

 

能依照老師指示按壓手指治療性粘土 

☐完全通過 

☐部分通過 

☐不通過 

 

 

5 

手指協調度 

 

兩手指可以有個別分開的動作： 

1.拇指與各手指頭依序對碰且手、右手及 

☐正常 

☐部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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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手一起） 

2.兩手比數字 

（左手、右手及兩手一起） 

☐不正常 

6 手部運用 

1. 可以把東西放進瓶子裡並把瓶蓋從瓶  

子上轉開。 

2. 可以將夾鏈帶中的東西取出/放進，能 

夠拉好夾鏈 

 

☐正常 
☐部分正常 
☐不正常 
☐正常 
☐部分正常 
☐不正常 

 

7 慣用手 觀察兩側整合的能力 

☐僅一手作穩  

  定動作 
☐兩手可以同 
  時都作精細 

  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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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建構陌生環境空間表徵的過程：策略及其作用 

諶小猛 

華南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中文摘要 

空間表徵對於盲人定向行走具有重要意義。以往人們集中探討早期視覺經驗

缺失對於盲人空間表徵的影響作用，較少探究空間表徵建構的過程，即探路策略

對於盲人空間表徵的影響。本研究採用現場實驗的方式探究了盲人建構陌生環境

空間表徵採用的策略及其作用影響。結果發現：視覺經驗缺失對盲人陌生環境空

間表徵能力造成了不利影響，然而，被試運用有效的策略可以彌補視覺缺失帶來

的損失，利用空間關係策略的個體建構的空間表徵更為精確，定向行走能力也更

強。 

關鍵字：空間表徵  先天盲  後天盲  策略 

1.前言 

Tolman（1948）很早就對空間表徵進行了研究，他發現老鼠並不是按照單

純的刺激反應尋找目標，而是在二者之間加入了認知的成分，即認知地圖，老鼠

正是依靠這種表像化的空間表徵高效地尋找路徑、接近目標。空間表徵是空間認

知發展的一個核心議題，它是個體對空間環境資訊的表徵，是空間定向的基礎。

之後各個學科加入了研究空間表徵的行列。在環境心理學領域，盲人的空間表徵

研究受到了重視，因為失去視覺後，盲人更需要在心中構建精確的空間表徵輔助

自己在環境中定向行走（Thinus-Blanc & Gaunet，1997），定向行走對於盲人

至關重要，關涉其生活的獨立性及生命品質。 

以往盲人空間表徵的探討多集中於視覺經驗缺失對於盲人熟悉環境空間表

徵的研究。有研究者指出早期視覺經驗缺失的個體（又稱為先天盲）的空間表徵

並不精確，對空間環境的理解比較單一和片面，對環境形成的表徵為路徑表徵

（route representation），難以達到後天盲和明眼人那樣的精確表徵水準，即

場景表徵（survey representation）階段。他們認為視覺在空間知覺中扮演著

統治性角色地位，早期的視覺經歷對於空間表徵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

（Thinus-Blanc & Gaunet,1997；Eimer，2004；Pasqualotto & 

Proulx,2012）。而又有部分研究指出，先天盲的空間表徵未必比後天失明的個體

（又稱為後天盲）及明眼人差，視覺經驗並不是精確表徵形成的必要因素，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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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依靠聽覺、觸覺、動覺和本體覺也可以獲得高水準的空間知識表徵，只是他們

需要更長的加工時間（Millar,1994；Passini & Proulx, 1988）。 

以往研究較少關注盲人建構環境空間表徵的過程，具體來講，較少關注盲人

探路過程時採用的策略，而被試採取不同的探路策略則會對環境空間表徵的建構

產生影響（Pasqualotto & Proulx,2012）。有研究者（Schinazi,2005）指出僅

僅研究視覺狀況對盲人空間表徵能力的影響只是一種靜態分析，如果要想真正瞭

解盲人空間表徵，還需瞭解建構空間表徵的過程，即在這個過程中被試是如何感

知環境的，採取的策略有什麼，運用不同的策略對空間表徵是否會產生不同的影

響。所以，本研究除探討視覺經驗對盲人空間表徵影響外，重點探究盲人的探路

過程對空間表徵建構的影響。 

最早探究策略影響盲人空間表徵的是Doddes（1982）現場實驗研究，研究

者開車引導盲人熟悉空間環境，之後讓被試從終點指向起點及沿途的其他地標，

另外還讓被試擺出整個路徑的模型，最後讓被試描述自己在行走探路過程中採用

的策略，結果那些建構精確空間表徵的盲人利用外部參照策略的方式編碼環境資

訊（external reference strategies），而路徑表徵的盲人是以自我中心

（egocentric）的方式編碼空間資訊，研究者指出正是採用了不同的策略，盲人

群體內部的表現才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另外，關於盲人空間表徵建構策略研究最

為經典的是Hill等人（1993）的實驗，該研究是在一個大房間中進行，參加者包

括65名先天盲和後天盲被試，被試首先在房間內探索7個物體，這個過程不限

時，主試通過錄影記錄被試的探路行為，之後被試接受測驗，測驗為指方向，即

站到其中一個目標物指向其他目標物，然後主試挑選出表現最好15名及最差15

名被試，分析他們探尋目標物的錄影，找出他們的探路策略，結果發現被試探路

策略包括6種，即周邊策略（Perimeter）、格子策略（Grid）、物物策略（Object 

to object）、物到周邊策略（Perimeter to object）、物到基地策略（Home base 

to object）和表像策略（Mental image），最好的表現者主要採取後四種策略，

他們善於把握物物關係，而最差表現者採取前面兩種策略。越來越多研究關注盲

人空間行為背後的策（Thinus-Blanc & Gaunet, 1997），因為策略與行為表現

是相聯繫的。如果研究發現好的策略可以導致較好的表現，那麼可通過干預訓練

將這些好策略教導給那些策略差者，提升其表現。到目前為止，盲人採取了什麼

樣的策略建構日常生活環境的空間表徵還不得而知。 

以上探討的是空間表徵可能的影響因素，下面探討盲人陌生環境表徵的研究

範式。對盲人陌生環境空間表徵的研究，主要利用實地行走導航的範式，該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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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式是，被試在沒有任何行走輔具的情況下，由主試帶領行走，之後被試獨自

探索該環境，在現實環境中接收空間表徵任務測試（Picinali, Afonso ,Denis & 

Katz,2014）。本研究運用該範式考察視覺經驗對盲人空間表徵的影響，這也是傳

統定向行走重要教學形式，即讓明眼人帶領被試在陌生環境中行走，之後讓盲人

獨立行走，明眼人在旁邊予以監督、提示並保證安全。這種實驗範式在以往諸多

研究中得到了有效證明（Doddes etal，1982；Passini etal, 1990；Golledge 

etal，1999），這種實驗範式不僅考察被試的空間表徵指標，還越來越重視評估

被試在現實環境中的行走效率，因為只考察空間表徵精確性與否，而不關注現實

行走情況，對於盲人定向行走意義並不大（Kitchin & Jacobson,1997）。 

至此，本研究目的是探究盲人在陌生環境下的空間表徵特點；探究不同視覺

狀況被試的探路策略，以及在不同策略條件下的空間表徵的差異。除了以上空間

表徵的探究，還探究空間表徵能力同行走效率之間的關係。 

2.方法 

2.1 被試 

本研究被試來自于某大學特教學院，被試包括盲人和明眼人，盲人又包括先

天盲和後天盲。盲人被試篩選標準如下：第一，在視覺方面。所有被試視力都要

求在一級盲以下，並且無功能性視覺，盲人依靠非視覺通道，如聽覺、觸覺、嗅

覺、味覺、動覺和前庭覺等獲取環境資訊；第二，行動能力方面。所有被試都能

獨立在戶外行走一段1000米的路程；第三，身心狀況方面。所有被試除視力殘

疾外，不能有其他殘疾。此外，在劃分先後天盲時，被試3歲及以前失明為先天

盲，3歲以後為後天盲，後天盲的致盲時間離本研究至少2年。研究者根據以上

篩選標準選取了55名盲人大學生。研究將一、二年級的學生劃分為低年級被試，

三、四年級學生劃分為高年級被試。明眼人被試根據盲人性別和年級比例來匹

配，研究篩選了該學院特教系25名普通大學生。表1為被試的分佈情況。 

表 1 被試的分佈情況 

  男 女 合計 

先天盲（26 人） 
低年級 7 6 13 

高年級 7 6 13 

後天盲（29 人） 
低年級 13 3 16 

高年級 11 2 13 

明眼人（25人） 
低年級 7 6 13 

高年級 6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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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環境 

研究場地的選擇參考了以往研究（Blades etal,2002; Espinosa etal,1998; 

Passini & Proulx,1988）。一是場地為大場景，被試不能從環境中的一個角度縱

覽整個空間佈局；二是被試認為陌生的環境，即被試幾乎或完全沒有來過，對這

裡的環境是陌生的；三是路線的拐角處呈90度，便於行走，如果路線是弧形的，

被試很難完成行走的任務。此區域是被試感到陌生的環境，陌生環境確定的方法

借鑒了Montello和Pick（1993）做法，被試需要對所告知的環境進行7點量表的

熟悉性評分，1分為非常不熟悉，7分為非常熟悉，4分為中等水準，如果被試得

分低於2分，表明被試主觀認為是一個陌生的環境，如果被試的評分高於3分，

那麼他將被排除。結果發現所有被試都低於2分，如表2. 

表 2 被試對路徑熟悉情況 

   n 熟悉性平均分 

先天盲（26 人） 

低年級 
男 

女 

7 

6 

1.2 

1 

高年級 
男 

女 

7 

6 

1 

1 

後天盲（29人） 

低年級 
男 

女 

13 

3 

1.2 

1 

高年級 
男 

女 

11 

2 

1.3 

1 

明眼人 (25人) 

低年級 
男 

女 

7 

6 

1.1 

1.5 

高年級 
男 

女 

6 

6 

1.4 

1 

    具體行走路線的設定參考了以往研究（Espinosa etal,1998）及預實驗的研

究。預實驗選取了兩位盲生被試參加，一位是先天盲、一位後天盲，預實驗行走

的路線比目前正式路線長，為800多米，拐彎更多，中途還要走很多個臺階，主

試引導被試行走兩次後，讓被試擺出行走路線的模型，結果兩位元被試擺不出模

型，最後讓被試獨立行走，他們仍然表現的很差，偏離路徑幾十次，行走速度也

很慢，隨後對兩位被試進行了訪談，他們均表示任務難度很大，因為中途的路非

常不平坦，且人流和車輛較多，分散了注意力。研究者對預實驗的結果進行了分

析，發現該線路任務難度確實較大，於是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對預實驗的路線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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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簡化，形成了目前正式路線。 

 

 

圖 1 陌生環境考核路徑圖 

注：實線和虛線代表主試引導被試行走的路線，虛線代表被試需要獨立行走的路線，實線代

表干擾線路（干擾線路，為後面走捷徑做準備，走捷徑需要被試從路徑終點，地標 5 處的

十一舍直接返回起點，即地標 1 處的食堂）；數位 1 為食堂、2 為鐵絲網、3 為廣告筒、4

為十二舍、5 為十一舍；箭頭代表指北針；白色部分代表路面；條紋代表建築物，方格代表

地板磚 

然後研究者再讓這兩位被試參加，完成同樣的任務，結果後天盲被試表現較

好，他基本上能完成之前的任務，但是對於新任務——走捷徑（cut short）仍

然感到困難，走捷徑就是讓被試走之前沒有經過的路線，評估被試是否在現實環

境中真正熟悉了整個空間佈局。而先天盲被試在大部分任務中表現較差，只是在

行走時間上與後天盲無差異。後來研究者對兩位被試進行了訪談，二者均表示，

此任務難度中等偏上，比較適合作為考核的路徑。於是研究者確定了下面的正式

路線，見圖1，該圖是專業美工根據Google衛星地圖依相應比例繪製而出。 

圖1中的線條代表主試引導被試行走的路線，共612米。主試帶領被試行走

路線起點在食堂門口（第1個地標），往前走經過第六學生宿舍，在第六宿舍處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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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繼續往前走達到一個鐵絲網（第2個地標），然後右轉往前，再右轉往前走，

經過一個丁字路口，繼續前走到達第八公寓廣告桶（第3個地標），之後到了路的

盡頭，右轉，再往前走，走到一個路段的缺口左轉，往前走，到達一個小坡，上

坡後右轉，到達12公寓的小巷子（第4個地標），繼續往前走右轉，再往前走到

達一個路沿，右轉往前走到一個減速帶，再左轉，往前走，最後到達11公寓的

門口的臺階（第5個地標），即為終點。每個地標都容易被被試識別，如，被試走

完第六宿舍時，在宿舍的盡頭可觸摸到該鐵絲網，在行走完圖中最長的那段路徑

後，即可摸到廣告桶。另外，主試在帶領被試行走到終點——11舍的臺階處時，

主試告之測驗路徑行走結束，然後帶領被試從另一條路徑返回起點，返回路徑是

圖中實線線條部分（此為干擾線路，為後面走捷徑做準備，走捷徑需要被試從虛

線路徑終點11舍直接返回起點食堂），返回的路徑比較曲折，需要穿過走廊、小

門、超市、大廳，最後從11舍正門走出，折回到起點——食堂。主試在第一、

二輪帶領被試行走的時候，要行走虛線和實線，第三輪被試獨自行走，只需要走

虛線部分。 

2.3 研究材料 

攝像機、磁條模型拼板同研究一。碼錶、錄音筆、被試行為表現記錄表是新

增加的材料。下面逐一介紹。（1）被試行為表現記錄表。該表記錄了被試的基本

背景資訊、編號（編號規則同研究一），走捷徑的路線、行走時間和偏離路徑次

數等；（2）錄音筆。錄音筆是 HYNNDAI DIGITAL RECORDER 牌，錄音時間可

達 8 個小時，用於被試的訪談記錄；（3）碼錶。JUNSD 碼錶，型號為 JS-306，

該碼錶可以精確到 0.01 秒，用來記錄被試的行走時間。  

2.4 研究程式 

每個被試單獨進行研究。在正式實驗前，主試告知被試 ―這是一個定向行

走的實驗，考察的是你在陌生環境中定向和行走的情況、不能在行走的時候問詢

他人，實驗包括三輪行走，第一、二輪由我帶你行走， 行走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遇到的地標，你需要努力記住這些地標，第三輪你需要獨立行走,我在後面保證

你的安全，在這個過程中你要完成空間任務測試。‖隨後，主試可回答被試不懂

的問題，待被試完全理解步驟才進行實驗。實驗正式開始。第一、二輪是學習階

段，這兩階段程式相同，主試帶領被試行走，主試在前、被試在後，被試握住主

試左上臂，在行走過程中主試告知被試需要注意的地標，這些地標都需要被試親

自接觸到，帶到終點之後，從另外一條路徑（干擾線路）回到之前的出發點。 



盲人建構陌生環境空間表徵的過程：策略及其作用 

93 

 

在第三輪行走之前被試要擺放行走路徑的模型，模型不僅要擺放路徑，還要

指出路徑旁邊的 5 個地標。在擺放模型的過程中，主試提供磁條模型和拼板，並

回答被試不理解的問題，但不涉及空間位置問題，被試擺放的時間沒有限制，擺

完之後，主試記錄被試的編號及模型，擺放模型整個過程需要錄影，主試需要詢

問被試擺放的各個路徑及地標。 

擺放完模型後，被試開始第三輪行走。在這一輪，被試需要獨自行走，主試

在後面記錄其行走表現，行走表現包括行走時間和偏離路徑次數，行走時間是整

個 行 走 路 徑 的 消 耗 時 間 ， 偏 離 路 徑 的 記 錄 參 考 了 以 往 研 究 （ Espinosa 

etla,1998），即偏離行走路徑 5 米算一次錯誤，被試偏離 5 米後，主試將被試引

導到正確路徑（之前犯錯誤的地方），讓被試繼續行走，在此過程中，主試隨時

保證被試的安全。走到終點（十一舍）後，被試需要走捷徑，也就是被試需要從

十一舍直接走到起點（食堂），在這個過程中主試在記錄本上記錄被試行走的路

徑，事後根據這個記錄評定被試走捷徑表現。 

在進行完以上程式後，研究者還要對被試進行訪談，目的是探究被試在行

走過程中採取的探路策略。主試的訪談提綱是―你最後一次如何獨自行走這條路

徑的？，依據什麼往哪裡走或往哪裡轉彎？你用地標找尋路徑嗎？如何找到的？

你理解路徑上各個地標點之間的關係嗎？理解這種空間關係對於你行走有作用

嗎？‖被試可能在第一個問題就已經將自己的觀念清晰地表述出來了，那麼就不

再問後面的一些問題。每個被試用時約為3小時。研究者轉錄了被試的所有錄音，

對這些錄音內容進行深度分析，將其分為兩類策略，兩位元編碼者對這些訪談進

行編碼，一致性達到了95%，分類不一致時，兩位元編碼者再調取訪談內容進行

討論。 

2.5 測量指標 

    被試空間表徵的評估通過擺放模型進行，對模型的評估包括對模型具體元素

和整體精確性的評估。 

    第一部分，模型構成元素的評估。（一）對於路徑的考察。路徑的評估主要

是參考了 Golledge, Blades 和 Kitchin 的研究。模型路徑的評估從被試擺放的距

離、形狀和方向三個維度計分，每個維度又分為三個梯級，分數依次降低，第一

梯級為 3 分、第二梯級 2 分、第三梯級為 1 分。距離的三個梯級：（1）能擺出

最長邊、最短邊及其他大部分邊；（2）能擺出最長邊及大部分邊，但不能擺出最

短邊（3）不能擺出最長和最短邊；形狀的三個階級：（1）路徑整體的形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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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形形狀；（3）線性形狀；方向的三個階級：（1）終點在起點的東北方；（2）

終點在起點的東南方；（3）終點在起點西方。見表 3. 

表 3模型路徑評價維度及標準 

 第一梯級 第二梯級 第三梯級 

距離 擺出最長邊、最短邊及其他

大部分邊 

能擺出最長邊及大 部分

邊，但不能擺出最短邊 

不能擺出最長和最短邊 

形狀 體現整體的形狀，如矩形 環形形狀，如環形 線性形狀，如線形 

方向 終點在起點的東北方 終點在起點正東或東南方 終點在起點西方 

（二）對於地標的考察。從地標位置精確性來評定，具體看地標是否在路徑

正確的一側，以及與其它地標的相對位置關係。總共有 7 個地標，一個 1 分。 

實際施測前，研究者已先訓練研究助理如何使用上面的方法計分。在計分者

的一致性達 .80 以上時，才進行正式施測。正式施測後，研究者將被試的模型

照片找出來，與研究助理各自評分。最後以 Spearman 等級相關分別計算評分

者在路徑三個維度及地標評分的一致性，各個指標信度係數介於 .83~ .92. 

第二部分，模型整體精確性的評估。由於第一部分測量指標只能分析模型元

素，而不能從整體上把握被試擺放模型的精確度，所以研究者參考 Blajenkova, 

Motes 和 Kozhevnikov 的評價標準，根據模型的整體結構和空間關係，如主要

拐點、地標和路徑段之間的空間一致性[20]，再結合本研究盲人模型特點，研究

將模型分為三個等級。 

第一等級，精確的場景模型。以環境中心參照框架建構模型，模型整體上精

確的表徵了實際空間佈局，模型地標、路徑能夠清楚地被辨識，距離之間相互協

調，路徑線條沒有缺失，路徑終點方向在起點的東北方，絕大部分地標的位置正

確，沒有缺失；第二等級，基本精確的場景模型。以環境中心參照為主、自我中

心參照為輔的模型，大部分模型路徑距離協調正確，終點方向在起點方向北部，

線條缺失較少，地標位置也少有顛倒或錯亂；第三等級為自我中心參照建構的模

型。擺出的模型無明確空間形態。模型儘管包括一些轉彎，但不能精確體現路徑

片段間的空間關係和長短關係，也不能描繪起點和終點的方向關係，即終點在起

點東北方，大部分地標位置顛倒或者缺失。整體來看，被試形成的心理地圖支離

破碎，並且以各個獨立而不相關聯的小空間來認知，無法掌握一個較大空間中各

個物體及各個小空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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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是以上整個評估指標的說明，虛線框內為具體構成元素指標，實線矩形

框內為整體精確性評價。 

 

圖 2評估指標 

經過訓練的研究助理，依據此計分系統，根據錄影畫面各自評定等級，以 

Spearman 等級相關，求得兩位元評分者的一致性為.90，計分不一致者，再調

閱攝錄影和研究者一起討論並修正。 

在此基礎上，新增了走捷徑（cut short）評估指標，以及實際行走效率指

標——偏離路徑次數和行走時間。下面予以介紹：（1）走捷徑。走捷徑的評估

是讓被試直接從終點返回起點，然後主試根據被試行走路線的曲折進行打分，如

果被試直接從終點返回起點（西南方向），則得 3 分；如果被試從終點向西走則

得 2 分；如果被試向東及南走則得 1 分；（2）行走效率指標。偏離次數的評估

是主試記錄被試偏離固定路徑的距離，一旦距離超過 5 米，則算作偏離 1 次。

行走時間則是被試獨自從起點走到終點所花費的時間。正式施測後，研究者將被

試的模型照片找出來，與研究助理各自評分，最後以 Spearman 等級相關分別

計算評分者在各個測量指標評分的一致性，信度係數介於 .85~ .94. 

2.6 資料處理 

利用 SPSS 16.0 程式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和分析。 

3.結果 

3.1 盲人與明眼人在擺放模型上表現的比較 

   擺放模型的評價同研究一，先分析模型具體要素得分情況，再整體分析模型

的等級。模型具體要素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模型路徑的評分，二是模型地標的評



2015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96 

 

分。模型等級的評定根據模型擺放的整體精確性評定。 

（1）不同視覺狀況被試在模型路徑維度上的表現 

不同視覺狀況被試在模型路徑上得分的描述性統計，見表 4，模型路徑從距

離、方向和形狀三個維度評定。 

表 4 不同視覺狀況被試在模型路徑得分的描述性統計 

 距離 方向 形狀 

M SD M SD M SD 

先天盲 
男（n=14） 

女（n=12） 

1.410 

1.500 

.793 

.855 

1.670 

1.930 

.888 

.917 

1.670 

1.500 

.778 

.760 

後天盲 
男（n=24） 

女（n=5） 

2.290 

2.600 

.908 

.894 

2.540 

3.000 

.721 

.000 

2.250 

2.200 

.794 

.837 

明眼人 
男（n=12） 

女（n=14） 

2.850 

2.670 

.376 

.651 

3.000 

2.830 

.000 

.577 

2.620 

2.670 

.650 

.651 

為瞭解不同視覺狀況、性別在模型路徑距離、方向和形狀的正確性是否有顯

著差異，以位置正確性為因變數, 以 3（視覺狀況）×2（性別）×3（模型路徑

維度）混合設計方差分析進行。結果顯示：視覺狀況主效應顯著, F（2, 74）= 

23.669,p <0.001, ηp
2=0.390, 進行事後多重比較（LSD）發現，先天盲表現最

差，與後天盲（p <0.001）和明眼人（p <0.001）差異極其顯著, 而後天盲和明

眼人差異不顯著（p = 0.138）；性別主效應不顯著，F（1, 74）=0.191，p >0.1；

模型路徑維度主效應顯著，F（2, 148）= 8.428,p <0.001, ηp
2=0.102，進行事

後多重比較（LSD）發現，被試在方向上表現最好，與距離和形狀的差異極其顯

著（分別為 p = 0.007 和 p = 0.001）,而距離和形狀表現並無差異（p >0.1）。

視覺狀況和模型路徑維度的交互效應不顯著，F（4, 148）= 0.991，p >0.1，其

他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不存在顯著效應（p >0.1）。 

（2）不同視覺狀況被試在模型地標上的表現 

 不同視覺狀況被試在模型地標上得分的描述性見表5.為瞭解不同視覺狀

況、性別在模型地標位置正確性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以地標位置正確性為因變數, 

進行3（視覺狀況）×2（性別）被試間方差分析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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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視覺狀況被試在模型地標上得分的描述性統計 

  M SD 

先天盲 
男（n=14） 

女（n=12） 

2.790 

2.330 

 1.477 

1.775 

後天盲 
男（n=24） 

女（n=5） 

3.830 

4.000 

1.049 

0.707 

明眼人 
男（n=12） 

女（n=14） 

4.460 

4.420 

0.660 

0.669 

結果顯示：視覺狀況主效應顯著， F（2, 74）= 17.379，p <0.001，

ηp
2=0.320， 進行事後多重比較（LSD）發現，先天盲（M=2.56）表現最差，

與明眼人（M=4.440）和後天盲（M=3.910）差異顯著（顯著水準都為p 

<0.001），而後天盲和明眼人差異不顯著（p = 0.161）；性別主效應不顯著，

F（1, 74）=0.291，p >0.1；各個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不存在顯著效應（p >0.1）。 

（3）不同視覺個體的模型等級狀況 

根據研究者自訂的模型等級評分系統，評定被試模型等級狀況，不同視覺狀況被

試不同等級的人數和比例，見表6.使用卡方檢驗三類視覺狀況人群在三個等級的

人數比例之差異，得到χ2
（4）=24.232，p <0.001。從表3-2-4中可以看出，明

眼人絕大部分模型等級是第一等級；後天盲大部分為第一等級；而先天盲的分佈

情況正好與後天盲相反，大部分為第三等。視覺狀況與模型等級有極大的關聯。 

表 6  三類人群的模型等級分佈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先天盲 

後天盲 

明眼人 

合計 

  4 （15.4%） 

12（41.4%） 

  15（60.0%） 

 31（38.8%） 

5 （19.2%） 

10（34.5%） 

    9 （36.0%） 

24（30.0%） 

17（65.4%） 

7 （24.1%） 

1 （4.0%） 

25（31.2%） 

    25

（100.0%） 

29

（100.0%） 

26

（100.0%） 

80

（100.0%） 

3.2 不同視覺狀況個體走捷徑的情況 

不同視覺狀況個體走捷徑的得分，見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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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視覺狀況被試走捷徑得分 

  M SD 

先天盲 
男（n=14） 

女（n=12） 

2.617 

1.786 

.201 

.186 

後天盲 
男（n=24） 

女（n=5） 

2.375 

2.200 

.142 

.311 

明眼人 
男（n=12） 

女（n=14） 

2.846 

2.833 

.193 

.201 

為瞭解不同視覺狀況、性別在走捷徑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以走捷徑正確性為

因變數, 進行3（視覺狀況）×2（性別）被試間方差分析進行。結果顯示：視覺

狀況主效應顯著, F（2, 74）= 9.949，p <0.001，ηp
2=0.212， 進行事後多重

比較（LSD）發現，先天盲（M=1.976）表現最差，與明眼人（M=2.840）和

後天盲（M=2.288）差異顯著（顯著水準分別為p<0.001和p < 0.05），後天盲

和明眼人差異顯著（p = 0.011）；性別主效應不顯著，F（1, 74）=0.447，p >0.1；

各個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不存在顯著效應（p >0.1）。 

3.3 策略有效性的分析 

使用不同探路策略會影響個體空間表徵的形成。通過對被試訪談內容的分

析，確定被試採用以下兩類策略行走探路。 

（1）參照點策略。被試主要利用行走路徑上的地標、特殊聲音、不同材質地

面作為最有效的探路線索，被試記得前後相繼的地標，不能理解地標間的空間關

係。以下是部分被試的訪談結果。 

―要是在拐角的地方，根據聲音和地形的變化來轉彎，沿著邊，有缺口，然

後出現拐彎。我沒有形成整體的空間輪廓，如果要形成整體的空間輪廓，那麼需

要把點與點之間的路給連起來，我沒把這些點連起來，有幾次都走錯了。主要是

利用這些參照點來走的‖（AB1）。―我沒有形成整體空間輪廓，因為我之前是

從來都沒有看見過，對空間理解不是很明確，腦子裡沒有這個清晰的概念，不是

很清晰‖（CB10）。―主要是依據這種參照點，因為我們重慶那裡的路很亂，

比較複雜，一般靠聲音來走的，不像這邊的路修得都是直的，我們都是斜著走的，

所以更多依靠聲音來走的（AB10）‖ 。 

（2）空間關係策略。被試主要使用方向、路線圖的空間輪廓、物體空間關係

作為最主要的探路線索。以下是部分被試的訪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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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依靠的還是大致的（頭腦中）輪廓，因為你知道了一些參照點，但是你

沒有大致的輪廓，你走錯了還是不知道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我要是只順著道牙

走的話，就不知道走哪裡去了（AB29）‖ 。―我還是以方向為主，雖然記不住

東南西北了，比如我知道我前面方向是在哪裡，然後轉完了，知道後面位置和前

面地點的方向關係，但是距離不太准，方向是沒錯的，也運用了參照點，主要還

是方向，我知道我走的方向沒錯，只是有時候拐彎，超了，難度也不是很大‖ 

（CB26）。 

結果發現，不同視覺狀況被試在行走探路時採取了不同的探路策略，具體

人數與探路策略比例見表8. 

使用卡方檢驗分別檢視三類視覺狀況人群在使用不同策略時的空間表徵模

型的等級狀況。對於先天盲，發現使用不同策略個體的空間表徵模型等級也不一

樣，得到χ2
（2）=10.646，p =0.005，使用空間關係策略的被試只占30.8%，而

使用參照點策略的被試占69.2%，使用空間關係策略被試空間表徵模型的等級較

高，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被試占62.5%，而使用參照點策略被試的模型等級絕大

多數為第三等級，比例達到了77.8%； 

表 8  採用不同策略被試的模型等級圖分佈 

 策略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先天盲 
空間關係 

參照點 

4（50.0%） 

0（0.0%） 

1（12.5%） 

4（22.2%） 

3（37.5%） 

14（77.8%） 

8（30.8%） 

18（69.2%） 

後天盲 
空間關係 

參照點 

12（70.6%） 

0（0.0%） 

5（29.4%） 

5（41.7%） 

0（0.0%） 

7（58.3%） 

17（58.6%） 

12（41.4%） 

明眼人 
空間關係 

參照點 

8（61.5%） 

7（58.3%） 

5（38.5%） 

4（33.3%） 

0（0.0%） 

1（8.3%） 

13（52.0%） 

12（48.0%） 

合計 
空間關係 

參照點 

24（77.4%） 

7（22.6%） 

11（45.8%） 

13（54.2%） 

3（12.0%） 

22（88.0%） 

38（47.5%） 

42（52.6%） 

對於後天盲，也發現使用不同策略個體的空間表徵模型也不一樣，χ2
（2）

=18.694，p =0.021，但其比例分佈並不與先天盲相同，從中發現使用空間關係

策略被試的比例為58.6%，而使用參照點策略的被試占41.4%，使用空間關係策

略被試空間表徵模型的等級較高，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被試占100.0%，而使用

參照點策略被試的模型等級大多數為第三等級，比例達到了58.3%；而對於明眼

人，發現使用不同策略個體的空間表徵並無差異，χ2
（2）=1.140，p =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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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試運用策略與空間表徵之間存在相關，盲人被試在採用了空間關係策略後

空間表徵能力得到提高，於是研究者欲進一步考察先天盲被試在現實環境中採用

空間關係策略後空間表徵能力是否有所提高，遂將先天盲中使用空間關係策略與

有視覺經驗的個體的表現進行對比。研究者將被試分為三類：採用空間關係策略

的先天盲、採用參照點策略的先天盲、有視覺經驗的被試（包括後天盲和明眼

人），探究這三類被試之間的差異。以被試類型為引數，走捷徑正確性為因變數

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見表9，結果發現：被試類型主效應顯著, F（2, 77）= 8.362, 

p=0.003,ηp
2=0.142, 進行事後多重比較（LSD）發現，先天盲參照點策略被試

（M=1.222）表現最差，與先天盲空間關係策略（M=2.500）和有視覺經驗被

試（M=2.600）差異顯著（顯著水準分別為p=0.038和p<0.001）, 先天盲空間

關係策略和有視覺經驗被試差異不顯著（p = 0.864）； 

表 9  三類被試的走捷徑得分 

3.4 被試空間表徵能力同行走效率之間的相關 

    為了單純研究盲人，這裡僅以盲人被試為物件，探究空間表徵能力同行走效

率之間的相關。空間表徵能力體現被試在模型及在走捷徑上的得分，而行走效率

體現為被試行走時間和偏差次數。 

表 10  被試空間表徵能力同行走效率之間的相關 

 模型方向 模型距離 模型形狀 地標 走捷徑 

行走時間 

偏離次數 

-.306* 

-.342* 

-.508** 

-.544** 

-.473** 

-.483** 

-.485** 

-.485** 

-.231 

-.006 

注：*表示顯著性水準p<0.05，**表示顯著性水準p<0.001 

 從表10中可以發現絕大部分空間表徵能力指標同行走效率之間存在顯著相

關，僅僅走捷徑得分與行走效率之間沒有相關。基本可以說明，被試空間表徵能

被試 n M SD 

先天盲參照點策略 

先天盲空間關係策略 

有視覺經驗 

18 

8 

54 

1.220 

2.500 

2.590 

1.215 

1.773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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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越強，個體行走效率也越高，表現在現實環境中，行走偏離路徑的次數少，行

走的速度快。 

4.討論 

 實驗採用實地導航行走的範式探究了盲人對陌生環境空間表徵的特點，以

及在陌生環境中探路的策略，結果發現採取有效策略可以彌補視覺經驗帶來的損

失。研究還發現盲人被試空間表徵能力同行走效率之間存在顯著相關，這對於盲

人定向行走訓練具有重要意義。 

4.1 盲人對陌生環境空間表徵的特點 

同熟悉環境一樣，絕大部分先天盲的空間表徵依然不夠精確，被試擺放的

模型無法辨認，這同以往 Passini & Proulx,（1988）的研究結果相似。這些被

試不能夠協調好路徑的距離、方向和形狀。他們模型的路徑長度與原始路徑長度

不成比例，且極易混淆長度相近的路徑段，如被試對於從起點到 6 舍拐彎的路徑

和 6 舍鐵絲網往北走的一段路徑長度容易混淆；先天盲被試路徑方向的表徵也不

精確，從被試擺放的模型來看，這些路徑方向在 8 舍以後基本錯亂了，如，該左

轉的卻成了右轉，導致最終路徑的方向與起點方向不匹配；就模型形狀而言，先

天盲被試依然不能從整體上把握路徑的空間輪廓，心理地圖路線較為紊亂。再從

地標來看，大部分先天盲不能擺出各個地標的位置，尤其是對於路徑後半段的地

標感知困難。除了擺放模型，絕大部分先天盲也不能正確走捷徑，因為他們行走

線路比較死板，只知道行走路徑的地標的前後相繼關係，不知道終點與起點的相

對位置關係。而絕大部分後天盲及明眼人經過兩次帶領行走後就能夠擺出整個路

徑的精確模型，還能從路徑終點精確地返回起點。 

通過對以上盲人空間表徵具體分析，研究可發現絕大部分先天盲是以自我

中心參照的方式表徵環境，導致其表徵以不精確的路徑表徵為主，這些被試僅關

注地標及路徑的前後順序，而不關注地標及路徑的空間位置關係，地標對於他們

至關重要，通常是到了一個地標點，被試才能決定下一個階段路徑的行走方向。

而絕大部分後天盲及明眼人則能以環境參照的方式表徵環境，關注空間佈局的整

體空間關係，所以他們的表徵類型以精確的場景表徵為主。研究二的結果同研究

一幾乎相似，說明了先天盲空間表徵能力的確偏低，另外，也說明研究具有一定

的彙聚效度（Kitchin,Jacobson, & Golledg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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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視覺經驗缺失對盲人大場景空間表徵能力的影響 

視覺經驗缺失導致盲人對陌生環境空間表徵能力下降，表現在先天盲在所有

任務中都是表現最差的。這同以往諸多研究存在一致。如Rieser etal（1982）

發現先天盲的表現比後天盲及明眼人差。後天盲由於之前保存有視覺經驗，對現

實世界已經有了初步的視覺印象，也即視覺表像，當我們提起某個事物時，他們

往往能夠回想出物體的樣貌，也能夠記得行走路線的形狀，所以當後天失明時，

他們仍然能夠將感受到的世界與之前視覺世界聯繫起來。如一位先天盲被試

（CB10）在訪談中這樣提到自己的空間表徵―我沒有形成整體空間輪廓，因為

我之前是從來都沒有看見過，對空間理解不是很明確，腦子裡沒有這個清晰的概

念，不是很清晰。‖，而一位後天盲（AB21）指出―我對於失明之前的視覺世

界還有印象，知道路的樣子，也知道各個建築物的形狀，當我在環境中行走時，

能夠想像出這些物體的樣子，對於定向行走很有用‖。這也印證了以往關於盲人

表像理論，該理論認為視覺表像對於人感受世界，形成空間概念具有重大作用，

因為視覺表像可以經濟節省的方式表徵物理世界（Thinus-Blanc & Gaunet, 

1997）。這說明視覺經驗對於空間表徵的建構具有重要作用。 

Eimer（2004）認為視覺在空間知覺中扮演著統治性角色地位，早期的視覺

經歷對於空間表徵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早先認為，視覺、聽覺和觸覺是不同的

感覺道（perceptual modules），每個管道獨立負責向我們提供外部世界的資

訊，然而最近研究顯示，個體知覺經歷事件是許多感覺道交互作用形成的，個體

對視覺、聽覺、觸覺時間的感知可能會受到其他感覺道資訊的影響，比如，當我

們舉起兩個重量一樣大的物體，形狀有大小時，我們傾向認為體積大物體的重量

重。事實上，聽覺和觸覺極大地受視覺刺激的影響。各個感覺道通常由視覺統治

著，表現為視覺提供外部物體角度、體積和三維空間資訊，它提供外部世界最詳

細和可信的資訊，它通常指引其他感覺道影響我們的聽覺和觸覺

（Eimer,2004）。所以在缺失視覺經歷之後，這種多感覺道的統合變弱或缺失，

導致個體對空間資訊的加工能力變弱（Pasqualotto etal，2012）。 

4.3 性別對盲人空間表徵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性別對盲人空間表徵能力並無影響，這也同研究一研究結果一

致。以往對於性別影響空間表徵能力的研究甚多，不過都是關注的明眼人，而很

少關注盲人，從以往對明眼人的研究結果來看，研究者似乎並不能下結論說性別

如何影響空間表徵，因為以往諸多研究結論存在不一致，有的研究顯示男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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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能力優於女性，而有的發現男女之間並不存在差異，但幾乎沒有研究顯示女

性空間表徵能力優於男性（Waller,1999）。在以往的明眼人研究中，男性使用

視覺與前庭信號，女性則倚賴視覺線索來處理空間問題（Viaud-Delmon, 

Ivanenko, Berthoz, & Jouvent, 1998），男性對大場景空間訊息的處理是使用視

覺資訊伴隨本體覺和前庭覺信息，則男性對大場景空間訊息的處理優於女性，所

以在明眼人研究中存在差異可以理解，但本研究的物件是盲人，所有人都不能利

用視覺感知環境，所以男女被迫都利用非視覺管道感受資訊，也就是大家更多利

用本體覺和前庭覺感知資訊，此時這種差異消失也能理解。 

4.4 有效策略對視覺損失的彌補作用 

雖然先天盲普遍表現很差，但是仍不乏個別被試表現較好，這些被試的空

間表徵模型達到了第一等級，這似乎與前面研究觀點存在矛盾。其實不然，儘管

視覺經驗可降低盲人的空間表徵能力，但這並不是說先天盲的表現無法達到後天

盲或明眼人的表現水準，當先天盲個體採取合適的探路策略，他們也可以對環境

空間形成精確的空間表徵。從模型外化來看，先天盲在採用了空間關係策略後，

擺出第一等級模型的被試占到了一大半，而僅有小部分人表現為第三等級，這是

因為他們在採取空間關係策略探路的時候，比較傾向於以環境參照中心參照框架

表徵環境空間，把環境各個點在空間上串聯起來，比較容易把握各個地標點之間

的位置關係，那麼就容易掌控大方向，在行走時容易建構環境的空間表徵；以上

是被試在行走完之後擺模型的表現，而在現實環境中走捷徑時，採取空間關係策

略的先天盲也是容易把握終點和起點的方向，他們在走捷徑方面的表現同有視覺

經驗的被試表現一樣好。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那些採取參照點策略的先天盲

表現是最差的，他們探路的策略可以一句諺語來形容―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也

就是喜歡以自我中心參照表徵環境，在現實中的表現是偏好以參照點建構行走的

路線，導致其不能夠將各個點連起來，不知道它們的空間關係。採取參照點策略

被試在空間表徵測驗表現上，沒有一個人擺出第一等級模型，絕大部分為第三等

級模型，也就是以路徑表徵為主，在現場走捷徑時，大部分人不能夠從終點直接

走到起點，而是要根據以前的老路來走，如按照主試引導的方向行走，表現出思

維的固著。 

本研究結果同以往Gaunet,Thinus-Blanc（1996）的研究結果相似，那些

採用環境中心參照表徵盲人被試的空間表徵更為精確，他們更善於把握物體之間

的空間關係，而那些以自我參照表徵被試的空間表徵更弱，更多以環形策略探索

環境，以身體為參照軸表徵環境。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是第一次在大場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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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探究盲人學習環境的探路策略，同以往小場景空間探路策略研究不同，本研究

場景為戶外環境，環境的行走路線較為複雜，拐彎數量達到了9次，在如此複雜

且生態效度高的環境中研究盲人的探路過程具有重要意義，這可以讓我們瞭解盲

人在真實環境中的探路策略及特點，為以後盲人定向行走訓練研究提供資訊參

考。 

最近在腦神經科學領域，相關研究探討了盲人採取策略的神經機制（Fortin, 

Voss，& Lord etal，2008；Kupers, Chebat, Madsen, Paulson, & Ptito，2010；

Halko, Connors, Sánchez, & Merabet，2013）。從這些研究來看，盲人建構空

間表徵的方式的確可能與明眼人存在不同，表現為盲人偏好以自我中心參照框架

表徵空間資訊，對應的是前海馬的啟動，也就是說盲人偏好以自我中心參照表徵

環境與前海馬體積增大、啟動有關；而明眼人偏好以環境參照框架表徵空間資

訊，其後海馬體積較大。兩種表徵策略導致空間表徵的結構也不一樣，前者的表

徵往往為不精確的路徑表徵，而後者為精確的場景表徵。本研究中發現的參照點

策略其實就是一種自我中心式的參照策略，而空間關係策略則是環境中心參照策

略。 

4.5 盲人空間表徵能力同行走效率的關係 

     對於盲人空間表徵能力同行走效率之間的關係，以往幾乎沒有相關研究。

研究者（Schmidt,Tinti,Fantino etal,2013）主觀上或從理論推導上認為空間表

徵能力越強，行走效率越高，並沒有從研究上給予實證支持，而本研究正好利用

較大樣本人數探討二者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大部分空間表徵任務指標同行走效

率指標之間存在相關，又因為空間表徵外化任務在前，而行走效率測量在後，所

以可認為空間表徵對行走效率有較強的預測作用。這項結論具有重要意義，說明

空間表徵能力強的被試的行走效率也高。從另一方面講也凸顯了研究一的重要意

義，說明研究空間表徵這個主題是值得研究的。所以在下面的研究中，研究者將

重點關注空間表徵能力的提升。 

5 結論 

（1）視覺經驗缺失對盲人陌生環境空間表徵能力造成了不利影響。先天盲空

間表徵能力顯著落後於後天盲和明眼人，而有視覺經驗的後天盲及明眼人之間沒

有存在顯著差異。大部分先天盲在經過兩次行走帶領後，對環境空間表徵仍然非

常差，表徵類型以路徑表徵為主，而大部分後天盲及明眼人以環境中心參照的場

景表徵為主。被試對陌生環境中距離和方向的感知並不一樣，所有被試普遍對距

http://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user=-8-ZtOEAAAAJ&hl=zh-CN&oi=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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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感知較為困難，而對方向感知較好。 

（2）在陌生環境中，先天盲運用有效的探路策略可以有效彌補視覺缺失帶來

的損失，他們運用空間關係策略後，大部分空間表徵類型以場景表徵為主，而那

些運用參照點策略的先天盲表現最差，空間表徵類型以路徑表徵為主。 

（3）本研究中性別對被試陌生環境空間表徵能力並沒有影響。 

（4）空間表徵能力同被試行走效率之間存在顯著相關。空間表徵能力強的盲

人行走時間少，偏離次數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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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familiar surroundings in the blind : The role of 

strategies and Its Effect 

Chen Xiao-Meng 

ABSTRACT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environmen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orientation and mobility in the blind. The role of vi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has been the object of numerous studies and 

heated debate, however, less research explored blind spatial 

representation construction process, namely the the role of strategies and 

Its Effe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blind’s strategies and its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ange environment when used for spatial 

represent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issing visual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time adversely affected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familiar 

environment in the blind. However, the use of effective strategies subjects 

can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caused by visual loss ,the congenitally blind 

who used a efficient strategy performed as well as adventitiously blind 

and sighted participants , and the congenital blind is weakest who use the 

inefficient strategy. In addition, spatial representa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ways finding efficiency. Their having more 

accuracy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having more efficient mobility 

skills. 

 

Key words: spatial representation, congenitally blind, adventitiously bli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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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學生家庭需求初步研究—— 以寧波盲校為例 

袁 東 

寧波特殊教育中心學校、寧波盲童學校 

中文摘要 

本研究隨機選出寧波盲校三個班級 25 名學生的家長進行問卷調查，並對其中的

14 名學生進行家庭訪問或家長面談，內容為家庭生活品質、家庭需求、子女及

家庭的綜合資訊。研究結果如下：三成多的家庭月總收入在 4 000 元人民幣以

下；近三成家長認為家庭生活品質一般，只有五成家長感到滿意，不到二成家長

感到非常滿意；四成多家長可以應對家庭日常開銷，六成家庭的氛圍較好，六成

家長能從親朋好友中獲得幫助與支持；四成多的家長認為自己家庭有需要，近二

成的家長認為自己家庭很有需要或非常有需要；近五成家長對自身有需求；四成

家長照顧孩子的生活、學習等技能有需求，五成以上家長重視孩子學業，近四成

家長較少關注孩子的社會性技能需求；五成家長對家庭內部有需求，五成以上家

庭在自尊、釋放壓力、長期目標等有需求，但五成家長缺乏關注孩子的休閒、娛

樂；四成家長對家庭外部有需求，所有家長都認為不需要專業人員的支援與合

作，以及相關服務。 

關鍵詞：視障學生、家庭需求、個案研究   

壹、緒論 

學生身心發展與家庭、學校、社會環境相關。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生活環境，

父母是孩子最早啟蒙教師。視覺障礙不僅影響了學生的發展，也有可能影響到學

生家長的認知與態度，對視障學生家庭需求的調查與研究，可以瞭解學生家長與

家庭的生活狀況與真實需要。相關中文文獻並不多而且時間跨度大，十多年前，

上海、武漢、廣州三所盲校有過類似調查，近五年來也有部分對幾類障礙兒童家

長需要的研究。 

1997 年，上海盲校對 154 名盲學生的家庭情況進行調查，並與普通學校相

近年齡段的 213 名學生情況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家庭結構，盲校與普校沒有

顯著性差異；但家庭生活品質，盲校與普校的差異很大。盲學生家庭學習環境差

（居住條件差、子女多、家庭人員關係不和諧）、部分家長有生理缺陷，輔導子

女的精力相對不夠；家長受教育的程度低，輔導子女的能力相對較弱；家長經濟

收入低、子女多，家長輔導子女的實力相對較差（華瑛，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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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武漢盲校通過問卷和訪談對盲生家庭教育情況進行調查。調查結

果發現，盲生家長的教育觀念、教育態度、教育方法、教育目標、教育內容五個

因素對盲生的成長與發展影響較大。調查顯示有 5% 的家長認為盲童―無用‖, 

生來就是―累贅‖，放棄了家庭教育，把教育責任推給盲校，家長僅僅是照顧盲

孩子的衣食住行。很多家長對盲孩子的發展很悲觀, 對自己的孩子將來能否自立

表示擔心。部分家長把盲孩子遇到的所有困難，都看成是視力殘疾引起的。有些

家長對盲孩子不理性，或是百般遷就，溺愛和放任，或是情緒急躁，動手打罵，

過後又後悔。調查顯示有 21%家長對盲孩亂發脾氣、動手打人。也有家長認為

家有盲孩子, 無臉見人，自暴自棄，對孩子喪失信心。部分家長不願督查盲孩子

學習。有些家長與孩子形成隔閡, 很難進行思想、情感交流。調查顯示有 45.1 %

的家長擔心盲孩子受欺侮，希望孩子多在家裏自己玩，儘量不讓盲孩子與普通兒

童接觸。孩子在家裏，家長也沒能有意識地培養和鍛鍊他們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

力（雷江華、孫菊蓮，2003）。 

1999 年，華中師大特殊教育研究中心和武漢市第一聾校、第二聾校、武漢

盲校、武昌區培智中心學校合作，對義務教育階段特殊學校學生家庭需要問題進

行調查。其中，盲生家庭有 62 戶。調查結果顯示：特殊學校學生家庭在資訊提

供、專業指導、服務幫助、經濟補助和精神支持五個方面都有強烈或較強烈的需

要，對資訊支援的需要最強烈，其他依次為專業、服務、經濟、精神的支援。子

女的殘疾類型對家庭需要有明顯影響。教師和學校是殘疾學生家庭最主要的支援

來源。但志願者資源沒有開發，殘聯、婦聯等有關部門的作用也有待加強（羅亦

超、雷江華，1999）。 

2003年，廣州盲校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部分盲學生家長對自己盲孩子缺

乏恰當的認知和態度，存在著嚴重的―宿命論‖觀念，認為自己孩子的失明是

―前世作孽‖和―老天報應‖，以致羞于讓孩子見人，造成盲童過度自卑。也有

的家長負罪心重，深感內疚，對盲童百依百順，為孩子―包辦代勞‖一切。有的

家庭―以護代培‖，對其進行過度保護和呵護，忽視了對孩子獨立自主能力的培

養；有的家庭則對盲童漠不關心，甚至逃避對盲童的教育責任，讓他們―自生自

滅‖， 許多盲童家長的文化程度偏低，使他們無力承擔教育盲童的責任。一些

家長家境貧困，終日為生計所迫，根本無暇顧及子女的家庭教育（邱舉標，

2003）。 

近五年，部分學者研究了幾個類別殘疾兒童的家庭需要，部分研究結論驗證

了以上三所盲校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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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項研究表明：殘疾兒童家長缺乏成就感。在過度保護方面壓力較大，

在終身照顧方面壓力較小。殘疾兒童家長心理壓力與生活品質中的住房、社區服

務、經濟狀況、睡眠與精力、性功能、進食功能、運動與感覺功能、精神緊張度、

認知功能這九個因數之間存在相關。29.1%的殘疾兒童家長有焦慮症狀，而且輕

度焦慮（25.3%）占多數。殘疾兒童家長心理壓力總分與應對方式中的自責、幻

想、退避以及合理化之間均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而與求助之間存在正相關。殘疾

兒童家長的心理壓力總分與客觀社會支持存在顯著正相關。殘疾兒童家長心理壓

力較大，存在焦慮和抑鬱，生活品質不高（邱麗，2011）。 

有學者調查了山東省某特殊學校 105 名特殊兒童家長的親職教育需求狀

況，結果顯示：特殊兒童家庭親職教育需求是迫切的、廣泛的，其中，家長最需

要的是社會資源方面的訊息。影響特殊兒童家庭親職教育需求的因素有家長性

別、家庭所在地、家庭經濟收入、兒童年級水準、兒童殘疾類型、殘疾程度等，

其中，家庭經濟狀況成為親職教育需求最主要的影響因素（諶小猛、李敏，

2011）。 

近期研究顯示：教育程度不同的殘疾孩子家長焦慮差異性顯著；自評影響程

度在環境、社會關係、心理、生理等領域差異顯著。殘疾孩子家長整體焦慮較高，

生存品質較低，自評影響程度是殘疾孩子家長焦慮、生存品質的一個重要影響因

素（李丹 等，2013）。 

有研究指出：孤獨症兒童家庭需求主要由知識資訊、支援、孩子成長與未來

安置、教育康復四個維度構成；孤獨症兒童家庭需求超過中等以上程度；月總收

入在 5 000 元以上的家庭需求程度，顯著低於月總收入 5 000 元以下的家庭（劉

莎，2006）。自閉症兒童的家長家長需求強度最高的是社會資源與服務的需要，

需求強度最低的是心理與情緒的需要。心理與情緒的需要中，需要程度最高的是

如何接納自閉症兒童得分最高，需求程度最低的是如何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教

育干預的需要中，需要程度最高的是如何處理孩子未來老年的問題，需求程度最

低的是如何管理時間的技巧；社會資源與服務的需要中，需要程度最高的是知道

如何申請應享有的權利得分最高，需要程度最低的是如何與專業人員溝通、合作

的技巧得分最低。自閉症兒童家長獲得的工具性支持中，最多是家人和朋友提供

的照料支援，最少的是相關專業人員提供的專業服務（王瑋，2011）。 

視障學生或其他類別障礙學生的家庭需求很複雜，涉及到家長自身、家庭成

員、對孩子的撫養與教育以及外部支持等。之前的調查和研究顯示，由於經濟、

教育、文化、社會的因素，視障學生家長對自己殘疾孩子的認知和態度多數負面，



2015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112 

 

把孩子所遇到的困難，大都歸結為視障，部分家長還放棄了對孩子的教育。殘疾

兒童家長心理壓力大，有焦慮，生活品質低，這些家庭的高需求是經濟狀況，低

需求是與專業人員溝通、合作以及獲得相關服務。或因地域、問卷、時間以及研

究方式的不同，而研究結果可能有部分差異。針對中國大陸經濟發達地區、浙江

沿海開放城市——寧波，部分視障學生的家庭需求如何，具體特點如何，值得

關注。本研究僅僅是一個小樣本的區域性個案研究。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與量化結合的方式。 

質性研究以研究者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與另外一名同事參加學校安

排的家訪活動，實地走訪了 8 戶七年級視障學生家庭，訪談了 8 名家長（主要

是父/母親）。研究者也在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3 日在學校隨機面談了一、四年級

6 名視障學生家長。二次訪談形式均為半結構開放式，內容都涉及視障學生家庭

需求。 

量化研究以有效問卷形式進行調查。本研究採用美國堪薩斯大學比裏奇殘疾

研究中心研製的―家庭需要評估‖（FNA）問卷，由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特教

系胡曉毅副教授引進並翻譯成中文版，授權陝西省西安市盲啞學校賈睿老師在西

安、武漢、杭州、寧波等盲校試用。本次研究屬於這個試用範圍。該問卷分為家

庭生活品質、家庭需求、子女及家庭的綜合資訊三個部分，採用李克特（Likert）

五點量表法，根據視障學生家長實際認知程度，區分―非常不滿意、不滿意、一

般、滿意、非常滿意‖（第一部分）以及―不需要、低需要、需要、很需要、非

常需要‖（第二部分）五個等級。整個問卷填寫採用自願、不記名，允許少填或

不填部分內容。 

研究者隨機抽取寧波盲校 3 個班級（一、四、七年級）27 名在讀視障學生

的家長為研究物件，請家長在 2015 年 3 月 1 日（新學期學生報到日）在校內填

寫問卷，獲得有效問卷 25 份，問卷回收率為 93%。家長類別，父/母 18 人（72%）、

祖父/母（外祖父/母）3 人（12%）、兄/弟/姐/妹 2 人（8%）、未填寫 2 人（8%）；

家長性別，女性 14 人（56%）、男性 9 人（36%）、未填寫 2 人（8%）；家長年

齡，25 歲以下 2 人（32%）、26 至 30 歲 1 人（4%）、30 至 35 歲 2 人（8 %）、

35 至 40 歲 3 人（12%）、40 至 45 歲 5 人（20%）、45 至 50 歲 3 人（12%）、

50 至 55 歲 2 人（8 %）、55 歲以上 2 人（8 %）、未填寫 5 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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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因樣本少，無法使用電腦統計軟體分析資料，因而採用簡單的百分比歸類

法，輔之質性訪談資料，以初步瞭解目前寧波盲校部分在讀視障學生家庭需求基

本狀況。 

參、研究結果 

一、家長或家庭部分信息 

婚姻狀況：已婚 20 人、離婚或分居 1 人。 

工作狀況：有償全日工作 11 人（44%）、待業（找工作中）3 人（12%）、無業

5 人（20%）。 

最高學歷：小學 1 人、初中 8 人（32%）、高中 5 人、大學專科 4 人、大學本科

1 人。 

家庭月總收入：2000 元以下 5 戶（20%）、2000 元至 3000 元 3 戶（12%）、

3000 元至 4000 元 1 戶（4%）、4000 元至 5000 元 3 戶（12%）、5000 元至

6000 元 1 戶（4%）、6000 元至 7000 元 1 戶（4%）、10000 元以上 2 戶（8 %）。 

家庭養活人口戶數：二口人 1 戶、三口人 6 戶（24%）、四口人 3 戶（12%）、

五口人 5 戶（20%）、六口人 2 戶（8 %）。 

照顧視力殘疾孩子的輔助人員：沒有，13 人（52%）；有，除伴侶或其他子女之

外的人（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7 人（28%）；雇用保姆，0 人。 

家庭地域：城市 6 戶（24%）、農村 15 戶（60%）。 

二、學生部分信息 

性別：男 12 人、女 5 人。 

年齡： 10 歲以下 5 人、11 至 14 歲 5 人、15 至 17 歲 6 人、18 歲 1 人。 

視障程度：全盲 8 人、有光感 6 人、低視力 5 人。 

伴隨其他障礙：注意力缺陷或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者 1 人、聽力障礙（聾）者 1

人、學習困難者 1 人、身體殘疾者 2 人、沒有特定的診斷者 6 人（24%）。 

這些信息顯示：寧波盲校三個班級學生超過一半（56%）為盲，近一半（44%）

為伴有其他殘疾，部分學生家庭（36%）月總收入在 4 000 元以下，一半學生家

庭（56%）總人口為三至五人，部分家長（32%）沒有職業，居住農村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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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這些學生家庭可能有一定的經濟壓力。 

三、資料歸類與訪談結果 

（一）問卷第一部分―家庭生活品質‖（21 個題） 

整體狀況：非常不滿意（3 人）（0.6%）、不滿意（28 人）（5.3%）、一般（146

人）（27.8%）、滿意（264 人）（50.3%）、非常滿意（84 人）（16%）。各題填

寫狀況以及訪談資料見下表 

表 1 

我有多滿意…… 
1.非常不

滿意 
2.不滿意 3.一般 4.滿意 

5.非常   滿
意 

訪談內容 

1.我們一家人願意聚在一
起，共度時光。 

0 0 4 11 10  

2.我的家人教育小孩學會獨
立。 

1 1 7（28%） 12（48%） 4 

眼睛不好的人今後要自立很

難。阿拉小人眼睛不好，希望

今後要有前途；孩子最好在學

校學一些本領，今後可以自己

生活。 

3.我的家人能得到一定的支
援，以緩解各種壓力。 

0 2（8%） 6 15（60%） 2  

4.我的家人能夠從他們的朋
友和自己認識的人中獲得
幫助。 

0 2（8%） 6 14（56%） 3 

小人有殘疾，大人壓力大是

大，但家裏長輩親戚都經常幫

我們。 

 

 

5.我的家人幫助孩子學習功
課和參與各項活動。 

0 0 13（52%） 10 1 

盲文點字，我們大人也不曉

得，主要靠小人自己去學了。 

 

6.我的家人能順利採用各
種交通工具，到達他們要去
的地方。 

0 0 9 12（48%） 4 

我有時間也會陪孩子去去公

園。 

 

7.我的家人之間能進行坦誠
的交流。 

0 1 6 14（56%） 4 
家裏人都很團結，大家一定要

養大這樣的小人。 

8.我的家人能教導小孩如
何與他人相處。 

0 1 4 17（68%） 3 
道理，我是對她講的，總希望

她與其他人相處好，不要爭吵。 

9.我的家人有空閒時間做他
們自己感興趣的事情。 

0 
1 

 
11（44%） 

10 

 

3 

 

 

 

10.我的家人能夠共同協
商，解決問題。 
 

0 1 6 15（6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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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的家人相互鼓勵，以
達到各自的目標。 

0 1 4 17（68%） 3 
 

 

12.我的家人能夠表達對彼
此的關心和愛。 

0 0 4 14（56%） 7 

阿拉屋裏人都對她蠻好的，蠻

關心她的，小人也對大人很

好，幫我們做一些事情。 

13.當我的家人需要特殊幫
助時，我們能夠獲得來自家
庭外部的援助。 

0 1 1 11 12（48%） 

説明阿拉？有哦，阿拉阿爸和

阿姆在阿拉上班去的時光，暑

寒假，幫我管管小人，畢竟眼

睛瞎掉了，要管的，還要燒飯

給他吃。 

説明阿拉？社區居民會很少，

別人也不曉得阿拉小人眼睛瞎

了。 

14.家中的大人能夠幫助孩
子做出好的決定。 

0 0 9 13（52%） 3  

15.我的家人在生病的時
候，能享有基本的醫保服
務。 

 

0 

 

3（12%） 

 

4 

 

14（56%） 
4 

醫保？有的，做我單位裏的。 

阿拉農村有農保，看看門診，

好報銷一些。 

儂看，其走路，腳骨一翹一翹，

不靈光，醫生講，腦癱後遺症，

對其性命救活，算好了。從小

到大，都對其在醫，醫藥費當

然高了。 

16.我的家庭能夠支付日常
開銷。 

0 1 11（44%） 11 2 
現在，阿拉條件一般，日常用

用，還可以。 

17.家中的大人認識孩子們
生活中的一些人（如孩子的
朋友，老師等）。 

 

0 

 

0 

 

6 

 

13（52%） 

 

6 

 

小人的小朋友，很少，其眼睛

瞎了，玩耍不方便，沒人與他

玩。我們大人也沒辦法。 

 

18.當我的家人遭遇不幸時
（如親人離世，車禍，下崗
等），家人有能力承受和應
付。 

 

2 

 

4（16%） 

 

9 

 

8 

 

2 

每戶人家困難總是有的，我現

在下崗了，工作沒了，靠其阿

爸來賺鈔票，生活。 

19.家中的大人有時間照顧
每一個孩子的特殊需要。 

0 4（16%） 7 11 3 

照顧小人，總是我來管，女人

總要管小人，何況其眼睛沒看

見。 

20.我的家人能夠得到必要
的體檢。 
 

0 5（20%） 12（48%）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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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的家庭在家，學校，
社區(村鎮)中在一定程度上

感到安全。 

 

0 

 

0 

 

7 

 

15（60%） 

 

3 

安全？應該是安全的，寧波這

個城市治安很好，不像有些地

方，很亂。 

小  計 3（0.6%） 28（5.3%） 146（27.8%） 264（50.3%） 84（16%）  

從以上可以瞭解部分家庭生活品質特點： 

1、讓孩子學會獨立：28%的家長認為可學可不學，無所謂；也有 48%的家長認

為視障孩子今後還是需要獨立，要有謀生本領。但都不過半數，顯示家長對視障

孩子是否學會獨立，還是很迷茫、很擔憂。 

2、從親朋好友中獲得幫助與支持：60%的家長獲得支持，56%的家長獲得幫助。 

3、幫助學習：52%的家長認為一般，可能是因為孩子學習點字，自己無法輔導。 

4、休閒活動：大多數孩子寄宿在盲校，家長無法輔導和參與，親子活動較為困

難。儘管如此，也有 48%的家長願意採用各種交通工具（也願意花時間），陪同

孩子想去的地方。 

5、親子溝通：56%的家長能與視障孩子進行坦誠的交流，68%的家長能教導視

障孩子如何與他人相處。 

6、家庭氛圍：60%的家長能夠共同協商、解決問題；68%的家長相互鼓勵、達

到各自的目標，56%的家長能表達對彼此的關心和愛。總體來看，視障孩子家庭

氛圍較好，家庭成員之間團結有力。 

7、家庭外部特殊援助：僅僅只有 48%的家長能獲得，但從社區組織以及其他社

會機構和組織獲得特殊援助不多。有視障孩子的家庭較為封閉，外人不知道或很

少有人知道這戶家庭有視障孩子。 

8、醫療保險：12%的家長不滿意，56%的家長滿意。儘管社會醫療保險基本覆

蓋，城市有醫保，農村有農保，但對於來自外省的視多障孩子家庭來說，孩子醫

療費用還是很龐大。 

9、日常開銷：44%的家長認為一般，只夠整個家庭日常基本生活。 

10、承受和應付不幸：16%的家長認為不滿意，即無法承擔家庭不幸， 

（二）問卷第二部分―家庭需求‖（59 個題） 

整體狀況：不需要（122 人）（8.3 %）、低需要（151 人）（10.2 %）、需要（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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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45.7%）、很需要（279 人）（18.9%）、非常需要（239 人）（16.2%）。 

各題目填寫狀況、分類（概括與合併題目類型）以及訪談資料見以下四個表 

1、家長自身需求（11 個題） 

在完成以下任務時， 
我有多少需要輔助…… 

1.不需要 2.低需要 3.需要 
 

4.很需要 5.非常需要 

45.健康的生活習慣（如飲食健康、鍛
煉身體） 

1 2 14 5 3 

39.家長休息 
 

1   5 15 4 0 

44.維護自身合法利益 1 4 9 6 5 

50.維護子女受教育權 

 
 

1 3 13 3 5 

38.工作 3 4 8 5 5  

46.交通工具 1 2 15 3 3 

47.通訊技術（如電話、短信、微信、
QQ），與他人聯繫 

1 3 16 1 3 

40.家長參加聚會 3 2 16 2 2 

32.同類家庭支持 2 4 11 6 2 

56.與教師溝通、接受教師幫助 

 
 

0 1 10 4 10 

13.請保姆或送孩子去幼托班 12（48%） 4 7 2 0 

        小  計 25（9.1%） 34（12.4%） 134（48.7%） 41（14.9%） 38（13.8%） 

―養這個小孩，費勁了我們很多心血，她小的時候，身體很差，三天兩頭要去醫院，有時半

夜三更去，她人矮小、體質又差，阿拉到處尋名醫，開補藥給她吃。‖ 

   ―過去為了看他眼睛，常常每一個月去醫院，現在眼睛也看不好了。我呢，做過很多行

業，開店、做外貿、開小廠，生這個小人後，鈔票來的快，去的也快，現在守守這個小賓館，

也有六、七年了，收入還可以，人也自由一些。‖ 

―阿拉幾個奉化人家長，都認得的，住也住的很近，都曉得的。有時，開學送小人，他們搭

我車回來。‖ 

―阿拉捕魚人家，賺鈔票蠻辛苦的，也有危險，我現在年紀還不大，為了這樣的小人，總要

捕到五十歲，鈔票要給他存一些。‖ 

    家長自身需求特點： 

   （1）接近一半（48.7%）家長對自身有需求，少數家長（28.7%）對自身有

一定需求（14.9%很需要，13.8%非常需要）。 

（2）部分家長較少考慮自己的健康、休息，盡力為家庭、為殘疾孩子賺錢、存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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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視障學生家長經常互通資訊、互為支援，彼此獲得力量。 

（4）接近一半（48%）家長認為自己的視障孩子不需要保姆照顧以及送學前班，

大多數是自己撫養和教育。 

2、家長照顧孩子的需求（17 個題） 

在完成以下任務時， 
我有多少需要輔助…… 

1.不需要 2.低需要 3.需要 
 

4.很需要 5.非常需要 

2.日常生活（如洗澡、刷牙、穿衣、吃
飯） 

2 4 10 4 2 

42.獨立生活技能（如吃飯和穿衣） 3 3 9 3 6 

10.如廁（如上廁所、衛生清潔等） 7 8（32%） 8 2 0 

49.如廁 8（32%） 7 4 5 1 

58.運動技能（如騎自行車、獨自行走、
爬樓梯） 

4 3 9 2 7 

14.孩子每天日常活動目標 0 6 11 7 1 

17.生病、對症下藥 1 0 14（56%） 4 6 

36.安全教育 0 1 8 9 7 

52.社會交往和情感表達 0 1 9 9 6 

57.溝通技巧 0 1 9 5 10 

55.行為文明 
 
為為 

1 2 10 3 9 

59.輔導作業 1 1 9 8 6 

41.新學年學業準備 0 4 13（52%） 3 5 

21.孩子進步的時間和程度 1 0 12（48%） 9 3 

6.幫助孩子教育 0 0 6 7 11 

28.從小學轉銜到中學 1 0 15（60%） 4 5 

29.自我選擇和解決問題 0 0 13（52%） 8    4 

        小  計 29（6.8%） 41（9.6%） 169（39.8%） 92（21.6%） 89（20.9%） 

―小孩的生活技能，主要是她姆媽教的，我工作忙，教也教不來的，眼睛沒看見，很難教，

慢慢的，她衣服自己會穿了，廁所也會上了，這就省力多了。‖ 

―阿拉小人眼睛全瞎的，又是月份不足，早產的，事情樣樣不會，什麼辦法？總要我們大人

來幫忙，給他弄弄好，我這個外公來幫他們一把，小人自己人大了，慢慢會學會的。‖ 

―我小人讀了四年書了，好像全部不知道，盲文也不會戳，每次回到家裏來，我就問問她，

讀了什麼書，她也講不出，我想想是不是腦子有問題，眼睛瞎了，是否影響到了腦子？‖ 

家長照顧孩子的需求特點： 

（1）不到半數（39.8%）家長照顧孩子的生活、學習等技能有需求，少數家長

（28.7%）對照顧孩子的技能有一定需求（21.6%很需要，20.9%非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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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於傳統思維，少數家長認為視障孩子的生活技能指導，不太需要，而有

半數以上的家長重視孩子學業，乃至未來發展，如學業準備（52%）、學習進步

（48%）、轉銜（60%）、自我抉擇（52%）。但從整體看，家長能夠輔導視障孩

子的學習，較為困難（盲文阻隔、孩子大多寄宿在學校）。 

（3）部分家長對視障孩子的社會性技能需求較少（不到 40%），如社會交往、

情感表達、溝通技巧、舉止行為等。對孩子運動技能的關注也教少（如騎自行車、

獨自行走、爬樓梯）。部分家長認為，這些技能目前一時落後，長大之後自然會

發展起來。 

    3、家庭內部的需求（24 個題） 

在完成以下任務時， 
我有多少需要輔助…… 

1.不需要 2.低需要 3.需要 
 

4.很需要 5.非常需要 

48.家庭安穩的生活計畫 1 2 11 7 4 

43.在家庭活動（如家庭大掃除、出遊等）的
幫助 

2 3 14 3 3 

9.日常生活費用（如衣、食、住、行） 3 5 12 4 1 

16.學費/保姆費    9 2 11   2 1 

33.存錢 1 1 12 3 8 

4.家庭人際交往 0 7 13 4 0 

19.家庭人際交往 2 5 16 2 1 

12.家庭人際交往 4 5 14 2 0 

26.休閒與放鬆活動（如看電視、聊天） 1 5 17（68%） 2 0 

3.室內娛樂（如看電影、聽音樂會/戲曲） 1 4 14 4 2 

11.室外娛樂（如跳繩、踢球、逛公園） 2 5 13（52%） 2 3 

18.家庭旅遊 4 3 12（48%） 5 0 

27.回應他人、詢問殘障孩子 3 5 14（56%） 3 0 

34. 面對家人的困境和他人歧視（如欺負、
嘲笑、注視） 

1 0 11 5    8 

1.家人健康 
 

3 0 9 8 5 

31.家人情感 1 2 9 5 7 

23.增強每位家庭成員的自尊心 2 2 13（52%） 3 5 

15.釋放壓力 1 2 14 3 5 

7.家人的強項和需求 2 1 15（60%） 5 2 

22.全家人共同解決問題 1 1 13 8 2 

53.家庭服務資訊 1 0 13 6 5 

35.家庭生活長期目標 1 0 13 5 6 

20.搬遷 
到另一社區（或村鎮） 

10 2 8 3 1 

8.盼望未來 1 0 9 7 6 
        小  計 57（9.5%） 63（10.5%） 300（50%） 101（16.8%） 75（12.5%） 

―阿拉是捕魚人，比種田人收入好好一些，房子，10 多年之前就造好了，住住還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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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人家四個人，賺鈔票，靠我一個人，危險？到外洋捕魚是有危險的，鈔票，還可以。鈔票

要給小人存一些，其眼睛不好，以後用的。‖ 

―老師，你也看到了，阿拉鄉下人，房子造得多一些，花了 20 多萬，造了這四樓四底，我

兄弟四個，我最小了，他們都幫我，鈔票借給我，早二年，趁舊村改造，造起來了，為來為

去，都是為這個小鬼才，我眼睛不好，他眼睛也不好了，造這些房子，今後留給他。‖ 

―我在現在開開公車，她媽媽就開這個洗衣店，其實，阿拉也開不起的，是小人的舅舅投資

的，設備加房租要 30 多萬，管，是阿拉來管，有時忙起來，她媽媽，衣裳要燙到晚上 12

點，還要請一個人來幫忙。生意嘛，還可以‖。―阿拉都在店裏吃、住，小人放假在店裏看

看電視，眼睛不好，一個人走出去也危險的，我也不放心。‖ 

家庭內部需求特點： 

（1）有一半（50%）家長對家庭內部有需求，少數家長（29.3%）對照顧孩子

的技能有一定需求（16.8%很需要，12.5%非常需要）。 

（2）大多數家長重視家庭建設以及未來發展，提高家庭經濟水準。農村家庭則

多建房，城市家庭則多存錢，為視障孩子今後生活作好準備。 

（3）有一半（48%、52%）家長對視障孩子的休閒、娛樂、旅遊等缺乏關注，

大多讓孩子進行靜態活動（如看電視、聊天）（68%）。 

（4）有一半以上（52%至 60%）家庭在自尊、釋放壓力、解決問題、服務資訊、

長期目標、強項有需求，能回應他人詢問殘障，坦然接納自己的孩子。 

4、家庭外部需求（7 個題） 

在完成以下任務時， 
我有多少需要輔助…… 

1.不需要 2.低需要 3.需要 
 

4.很需要 5.非常需要 

24.特殊治療或輔助器具 3 3 11 
（44%） 

5 3 

25.一般性資源和特殊資源（導盲設備、盲文材
料、助視設備、上網的讀屏軟體等） 

1 2 12 
（48%） 

4 6 

54.專業人員幫助處理日常生活的困難 3 4 12 3 3 

5.專業人員支援 0 3 5 10 7 

30.專業人員的合作與信任 0 1 13 7 4 

37.相關服務 0 0 8 9 8 

51.無障礙環境 1 1 10 7 6 

        小  計 8（4.6%） 14（8%） 72（41.1%） 45（25.7%） 3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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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治療？就是從小醫眼睛呀！從生出三個月就開始了，上海、北京、杭州，都去過了，

專家講，等人大起來，眼睛也會發育一些，要吃得好一些，所以，阿拉給其吃補藥、牛奶這

些東西。反正，現在醫院也不用去了，送寧波來讀書了。‖ 

―盲文，一點一點，阿拉也不懂，靠小人自己學，你們老師會教的。電腦？家裏有的，他弟

弟做作業要查資料，他也會上網的，發出聲音的軟體，也裝過的，反正都是他自己弄的，我

也不會用電腦。‖ 

―殘聯？阿拉也沒去過，在城裏頭，想想自己條件還可以，就不去麻煩他們了，好像幾年前，

就是小人要做殘疾證的時候，去過一次，現在在啥地方也忘記了。其他人？阿拉也不曉得，

普通學校書是讀不來了，他們校長講，要到寧波聾盲學校去讀，名也給我報上去了，後來，

阿拉就帶小人來寧波你們學校來讀書了。‖ 

家庭外部需求特點： 

（1）不到一半（41.1%）家長對家庭外部有需求，少數家長（36.8%）對家庭

外部有一定需求（25.7%很需要，21.1%非常需要）。 

（2）近一半的家長對特殊治療或輔助器具（44%）、一般性資源和特殊資源

（48%）有需求，但他們都是利用自己以及家庭內部的力量（主要是電腦、網路），

給孩子以一定協助。 

（3）所有家長（0%）都認為自己不需要專業人員支援與合作，以及相關專業服

務。家長也沒有尋求殘聯、社區等機構為孩子提供專業人員的支援。 

肆、 結論 

一、寧波盲校所調查的學生家庭，有三成多的家長沒有職業，三成多的家庭月總

收入在 4 000 元以下，五成多的家庭總人口為三至五人，六成家庭在農村，這些

家庭日常生活可能有一定壓力。 

二、寧波盲校所調查的學生家庭，不到一成家長對家庭生活品質感到不滿意，近

三成家長認為一般，五成家長感到滿意，不到二成家長感到非常滿意。有四成多

家長認為家庭日常開銷可以應對，有六成的家庭氛圍較好，能親子溝通，有醫療

保險，有五成家長在幫助孩子學習方面認為一般，但他們還是認為視障孩子今後

需要獨立，要有謀生本領。有六成家長能從親朋好友中獲得幫助與支持。 

三、不到一成的家長認為自己家庭沒有需要，一成的家長認為家庭需要較低，四

成多的家長認為家庭有需要，近二成的家長認為自己家庭很需要或非常需要。 

    四、近五成家長對自身有需求，近三成家長對自身有一定需求。少數家長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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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考慮自己的健康、休息，盡力為家庭、為孩子賺錢、存錢。部分家長經常互通

資訊、互為支援，彼此獲得力量。 

五、四成家長照顧孩子的生活、學習等技能有需求，近三成對照顧孩子的技能有

一定需求。五成以上家長重視孩子學業，乃至未來發展，如學業準備、學習進步、

轉銜、自我抉擇等。但從整體看，家長能輔導視障孩子的學業，較為困難。部分

家長對視障孩子的社會性技能（如社會交往、情感表達、溝通技巧、舉止行為等）

需求關注較少（不到四成）。 

六、有五成家長對家庭內部有需求，近三成家長對照顧孩子的技能有一定需求。

五成家長對視障孩子的休閒、娛樂、旅遊等缺乏關注，大多讓孩子進行靜態活動

（如看電視、聊天）。五成以上家庭在自尊、釋放壓力、解決問題、服務資訊、

長期目標、強項有需求，能坦然接納自己的視障孩子。 

七、四成家長對家庭外部有需求，三成家長對家庭外部有一定需求。儘管有近五

成家長對特殊治療或視障輔助科技有需求，但他們都是利用自己以及家庭內部的

力量（主要是電腦、網路），給孩子以一定協助。所有家長都認為自己不需要專

業人員支援與合作，以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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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Family Needs of Students with 

Visual Disabilities：the example of Ningbo School for the 

Blind 

 

Yuan Dong 

（Ningbo school for special education, Ningbo school for the blind, NingBo, 315029）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the parents of 25 randomly 

selected students in Ningbo school for the blind, and includes taking 

home visit or parent interview for 14 of them with the conversation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ir family life, their family demand, the integrated 

information of children and family. The results appear as shown: over 30% 

of families' monthly gross income is less than 4000 yuan; nearly 30% of 

parents say their family life is of general quality, only 50% are satisfied, 

less than 20% are deeply satisfied; 40% say their family cost is enough, 

60% say their family atmosphere is better, 60% can get help and support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40% say their family have needs, nearly 

20% say their family have necessary or urgent needs; nearly 50% say they 

are focusing on their own needs; 40% need skills to look after their 

children's life and education, over 50% value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nearly 40% put less attention on their children's needs of social skills; 50% 

have needs within their family, 50% have needs on their self-esteem, 

releasing stress, long term goals and so on, but 50% lack of the attention 

to their children's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40% have needs on the 

external of their family, all parents say they have no need of support, 

cooperation and related service from professionals. 

 

Keyword: students with visual disabilities, family needs,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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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誘發電位檢查在認知功能缺損學生 

視覺功能檢查之應用及分析 

謝錫寶 

門諾醫院視光師 

中文摘要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透過視覺誘發電位檢查，分析認知功能缺損學生的視覺

功能。研究內容除比較一般人在不同的矯正視力值下，PVEP 與 FVEP 檢查結果

之差異，同時建構 VEP 數值與視力值之間的相關與迴歸；另外針對認知功能缺

損的學生，依其 VEP 之檢測結果與一般人進行比較，進一步分析認知功能障礙

學生在 VEP 表現上的異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實驗研究法暨個案研究法進行，研究分為兩個實驗進程進行，實

驗一之研究對象為一般人 21 人，共計 42 眼，實驗二之研究對象為認知功能缺

損學生 5 人。研究的資料包含量化的檢測資料與可判讀的圖表，如視力值、眼

壓、等價球面度數、PVEP 與 FVEP 等可量測值。量化資料研究將以描述統計量、

Pearson 相關、獨立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與線性迴歸

(Adjusted R2 values, cumulatively)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 

    實驗一：(1)年齡分組在 PVEP 與 FVEP 的檢測中均未達顯著差異，但年輕

組的反應均有優於年長組的趨勢。(2)性別在 PVEP 的檢測中有顯著差異；而在

FVEP 中未達顯著，但仍出現女性組反應優於男性組的趨勢。(3)研究對象在

PVEP 幅度的反應，皆隨著視力值的變化而有顯著的改變，且視力值越好幅度

就越高，尤其在圖形 64*64 幅度最為明顯，未來可用之做為臨床上判定的參

考；另在 PVEP 檢測中可發現屈光度越高潛伏期越長。(4)在 PVEP 與 FVEP 的

相關分析顯示，在振幅的比較上仍以圖形 64*64 及第二次的閃光幅度為判定的

依據，兩者之間有較高的信度。 

    實驗二：(1)實驗二認知功能障礙學生的視力值可以實驗一的回歸公式套

用，但仍須經過醫療人員與教育人員的綜合研判。(2)特殊個案應由家長、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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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熟悉的校護陪同下進行 VEP 檢測，避免因怕生而使檢查結果產生偏差。

(3)VEP 檢測前應由視光師做屈光矯正與功能性視覺評估。 

最後針對研究結果與本研究之限制做出具體建議。 

 

關鍵字：視覺誘發電位、認知功能缺損、視力值、視覺障礙、 



功能性視覺訓練模式之初探 

127 

 

  功能性視覺訓練模式之初探 

張弘昌 

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博士 

中文摘要 

本文透過相關文獻的探討，先從大腦神經科學中找到有關功能性視覺訓練的

理論依據。再者參考相關訓練的模式，提出全面「ESAM-F」的訓練模式。最後

再針對功能性視覺訓練的流程進行規劃，藉此來解決目前實務教師實施訓練時所

面臨時間不足的問題。 

視覺障礙、功能性視覺訓練、視覺康復 

壹、前言 

    功能性視覺評估(Functional vision assessment, FVA) 近年來在海峽兩岸

逐漸受到重視，無論在專書及學術研究上皆有明顯的增加。甚至，在台灣，功能

性視覺評估的報告已經納入部分縣市（如台北市、新北市、彰化縣）視障學生安

置時的必要文件，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然而，評估的最終目的是要瞭解學生的視

覺的現況與需求，據此作為後來教學或訓練目標的主要依據。因此，隨之而來的

是如何實施功能性視覺訓練(Functional vision training)的問題。 

根據張弘昌(2011)針對海峽兩岸視障教育教師進行功能性視覺訓練的研究

發現，實施訓練時，訓練人員本身專業（尤其是針對視覺多重障礙學生的訓練）

及教學時間的不足成為目前海峽兩岸視障教師共同的問題。因此，筆者想透過文

獻探討及 15 年來的實務經驗，嘗試提出一套可以解決現況的功能性視覺訓練的

模式，藉以拋磚引玉，以供視障教育教師及視障學生家長的參考！ 

貳、名詞定義 

功能性視覺訓練：針對視障學生的個別視力優勢、剩餘視力的應用、其他感

官功能的統合，來幫助視障生完成學習，並且順利達成教師的教學目標，收到有

效的教學成果與學習成就（杞昭安，2002）。大陸對此名詞的用法不同，則以「視

覺康復」、「視功能訓練」替代。 

參、理論基礎 

一、用進廢退(use and disuse)：身體功能的使用常常會聽到「用進廢退」，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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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部位越頻繁的使用，則該部位更發達，反之亦然。洪蘭(2001) 也從大腦神

經科學的角度指出，經常使用神經的連結會比較少使用的部分更加強化。目前時

下弱視學生常見的遮眼訓練，便是應用這個原理。因此，在進行功能性視覺訓練

時，教師應多安排讓視障學生可以用眼的情境（無論自然或人為的情境），鼓勵

學生多用眼睛，尤其對於先天的視障幼兒而言，倘若不及早介入相關視覺刺激，

不但無法看清楚世界而且還有退化的可能。 

二、神經可塑性(neural plasticity)：神經系統依經驗調整的能力，這個過程可稱    

為神經可塑性(Nelson,2000)。神經可塑性是大腦根據新經歷而重組神經路徑的

終身能力。 

三、關鍵期(critical period)：神經可塑性在人的一生中有不同的敏感時期，有  

人將最敏感的時期稱為關鍵期，也就是可塑性最強的時期，這時中樞神經被內、

外環境因素塑造的幅度很，視覺訓練也不例外。黃惠聲(2001)根據視覺訓練的內

容指出視覺訓練的黃金時期：1.基本視覺能力訓練（如：光覺）在六歲以前；2.

視知覺訓練（如：顏色分辨）在 12 歲以前。3.視知覺認知訓練（如：查字典），

可到 16 歲。雖然目前許多研究均顯示神經可塑性是一個終身的現象，從早期發

育階段到成年時期直到老年都有。但在功能性視覺訓練的實務上，若能在關鍵期

內介入，則其成效更加顯著。 

四、環境的重要：複雜環境有利於學習和問題解決的較佳表現，產生較多的成    

熟神經突觸結構、更多的樹狀物、較大的神經樹狀範圍及每個神經元的突觸數目

增多等(Black & Greenough, 1998; Greenough & Black,1992)。複雜環境乃指

多樣化的刺激對於功能性視覺訓練而言，提供多樣化的材料及訓練活動，結合多

感官的經驗、動靜活動的設計、跨情境的視覺應用等皆是考量的因素，進而塑造

新的連結，視覺應用更加純熟。 

五、主動學習：洪蘭(2001)指出，主動學習可以增加神經元突觸間的連結，並強

化神經網路的活化。因此，教學者在進行功能性視覺訓練時應設法誘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促進高興的學習。學習動機可以從瞭解自身對於訓練的期待、利用新鮮

有趣的活動激發好奇心、增強策略的使用著手，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參、功能性視覺訓練的模式 

    筆者參考 Hall 和 Bailey(1989)的視覺技巧教學(visual skill instruct-tion)、

Li(2003）的 IIAF 模式(The IIAF Model：The Individuality, Integ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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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bility, and functionality Model)及 Lueck(2004)的補償方法

(compensatory method)，建構 ESAM-F 的功能性視覺訓練模式(ESAM-F 

Model：The Environ-ment, Skill, Aids, and Multi-sensory Model of 

Functioning），此模式適用於學前及學齡階段的沒有伴隨其他障礙的視障學生，

雖然目前本模式尚未得到實證的支持，但透過此模式的建構，可以作為日後驗證

的依據。茲將此模式說明如下（見圖 1-1）： 

一、功能 

此部分位於位於整個圓形的最中間，也就是本訓練模式的核心概念--如何促

進視障學生使用視覺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活動，也就是說這個活動對於學生

而言是重要且具意義的。所以必須決定何種功能性活動最能有效發展學生的視覺

技巧，這是所有教學者在規劃教學活動時隨時謹記在心的最高指導原則。 

二、訓練人員 

    此部分位於圖中的正方形，此正方形由四個區塊所組成，分別代表教師、    

家長、專業人員及學生，表示功能性視覺訓練應該藉由這四種角色的團隊合作才

能達到目標。 

（一）教師：包括主要訓練者（如：視障教育教師）及次要訓練者（如：導師或

科任教師），教師的角色實施訓練之前，應整合其他人員的期待及建議後再進行。 

（二）家長：由於家裡是孩子最初的學習環境，也是後來主要活動的場合，因      

此若能得到家長的配合，將訓練融入到家中的情境中，這樣訓練便能較快達到成

效。 

（三）專業人員：如職能治療師(occupational therapist)、視光師(ptometrist)、      

定向行動人員、醫生等。實務現場發現，目前由於視多障學生所佔比率有愈來愈

多的趨勢，加上每個眼疾的症狀及其需求也不一樣，如需使用輔具，其類型及倍

率的問題都需要有專業人員的諮詢與合作才能完善的規劃。 

（四）學生：本是訓練的主角，然而訓練的成敗與學生的學習動機有必然的關係，

大腦神經研究已經證明主動學習的效果遠遠大於被動學習。因此，訓練之前若能

考量學生的期待及個別性，才能踏出成功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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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ESAM-F 模式 

二、訓練情境 

  此部分位於最外圍的圓形，此圓形由四個弧形所組成，分別是學校、住家、

社區及隔離的情境。本模式強調功能性視覺訓練的情境應分佈於每天例行的活動

中，包括從家裡、學校到社區都應納入考量。可以依照學生視覺需求的優先順序

及配合實施訓練的人員來做決定。訓練的情境若能與自然情境結合，不但沒有類

化的困難，並且透過每天例行的視覺活動可以反覆練習，較易達到訓練成效。 

（一）學校情境：例如教室內外的學習活動（如：抄寫板書）、校園內外的活動

（如：從教室走道操場、看公告欄）。 

（二）住家情境：例如盥洗、穿衣、吃飯等。 

（三）社區情境：例如搭乘交通、購物、遊戲等。  

（四）隔離情境：例如視覺訓練室、獨立的空間，此情境是用於為了強化刺激      

來鼓勵基本視覺技巧的發展，然而當學生已經具備基本技巧之後，便要轉移到其

他自然的情境進行。 

四、訓練範疇：位於也就是位於正方形與圓形的四個交點上，分別是視覺環境調

整、視覺技巧訓練、視覺輔具使用、整合多重感官等範疇，也是功能性視覺訓練

的重點。 

功能性視力 

訓練模式 

（VEP模式） 

家長 

專業人員 

（Visual environment adapions）

management） 

視覺環境調整 

住家情境 

學校情境 

社區 

情境 

隔離 

情境 

整合多重感官 

(Multi-sensory integration) 

(Visual skills training) 

視覺技巧訓練 

(Visual aids using) 

視覺輔具使用 

教師 

功能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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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視覺環境調整：透過視覺線索或物理設施的調整，增進視覺注意力，鼓

勵達到視覺的行為，包括大小、光線、顏色、對比、距離、形象和背景、

持久度的改變等。 

（二）視覺技巧訓練：包括初階的視覺技巧訓練，例如注視、固視、追跡、掃      

描、搜尋、注意力移轉及進階的視覺認知訓練，例如視覺區辨、視覺記憶、配對。

因此，必須再基本視覺技巧具備之後，再到視覺認知的部分。 

（三）視覺輔具使用：主要結合日常生活的活動中，提高他們的視覺功能，      

包括光學輔具，例如放大鏡、望遠鏡、擴視機及電腦放大軟體及非光學輔具，例

如閱讀架、粗黑筆）輔具的使用最好能諮詢視光師、眼科醫師及學生的偏好後，

再透過多款輔具的試用後，以找出最合適的輔具。 

（四）整合多重感官 

    這對視障幼兒及突然喪失視覺的人相當重要，包括強視覺結合觸覺、運動肌

覺(kinesthetic) 一起學習。例如孩子在學爬的階段，鼓勵孩子爬在顏色鮮明的遊

戲墊上，或伸手拿取顏色鮮明的玩具。 

肆、規劃訓練的流程 

    有關功能性視覺訓練的流程共分成七階段進行，茲將訓練流程整理成圖 1-2

所示，流程說明如下。 

一、屈光矯正 

    屈光矯正不但可以改善視力值，並且增進學習及生活的品質。然而根據    

WHO(Resnikoff, Pascolini, Mariotti, & Pokharel, 2008)的調查指出：全世界    

目前已經有一億兩仟肆百萬的視障人口，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比率可以透過屈光矯

正的方式得到改善。由此可見，視障學生在進行功能性視覺訓練之前，可先釐清

是否有屈光不正的問題，並進行配鏡之矯正。這對後續的介入策略及目標影響很

大，也應納入實施訓練時的優先考量。 

二、分析任務視覺需求 

    透過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活動中，包括生活及學習的活動，分析其完    

成此項任務的視覺需求，進而找出適當的視覺線索，以提高完成的效率。這對學

生而言有直接而正向的回饋。Lueck(2004)分析需注意到距離、大小、顏色、光、

位置、持久度及任務複雜度等需求。依照不同任務的內容進行分析，以確認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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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視覺需求。 

 

 

 

 

 

 

 

 

 

 

 

 

 

圖 1-2 實施功能性視覺訓練的流程 

 

三、分析任務所需的視覺技巧 

    以學生要抄寫板書為例，可能需要「搜尋」找到板書的起始位置，找到文    

字後需要由上而下「掃描」文字的內容，然後利用「遠近調適」將看到的板書抄

寫到聯絡簿上。若上述這些技巧不佳或欠缺，則須進行訓練。 

四、規劃學習優先順序 

    透過工作分析的方式，規劃學習的優先順序。承上例，倘若該生的搜尋及    

掃描技巧不佳，則應考量先教導「搜尋」的技巧找到定位後，再指導「掃描」技

巧閱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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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 

    與學生、家長、任課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進行討論，瞭解彼此的需求及期    

待；與學校行政人員討論相關支持策略（如：板書的對比清楚）及資源的申請（如：

擴視機的申請）。然後擬定教學目標，納入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中。 

六、實施訓練 

    此階段包括事先的課程規劃、教材教具及活動的設計、相關輔具的預備，   

然後並依照 IEP 訂定的期程進行訓練。 

七、檢討訓練成效 

    透過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來驗收學生在實際從事視覺活動中訓練的成    

效，同時作為未來修正教學的依據。 

伍、結語 

    近來在大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中已為功能性視覺訓練奠定理論基礎，尤其終極

一生的神經可塑性更為我們的訓練帶來希望。本文嘗試透過相關文獻及實務經驗

提出「ESAM-F 模式」作為功能性視覺訓練的參考架構，希望藉由結合日常生活

情境所進行的訓練來解決目前訓練時間不足的問題。然而，訓練成敗的關鍵因

素，在於學生的主動學習，因此如何引起動機及學習的興趣才是教師設計活動的

最高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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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芷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介紹「口述影像」之發展源起及回顧國內外與口述影像主題相關的文

獻，目前國內外相關之研究均較著重在電視節目、戲劇、表演等方向的口述影像服

務，尚缺乏在教育方面之運用的探究，期待未來口述影像的研究能朝向結合視障教

育方向來發展。 

壹、前言 

 ―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說的白是什麼白，人們說的天空藍，是我記憶中那團白雲背

後的藍天‖ 

悠美的旋律搭配著動人歌詞背後的愛情故事，蕭煌奇在這首「你是我的眼」中，

充份流露出視障者對看不見世界的一切影像所做的詮釋。為何眼前的黑不是黑？究

竟你說的白是指什麼白？而天空藍又是怎麼一回事？在視障者，尤其是全盲者、先

天失明者的世界中，這一切明眼人所創造的視覺性描述，無論是色彩、光影，乃至

於一個動作、眼神，都不是容易以非視覺的方式來體會經驗到的。生活中的視覺影

像，明眼者該如何透過非視覺以外的其他方式傳達給他們？他們對於這樣的傳達又

能吸收多少？效果如何？每當思考到這些議題，傳播學中「口述影像」的理念就會

浮現在我腦海中！ 

什麼是「口述影像」？「口述影像(Audio Description, 簡稱 AD)」，是指在節

目中對白停頓或本身之敘述暫停處，在不干擾原節目的聲音和對白部分成音的原則

下，對影像節目中出現之視覺成份加以解釋與描述(Cronin & King，1990)。口述影

像的概念係透過明眼者的口述協助，使視障者能藉由口語的說明更加掌握住影像所

呈現的內容，應用在電影、電視節目、影片的觀賞上，自 1980 年中期後，此構想已

開始出現，也陸續有不少相關的服務提供以及研究。然而，視障者不僅僅是在觀賞

影片時需要口述影像的服務，如前所述，日常生活中亦有太多視覺訊息的掌握需要

透過明眼者口述來傳達；相對地，視障者的學習歷程也是如此，極可能需要教學者

各式的口語描述來補充一般教材或課程中無法藉由視覺管道傳遞的部分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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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視障者學習過程中，遇到需要視覺影像教材的部分，處理方式往往是「替

代」，也就是將平面的圖片製作成立體的教輔具，讓視障學生以觸覺的方式來體驗這

些視覺空間的抽象概念或經驗。然而，觸覺與視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驗方式，在

視覺經驗中可以掌握住整個由動態關係而呈現的意義，這些關係所構成的形狀與線

條，正是形成我們對物體有完整概念的重要素材；而觸覺則只限於肌膚與物體的接

觸，所得到的知覺是物體籠統的概念(鄒品梅，1983)。這正如「盲人摸象」的故事

所示，視覺是整個面的統合認知，但觸覺只能靠點和線，即使統整起來也不見得是

完整的；更何況生活中也有太多經驗是無法以觸覺體驗的。 

周掌宇(2000)運用梅洛龐蒂的論點而提出「視障者可以透過『語言』來學習視

覺概念」，他在論文中也舉證了兩個真實案例：牛津大學著名的盲講師桑德森，是光

學權威，雖然他從沒看過任何東西，卻對空間的理論知識與概念了解透徹；蘇聯的

龐屈耳根博士，是一位數學家，從小學習數學是靠媽媽將黑板上的符號及圖講解給

他聽。這些例子說明了視障者可以透過語言形構出正確的視覺概念。此外，楊宜甄

(2003)分析視障者的文本作品中感官經驗的結構，其中在審美體驗的分析中指出，

先天失明者需要用語言去建構對於視覺的認識，因此對先天失明者而言，語言的位

置是先於被世界包圍的事實，正是藉由語言的橋樑中介，世界上的許多不可觸、不

可由非視覺感官替換的體驗才得以展開。 

既然語言在視障者的學習中扮演的角色如此特殊，那麼視障者如何透過語言來

學習就是值得深究的議題，以下介紹「口述影像」之發展源起及回顧國內外與口述

影像主題相關的文獻，借以思考其在視障教育之運用方向。 

貳、口述影像之發展源起 

 口述影像是指在對白之間插入的額外的描述，其描述的內容包括動作、肢體語

言、臉部表情、場景、戲服……等任何能夠幫助視障者對故事情節更加了解的描述。

此服務主要提供在電視、影片、DVD、電影院、劇院、運動場，以及博物館(Whitehead, 

2005)。 

 Snyder(2005)將口述影像的源起作了詳盡的說明：口述影像最早發展於美國，

是 1970 年代，加州舊金山 Gregory Frazier 的碩士論文主題，Frazier 是第一個發

展出口述影像概念者。然而，在更早之前，1964 年，一位全盲的教育部職員 Chet 

Avery，聽聞有針對聽障者製作影片字幕時，即建議視障者團體應該也提供視障者口

述影像的服務，但當時團體組織均致力於視障者的求職問題，此議題並未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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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在 1980 年華盛頓第一個非營利性的劇場—Arena Stage 負責人 Wayne White

召 集 了 一 群 人 討 論 劇 場 的 可 及 性 (accessibility) 議 題 ， 之 後 Metropolitan 

Washington Ear 開始提供口述影像的服務。 

 口述影像的理念是將視覺影像轉換成聽覺語言傳達給視障者，因此它也成為了

視障者的「另一個眼」。Freitas 和 Kouroupetroglou (2008)彙整所有口語發音的視

障生活輔具，其將電視口述影像服務也納入為其中之一，可見口述影像服務是視障

者無障礙生活的一環。此外，口述影像在概念上已符合全方位設計的理念，Udo 和

Fels(2010b)即逐條檢視全方位設計的要項，具體說明了聽障者的字幕服務及視障者

口述影像服務符合全方位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七項原則(公平使用、彈性使用、

簡易及直覺使用、明顯的資訊、容許錯誤、省力、適當的尺寸及空間供使用)。而更

有文獻指出可以將口述影像的方式運用在一般學生的讀寫教學方面，學生均能獲益

良多(Hoffner, Quinn & Deasy, 2004; Hoffner, Baker & Quinn, 2008; Snyder, 

2005)。由此可見，口述影像不僅只能為視障者服務，更是為所有人的服務。 

參、國內口述影像之探究 

目前國內進行口述影像之學術研究者，主要以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趙雅麗教

授的研究為首，其於 1998 年至 2003 年陸續主持與口述影像相關之國科會專案計畫

研究，並於 2002 年出版國內第一本口述影像學術專書--「言語世界中的流動光影-

口述影像的理論建構」(趙雅麗，2002c)，茲將其有關口述影像之研究內容及發現作

一概要整理，並依年代排列。 

首先，是有關口述影像是「翻譯」或是「再現」的討論，意即，口述影像究竟

是一種符號與符號之間的翻譯，或是一種符號對另外一種符號的再現?如果意義已經

被某符號以某種形式賦予，那麼將這種意義以另一種符號陳述出來，就是「翻譯」，

以此角度來看，電影的意義已經被導演以視覺符號形式所賦予，所以口述影像只是

將電影中畫面轉述成文字陳述出來，這就只是翻譯；然而，翻譯的工作中，英文小

說被翻譯成中文，它仍是一部小說，一種語言的詩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它也還是

一首詩，其保留原來的形式與文體，但口述影像是將一部可以看的電影翻譯成只能

聽的電影，那這部用口述影像呈現的電影還算是一部電影嗎？如果它不算是電影，

那這樣的轉述形式能稱為翻譯嗎？此處，趙雅麗(2002a)認為，對視障者而言，口述

影像的意義比較接近「再現」，甚至更接近「表現」，但對明眼人而言，口述影像的

意義比較接近「翻譯」，因為明眼人與視障者基本上是使用兩種不一樣的符號系統；

因此，口述影像究竟是「翻譯」或「再現」，其主張它是界於「翻譯」與「再現」之

間，而「翻譯」、「再現」到「表現」之間的變化，並不是有絕對的標準界線，而是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8%A6%B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0%BA%E5%AF%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9%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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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連續性的光譜關係，如圖一。 

 

圖一  從翻譯到再現的光譜示意圖 

資料來源：趙雅麗(2002a)：口述影像：一個翻譯與再現觀點的對話。新聞學研究，

70，127。 

其次，談到口述影像的理論建構，趙雅麗(2002c)詳盡地討論了電影口述影像所

面臨的符號問題，由於一般觀眾(明眼者)是以視覺符號來理解，而視障觀眾是以言辭

符號來理解，於是轉述作者(口述影像者)在將視覺符號轉述為言辭符號時即面臨了許

多問題，並將這些問題分為三個層次討論：訊息感知層、符號表意層(明示義層)、美

學符碼層(隱含義層)。除了電影的元素之外，研究者認為其所討論的符號差異，其實

也間接等同於視覺與聽覺管道接收訊息的差異性。在其他篇章文獻也不斷重覆討論

視覺符號與言辭符號的差異及其轉換，並將口述影像視為跨符號研究的典型代表(趙

雅麗，2003a；趙雅麗，2006)。 

此外，再談到電影的敘事與口述影像敘事之差異，趙雅麗(2002c)認為口述影像

的敘事文本與電影的敘事文本之論述形式不同，如前所述，一般電影敘事的論述形

式，應用了多元的符碼，包含視覺、聽覺以及電影特定的結構符碼；然而口述影像

電影敘事之論述僅能以言辭符號，透過聽覺管道來傳達與表意。但在口述影像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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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是希望對視障者仍能達成與一般電影特殊之故事與論述相同的觀賞效果，因此，

口述影像就是欲透過不同的文本，來達成相同之故事及論述的效果，這也正是口述

影像研究的核心。 

而在口述影像的實驗研究方面，趙雅麗(2003b)透過實驗調查，針對兩所啟明學

校視障生進行卡通影片口述影像版之理解效果測試，探討有無口述影像的協助下視

障生對卡通理解效果之差異。其研究結論提出卡通節目的口述影像製作應注意的幾

項原則： 

1.卡通的情節簡單，對其故事的理解即使缺乏影像訊息的說明，仍可自行由聲音

訊息所獲得的線索進行意義的連結與填補，因此，如何藉由故事的趣味性，提

供視障者更豐富的視覺知識刺激，並進一步創造所謂「互文網」的聯繫效果，

應是口述影像在達成讓視障者「聽懂故事」的目標以外更重要的製作思考方向。 

2.視障學生「媒體識讀能力」缺乏是口述影像描述時要注意的問題，所以在口述

影像描述的整體結構上，除了必須注意「媒體識讀」因素對影片理解的影響外，

也必須於平時就加強視障者「媒體識讀能力」之培養等目標的規劃。 

3.口述影像描述的理解效果，並非單純僅是一種在即有聲音訊息下「疊加」上去

的意義，由於口述影像的描述會導致資訊量、資訊結構的差異，視障者必須採

取完全不同的理解策略，所以在口述影像的製作上(尤其卡通)，必須重視口述影

像描述所形成的主導性影響，以適度平衡口語描述的訊息及既有聲音符號間的

訊息搭配。 

另外，謝青樺(2003)亦以實驗研究的設計，從認知心理學與敘事理論出發，比

較明眼與視障兒童對收看電視卡通的認知機制。其發現如下： 

1.在無畫面及口述影像協助之「一般電視卡通」收視效果上，不論視障兒童或明

眼兒童，均在核心事件情節、聲音訊息清晰之劇情上掌握較好。 

2.視障兒童在「符合故事基模的典型情節」、「特有之媒體表現手法的聲音訊息」

上比明眼兒童有較好的掌握。 

3.在「口述影像版卡通」收視效果上，兩受試組對劇情的掌握皆顯著提昇，其中

視障兒童對若干情節掌握較差，大都是由於「語言理解」和「視覺經驗」的不

足，以致影響其對口述影像描述的理解，以及進一步組織與連結其他劇情訊息

進行推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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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視障兒童善於利用電視中的「音效」作推測，此類「非語文」（心像）的編碼

機制，屬於視障兒童特有的「精緻化」記憶處理策略。 

5.在「媒體互文性」的影響下，儘管單憑聽覺媒體的使用，視障兒童也可逐漸建

立與視覺媒體相通的基模（如：故事基模），並能成熟地運用作為猜測劇情的機

制。 

肆、國外口述影像之探究 

研究者以「Audio Description」及「Video Description」作為主題或關鍵字，

在 EBSCOhost 電子資料庫的檢索系統中查詢原文資料，結果所得之學術期刊相關文

獻為數不多，茲將其重要文獻探討或研究內容及發現作一概要整理，並依年代排列。 

Peli、Fine 和 Labianca(1996)進行實驗，研究盲人及明眼人聆聽有無口述影像

電影的成效，其針對 25 位視障者(低視力者)及 24 位明眼者觀賞有口述影像的電視

節目片段，以及另外 29 位受試者僅以聆聽方式欣賞節目的聲道部份，觀賞後讓受試

者進行相關的節目內容問答。其結果發現，明眼受試組表現最好，其次是視障者，

最後是僅聆聽聲道部分的受試者；但所有的受試者表現都在預期水準之上，可見雖

然視障者可以利用口述影像的方式來獲取節目中的影像訊息，但也有部分訊息是來

自於原來節目本身的聲道訊息。此研究結果也可瞭解有部分口述影像的訊息太過多

餘，視障者有部分的影像訊息是已經可以從節目原聲道的部分獲取的；也可說口述

影像未來應該更加著重在描述那些完全不能藉由聲道部分來獲得的影像資訊。 

Schmeidler 和 Kirchner(2001)則針對 111 名視障者進行實驗，讓其分別觀賞有

無口述影像的兩段電視節目，一半的視障者觀賞第一個節目是有口述影像的，第二

個節目則無，另一半與之相反；最後並針對這些視障者進行觀賞後的訪談。其研究

結果指出，視障者對觀賞有無口述影像的差異性是，有口述影像的節目對觀眾而言

能獲得較多資訊且較有趣味性。 

Piety(2004)針對四部不同型態的影片進行其口述影像中的語言分析，統計其口

述影像插入(insertions)的次數及長度，以及發語(utterance)的次數及長度。最後提

出口述者不同的口述型態以及影片本身的風格都是影響口述影像的因素；並認為口

述影像是視障者對影片內容認知的重要因素之一，視障者對影片的有效認知過程可

以視為口述影像、影片對話、影片原音效、其背景知識以及其他的影響因素所綜合

產生的效果。最後的結論，其提出口述影像的兩項要素即「要描述的內容」及「如

何描述」，而這兩個要素也衍生出許多口述影像的相關議題，如：口述影像可以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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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型態而有不同風格？影片口述影像的重點在於增進觀眾的認知性或增加趣味

性？口述影像的方式可依視障者個別的需求而不同？……這些議題有待更多的後續

研究探討。 

Fels、Udo、Deamond 和 Diamond(2006)探討使用「第一人稱」口吻進行喜

劇片的口述影像方式與傳統口述影像方式(使用第三人稱口吻)，其邀請明眼者與視障

者各 7 位為受試者，並比較受試者對兩種口述影像方式觀賞後之感覺有何差異性。

其研究結果顯示，視障觀眾仍較習慣傳統的口述影像方式，然而卻覺得以第一次稱

口述影像時較有趣味性。 

Udo 和 Fels(2009)嘗試由戲劇導演與口述影像者一同合作，創造出新式的口述

影像，其以哈姆雷特的舞台劇為例，指出在現場的表演中，口述影像團隊所要傳達

內容不應涉入過多自己的想法，而是應該配合導演所要傳達的訊息，因此建議口述

影像的腳本應該與導演共同確認，如此才更能傳遞給視障者與明眼人相同的訊息。 

Udo 和 Fels(2010a)分析一場僅有音樂沒有對白的音樂劇之現場口述影像(live 

audio description)的內容，其結合了傳統口述影像的技巧以及比賽運動播報員的技

巧，將情緒、興奮的情況及重要的視覺訊息呈現給觀眾。現場口述影像的過程中，

大約 60%的內容可以依照時間順序來報導，但其分析結果也指出，現場口述影像容

易漏掉的資訊大約是事先寫好腳本的口述影像的三倍之多。 

Branje 和 Fels(2012)探討由無口述影像經驗的生手使用 LiveDescribe 此一口述

影像製作軟體進行影片的口述影像製作，其口述影像作品的品質及娛樂性價值如何。

其由 12 位生手針對 20 分鐘的喜劇節目，使用 LiveDescribe 軟體來製作口述影像，

並由 75 位包含視障者及明眼者的評估者來評定等第。結果指出，即使是生手也可以

表現出高品質的口述影像，觀眾喜愛的口述影像其實取決於口述者本身的一些不同

特徵，例如，口述的語調、使用方言、口述的時機、口述的長度。研究最後並指出，

由於目前大部分非正式的口述影像多由視障者的家人及朋友執行，若生手進行口述

影像是可行的方式，那麼只要將該軟體加以推廣使用，將能大幅提昇口述影像的品

質。 

Szarkowska(2013)探究由導演自己來製作該影片的口述影像，指出傳統的口述

影像常是遵循著「看到什麼就說什麼(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say, WYSIWYS)」

的最高指導原則來進行，但口述的內容往往只在場景、演員的動作及燈光效果上打

轉，只描述了人事時地物等資訊，容易忽略掉影片製作者—導演真正的視角。將口

述影像轉為加入導演的想法，從導演的劇本來發展口述影像的腳本，以此方式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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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影像將變得描述更為生動，也更能忠於影片原味。 

上述研究均仍聚焦在觀賞影片、戲劇、表演等視覺藝術之口述影像，至於將口

述影像運用在教學上的探討，則有以下三篇文獻提及。 

Snyder(2005)指出，運用口述影像的技巧，將童書朗讀給視障幼兒聽，對視障

孩子的讀寫能力建立有很大的助益。  

Hoffner、Quinn 和 Deasy(2004)認為以口述影像的影片進行寫作教學，可以有

利於一般學生以及視障學生，並支持將口述影像運用到一般學生的寫作教學上。其

針對一群四到六年級的學生進行暑期的閱讀課程，選取了迪士尼的口述影像版卡通

--「木蘭」作為教學材料，發現學生表示口述的部分有助於他們理解影片中事件發

生的順序，而人物角色的名字和動作等透過口述也讓他們更容易掌握。 

Hoffner、Baker 和 Quinn(2008)分享其教學經驗，他們將一般的動畫片及口述

影像版本的動畫片播放給明眼兒童觀賞，並發現觀賞過口述影像版本影片的兒童在

敘寫影片劇情時，能更具體描述，並能出現許多特定名詞，此方式有助於其寫作上

的學習。 

伍、結語 

由上述的探討與回顧，可以歸結出幾項重點： 

一、確認口述影像對視覺障礙者的重要性不僅止於娛樂性，並且指出口述影像是一

種「對所有人的服務」，符合全方位設計的理念。 

二、國外近年有關口述影像之研究，主題多集中在口述影像對視障者欣賞影像作品

之成效、口述影像本身技巧方面，以及口述影像製作技術等方向的探討；至於口述

影像之其他應用性，尤其在教育方面，則僅有少數幾篇提及。 

三、國內近年的研究係均以趙雅麗為首的團隊所進行，有不少系統性的研究成果，

其研究主題多集中於討論口述影像的真義、語言與文字之「符號」間的轉換。然而

趙雅麗(2002b，2011)指出，第一階段的口述影像研究，係致力於透過「戲劇」此

一虛擬世界所建構的通道，讓視障者成為一個文化環境中不缺席的「文化消費者」；

而第二階段則是要透過「教育」的進路，更深化口述影像的研究基礎與範疇。如此，

口述影像的研究由傳播進到教育，也讓口述影像的理論基礎由符號發展到認知，為

視障者成為「文化生產者」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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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視障教育領域中，由於欠缺視覺的管道以進行教學，一般教師大多會以聽覺(口

語敘述)為主的方式來進行授課，如：文字報讀、圖表口頭說明；而針對視覺影像的

部分加以口語描述，其實就是視障教育的口述影像。目前在口述影像方面的探究，

正是較缺乏趙雅麗(2002b，2011)所指之第二階段口述影像研究，故未來研究方向

將可以口述影像如何在視障教育中加以運用為主題，進行更深一層次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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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障問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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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二年國教－淺談臺中啟明學校因應之道 

羅瑞宏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校長 

壹、 臺中啟明學校概況 

貳、 學校經營方向 

一、 善用優勢與開拓機會並行 

二、 防禦每個威脅並轉化為優勢 

三、 停止每個劣勢進而創造優勢 

四、 維持高職部綜合職能科之發展區塊。 

參、 看見中明再創新局 

一、 親師合作 

二、 專業團隊服務 

三、 教學多元創新 

四、 體育績優體能提升 

五、 證照輔導強化技能 

六、 形象品牌創造 

肆、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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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路架橋 暢通視障學生成長發展的管道 

杜本友 

青島市盲校   

視障學生的生存品質、成長發展關係著每個學生家庭的幸福和社會的和諧穩定。讓

視障學生在校時能夠快樂成長，充分發展，走出校門後能夠有尊嚴、幸福地生活，成功

地融入社會、服務社會，是盲校辦學的根本任務和目標。青島市盲校自建校以來，不僅

承擔起提高視障學生生存品質的責任，同時在促成視障學生的身心成長發展方面做了大

量有益的探索，頗見成效。 

 

一、開設高中部，為提高學歷層次、立足社會奠基 

    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盲人的學校教育已經誕生一百二十餘年，但始終缺少普

通高中這一層面，使盲教育結構不完整，直接影響著盲人素質的提高。受國家教育委員

會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共同委託,山東省教育委員會向青島市教委頒發了《關於委託舉辦

盲人高中班的通知》，青島盲校時任校長曹正理先生隨後帶領全校教職工積極努力，著手

進行了校舍、師資、盲文課本等開辦準備工作。1993 年 9 月 15 日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

禮。 

    盲人普通高中在課程設置方面，除了與明眼人普通高中開設同樣的課程之外，我們

還根據盲校學生的教育和發展需要，開設了一些特殊訓練課程，如定向行走、綜合實踐、

社會適應、家政、閱讀、心理輔導等。 

    自 1993 年盲高中辦學至今，盲人普通高中辦學的軟硬體設施不斷完善，師資力量

越來越雄厚，辦學規模不斷擴大，生源遍佈全國 28 省市自治區，教育教學品質不斷提高。 

至 2015 年，高中部已畢業 20 屆 34 個班 375 名學生，其中 370 人考入長春大學、

北京聯合大學等高等院校。目前，已高校畢業的學生正活躍在國內外盲人教育與康復、

醫生、主持人、鋼琴調律等行業的崗位上，有的已經做出了驕人的成績。 

如畢業生王崢同學，高中畢業被保送到遼寧師範大學教育系，現旅居日本，從事國

際間盲人教育交流工作。溫鄭偉同學，先後發明了―多功能盲杖‖、―語音羅盤‖、―語

音稱‖等物品，並獲十幾項國家專利。倪震同學是全國首位參加 GRE 考試的盲人，後

赴英留學，就讀于杜侖大學，攻讀教育碩士學位，現就職於亦能亦行身心研究所。劉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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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同學大學畢業後考入中國殘疾人藝術團，出訪過歐洲、非洲等將近二十個國家。 

視障學生通過高中階段的學習而步入高等學堂，為走向社會獨立生活奠定了基礎。 

二、加強校本課程建設，為多元發展插上翅膀 

學校本著―關注個體、關注需要‖教育理念，為滿足學生個性化發展需要，促進學

生興趣和特長發展，挖掘學生潛能，除全面開設國家規定課程，在校本課程建設和實施

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有益的探索，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健全制度，規範管理，激發師生參與校本課程的熱情； 

我校校本課程以必修課、選修課、活動課並存的形式建設和實施。先後制定了《關

於實施素質教育的意見》、《關於落實選修課、活動課的幾點意見》，在選修課、活動課開

設的原則、要求、成績評定、教學地點和時間的安排等方面作了詳細的規定，保障了校

本課程的有效實施。 

學校除定期在學生、教師中進行學生興趣、發展需要的調研，集思廣益，不斷增加

和完善必修校本課程外，還鼓勵教師根據自身特長開設選修課，為學生的自主、多元發

展提供更多的選擇餘地。 

為激發教師開設校本課程的熱情，學校把教師能否開設選修課、活動課作為教師晉

升職稱、參與各級各類教學評比的基本條件之一。同時為確保校本課程教學品質，學校

不斷加強教師的業務培訓，定期進行選修課、活動課經驗交流、教學觀摩活動，並通過

外聘專業教師滿足器樂演奏、英語口語等特殊科目的教學需求。 

多項措施並行，選修課、活動課與必修課並重，保證了校本課程的地位和教學品質。 

2.以人為本，與時俱進，注重校本課程的實用性 

依託語文、數學、外語等國家課程，結合學生的需要和興趣，基於教師的特長，學

校先後開設的選修課、活動課有：文學類、語言類、資訊類、藝術體育類、實踐類等。

如《中華詩詞》、《經典誦讀》《音訊檔的製作》《民樂演奏》《無土栽培》等。 

各學段的學生根據個人特長與興趣通過這些校本課程的學習，不僅增強了學習的興

趣和信心，而且提高了國家課程各學科的學習能力和知識運用能力。 

為進一步開拓視障學生的視野，激發學生探究未知世界的熱情，學校開設了研究性

學習課程。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小組合作，通過實驗探究、網路查詢等方式，完成自

己感興趣的研究性課題，拓寬了知識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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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展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為綜合素質的提高拓寬發展空間 

如果說課堂是教育培養學生的主陣地，學生社團則是必不可少的第二課堂，是第一

課堂的延伸，是學生培養興趣愛好，擴大求知領域，陶冶思想情操，展示才華智慧的廣

闊舞臺。學校將學生社團打造成學生自主管理、樂於參與的組織，並發展成為學生課餘

活動的主要載體和中堅力量，  

學校開設的社團活動課程有―歌之翼‖合唱團、博弈象棋社、大男孩足球社、陽

光文學社、朗誦社、心理學《心語》雜誌社、明心手工製作、攝影社、資訊技術興趣小

組等學生社團 14 個。 

其中,合唱團多次獲青島市中小學生藝術節展演一等獎，市殘疾人文藝匯演一等獎；

攝影社團被評為青島市中學生―十佳明星社團‖，學生攝影作品先後獲得青島市中小學

生藝術節一等獎。 

手工社同學串珠作品獲青島市中小學生藝術節一等獎，入選全國盲人作品展，被評

為優秀作品，現被國家盲人圖書館永久珍藏。周增苗同學榮獲―心路日月光華‖全國特

殊教育學校學生作品邀請展優秀學生藝術家稱號。另有多幅學生作品《山花爛漫》《暢遊》

等發表在《現代特殊教育》雜誌上。 

四、家庭、學校、社會聯手，為視障學生全面健康成長共建立體教育網路 

1.以德育人，寓教於樂，鑄造視障學生的美好心靈 

好的教育主題會進一步提升班隊課品質。本著這個原則，學校開發了系列班隊會主

題教育課程，如愛國主義教育、禮儀教育、安全教育、青春期教育、感恩教育等系列班

會課程。 

各個學段在實施班隊會主題教育課程時，會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和學段特點，採取

多種形式，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寓教於樂，在達到教育目的的同時增長學生的才幹。例

如，同樣是《文明禮儀伴我行》主題班會課程，小學部採用說拍手歌、知識競賽的形式

實施，初中部採用表演情景劇的形式實施，高中部採用演講倡議的形式實施，中專部則

採用外出實踐體驗的形式實施。 

2.引導關懷，舒展身心，成就視障學生放飛自我 

由於視力障礙，我們的學生可能會遭受來自外界的打擊，來自家庭的不正確撫養方

式，視障學生較為封閉的生存環境等原因，造成部分學生有輕度的後天性自閉、自身性

格扭曲。由於各種局限，視障學生在青春期存在諸多心理和生理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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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學校在全校各個學段開設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心理輔導課，並輔以個別輔導、

團體輔導等形式，全面關注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需求。 

近兩年來，學校在心理健康教育與音樂欣賞聯動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在高中部開設

―音樂的情感表現‖和―樂舞與身心健康‖等課程，深受學生的歡迎。每年心理健康教

育活動周豐富多彩的活動也深受師生喜愛。 

3.立足社會，強化技能，讓實踐性課程為視障學生成長護航 

基於滿足學生未來發展回歸家庭、社會的需要，學校在全校各學段開設綜合實踐、

家政、社會適應、人生規劃職業規劃等實踐性課程。這些課程以學生在校內或校外親身

體驗、實踐的方式為主開展教學，同時依託社會資源，發揮志願者與學生溝通交流的作

用，教學生如何生活、如何與人交往、如何規劃個人的未來，非常實用。 

以社會適應課程為例，教學內容涉及到禮儀常識：如集會禮儀、家庭禮儀、職場禮

儀；生活技能：如社區定向行走、如何乘車、購物、郵寄物品、到醫院就診等；安全自

救：如何求救求助、避險防盜等等，教學方式分班級授課、集中講座、定期演練等。 

實踐性校本課程的開設,大大提升了學生融入社會、服務社會的信心。 

4.培訓指導，答疑解難，攜手家庭共助視障學生發展 

學校定期為視障學生家長開展講座。講座內容既包括家長―盲體驗‖、―伴盲隨行

的技巧‖的行走實踐指導和―視障學生心理問題及家庭教育建議‖等專業培訓，也包括

―如何與孩子溝通交流‖、―怎樣糾正孩子的不良習慣‖等家庭教育常識。在培訓中，

既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又兼顧不同學段、不同層次家長的需求。 

視障學前兒童培訓交流會也是我校每學期一次的培訓活動。許多學齡前盲童家長在

家庭教育中存在困惑，這就需要盲校教師為他們答疑解惑。學校在―孩子入學前需要掌

握哪些生活技能和學習技能、如何在家庭中訓練孩子的這些技能‖等方面給家長以指

導，同時邀請有經驗的學生家長介紹教育孩子的心得和方法；幫助學齡前盲童家長儘早

熟悉一些教育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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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明盲校的轉變 

賴弘毅 

臺中惠明學校 

中文摘要 

惠明盲校是臺灣 28 所特殊教育學校中唯一一所的私立特教學校，自民國 45

年創校以來秉持著基督的大愛辦學與提供了學前教育、國民教育及終身教養等特

殊教育服務；並堅持不收學費與學雜費的經營方式辦學幫助社會弱勢家庭。學生

來自臺灣各地（離島/外島），以原住民子弟、新移民子弟、孤兒以及保護個案為

主。惠明的教學理念是以神的愛去扶持和豐富每一位孩子的生命，落實均衡適性

學習發展。學校以包班制度搭配專業教師/團隊進行教學，且每位教師皆有第二

或第三專長，透過適能分班與多元的社團活動讓學生得以充分學習與發揮所長。

在將近 60 年的歲月中，惠明除了辦學績效與品質獲得國內外特殊教育界的高度

肯定外，也積極的研發與出版各項視障/視多重障礙的教師手冊與專書。 

 

Hui-Ming is the only private school among all 28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in Taiwan.  Found in 1956, Hui-Ming uphold the essence of love 

of Jesus, which provides special education services for K-12 and also 

life-long nursing.  There is no charge of fees in order to help families in 

needs.  Students join Hui-Ming from everywhere of Taiwan and outer 

island areas.  Indigenous, new habitants and protected cases are also 

welcomed here.  The idea of helping students to build up abilities is 

achieved 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are placed in self-contained class 

with the guidance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program and specialized 

teachers.  For sixty years, Hui-Ming has been approved and highly 

qualified of its quality, and now starting to publish journals and 

specialized booklets of pedagogies for visual-disabilities. 

 

關鍵字：惠明盲校、視覺障礙、視聽雙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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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教育珠心算教學實踐與探索 

杜瑞文 

天津市視力障礙學校 

一、問題的提出 

視覺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視障兒童抽象思維的發展，因此他們學習數學

存在很大的困難。計算是小學數學教學中的一個關鍵，它在小學數學教學中佔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視障兒童由於全部或部分視覺的缺失以及盲文的局限性，導

致他們無法運用豎式進行計算。  

二、解決問題的過程和方法 

珠算式心算（簡稱珠心算）是以珠算為基礎，通過實際撥珠訓練，到模擬撥

珠訓練，再過渡到映射撥珠，最終在腦中形成珠像運動進行計算的一種計算技

能。通俗的解釋為―在腦子裡打算盤‖，具體來說，珠心算就是珠算符號、模型

內化腦中而實現的運算。視障兒童因為感官缺失，其他感官將實現缺陷補償，他

們必然在某些條件下可形成清晰―腦映射‖，因此此類群體學習和應用珠心算很

有利。 

（一）調查研究 

2000 年我校開始探索珠心算校本課程的開發與應用。首先我們在全國四十

所盲校開展了有關在視障學校小學階段開設珠心算校本課程的一系列問卷調

查，力求較為客觀全面的瞭解當前我國視障學校珠心算教學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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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學校為全國四十所盲校或盲聾合校，發出調查問卷 40 份，收回 36

份，回收率達 90%。雖然樣本量不大，因此調查結果可能說明不了所有問題，但

我們認為還是能說明部分問題的。 

結果分析，對珠心算非常瞭解的占 28%，一般瞭解的占 60%，不瞭解的占

12%；從來沒有開設過珠心算課程的 56%，曾經開設過的占 24%，一直在開設

的占 20%；學過珠心算後覺得計算能力提高多的占 67%，覺得提高一般的占

33%；覺得有必要在視障學校開設珠心算課程的占 100%；有珠心算教材的占

4%，有部分教材的占 32%，沒有教材的占 64%。 

通過以上統計資料說明，有部分視障學校對珠心算的認識不足，大多數視障

學校沒有開設珠心算課程，對於小學數學中算術的教學存在很多隨意性，教學輔

助資料嚴重缺乏。針對於此，我們得出結論：在視障學校小學階段開設珠心算課

程勢在必行。 

（二）借鑒經驗 

我校自建校以來，一直就有珠算教學的傳統。從珠心算的形成分析，珠算操

作是實現珠心算的前提與基礎，所以在已有的珠算教學基礎上開展珠心算教學就

更得心應手。 

 

目前在數學上的運算方法，一般指心算、筆算、珠算，而視障兒童的基本運

算方法則是以珠算和心算為主，而珠心算，它是根據運算性質和運算規律，採取

合理途徑，簡化運算過程，通過珠像用腦計算的方法。從心理活動的特點來看，

心算時中間環節的計算要短暫得保留在記憶中，因此它需要更複雜的分析，綜合

思維活動和高度集中的隨意注意與記憶。所以，熟練的心算，不僅在計算速度上

優於珠算，而且對訓練他們的思維敏捷又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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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小學數學重點是四則運算，若從一年級起引進珠心算結合認數進行撥

珠訓練和計算，10 以內數的認識和加減法採用―直加‖、―直減‖、―滿五加

―、―破五減‖；20 以內的加減法採用―減補進一‖、―退一加補‖，通過撥

珠計算，可以初步理解加減的意義；100 以內數通過在算盤上記數可使學生認識

計數單位―個‖、―十‖、―百‖，並逐步擴展到千位、萬位……上，通過撥珠，

數數，能認識各計數單位及相鄰單位間的進率，掌握數位的順序。通過實物演示

和珠算一個數連續減去相同數引出除法，讓視障兒童理解掌握除法的意義；特別

是利用算盤檔次分明的特點，可以概括出整數和小數的數位順序。小學教學中還

有面積單位的進率，如 1 平方米＝100 平方分米，1 平方分米＝100 平方釐米，

算盤梁上三位有一記位點，用算盤來代替進率表，有利於視障兒童理解面積單位

及其進率關係及換算，會使學生算得准，掌握快，記憶牢。這樣，使視障兒童就

可以―以手帶目‖掌握數學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了，同時還開發了智力，培養了

認知能力。 

（三）理論學習 

1.視障兒童觸覺補償方式與珠心算學習的關係 

珠心算的學習和盲文的學習是一樣的，都是從將觸覺資訊轉換稱為腦中的形

象。視障兒童的認知是從觸覺起家的，而手撥算珠這種計算功能對於他們簡捷有

用。珠算的符號化和盲文的符號化都是從形象轉化為抽象，並運用動態符號觀

念，利用累數制、位值制而生成 10 個基數珠碼，再衍化出 26 個算母號，拼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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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母就完成了計算，從而使計算達到了理想的簡捷境界——算盤是符號發生

器，這些符號即可以在算盤上計算，同時可以內化在腦中。算盤已經不再是一種

算具，而是變成了一種演算法，是數學這抽象的概念在腦中形象化的演示。 

視障兒童之間存在個別差異，應該充分重視及關注，使每個學生都能在原有

基礎、水準上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提高。在撥珠的過程中，視障兒童對算盤這

一新鮮的事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很快便掌握了清盤、握盤、撥上珠、撥下珠的

方法。 

利用蒙台梭利方法，在低齡段進行珠心算時，安排了大量的手指活動作業，

這不僅有助於肌肉的協調和控制，而且通過這樣的訓練過程，鍛煉視障兒童的觸

覺觀察力。如通過觸覺判斷不同的檔位（上檔和下檔）和次序性（由左到右或高

位到低位元運算）。 

2.視障兒童聽覺和語言分享與珠心算學習的關係 

視障兒童語言記憶超越健全兒童，因此算盤歌可以作為輔助他們記憶的手

段。這樣一來視障兒童對算盤這一新鮮的事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很快便掌握了

清盤、握盤、撥上珠、撥下珠的方法。 

3.視障兒童行為體驗與珠心算學習的關係 

在視障學校珠心算教學中，由於視障兒童不能自己看到教師的撥珠動作，教

師的口訣可以和撥珠動作建立直接的反射與聯繫。實際動作便是這種思維的支

柱，視障兒童的思維活動往往是在實際操作中，借助觸摸、擺弄物體而產生和進

行的。例如，他們不管在書寫盲文還是在學習簡單計數和加減法時，常常要借助

手指。 

4.視障兒童跨感官通道組合與珠心算學習的關係 

珠心算是形象直觀與抽象思維相結合的運算方式。視障兒童在珠心算訓練

中，手、耳、口和左右兩個半腦同時運用，可以促使他們的思維受到反復的、有

效的鍛煉，從而加強思維的靈活性、深刻性、敏捷性，促使注意力、記憶力、將

能力等得到大力提高。 

與此同時，視障兒童可稱為先天的腦映射者。在幼年時期，視障兒童失去視

覺，必然需要通過其他感官進行缺陷補償和方位定位，不再依賴視覺，因此他們

的形象記憶完全是在大腦中形成的。聽覺、觸覺把抽象的數碼變成直觀算珠映

射，並在腦中快速完成計算過程，同時也是珠碼形成的實體動作，通過珠像運動

形成的腦映射。視障兒童學習珠心算產生這種數珠腦映射只要 3 個月左右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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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並隨著撥珠頻率的加快、準確率的提高及運算數位的不斷增加，促使腦

映象清晰度的不斷增強和腦位存空間的不斷擴大。 

5.珠心算學習促進視障兒童思維的遷移 

學過了珠心算，視障兒童的腦子反映的靈敏度提高了，判斷的速度和準確度

將會提高了，這也是實現遷移的條件。  

視障兒童學習珠心算後，記憶、觀察、分辨、歸納、概括、推理等能力得到

了潛移默化的提高，如何將這些能力綜合運用，遷移到其他學科或日常生活中，

教師應不斷引導，分步分層次地培養，使他們通過珠心算的學習真正達到―一科

突出，多科受益‖的效果。 

（四）佈置實施 

1.課時安排：1 至 6 年級每週開設兩節珠心算課程。此安排是為了將珠心算

教學溶于小學數學教學之中。視障兒童在小學開展珠心算，學生也是在這段時期

學習盲文，學習定向行走，這是他們早期形成各類能力包括―腦映射‖的最佳時

期，在這段時期他們能夠形成心理地圖，故學習珠心算的視障兒童的年齡越小越

好。 

 

 

 

 

 

 

 

視障兒童理解某種概念，需要通過觸覺和實際操作，整合感官，在真實情景

中去感悟，用手操作，算盤可以讓他們對數的認識形象化。通過珠心算從直觀理

解算理，把握數學知識的實質，因此珠心算與數學課相互促進，互不替代。 

2.教學內容：由任課教師根據視障兒童的興趣、發展需求，採取選用、改編、自

編等多種方式，組織符合課標的內容。如在教學中,研究者首先嘗試進行了珠心

算加減法的教學，採用逐步滲透,基本同步的教學方法,即數學學到哪裡,珠心算也

學到哪裡。珠心算的基礎越扎實, 數學的進步越明顯。 

3.教學方式：鑒於視障兒童的個體差異，任課教師需要基於其認知特點採用因材

施教、分層與分類教學相結合、個別化輔導等多種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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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用以下四個環節組成一個順序化的教學過程，即：擺弄操作→實際撥珠→

撥空盤→腦中打算盤。 

擺弄操作：視障兒童在入學前基本都沒上過幼稚園，再加上視覺缺陷，所以絕大

部分視障兒童較之同齡孩童，盲態嚴重，手指不靈活等現象。 

實際撥珠：通過擺弄操作，在學生初步認識、理解數概念的基礎上，先讓學生進

行―聽數撥珠‖，―摸珠報數‖的訓練，學生熟練掌握之後，再讓學生在算盤上

打定數、打百子。我根據學生水準分組，進行學生聽算的活動，運用直觀教具組

織學生在算盤上撥數，提煉數的概念。 

撥空盤：通過實際撥珠訓練，在學生能熟練地在算盤上撥打數位、進行加減法運

算的基礎上，進行撥空盤，即無須撥珠，僅僅用手指模擬撥珠進行運算。撥空盤

又分為：聽算，即學生將聽到的數位演變成腦中的算珠映射，把它看作是連接算

珠和心算的橋樑，是一個逐步過渡訓練的過程；看算（摸算），即視障兒童在看

到或摸到數位後就能轉換成算珠映射，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模擬撥珠的動作促使

腦中呈現珠像，讓學生通過再次操作加深對數的印象和理解是一個逐步過渡到心

算的訓練過程。 

腦中打算盤：在撥空盤的基礎上，學生逐步脫離算盤，用腦中的算盤映射進行運

算，是在珠算的基礎上，將算珠和運珠的操作過程―內化‖，以珠算符號映射不

斷轉換而進行的智力活動。它不同於所有的其他―心算‖、―腦算‖或―口

算‖，而是熟練敏捷地進行珠心算。 

（五）珠心算的課程評價 

為每位視障兒童建立珠心算學習的情況檔案袋，由珠心算教師對學生每學期的計

算比賽成績、期末成績、作業情況、個人進步情況進行搜集，以反映學生的努力

情況、進步情況和學習成就。 

定期組織珠心算任課教師進行教學反思，並且教科研部門對教師自身的珠心算水

準進行量化考核。 

定期在校內舉辦珠心算教學比賽和學生的計算能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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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過珠心算的學生與隨班就讀的學生進行計算能力的對比考核。 

 

適當時候，請有關珠心算專家來校為掌握珠心算的視障兒童作有關腦功能成像的

測試，並請他們評價學生將珠心算向其他學科遷移的水準。 

三、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完成了視障學校小學階段珠心算課程標準 

在遵循數學學習的規律和不同年齡段視障生生理和心理發展的需求和特點的基

礎上，制定了《天津市視力障礙學校義務教育珠心算課程標準》，將珠心算課程

目標按照能力水準設為第一和第二兩個階段。從 1 年級起開設該課程，第一階段

為 1—3 年級；第二階段為 4—6 年級。其總目標是培養學生的綜合計算運用能

力。具體目標以學生語言技能、語言知識、情感態度、提高注意力和想像力四個

方面的綜合行為為基礎進行總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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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了視障學校小學階段珠心算課程標準及相關教材。 

小學階段珠心算使用的教材是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獲得國家重點支持項目的《中

國視障教育珠心算的教與學》，內容包括研究綜述、教材、訓練手冊等。該系列

教材由中科院專家楊佳和我校組織相關教師共同編寫，編寫了注重符合視障學校

珠心算教學客觀規律和視障兒童身心發展規律。如在教材中融入歌訣、指法以及

算理，並為指法算理論製作了配套低視及盲圖輔助教學。高對比圖觸摸圖描述了

計算中的撥珠方式，如下圖，在觸摸圖中三角表示上珠，倒三角表示下珠， 其

餘表示不動珠。 

 

 

 

（三）建立了視障學校珠心算師資培訓梯隊。 

1.派我校骨幹教師到天津市珠算協會參加珠心算的培訓，並考取相關證書。 

2.由取證的珠心算教師在校內進行二級培訓。 

3.培養青年珠心算教師，由老教師帶動新教師，簽訂《青藍師徒協議》，起到傳

幫帶的作用。 

4.對於珠心算優秀的研究人員，由學校教科研部門予以適當的獎勵。 

四、反思 

雖然研究結果表明，視障兒童在學習珠心算時無論是記憶、注意還是學習興

趣都有明顯提高，但是本研究的樣本因受到特殊學校班級和學生人數的限制，有

一定的局限性，它只能作為一個參考，要得到更有說服力的研究結果，必須進行

進一步的驗證，有待我們將來繼續去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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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現況 

及使用意願研究 

蕭儒琳 

臺北市仁愛國小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現況及使用意

願，並進一步探討不同背景變項之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對低視能輔具使用意

願之差異情形，及低視能輔具使用意願各構面之相關。最後，藉由開放性問題和

訪談，來瞭解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時所遭遇的困難及因應策

略。 

本研究以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為對象，有效樣本共計 27 人。研究工具

採用研究者自編之「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之現況及使用意願

調查問卷」與「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訪談大綱」。問卷所得

的量化資料，以描述統計、曼-惠特尼 U 考驗、克-瓦二氏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

和 Pearson 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處理。另外，開放性問題及訪談所得之質性資

料經編碼建檔，歸納整理出學生及教師認為使用低視能輔具會遇到的困擾及因應

策略。 

關鍵字：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低視能輔具、使用現況與意願 

緒論 

一、研究動機 

    目前全球有近九成的視覺障礙人口屬於低視能(low vision)。隨著融合教育

的 推 動 ， 這 些 有 剩 餘 視 力 的 學 生 ， 逐 漸 進 入 普 通 班 就 讀 (Goodrich & 

Sowell,1996)。 

    林慶仁(2001)的研究顯示，各縣市的大字課本發放比率極高，有些縣市甚至

高達 92%。然而，印製彩色大字課本的成本頗高，各科課本、習作的價格約新

臺幣 200~1,000 元不等，且價格依科目及廠商不同而有調整。雖然許多研究結

果證實，使用光學輔具和放大文字，在閱讀成效是沒有太大差異，但若以經濟成

本及未來使用的長遠性做考量，讓視障學生藉由低視能輔具的協助，與同儕閱讀

一樣字體大小的印刷課本，這對學生未來閱讀各類書籍的能力及節省資源方面會

有很好的助益。但研究者在教學現場發現，雖然提供低視能學生輔具作為閱讀使

用，但其主動使用的意願並不高，通常都要教師不斷提醒，才心不甘、情不願地



2015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164 

使用。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引發了研究者對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

具現況及意願調查產生強烈的動機與興趣。希冀藉由此項實徵性探究，能真實又

深入地瞭解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的現況、意願及困擾所在，

以提供視障教育教師未來協助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 

了解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之現況及使用意願。 

分析不同背景變項之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對低視能輔具現況及使用意願之

差異情形。 

探究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對低視能輔具之「主觀規範」、「形象」、「認知

有用性」、「認知易用性」和「使用態度」等五個構面和使用意願之相關。 

探討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的困擾及其因應策略。 

低視能之理論探討 

低視能發生率 

根據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之資料顯

示，目前全球約有2.85億的視覺障礙（visual disabilities）者，其中低視能(low 

vision)人口高達2億4千6萬人左右，約佔全部視障人口的86%；即全球有近九成

的視覺障礙人口屬於低視能(low vision)，且約90％的視覺障礙人士生活在發展

中國家 (世界衛生組織，2010)。而全球0~14歲之低視能兒童約有17.518百萬人

(世界衛生組織，2010)  

另根據我國內政部統計，視覺障礙人口數從2003年45,672人，至2012年底

已達56,582人，約佔身心障礙人口5%，每年平均增加約1,000人左右，其中6~11

歲的學齡兒童有412人(內政部，2012)。而行政院主計總處於103年4月14日的

資料顯示，102年底領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112.5萬人，較101年底增0.8

萬人（+0.7％），占總人口比率4.8％，其中43.1％為女性，65 歲以上者占37.5

％；另視覺障礙者以高齡人口為主(行政院，2013)。 

涵義和鑑定標準 

根據2013年9月2日教育部所修訂公布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

法」規定，視覺障礙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機能

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其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

款規定之一： 

視力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表所測定優眼視力未達0.3或視野在20度以內。 

視力無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以其他經醫學專業採認之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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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照行政院衛生署(2008)修正之「身心障礙等級」中，則將視覺障礙定義

為:「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眼球、視覺神經、視覺徑路、大腦

視覺中心）之構造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治療仍對外界事物無法（或

甚難）作視覺之辨識而言。」 

 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於2007年修正公布後，在身心障礙者的定

義和分類上，也採取了世界衛生組織頒布之「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CF），並明定於2012年7月11日起，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新制以ICF做為

評估方式，將身心障礙分類由現行16類改為ICF之八大系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2013)。 

 綜上可知，無論是教育部修訂公布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衛生署(2008)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等級」或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國際健

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其法定視覺障礙之條件主要為「視力」及

「視野」兩種要件。 

三、弱視和低視能的區別 

「低視能」(low vision)與「弱視」(Amblyopia)這兩個術語很容易讓人產生混淆。

事實上，視覺障礙(vision impairment)包含「低視能」與「弱視」，惟「低視能」

一詞並不等同於「弱視」。 

(一)弱視 

根據 Schapero (1971)的說法，弱視指眼球組織並無結構異常或眼睛病變。

一般發生在 6 歲以前，無法由眼鏡矯正之單眼或雙眼之視覺缺損，而此類視覺缺

損，多數歸究於幼兒時期某些視覺剝奪之因素。因此，幼兒的視力在發育過程中，

沒有得到適當的發育機會，以致在視覺神經系統生長成熟後，視力發育卻未達成

熟，過了關鍵期後，視力便不再發育，謂之「弱視」(臺大醫院，2013)。 

 (二)低視能 

低視能就是可用視力。由於老化、疾病、意外傷害等因素影響，造成視力下

降或視野扭曲、狹窄，導致可用視力減少的一種狀態。 

過去，我們會直接將「low vision」翻譯成「低視力」，但因近來重視功能

性視覺能力，從功能性的角度來看，低視能是指仍可藉由剩餘視力來從事某種程

度學習(Scholl, 1986)。因而我們不能僅以視力來斷定視覺障礙者之能力，而應

協助他們將其剩餘視力充分利用，使其發揮至最大效能，因此「低視能」一詞便

應運而生（蔡翔翎，2008）。目前國內已逐漸以照護上的「低視能」(low vision)

來區辨醫學上所使用的「弱視」(Amblyopia)病名(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

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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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視能除了視物不清外，也可能損害辨色能力、對光線敏感度改變、視野缺

損、明暗對比失常，或其他眼功能減退，甚至看到扭曲影像，必須藉由使用光學

輔具、非光學輔具或環境調整等方式來提升視功能，以協助他們達到閱讀的目的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2012；Corn&Koenig, 1996)。因此這種視覺障礙可透

過專業評估，結合眼科醫療、視力驗光、低視能輔具與社工服務所構成的系統協

助，將其病理影響降至最低(謝邦俊，2012)。 

四、低視能對學習的影響 

視覺障礙不一定會造成情緒與社會問題，然而視覺障礙學生因為視力缺損，

似乎會引起一些消極與依賴的情況(黃裕惠、余曉珍，2001)。研究發現，國小低

視能學生在自我概念方面較明眼學生消極，成就動機也比明眼學生低，生活適應

能力也較差(趙佳文，2000)。 

普遍說來，視覺障礙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通常是較一般明眼學生來的差(毛

連塭，1992)。研究亦發現，臺灣視覺障礙兒童的長度、面積、距離、容量、質

量、重量及數量等7項概念發展較一般明眼兒童遲緩約1~4年(萬明美，2006)。

另外，低視能學生因其視力限制，無法透過眼睛快速且大量的獲取知識，以致產

生許多學習困難，包括難以閱讀板書及一般大小的印刷字體、字音字形掌握不

易、學科課程缺乏模型實物、缺乏對美的經驗、電腦資訊學習不易…等。根據周

桂鈴(2002)之研究指出，國小的學科學習大多直接以文字或口語傳達，缺乏可觸

摸的圖形，因此低視能學生在部分概念上難以理解。低視能學生除了在國語、數

學、英語、自然、社會等學科有學習困難外，書商在教科書的編排方式亦會造成

他們閱讀上的不方便(周桂玲，2002；王亦榮，2004)。 

不論從特殊和學習需求來看，低視能學生進入普通學校就學，是需要低視能

輔及環境調整的，才能夠讓他們有較好的學習環境。 

何謂低視能輔具 

    1998 年的輔助科技法案(Assistive Technology Act of 1998, P.L. 105-394)

對輔助科技設備所作的定義如下：「輔助器具(簡稱輔具)指任何設備、零件、設

施，不論是商業化的、經過改造或特殊設計之物品，其目的在於提昇、維持，或

是增強身心障礙者的功能」。 

凡是協助低視能者的輔具稱為低視能輔具，可分為光學輔具(optical aids)

與非光學輔具(nonoptical aids)兩種(萬明美，2006；Zimmerman, 1996)。光

學輔具是指應用光學原理將視覺所見的影像或資料予以放大或拉近的設備或工

具，一般分為放大鏡、望遠鏡、擴視機(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CTV)、及電

腦擴視軟體(如 Windows 作業系統所附的放大鏡軟體)等類(劉信雄、王亦榮、林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8U7VJB/search?q=auc=%22%E8%B6%99%E4%BD%B3%E6%96%8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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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仁，2001)；而非光學輔具是指與光學無關的設備或工具，如大字體輔具、閱

讀架、閱讀規(協助定位，減少複雜背景的干擾)、粗黑筆(線條輔助)、增強顏色

對比、增強光線等(林慶仁，2000；鄭靜瑩、張千惠，2005）。光學輔具與非光

學輔具對於低視能學生的協助是不同的，前者是透過眼球內部的機制以提昇看的

能力，而後者則是著重外在物理環境刺激的調整。 

若 以 科 技 的 技 術 性 來 區 分 ， 低 視 能 輔 具 又 可 分 為 高 科 技 輔 具 (high 

technology)和低科技輔具(low technology)兩種。低科技輔具如大字課本、放

大鏡和望遠鏡等(Seligmann, 1990)；而高科技輔具(high technology)如電子閱

讀系統與電腦軟硬體等(Seligmann, 1990)。 

本研究所謂的低視能輔具，係指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在家庭、學校或其

他學習場所，學習時所需之光學或非光學輔具，包括放大鏡、望遠鏡、擴視機、

電腦擴視軟體及大字課本 5 種。 

參、行為意圖理論 

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係指個體執行某種特定行為的意願強度，此

變項常被用來預測或解釋實際行為的表現，即要預測個體是否執行某行為，必須

瞭解個體對該行為的意願(Fishbein & Ajzen, 1975)。有關行為意圖之理論，較

廣泛應用的有理性行為理論(TRA)、計畫行為理論(TPB)、科技接受模式(TAM)、

延伸的科技接受模式(TAM2)及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UTAUT)。其中以 Ajzen 所

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TPB)最被接受，而 Davis 提出之科技接受模式 (TAM) 則

解釋使用者對資訊科技的想法和態度會影響到其使用該產品或輔具的意願、使用

度及成效，該理論在科技接受度相關的研究亦已廣被應用。 

    研究者欲瞭解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之意願，由於低視能

輔具可分為高科技輔具(電子閱讀系統與電腦軟硬體)和低科技輔具(大字課本、放

大鏡)，因此問卷將參考延伸的科技接受模式(TAM2)中之「主觀規範」、「形象」、

「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和「使用態度」等向度來設計，以解釋或預測臺

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的行為模式及接受度。 

肆、臺北市國小使用低視能輔具之視障學生的背景概況 

本研究之正式樣本以目前就讀於臺北市國小且符合「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鑑定辦法」之視覺障礙鑑定基準，並使用低視能輔具之低視能學生。從臺北市

102 學年度有安置視覺障礙學生的國小裡，選出使用低視能輔具之低視能學生，

並隨機抽取 33 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回收的有效問卷共有 27 份，無效問卷 3

份(學生未使用本研究之低視能輔具)，有效回收率達到 81.8﹪。本研究有效樣本

的基本資料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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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性別 

臺北市國小使用低視能輔具之27位視障學生中，以男生居多，有19人(占

70.4﹪)；女生有8人(占29.6﹪)。有此可知，臺北市國小使用低視能輔具之視障

學生的性別比率男多於女。此結果與李永昌、陳文雄、朱淑玲(2000)的研究相同。 

年級 

臺北市國小使用低視能輔具之視障學生的就讀年級，以高年級階段居多，有

14人(占51.9﹪)；其次是中年級階段，有11人(占40.7%)；低年級階段僅2人(佔

7.4﹪)。顯示國小低年級階段的視覺障礙學生人數最少。 

學業成績 

臺北市國小使用低視能輔具之視障學生的學業成績，以中成就居多，有14

人(佔51.9﹪)；其次是低成就(全班後15%)，有10人(佔37.0%)；最後為高成就(全

班前15%)，僅3人(佔11.1﹪)。 

障礙程度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的障礙程度，以輕度居多，有15人(佔55.6﹪)；其

次是中度，有7人(佔25.9%)；最後為重度，有5人(佔18.5﹪)。 

障礙成因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的障礙成因有腦傷、早產、青光眼、虹膜相關病症、

眼球震顫、先天白內障、視網膜病變、視網膜色素病變、視網膜分裂症、黃斑部

病變和不明原因等，其中以視網膜病變為多，有 6 人(佔 22.2%)；其次是眼球震

顫和先天白內障，各 5 人(佔 18.5%)；其餘分別為腦傷 1 人(佔 3.7%)、早產 2

人(佔 7.4%)、青光眼 2 人(佔 7.4%)、虹膜相關病症 2 人(佔 7.4%)、視網膜色素

病變 1 人(佔 3.7%)、視網膜分裂症 1 人(佔 3.7%)、黃斑部病變 1 人(佔 3.7%)和

不明原因 1 人(佔 3.7%)。 

接受特殊教育服務方式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方式，以就讀普通班接受資源

班服務及視障巡迴輔導服務的學生居多，有17人(佔63.0﹪)；其次是就讀視障重

點學校之普通班接受資源班服務，有9人(佔33.3﹪)；再者就讀普通班並接受臺

北市視障資源中心之巡迴輔導服務，僅1人(佔3.7﹪)。 

家庭社經地位 

臺北市國小使用低視能輔具之視障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以高社經地位居

多，有15人(佔55.6%)；其次是中社經地位，有10人(佔37.0%)；低社經地位者

僅2人(佔7.4%)。 

伍、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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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之低視能輔具以大字課本為最多，且八成以上

的學生擁有1種以上之低視能輔具。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之低視能輔具以大字課本為最多，手持型放大

鏡和電腦擴視軟體次之，而眼鏡型望遠鏡則無人使用。而林慶仁(2000)的研究指

出，低視能學生使用之光學輔具以使用放大鏡占多數，本研究結果亦是如此。 

有八成以上的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擁有1種以上之低視能輔具。此結果與李

永昌、陳文雄、朱淑玲(2000)和林慶仁(2000)和Goudira等人(2009)研究大致相

同。 

低視能輔具來源多由視障資源中心或學校借用，其次才是向廠商自費購買。

而李永昌、陳文雄、朱淑玲(2000)的研究發現多數光學輔具多由家長自購為多。

由此可知，近幾年資源班老師和巡迴輔導老師不只是提供大字教材而已，他們亦

可提供部分低視能輔具之借用，因此家長可減少部分負擔，毋庸全部自費購買。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之科目數量以3種科目以下者居多，其

中又以數學科佔多數，但有六成以上的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在主科及非主

科均會使用低視能輔具來閱讀。 

多數的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平時會搭配低視能輔具來閱讀。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之地點包含教室、資源班及家中3種地

點。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對於低視能輔具的使用意願高。 

多數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在使用低視能輔具時，多少都受到重要他人的影響

而使用，其中又以望遠鏡的平均得分最高，電腦擴視軟體最低。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在使用低視能輔具時，雖會受到他人好奇的眼光，但並

未給他人帶來過於負面的形象。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覺得此5種低視能輔具不僅易於使用和操作，還可提高

自己的學習效率，其中又以擴視機的平均分數最高，大字課本最低。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對於使用低視能輔具是持正向的態度，其中又以擴視機

的平均得分最高，放大鏡最低。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對於低視能輔具的使用意願程度高，其中又以擴視機的

平均得分最高，其次是放大鏡，再來是大字課本，而望遠鏡最低。 

不同年級、障礙程度及家庭社經地位之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對低視能輔具之

「形象」、「認知有用性」與「使用態度」等構面具有顯著差異。 

不同性別、學業成績及接受不同特殊教育服務方式等背景變項之臺北市國小視障

學生，在低視能輔具使用意願各構面上均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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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變項部分，僅中年級視障學生對於使用電腦擴視軟體影響個人形象的程度，

顯著高於高年級視障學生。 

在障礙程度變項方面，中度視障學生認為使用擴視機可提高自己學習效率的程

度，顯著高於重度視障學生；且中度視障學生對於使用擴視機的正面態度，顯著

高於重度視障學生；輕度視覺障礙學生認為使用大字課本可提高自己學習效率的

程度亦顯著高於中度及重度視障學生。 

在不同家庭社經地位方面，中社經地位之視障學生對於擴視機容易使用的程度，

顯著高於高社經地位的視障學生，且中社經地位之視障學生認為電腦擴視軟體容

易使用的程度，亦顯著高於高社經地位的視障學生。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之「行為意願」與「主觀規範」、「認

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和「使用態度」等構面之間皆有相關。 

不論是放大鏡、望遠鏡、擴視機、電腦擴視軟體還是大字課本，行為意願與學生

使用低視能輔具後，對其個人形象的影響程度皆無關係。 

放大鏡、望遠鏡、擴視機和大字課本之行為意願皆與重要他人的影響有關，顯示

學生之重要他人若給予適當要求和鼓勵，對於提升低視能輔具使用意願是有一定

的幫助，惟想提高學生使用望遠鏡之意願，則不可給予學生過大的社會壓力，因

重要他人所給予的壓力，可能會讓學生使用望遠鏡之意願降低。 

放大鏡、擴視機、電腦擴視軟體和大字課本之行為意願皆與『認知有用性』有中

度至高度的相關，這代表強化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低視能輔具的『認知有用

性』，將有助於提高其低視能輔具的使用意願。 

放大鏡和大字課本之行為意願與『認知易用性』達中度相關，顯示臺北市國小視

覺障礙學生之所以選擇使用放大鏡和大字課本作為閱讀工具，可能就是因為它們

具有容易使用與操作的特性。 

放大鏡、擴視機、電腦擴視軟體和大字課本之行為意願皆與『使用態度』有關連

性，其中又以放大鏡、擴視機和大字課本的關聯最高。表示使用這些低視能輔具

的喜好程度與所抱持正面或負面態度的感覺，對於低視能輔具使用意願有大的影

響。 

多數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時，最常遇到困擾的輔具是大字課

本，其次是放大鏡和擴視機。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認為使用大字課本的困擾有：攜帶不便(因面積大、重

量重)、易破損及過於顯眼。 

放大鏡的視野有限、倍率不夠大、玻璃材質易破等，這些因素使得學生的使用放

大鏡的態度較不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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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擴視機的問題多半與機器本身之特性有關，諸如需充電、操作及攜帶不便、

部分視障學生認為螢幕會反光，使用一陣子後眼睛容易感到不適等問題。 

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遇到困擾或使用意願不高時，教師及學

生會使用輔具訓練、心理建設、團隊合作、運用獎勵制度及其他替代方式等策略

來解決問題。 

陸、幫助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低視能輔具之建議 

師長給予適當支持和鼓勵。 

關心視障學生使用輔具的感受，協助提升其自我概念。 

教師加強相關專業知能，提供更適切的輔具訓練。 

增進普通班教師與特殊教師的合作，促進意見交流。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若未來研究的人力、時間與經費許可，建議可將研究對象和地區擴及至不同教育

階段、其他縣市或全國性樣本，使研究結果具更廣泛的應用價值。 

本研究探討臺北市國小視覺障礙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與低視能輔具『主觀規

範』、『形象』、『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使用態度』和『行為意

願』之關係。然而，影響學童使用低視能輔具的變項可能不僅限於此，日後研究

可考慮增加或修正內、外部變項，如使用低視能輔具的自願性、過去經驗及產出

品質等，使研究更為周延。 

未來研究可考慮採用深入訪談、個案研究等方式進行，以期能對國小視覺障礙學

生使用低視能輔具意願有不同角度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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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相關研究 

李康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研究生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之現況，並進一步分析不同個人背景變

項對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之差異，並探討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和工作適應之相關情形。

透過「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問卷」對視覺障礙工作者進行問卷調查，回收問

卷後加以整理分析，統整出研究結果。  

關鍵詞：視覺障礙、家庭支持、工作適應。 

 

壹、前言 

工作不僅僅是為了維持生計，更是一個理想實踐、自我價值肯定、以及為社會獻己力的

一種方式。中華民國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以保障」，「人

民」，理所當然包括視覺障礙者。國內 2010 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公布的視障者的就業率為

29.1%，在所有類別的身心障礙者中，屬於偏低的一類，其就業的問題也是各類身障礙者中

難度最高的一類（李永昌，2001；林聰吉、游清鑫，2010）。在林聰吉、游清鑫「我國視覺

障礙者就業現況調查與就業輔導問題分析」（2010）研究中指出，我國視覺障礙者失業（離

開上一份工作）主要原因依序為「視力無法勝任工作」、「個人健康問題」、「原工作單位倒閉

或被解聘」和「必須照顧家庭」等；刁美惠（1993）針對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內超過一

百名員工以上的民間企業進行調查，結果發現視障者為企業界最不願僱用的身心障礙類別。

上述文獻顯示視覺障礙者由於本身障礙的特質，想在就業市場上謀得工作相對困難。因此視

覺障礙者就業相關的研究便顯得更為重要。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環顧國內研究視覺障礙者就業相關研究，多聚焦於其就業狀況、就業職種、影響視覺障

礙者就業因素及視覺障礙者就業所面臨的困難之相關研究。如何協助視覺障礙者獲得良好工

作適應，使其回歸社區後能真正發揮社會功能、扮演具生產力的社區成員角色，是目前視覺

障礙職業重建服務的重要工作之一；但這方面相關的研究卻很少，僅有麥漢倫（2014）與柯

明期（2004）之研究稍有提及，但主要著重於視覺障礙者心理上的調適，並未針對其在職場

上的工作適應情形深入探討。職業重建很重要的一環是讓身心障礙者達成穩定就業，工作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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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良好與否是影響就業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張雅萍、黃財尉，2014），因此研究者認為探

討視覺障礙者工作適應的相關研究有其價值。 

Wainwright 和 Couch(1978)認為工作適應不只著重於工作情境的適應外，與工作有關

的個人因素、家庭因素、社會與社區的因素亦影響甚深。一個人感受到來自於家庭成員所給

予的關懷與援助的程度，是一種能為工作角色帶來助益的支持性資源(g, Mattimore, King, & 

Adams, 1995)。一般人在工作上、生活上遭遇困難時，大多一開始會尋求家人的支持，因為

家庭是最親密的組織，也是最基本、最難被取代的支持來源﹙周月清，2001﹚。 

家庭支持對於視障者不論是走出失明歷程或就業歷程都是最直接的幫助；不論是在面對低

潮、就醫、重建、回到社區以及就業的歷程等，家庭支持永遠扮演視障者背後的依靠。家人

正向的支持與鼓勵，有助於視覺障礙者之心理調適及自我接納，進而提早走出困境接受重建

訓練並參與社會以及積極向外尋求援助；家庭支持對中途視覺障礙者的適應上有決定性的影

響（柯明期，2004；陳秀雅，1992；麥漢倫，2014；Conyer, 1992; Jackson & Lawson, 1995）。 

而在職業重建方面，Lindenberg(1980)的研究發現，有關家庭參與重建之文獻得三點結論：

1、家庭支持大，則問題減少，而父母之正向態度與個案之重建成功實有極大關係；2、現今

已有許多機構實施將家庭納入重建方案；3、家庭諮商應成為復健諮商之一環。重建服務有助

於中途失明者恢復原有的生活能力，減少家人的照顧負擔與壓力，更能進一步改善家人和視

障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增加視障者家庭與外界接觸的機會，重新建構致障後家庭新的社會

支持網絡（莊惠鈞，2009）。此外，Wolffe(1999) 也指出，家人的支持可以讓視障者對其職

業有更積極正面的態度；由此得知，家庭支持是銜接視障者與重建之間的橋梁。 

故研究將擇定探討視覺障礙者工作適應的情形，並以家庭支持為關係變項，進行研究釐清兩

者之間的關係為題，期能透過研究能勾勒出家庭支持對視覺障礙者重建的重要性。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達成之研究目有四：（一）瞭解視覺障礙工作者之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現況；（二）

比較不同背景變項視覺障礙工作者在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之差異情形；（三）探討視覺障礙工

作者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的相關情形；（四）探討視覺障礙工作者之背景變項、家庭支持對工

作適應的預測情形。 

貳、文獻探討 

一、視覺障礙者之工作適應 

  「工作適應」是指個人在工作中「滿意」與「稱職」指標的探討，「滿意」是指個人對所

有與工作相關之工作條件（如薪資福利、工作量、工作要求）、工作環境（如辦公環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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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個人期待之滿足（如成就感、工作要求）的滿意程度有關，也就是「我滿意我的工作」

或「我不滿意我的工作」；「稱職」是指組織環境對個人的生產、效率、工作行為、工作習慣

等所作的評價與滿意程度有關，也就是「公司組織滿意我的工作表現」或「公司組織不滿意

我的工作表現」（朱盈蒨，2004；林宏熾，2003；黃梓松，2004；鄭德芳，1999；賴瑞涵，

2001；Clark & Kostoe, 1995; Flexer, Simmons, Luft, & Bear, 2008）。 

就視覺障礙者社會參與而言，相關研究指出多數大眾對視覺障礙者個人及其社會發展多

抱持不瞭解及非正向的看法。尤其，當視覺障礙者進入「一般」職場，面對的不只是有障礙

的環境，還有職場上的不友善凝視，包括對視覺障礙者工作能力的質疑、人際互動的衝突或

是擔任職務的限制，甚至讓視覺障礙者感受到赤裸裸的歧視（郭峰誠、張恆豪，2011；

McConnell, 1999）。 

Golub（2006）研究指出，視覺障礙者在員工角色適應部分，能對自己的視力狀況處之

泰然、能爭取自己所需、自在、幽默與人對話、自在地和他人分享自己的工作、輔具等態度

是具有正向感染力的。而保持競爭力、正面的態度、工作禮儀、堅持相同標準、讓自己可以

成為視覺障礙的典範等特質，是成功視覺障礙就業工作者達適應目標的基礎。 

影響視覺障礙者工作適應的因素有許多，討論如下。許天威與許享良（1994）調查研究顯示

影響障礙者就業的相關因素有： 

（一）、就個人因素而言， 其影響力的大小依序為工作意願、動作能力、職業技能、交通問

題、社交表現、住家遠近、心智能力、個人興趣、無障礙環境、父母關懷、教育水準、父母

對障礙者的信心、待遇等因素。 

（二）、就職訓單位的因素而言， 依序為師資水準、訓練期限長短、就業輔導制度健全與否、

訓練機構之設備、訓練職種適當與否等因素會影響障礙者之就業能力與適應。 

（三）、就雇用單位而言，依序為聘用意願的高低、薪資是否合理、是否願意職務再設計、工

作同事是否接納障礙者、是否提供無障礙環境等因素。 

二、視覺障礙者之家庭支持 

  家庭支持是出自社會支持中的一環，其被歸類為社會支持中的「情感性」支持，一般人

在工作上、生活上遭遇困難時，大多一開始會尋求家人的支持，因為家庭是最親密的組織，

也是最基本、最難被取代的支持來源（周月清，2001）。 

一般而言，有關社會支持的類型可簡單地將之分為二類：一是情感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 ﹚， 即 是 對 個 體 表 達 愛 、 關 心 、 接 納 、 了 解 等 ； 另 一 類 則 是 工 具 性 支 持

﹙instrumentalsupport﹚，表示對個體提供實質的幫助，如金錢或物質，也有可能是其他的

幫助。從上述可見視覺障礙者在工作上面對壓力時，藉著家人進行互動而得到舒緩壓力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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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藉由家庭支持多方面的幫助，使得個體能夠提升其應付環境的能力。 

家庭支持對於視障者不論是走出失明歷程或就業歷程都是最直接的幫助。不論是在面對

低潮、就醫、重建、回到社區以及就業的歷程，家庭支持永遠扮演視障者背後的依靠。家人

正向的支持與鼓勵，有助於視覺障礙者之心理調適及自我接納，進而提早走出困境接受重建

訓練並參與社會以及積極向外尋求援助；而父母的反應、態度，以及對視障的認知，會是中

途視覺障礙子女能否有良好適應的關鍵因素；家庭支持對中途視覺障礙者的適應上有決定性

的影響（陳秀雅，1992；柯明期，2004；麥漢倫，2014；Conyer, 1992; Jackson & 

Lawson,1995）。 

而在職業重建方面，Jacus (1981)提出，家人的態度對重建結果是否成功需負最大責任。

Lindenberg (1980)的研究也發現，有關家庭參與重建之文獻得三點結論：1、家庭支持大，

則問題減少，而父母之正向態度與個案之重建成功實有極大關係；2、現今已有許多機構實施

將家庭納入重建方案；3、家庭諮商應成為復健諮商之一環。重建服務有助於中途失明者恢復

原有的生活能力，減少家人的照顧負擔與壓力，更能進一步改善家人和視障者之間的互動關

係，也增加視障者家庭與外界接觸的機會，重新建構致障後家庭新的社會支持網絡（莊惠鈞，

2009）。此外，Wolffe (1999) 也指出，家人的支持可以讓視障者對其職業有更積極正面的態

度，由此得知，家庭支持是銜接視障者與重建之間的橋梁。 

三、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相關研究 

  林聰吉（2013）的研究中證明，家庭支持的介入，確實可以降低個人負面態度所帶來的

不利影響，進而有助於提升視障者的就業機會。林寶貴(1989)也指出家長對子女從事工作有

正確的態度，並建立自信心、適當管教及不過度保護或放任、積極運用家長團體的力量等，

將有助於身障者就業以及工作適應(引自邱永祥，2001)。 

  黃培文、吳孟珊（2008）研究中發現，家庭支持對聽覺障礙者在工作適應具有正向的影

響，家庭支持愈高，工作行為愈好、工作表現愈好及工作滿意度愈高；換句話說，家庭支持

愈高時，工作適應情形愈好。 

    郎淑美（2006）慢性精神病患社會支持與工作適應之相關性研究中發現，社會支持對於

慢性精神病患的工作適應是一個重要影響因子；其中當精神病患感受到家人所給予的情緒性

支持愈高，其工作適應情況愈好。目前視覺障礙者的就業類型已逐漸多元，瞭解其工作適應

的情形有助於視覺障礙者輔導工作的進行。在職業重建方面，國外已有許多機構實施將家庭

納入重建方案，可見家庭支持對視覺障礙者就業的重要性。此外，身心障礙者家庭支持與工

作適應相關研究中，也證明家庭支持對於身心障礙工作者的工作適應有顯著差異，但有待確

認是否適合套用到視障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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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背景變項與家庭支持為自變項，工作適應為依變項。 

 

圖 1. 研究架構圖 

註：單箭頭為差異比較，雙箭頭為相關分析，虛線為預測情形。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從事有薪工作之視覺障礙者，係以民國 103 年 6 月勞動部身心障礙者勞動

狀況調查，受私人及政府僱用之視覺障礙工作者共計 6，291 人為母群體（勞動部，2014）。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方式進行，共計收案 60 人，主要透過職業重建窗口、視覺障礙者團體和機

構進行收案。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背景變項計有工作年資、學歷、與家人相處程度、婚姻狀況、工作類型、家人是

否提供交通協助。茲將背景變項進行分析如表 1，並分別說明如下： 

工作年資 

  在工作年資方面 1-6 個月佔全體 6.7％，7 個月-未滿 1 年佔全體 5％，1-5 年佔全體 38.3

％，5 年以上佔 50％。顯示本問卷填答者之工作年資分布以 5 年以上最多，佔總人數一半；

而 7 個月-未滿一年最少。 

學歷 

  在學歷方面，專科以下佔全體 18.3％，專科佔 6.7％，國內外大學佔 65％，研究所以上

佔 10％。顯示本問卷填答之視覺障礙工作者以學士居多，專科以下次之，研究所以上最少。 

與家人相處程度 

  在與家人相處程度方面，與家人同住佔全體 42％，每周至少聯繫一次佔 12％，每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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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聯繫一次和每個月聯繫一次以下同樣佔 5％。顯示本問卷填寫之視覺障礙工作者多為與

家人同住。 

婚姻狀況 

  在婚姻狀況方面，未婚佔整體 68.3％，已婚佔 31.7％。顯示填答本問卷的視覺障礙工作

者多為未婚。 

工作類型 

  在工作類型方面，按摩佔整體 13.3％，電話客服佔 25％，教育相關佔 25％，政府單位

佔 5％，工程師佔 11.7％，行政相關佔 6.7％，其他佔 13.3％。顯示填答本問卷之視覺障礙

工作者工作類型以電話客服與教育相關居多，佔整體一半，其次為按摩，行政相關最少。 

家人是否提供交通協助 

  在家人是否提供交通協助方面，經常提供佔整體 26.7％，偶爾提供佔 31.6％，從未提供

佔 41.7％。顯示填答本問卷視覺障礙工作者之家人從未提供其交通上協助的居多，經常提供

交通上協助最少。 

表 1. 個案背景資料一覽表 

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工作年資   

1~6個月 4 6.7 

7個月~未滿1年 3 5.0 

1~5年 23 38.3 

5年以上 30 50.0 

學歷   

專科以下 11 18.3 

專科 4 6.7 

國內外大學 39 65.0 

研究所以上 6 10.0 

與家人相處程度   

與家人同住 42 70.0 

每周至少聯繫1次 12 20.0 

每個月至少聯繫一次 3 5.0 

每個月聯繫一次以下 3 5.0 

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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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 41 68.3 

已婚 19 31.7 

工作類型   

按摩 8 13.3 

電話客服 15 25.0 

教育相關 15 25.0 

政府單位 3 5.0 

工程師 7 11.7 

行政相關 4 6.7 

其他 8 13.3 

家人是否提供交通協助   

經常 16 26.7 

偶爾 19 31.6 

從未 25 41.7 

三、研究工具 

（一）、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問卷 

  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問卷係由「個案背景資料調查表」、「家庭支持量表」

和「華人工作適應量表」三份問卷所組成，各問卷分別說明如下： 

個案背景資料調查表 

  此部分包含工作年資、學歷、與家人相處程度、婚姻狀況、工作類型、家人是否提供交

通協助；目的在了解不同個人背景變項與家庭支持及工作適應之間的差異；探究背景變項對

工作適應的預測情形。 

家庭支持量表 

  本研究的「家庭支持量表」是使用陳欣潔（2007）「啟智教養機構教保工作人員工作壓

力、家庭支持及工作適應關係之研究-以雲嘉南地區為例」中自編的「家庭支持量表」，其量

表題目著重在受試者家庭在其工作上的支持，本量表也曾被數位學者用以評估在職者的家庭

支持（陳欣潔，2007；黃培文、吳孟珊，2008；蔡玉欽，2011），量表項目具有相當的同質

性；信度分析值介於.82 至.89 之間，信度頗高，適合本研究使用。本研究的「家庭支持量表」

採 Likert 四點量表計分，由「從未如此」、「很少如此」、「經常如此」、「總是如此」給予 1 至

4 分。個體總分愈高者，表示其家庭支持的程度較高；反之，代表其家庭支持的程度較低。 

華人工作適應量表（C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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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為張雅萍、黃財尉（2014）依據多年就業輔導實務經驗及文獻研究，結合工作適

應發展模式、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與五大人格特質等三大理論，編製而成；評量具工作經

驗之工作者的工作適應程度。  量表共 59 題，含工作能力、工作滿意、人格特質三個向度，

採 Likert 四點量表計分，分數愈高，代表工作者之工作適應程度愈好。 

四、資料分析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受試者在各分量表「個案背景資料調查表」、「家庭支持量表」、「華人工作適應量表」

之施測結果，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求取受試者在各變項的平均數、標準差等說明各量表分

數的集中與分散趨勢。 

（二）、變異數分析 

依據視覺障礙工作者的「個案背景資料調查表」的變項，分析其工作年資、學歷、與家人相

處程度、婚姻狀況、工作類型、家人是否提供交通協助等六項，對照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的

差異情形。 

（三）、相關分析 

以相關分析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各層面及整體的相關情形。 

（四）、迴歸分析 

  利用多元逐步迴歸分析，預測視覺障礙者工作適應之因素，以工作年資、學歷、與家人

相處程度、婚姻狀況、工作類型、家人是否提供交通協助、情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實質

性支持及整體家庭支持為預測變項，利用逐步迴歸分析考驗對工作適應整體及各層面（工作

能力、工作滿意、人格特質）進行預測。 

肆、研究結果 

一、視覺障礙工作者對家庭支持感受呈現為中上程度 

  家庭支持量表單題平均值為 2.69，以「實質性支持」層面的感受度最高，「訊息性支持」

層面感受度最低。 

二、視覺障礙工作者的工作適應結果呈現適應良好 

  量表單題平均值為 3.22，以「工作能力」層面的感受度最高，「工作滿意」層面感受度

最低。 

三、背景變項在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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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歷為「專科以下」的視覺障礙工作者感受家人給予的「實質性支持」顯著高於「國

內外大學」。 

（二）、「與家人同住」的視覺障礙工作者感受家人實質性支持程度顯著高於「未與家人同住」

的視覺障礙工作者。 

（三）、家人是否提供交通協助為「經常」的視覺障礙工作者感受家人情感性支持程度顯著高

於「從未」的視覺障礙工作者。 

（四）、工作類型為「教育相關」的視覺障礙工作者對工作能力的知覺顯著高於「電話客服」。 

四、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之相關 

  視覺障礙者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整體與各層面的相關如表 2 所示，分別說明如下： 

（一）、家庭支持「訊息性支持」層面與工作適應「工作滿意」、「人格特質」層面呈現顯著正

相關，表示當視覺障礙者感受家人的訊息性支持愈高時，其工作滿意及有助於工作適應的人

格特質也越高。 

（二）、家庭支持「實質性支持」層面與工作適應「工作能力」、「工作滿意」層面呈現顯著正

相關，表示視覺障礙者感受到家人提供的「實質性支持」越高時，其工作適應「工作能力」

與「工作滿意」的知覺也越高。 

（三）、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當視覺障礙者感受其家人給予的家庭支持

程度越高時，其工作適應也越良好。 

 

表 2. 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之相關 

 工作能力 工作滿意 人格特質 整體工作適應 

情感性支持 .01 .09 .04 .04 

訊息性支持 .17 .30* .23* .26* 

實質性支持 .26* .34** .07 .24* 

整體家庭支持 .18 .31** .15 .23* 

N=6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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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視覺障礙工作者背景變項、家庭支持對工作適應之預測 

  視覺障礙工作者背景變項對工作適應之預測如表 3 所示，家庭支持對工作適應之預測如

表 4 所示，分別說明如下： 

（一）、視覺障礙工作者的「學歷」能預測工作適應之「工作滿意」8％的變異量，「學歷」（β

＝-.29）越高，對於「工作滿意」的知覺程度越低。請置於致謝前。 

（二）、視覺障礙工作者的「學歷」能預測整體工作適應 8％的變異量，「學歷」（β＝-.28）

越高，對於「整體工作適應」的知覺程度越低。 

（三）、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中「實質性支持」能預測工作適應之「工作能力」7％的變

異量；感受家人給予的「實質性支持」（β＝.26）越高，對於「工作能力」的知覺程度越高。 

（四）、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中「實質性支持」能預測「工作滿意」11％的變異量；感受

家人給予的「實質性支持」（β＝.34）越高，對於「工作滿意」的知覺程度越高。 

（五）、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中「訊息性支持」能預測整體工作適應 7％的變異量；感受

家人給予的「訊息性支持」（β＝.26）越高，對於「整體工作適應」的知覺越良好。 

 

表 3.視覺障礙工作者背景變項對工作適應之預測 

效標變項 
有效預測變

項 

多元相

關係數R 

決定係

數  

改變

量 
F值 

標準化迴歸

係數β 

工作滿意 學歷 .29 .08 .07 5.21* -.29 

整體工作適應 學歷 .28 .08 .06 4.95* -.28 

*p＜.05     

 

表 4.視覺障礙工作者家庭支持對工作適應之預測 

效標變項 
有效預測的

變項 

多元相關係

數R 

決定係

數  

改變

量 
F值 

標準化迴歸

係數β 

工作能力 實質性支持 .26 .07 .05 4.09* .26 

工作滿意 實質性支持 .34 .11 .10 7.49** .34 

整體工作適應 訊息性支持 .26 .07 .05 4.21* .26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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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建議 

（一）、對視覺障礙工作者 

從多方面瞭解自我的工作能力 

  從研究結果發現，視覺障礙在知覺本身工作能力方面偏高，視覺障礙工作者較容易看見

自己符合雇主期待的部分，但是無法探知不符合雇主標準的能力。因此對於自己的工作能力

可能有錯誤的判定，此部分可與雇主或其他同事交流及討論，可避免高估自我的工作能力而

降低對「工作滿意」的程度。 

多與家人分享自己的工作內容 

從研究結果可知，感受家人給予的訊息性支持越高，工作滿意及整體工作適應也越良好。多

與家人分享工作上的事務，讓家人對自己的工作更瞭解是促進家人給予訊息性支持的主要關

鍵。 

（二）、視障職業重建相關人員 

將家庭納入重建方案 

從研究結果可知，家庭支持程度越高，對與視障者的工作適應越好。讓家人有機會參與個案

的重建過程，讓視障重建服務可以更完整；如辦理各種研習，增加家人對視障概念（如：視

障者特性、工作與職務再設計、生活輔具等）的認知、進一步改善家人和視障者之間的的互

動關係，讓視障者可以從家人身上獲得更多的支持，從而改善工作適應。 

加強視障者工作權利和福利之宣導 

  研究結果發現視障者人格特質中，在主動爭取應得的權力或福利得分較低，可能原因為

視障者不瞭解本身權力及擔心失去工作，因此在職場上遭受不公平對待時，常會默不吭聲。

建議相關重建單位可以在這方面多加宣導，讓視障者能夠更瞭解本身的權力。 

（二）、雇主 

提供公平的升遷制度 

  從研究結果發現，視覺障礙者工作能力不會低於一般人，但在「工作滿意」各題平均數

中，視覺障礙者對於「公司或主管有意願提供我升遷調薪的機會」與「就目前的工作量來說，

我滿意我的薪資福利」的得分卻是最低；若雇主能夠給予視覺障礙者和一般人相同的升遷調

薪機會及合理的獎賞制度，將有助於視覺障礙者的工作穩定和在職場的表現。 

二、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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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主題 

  本研究主題為家庭支持與工作適應之關係，結果發現聯合預測力僅有 8％；研究結果發

現視覺障礙者對家庭支持的需求並無預設的高，可能原因為障礙的特質使視障者必須獨力解

決生活上的困難，從而降低家庭支持對其工作適應的影響。建議之後主題可以針對其他工作

適應之因素進行探討。 

（二）、抽樣限制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但實際抽樣主要以台灣北部為主，抽取 60 為視覺障礙工作者，因此研究

結果不宜過度推論。由於各縣市地區的工作條件可能有所差異，對於工作的適應也會有所不

同，對於未來的研究，可將取樣範圍擴大。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作適應部分採用張雅萍、黃財尉（2014）針對一般台灣工作者所遍之華人工作

適應量表，好處是可以將視覺障礙工作者的適應狀況與台灣一般工作者相比，壞處是題數過

多，降低個案填答之意願，以及一些題目未必合使用於視覺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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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校小兒推拿課程教學的現狀與思考 

朱愛玲 

青島市盲校    

小兒推拿療法是祖國醫學之瑰寶，其對小兒身體各大系統的常見病皆可適用。具有

以下鮮明特點：操作簡便、無針刺痛苦、療效顯著；不兼用藥物，無藥物毒副作用；

同時也有效解決了孩子服藥困難等問題，所以小兒推拿被稱為―綠色療法‖，深受

社會歡迎。 

小兒推拿是我校職業教育辦學特色，在山東省乃至全國都有一定的知名度。筆者從

事盲校職業教育十六年，長期從事小兒推拿教學及臨床實踐工作，下面就大陸盲校

小兒推拿教學情況淺談個人之見。 

一、目前盲校小兒推拿課程教學現狀 

（一）普遍開設，實效甚微 

目前，全國盲校的按摩職業教育基本開設小兒推拿課程，學生在校學習一年時間，

才能基本掌握小兒推拿的相關理論知識。我們知道，僅有理論知識，沒有實踐過程

中的經驗積累，是不可能做好小兒推拿工作的。但現實情況是，全國大部分地區的

小兒推拿市場一片空白，人們從未聽說過也從未見過小兒推拿治病的場景。基於上

述原因，造成這些地區的盲校學生雖然在校學習了小兒推拿知識，但畢業後從事小

兒推拿的較少，臨床上多數從事成人按摩、保健按摩。這也導致小兒推拿課程成為

可有可無的―雞肋‖，影響到小兒推拿教學的深入開展。 

（二）師資缺乏，經驗不足 

教育品質的優劣，關鍵看教師，教師是形成教育特色的關鍵。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小

兒推拿之所以沒有開展好，關鍵是缺乏具有教學及實踐經驗的師資力量。小兒推拿

是一門臨床性很強的課程，不僅需要教師具有一定的學歷，更需要教師具有一定的

專業能力及豐富的臨床實踐經驗。只有臨床實踐經驗和課堂教學有機結合，才能取

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如果只是照本宣科進行理論教授，一味的―說按摩‖，是不會

收到良好成效的。 

（三）願望迫切，空間廣闊 

目前，視障學生畢業後主要從事成人按摩和保健按摩，這需要他們具有較好的體

力，但對於女生、體格弱小、肢體有殘疾的的學生來講，就顯得困難較大。而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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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推拿靠的不是力氣，更多的是推拿技巧，學生如果掌握了小兒推拿的基礎知識

並具有一定的實踐經驗，就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獲得更多的謀生技能，創造更

多的就業機會，這也是視障學生學習小兒推拿願望迫切的主要原因。 

（四）既有困難，又有優勢 

視障學生學習小兒推拿不可避免的會遇到很多困難和不便，如有些盲生的容貌儀表

較正常人有差異，存在眼球外突、眼窩凹陷等，推拿時，嬰幼兒見之會出現恐懼哭

鬧、不配合操作等現象。但最大的困難是臨床診斷，中醫辯證施治需要四診，四診

中的―望診‖對於兒科尤為重要。盲生由於視力障礙，難以完成望診的內容，加之

兒科屬於―啞科‖，嬰幼兒無法用語言與按摩師溝通，較大兒童也難以明確說明病

痛所在，這給盲生做臨床診斷帶來諸多困難。 

看到困難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視障學生具有自身的優勢，如耳朵靈、觸覺好、

注意力集中等等。因此，他們一旦掌握小兒推拿技能並認真操作，療效是會很顯著

的。 

二、我校小兒推拿教學現狀 

（一）特色鮮明，療效顯著 

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使用推拿手法治療小兒疾病是作為一種輔助方法，主要還依

靠服藥、打針來治病，而我校的小兒推拿完全依靠推拿手法，無需再配合針、藥，

就可以完全達到預期的治療效果，具有―神奇的療效‖。如小兒發燒，一般情況下，

推拿二、三次就可以退燒，而且不再反彈。其療效，遠比其他醫療單位使用抗生素、

退燒藥要好得多，而且完全沒有毒副作用。  

（二）治療廣泛，深得讚譽 

小兒推拿的治療範圍非常廣泛，不僅中醫學範疇的外感、發熱、咳嗽、氣喘、腹瀉、

嘔吐、厭食等，可以通過推拿進行治療。甚至一些傳染性疾病，如手足口病、皰疹

性咽峽炎、嬰幼兒急診等，也可以通過推拿的方法達到極佳的治療效果。 

小兒推拿不但可以治―已病‖，在治―未病‖方面也有其獨到之處。每到季節更替

之時，兒童就特別容易生病，尤其是體質較弱者更是讓父母備受折磨，小兒推拿就

可以起到很好的預防保健作用。只要定期推拿進行保健，就可以大大增強兒童的體

質，提高抗病能力，使生病週期延長。 

（三）臨床教學，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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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推拿是一門臨床課，要求授課教師不僅要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而且要具備很

強的動手實踐能力。學校專門設有實習基地，在上課之餘或者週末時間，學校的臨

床教師都要到實習基地進行臨床實踐，對外接診患兒，不斷積累臨床經驗，以提高

專業技能和水準。教學過程中不是單純進行理論灌輸，而是傳授知識和培養技能並

重，邊講邊練，講、練結合，非常注重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 

（四）與時俱進，打造精品 

為適應按摩市場對學校培養人才的要求，學校本著專業教育與綜合素質相結合，課

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學校培養與市場需求相結合的原則，及時調整課程計

畫，改進老教材、自編新教材。如在全國統編教材《兒科按摩學》基礎上，我們組

織臨床教師編寫了非常實用的《兒科按摩學》校本教材，並多次進行修改、補充，

完善了教材體系，實現了教與學的統一、學與用的統一，努力打造精品課程、特色

課程。 

（五）療效顯著，成果豐碩 

目前，青島市的小兒推拿主要有三大流派，其中青島盲校這一流派發展的最大最

強，已經成為我校職業教育的突出亮點。我校按摩中專的畢業學生已成為傳播小兒

推拿的―種子‖，他們分佈在全國各地，從事小兒推拿工作。許多按摩診所內顧客

盈門，每天接診 60 至 100 位孩子，創造了極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成為殘疾

人自主創業的典範。 

三、對小兒推拿課程教學的期望 

目前，社會上濫用抗生素現象非常嚴重，給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造成了極大傷害。

小兒由於臟腑嬌嫩，身體發育尚未完善，若濫用抗生素，危害更大。同時，小兒推

拿不需要強大的體力，適合視障人士操作。建議開設職業教育的視障教育學校都能

開設小兒推拿課程，推廣―綠色療法‖。已經開設小兒推拿課程的學校，必須具備

相應的專業知識，並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才能培養出高水準的學生，小兒推拿才

能贏得社會信譽。當然，小兒推拿在我國已有千年歷史，古老的推拿方法已不能完

全適應現代人們的需求，這需要我們不斷創新、不斷提高，才能使之充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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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現心靈、閱視美麗—北明視障者專屬數位圖書館 

胡冠璋 

臺北啟明校長 

閱讀可以拓展視野增廣見聞，可以將閱讀得到的知識運用在生活中使生命更豐

碩，閱讀的重要性太多了，尤其對於求學中的學生更是。然一般學生的「閱讀素

材」信手拈來，捶手可得，但對視障學生而言卻充滿了艱辛，每本文學名著或作

品，由紙本出版再翻譯成點字，傳送到視障學生手中已歷經了許久的時間，而且

並不是每本出版刊物或作品都能被幸運挑選翻譯成點字供視障學生「閱讀」，因

此視障生在知識的取得途徑上較一般生來得辛苦許多，所享有的圖書資源也有所

落差。 

現今是知識快速發展的時代，本校為了「改變」視障學生傳統閱讀習慣，鼓勵孩

子們樂於閱讀，同仁們的共識是啟明學校應該是要設置一座視障生專屬的圖書

館，來突破視障生在閱讀上會產生的資訊落差，因此我們思考如何結合傳統和創

新以視障者的角度來設計不同於傳統的圖書館。經過團隊不斷的討論和構思，決

定規劃為結合雲端技術、數位影音等媒介資材的新概念的圖書館。我們以這樣的

構想積極的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提出「優質圖書館精進方案」的計畫申請，終於

獲得教育局的肯定因而爭取到經費補助。歷經設計、策略方案的討論到完工、啟

用總計 9 個月的努力，終於在 103 年 10 月，一間雖不是「第一卻是最好」的

視障者專屬數位圖書館在臺北啟明學校誕生了。 

新完工圖書館的設計理念是以「減法設計」的手法為出發點，摒 

除傳統機能性裝飾風格，回歸初始的空間，改變視障者的閱讀經驗只有傳統點字

書的刻板印象，而是結合雲端技術、數位影音等媒介資材，引領視障者進入全新

的閱讀習慣，以新的方法接觸世界。設計中利用原有建築物挑高、大開口窗的特

色，引領光線進入，運用虛實及光影的變化，呈現豐富的色彩，同時融入了「角

落美學」的精神。假借虛擬的書牆，藏書其中，如假似真，令人驚艷萬分。設計

的另一個理念是創新突破並不是破除傳統、捨棄舊價值，而是以「愛物惜物」的

精神，賦予新的生命，因此新圖書館將將一部份舊物件改裝融入新概念，展現傳

承的新意含。 

整體圖書館設計皆以行動與閱讀無障礙為考量，以不同地板的材質粗造度搭配曲

線造型，以「圓融」的精神創造從幼稚園到高中職孩子適合的各種閱讀角，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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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者閱讀需要的輔具俱全。數位、可攜性及雲端技術的成熟，多媒材的閱讀方

式，改變原有的習慣，造福視障學生，孩子們可以悠遊敞揚在浩瀚無盡的知識藍

海中。 

目前的新圖書館帶給全校親師生幸福得感覺，學生可以在下課或課後來看書、聽

音樂、看電影、查資料。除教職員工外、家長在開放時間隨時可以使用圖書館，

未來也將在此定期與日本的姊妹校進行視訊交流。學校已持續的辦理各項的閱讀

及藝文活動，例如藉由繪本圖書導讀戲劇演出活動，開發幼小部壆生閱讀的興

趣。每學期辦理國高中教育階段「圖書導讀活動」，由國文領域教師擇定適當主

題書籍，透過精闢的大綱解說，引導讀者了解作者意旨，每日的晨光閱讀、閱讀

集點活動啟發北明孩子們閱讀的興趣。而我們的學生每年參加「全國國台語演講

比賽」也屢獲佳績。期盼藉由此次圖書館的改造來導引視障孩子喜愛閱讀、樂於

閱讀、增加閱讀的實力。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3 年優質圖書館成果照片 

                   

           

 

 

 

虛實幻化如假似真入口

意向向 

色彩豐富生命的入

口 

角落藝廊新書介紹

窗口口 

閱視美麗充滿色

彩 

欣賞夜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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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心理地圖導覽 

數位導入漫遊雲端 媒體整合運用 敞揚悠遊知識海 

陽光灑現閱讀樂趣 享受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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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書香,潤澤人生‖閱讀——點亮視障學生的心燈 

常學蘭 

天津市視力障礙學校  

 

一、激勵教師讀書，營造書香校園氛圍 

蘇霍姆林斯基說過：―讀書、讀書，再讀書。‖他把讀書看作是一個教師最重要

的素質。也就是說教師應成為學生最重要的讀本。因此我校致力於打造―形象、

學習、合作‖的教師文化，構建學習型的校園。提倡教師要提高自己的專業水準，

養成持之以恆的讀書習慣。激勵教師多閱讀，勤寫作，不斷豐厚自己的精神底蘊，

更好地適應資訊時代的需求。每學期學校都根據教職工的崗位特點開展贈書活

動，利用周會的―精彩分享‖時間交流讀書體會。實踐告訴我們，教師只有不斷

擴大閱讀容量，才能遊刃有餘地駕馭課堂，給學生帶來豐富的精神食糧。―身教

勝於言傳‖，只有教師酷愛讀書，學生的心田才能受到書香的浸潤，才能在文字

的阡陌中流連忘返。 

二、強化語文課堂，夯實學生讀寫基礎 

  視障學生要想提高閱讀速度和品質，摸讀是基礎。而語文課堂是打下這基礎的

重要管道。為此學校注重強化低年級語文教學，尤其是加強摸讀的準確性和規範

性的培養。每年組織測試，掌握各年級學生的摸讀和書寫速度，評估能力水準。

同時，語文教師要進行盲文、漢字分類教學，為低視學生開設漢字識字課，指導

他們借助觸控一體機、助視器、大字課本等掌握漢字，識字量的增加為低視生的

閱讀奠定了基礎。 

  三、凝聚社會力量，籌建視障閱讀教室 

我校有限的盲文書籍已不能滿足盲生強烈的閱讀饑餓感，為解決他們購書難的問

題，2010 年學校投入萬元資金，為每位盲生辦理了中國盲人出版社的借書卡，

由班主任定期辦理借閱手續，保證各班教室讀書角裡不少於五十本書，讓學生能

隨時翻閱、互換圖書，做到方便快捷。 

學校還積極聯繫各種社會資源為學生創造讀書條件，建立了視障閱讀教室，讓他

們享有自由選擇閱讀的樂趣。天津三星視界有限公司捐贈圖書幾百冊；天津市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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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少兒圖書館提供了豐富的盲文讀物及試聽讀物；大學生志願者、企、事業單位

志願者為孩子們送來了漢字大字讀物，還錄製成音訊資料，為拓寬他們的閱讀視

野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市殘聯為低視生配備了電子助視器，即使學生沒有大字讀

物也能閱讀。 

社會的關愛、人們的義舉恰似清新的春風沁入孩子們的心田，喚醒了他們求知的

欲望，滿足了他們讀書的―貪婪‖，讓他們體驗到了讀書的愉悅。 

四、選編國學讀本，汲取傳統文化滋養 

為了光大中華傳統文化，讓視障學生養成良好的道德修養，自 2010 年以來，學

校以―閱讀傳統經典、弘揚優秀文化、養成良好習慣、營造書香校園‖為目標，

依據教育部《中小學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結合視障學生的

實際情況，編寫了各年級的《晨讀讀本》。包括經典的古詩詞、現代詩、《三字

經》、《弟子規》、《千字文》及《增廣賢文》、《大學》、《論語》等節選。

為了吸收借鑒外國文化，還推薦了《哈佛家訓》等，引領學生在感知、體驗和創

造中瞭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使他們切身感受國學經典的魅力，汲取傳統文化

的滋養，為成為有用之材打下堅實的基礎。 

清晨從教室裡飄出的琅琅誦讀聲，已成為我們校園裡最動聽的音樂。學生們在經

典詩文中駐留、品味，快樂地成長。 

五、利用網路資源，拓展視障閱讀時空 

在資訊時代的今天，利用網路資源開展閱讀已成為一種新的學習理念，視障學生

雖然視力殘缺，不能將網路頁面內容盡收眼底，但他們仍然充滿新奇地參與網路

世界，我校人手一機的優越條件為他們提供了便利的上網條件，博客、空間、微

信，是他們文字的好去處；網站、論壇、遊戲，是他們心靈的棲息地。在這個寬

鬆舒適的家園裡，他們記錄著喜怒哀樂，觀望著世事滄桑。那麼如何引導他們合

理利用網路資源使閱讀內容得到延伸，閱讀時空得到拓展呢？我們的主要做法有

兩點：一是教師充當學生的眼睛。下載符合學生心理特點的書籍，整理、建立電

子書庫、視頻及音訊資料庫，利用淩波教學軟體實現資源分享，為學生提供自主

閱讀和協作閱讀的機會；二是指導學生網上閱讀的方法。受視力的限制，學生流

覽的內容常是蜻蜓點水，反復閱讀、悉心品味的機會並不多。我們建議學生將下

載的內容分類存放，借助陽光讀屏軟體在課餘時間聽書。許多高年級的孩子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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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世界經典、名人傳記，聽《百家講壇》。豐富多彩的課外閱讀開闊了學生們的

視野，增長了他們的知識，領悟了人生的真諦。 

六、豐富課外活動，搭建才華展示平臺 

―六點文學社‖是我校具有歷史傳承的社團之一，成立於 1987 年，是學生們展

示文學才華的平臺。他們堅持每週開展讀書鑒賞活動，創辦了《六點學刊》、《啟

明星》等刊物，以獨特的角度沐浴著書香之美。他們獨闢蹊徑，悉心捕捉生活中

能夠觸發靈感的素材，及時記下自己的心靈軌跡，出現了許多感情真摯、內容新

穎的佳作。有百余名學生近 3００篇習作在《中國盲童文學》、《盲人月刊》、

《中華少年》、《天津青年報》等報刊雜誌上發表，有多篇作品獲全國及省市地

區作文比賽大獎。 

 ―校園廣播站‖ 是學生展示閱讀能力的另一平臺。由學生自己選材、撰稿、主

持，根據不同年齡層次同學的欣賞要求，開設了《科技之窗》、《自然知識》、

《校園晨報》、《關注》等欄目，做到了知識性、趣味性、娛樂性、教育性相統

一。挖掘廣播素材需要廣泛地閱讀、學生的閱讀水準直接在主持工作中體現。精

彩的內容、流利的表達，讓同學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那就是：聽到的世界更

精彩。 

 第三個展示平臺是―六點音畫‖社團，它側重于優秀文學劇本朗讀與表演。劇

本朗讀是戲劇最便捷、最親切的一種演出方式，也是學生發佈劇本、普及文學、

交流觀演的重要平臺，它將閱讀、創作和展示最有效的集合成了一體，真正實現

了閱讀成為再創造的源泉。 

     2012 年學校開展了誦讀國學經典《弟子規》系列活動，並於―六•一‖組

織―誦讀國學經典，開啟幸福人生‖的展示活動，以班級為單位，以朗誦、課本

劇、小品、歌唱等形式，展示學習成果，從而深化了學生的道德修養和文明禮儀

教育。自 2010 年學校已舉辦三屆―魅力有聲‖朗誦比賽，有近 80%的同學參

加，參加決賽的選手得到了專家的好評。此外，學校還多次舉辦―讀書有感‖評

比，同學們的作品迸發出的思想火花，讓評委老師深為感動。 

    讀書，增長了學生的見識，提高了寫作水準。部分學生參加了社會的有關演

講、朗誦及國學論壇比賽，九年級學生王浩獲得―全國五好小公民‖主題教育演

講比賽一等獎，職一學生張瑤獲天津市教育系統―復興中華，從我做起‖中學生

演講比賽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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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里斯多德說：―書，是智慧的火炬。‖我們願高舉這支火炬點燃視障學

生的心燈，讓這盞燈永遠清澈如鏡，讓視障學生的世界永遠溫馨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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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盲童口語交際能力的培養 

黃佩 

青島市盲校  

      一、對低年級盲童口語交際的認識及現狀分析 

盲童主要憑藉聽、摸等方式認識世界，與人交流的最便捷方式是口語。具有口語交

際能力是盲童將來學習、生活、工作的基礎。 

有的教師沒有認識到盲童口語交際訓練的重要性，缺乏訓練意識，不善於把握各種

訓練的契機，使盲童錯過了接受訓練的最佳時機；也有的教師欠缺訓練方法，訓練

過程也沒有系統性。 

盲童自身方面也存在問題： 

1、盲童在依靠聽覺模仿、學習語言的過程中看不到口型，正確瞭解、運用發音部位

較困難，存在發音不準確的現象。比如有學生 zh、ch、sh 發不准，就是因為舌頭

的位置擺不正。 

2、大多數盲童家住農村，語言習得主要靠父母和周圍的鄰居，有不規範的方言詞參

雜其中。入學後相互間的交流存在障礙，口語表達的流暢性較差。 

3、盲童的心理障礙影響了口語交際的進行。他們有的比較孤僻，有的自卑，還有的

在與人交往中為自己設立的心理防線較多，害怕別人笑話，所以大多是少言寡語或

者說話斷斷續續，語調平淡，或語速緩慢。 

4、盲童無法從模仿中學習和運用表情、手勢和動作幫助自己與別人進行口語交流，

在交流中面部表情缺乏，手勢也少。 

    二、對低年級盲童進行口語交際能力訓練的基本途徑 

1、充分利用語文教學的各個環節，有意識地培養口語交際能力。 

①在拼音教學中進行訓練。在教學聲韻相拼的時候，可以進行字連詞，詞連句的訓

練。例如：教學―qing‖這一音節時，指導學生根據不同聲調，說出：清——清水——

我打來一盆清水；晴——晴天——今天是晴天；請——請假——我要請假；慶——

慶祝——我們慶祝元旦。 

②在閱讀教學中進行訓練。語文教材中有許多插圖，直觀形象，生動有趣。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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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低視力學生按順序、有重點地看圖描述圖，全盲生仔細聽，然後對照課文，

對低視力學生的描述進行評價。這種方式鍛煉了盲童的聽力和口語表達能力，也提

高了盲童的理解能力。 

複述也是好方法。盲童用自己的語言，加上自己的想像將課文內容有條理、有重點

地表述出來，是口語交際訓練的重要方法和途徑。《小貓釣魚》、《烏鴉喝水》等課文

故事性強、語言生動，適合複述。複述訓練，能説明盲童積累語言，正確、熟練地

運用語言，對口語交際能力的提高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另外，根據課文回答問題，

給課文續編結尾等都能很好地鍛煉盲童的口語交際能力。 

2、在日常生活中滲透口語交際訓練。教師要用心捕捉生活現象，引導盲童在現實生

活提供的無時無刻不存在的口語交際場所中，自然而然地進行口語交際。例如，交

流自己的節假日生活、描述愉快的春遊、為同學送上生日祝福……。盲童對經歷的這

些事往往記憶猶新，以後再遇到類似的事便能運用自如了。只要教師處處留心，就

能發現不少有意思的訓練話題。 

    3、在精心創設的情境中，加強口語交際訓練。教師要創設接近盲童生活實際的

情境，讓盲童進入角色，興趣盎然地進行口語交際。如模擬做客、待客、看醫生、

問路等。這些情境與盲童生活緊密結合，盲童興趣高，不僅訓練了口語交際能力，

而且能使盲童以後遇到類似情況能夠應付自如。 

    三、口語交際能力訓練過程中對教師的要求 

1、轉變教學觀念，提高認識。《語文課程標準》中提出了口語交際能力培養的總目

標，教師應充分認識到，口語教學既是全面實現語文教學目標的需要，也是提高書

面表達能力的必要途徑，又是促進學生智力全面發展的重要手段。教師要從盲童的

發展需要出發，為盲童終身學習、生活和工作著想，增強口語交際訓練的意識，探

索方法與規律，滿懷愛心，不厭其煩地指導盲童進行訓練。 

2、要堅持―缺陷補償原則‖。教師要有意識地發展盲童其它感官功能的作用，利用

各器官之間的相互補償作用來取代失去的視力。比如要加強聽力的訓練，使盲童學

會傾聽，能夠聽懂、聽清楚對方的話，並能很好地理解所聽到的話的含義；還應使

盲童在傾聽的過程中學會感受，使用正確的語氣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以便恰當地

進行交流，使自己能用良好的口語交際能力補償失去的視覺。 

    3、堅持互相尊重的原則，幫助盲童克服口語交際中的心理障礙。盲童有的比較

膽怯、羞於見人。與人交往對他們來說是一件比較難的事情。遇到這種情況，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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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經常找盲童談心，鼓勵其他學生與其交往，使有交流障礙的盲童享受到集體的溫

暖，感受到來自老師和同學的鼓勵，增強自信心，逐步走出自我，積極地與人交往。

當盲童在交往過程中出現發音不准、用詞不當、表述不清楚等問題時，教師不能取

笑，更不能諷刺挖苦，而應該及時糾正，並加以鼓勵。卡耐基認為：尊重別人是在

交際中首先而且重要的原則。在口語交際的訓練過程中，教師要千方百計保護好學

生的自尊心，要教育學生學會互相尊重，用自己對別人的尊重，贏得別人對自己的

好感和信賴，架起溝通的橋樑。 

    4、要激發盲童的交往興趣。《語文課程標準》明確指出低年級學生的說話主要

是有興趣地說、願說、敢說。針對盲童的認知規律和心理狀態，教師要有意識地創

設情境，設計他們喜聞樂見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在情境中忘卻課堂，忘卻老師，無

拘無束地自由交際。 

    5、促進盲童口語交際過程中的交流互動。單獨的個人是不能構成交際活動的，

必須由雙方或多方才能構成。因此，進行口語交際訓練必須呈現多個交際方面和多

種交際往來的形式。根據低年級盲童年齡小，注意力易分散，形象思維佔優勢的特

點，教師在教學中要有強烈的交流意識，即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甚至是學生

與課堂中一切可交流的物件之間要有充分的交流，要盡可能利用一切環節進行交

流、互動，使課堂的交流互動多元化。 

    6、加強口語交際訓練過程中的及時評價。《語文課程標準》指出：―口語交際

的評價必須在具體的交際情境中進行。‖對學生說的教師要及時作出反應、判斷，

並作出恰當的評價，以增強學生表達的自信心，這對低年級盲童尤為重要。教師要

儘量挖掘盲童話語中的閃光點及時進行表揚，以鼓勵為主，增強他們口語交際的信

心和勇氣。在評價時師生應該共同參與，加強互動，使盲童學會激勵同伴，拉近與

同伴的距離，提高口語交際訓練的效率。 

    四、對盲童進行口語交際訓練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1、要重視語言訓練。教師應抓好盲童語言的規範性訓練，即指導學生把話說完

整；語言的準確性訓練，即指導學生準確表達自己的意思，準確地運用詞語；語言

的條理性訓練，即指導學生做到言之有序。還應説明盲童懂得說話速度的快慢、語

調的高低所表達的思想感情是不同的，以使盲童在與別人交談時做到快中有慢、慢

中有快、快而不亂、慢而不拖、抑揚頓挫；使接受交談的人感到一種安全感、親切

感和信任感，取得成功的交往。 

2、幫助盲童養成良好的態勢語習慣。態勢語是口語交際活動中傳遞資訊的重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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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是―無聲的語言‖，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盲童缺乏視覺模仿，不會恰當地借

助面部表情和姿態的變化來傳情達意，作無聲的交往。因此教師應教會盲童使用鞠

躬、握手、點頭等動作，在不同的場合對別人的交流做出恰當的回應。要幫助他們

逐步克服摳眼睛、晃頭、搖擺身體等盲相，做到：和別人交談時，應面向對方，要

注意傾聽別人的談話，不要隨便打斷；聽到別人的高興事兒時，應面帶微笑，並表

示祝賀；相反，聽到對方的不幸事兒時，應表情嚴肅，進行安慰…… 

加強盲童口語交際能力的訓練對啟迪盲童思維,開發盲童智慧,培養盲童個性，促使其

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教師要樹立師生平等的意識，激發盲童口語交際的激情，

在生生互動、師生互動中讓更多的盲童得到有效訓練，讓更多的盲童感受良好口語

交際過程的樂趣和成功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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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視覺障礙學生輔助科技使用之現況與需求調查 

黃靜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視覺障礙學生輔助科技使用之現況與需求間是否被滿足，以

目前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仍然就讀大學的視覺障礙學生為對象，共 140 名。結

果歸納如下： 

大學視覺障礙學生使用輔助科技的現況，共分為四大類分別是：點字學習、學科

輔具、休閒娛樂、生活自理。 

不同視障程度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使用之現況上對點字學習、學科

輔具、以及生活自理皆無顯著差異，但唯獨在休閒娛樂中達顯著差異。 

不同視力狀況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使用之現況上對點字學習、與生

活自理無顯著差異，但在學科輔具盲用電腦(放大軟體)、放大鏡(手持式)以及休

閒娛樂中的手杖皆達顯著差異。 

就讀不同科系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使用之現況上對點字學習、休閒

娛樂、生活自理上街未達顯著差異。在學科輔具類盲用電腦(NVDA)達顯著差異。 

障礙發生時間(先天或後天)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點字學習、學科輔具、休閒

娛樂以及生活自理皆未達顯著差異。 

不同視障程度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使用的需求，其中點字學習、及

生活自理無顯著差異外，學科輔具中盲用電腦(導盲鼠搭配超點)以及休閒娛樂中

之手杖需求皆達顯著差異。 

不同視力狀況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使用的需求其中也只針對學科輔

具中的盲用電腦(導盲鼠搭配超點)達顯著需求，其餘未達顯著。 

就讀不同科系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使用之需求皆無顯著差異。 

障礙發生時間(先天或後天)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上對於學科輔具中

放大鏡(文鎮式)、聽書機以及休閒娛樂中的手杖達顯著差異。 

輔助科技包括輔具及服務，在相關服務方面不同視力狀況的大學生對於輔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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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訓練以及就讀不同科系的大學學視覺障礙學生對於輔具評估與提供的服

務皆達顯著差異。 

關鍵字：大學視覺障礙學生、輔助科技 

緒論 

視覺障礙教育是台灣最早出現的特殊教育（邱大昕，2012）。其因人類感官中，

接受訊息的主要來源大多以視覺為主，故視覺障礙者深受視覺感官的喪失程度而

影響到獲取知識與資訊的接收能力，進而影響到其生活、學習與就業（萬明美，

1996）。 

研究者自民國 85 年開始從事視覺障礙教育工作，服務對象涵蓋的範圍包括不同

年齡、不同視覺狀況的學生，因此對於視覺障礙學生各階段可能會使用的輔助科

技略有些接觸，瞭解選擇適合的輔具對於視覺障礙學生學習影響很大。由於視覺

障礙者在智能發展方面與一般明眼人相同，甚至有過而無不及；故視覺障礙者透

過專業的教育學習與訓練，亦可成為日後社會的寶貴人才。特殊教育法第一條指

出「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利，充分發展身心

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力」（教育部，2013a）。且根據「身心障

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中提到，視身心障礙學生教育需求，提供可改善及其學習

能力之教育輔助器材，包括視覺輔具、聽覺輔具、行動移位與擺位輔具、閱讀與

書寫輔具、溝通輔具、電腦輔具及其他輔具（教育部，2013b）。 

目前就讀大專校院的身心障礙者越來越多，為要滿足學生在就學階段上的需求，

因而提供各種多元化的服務資源，其中包含課業輔導、學習支持、諮詢服務、科

技輔具提供、相關訓練，及資源轉介等等(陳麗如，2011)。自 2003 年起，教育

部分別委託淡江大學成立『大專校院視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高雄師範大學成

立『大專校院聽障語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成立『大

專校院肢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2004 年下旬，服務對象更擴增至一般高中職，

故各中心已更名為『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視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研究者因工作

性質多次與視障學習輔具中心有所接觸，了解其工作內容為提供視覺障礙學生在

學習輔具上的專業評估、輔具借用、各項輔具相關訓練、輔具維修及各項類諮詢

等工作。為進一步了解輔具中心對於即將就讀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如何提供服務及

評估，藉由參與教育部委託淡江大學辦理的「大專視障學生歡樂學習營」活動，

觀摩整個評估地進行模式及專家學者如何判斷對於學生最適當的學習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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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特殊教育法與社會福利法，就現行「視覺障礙」的意義與程度其分類略有不

同。依照「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教育部，2013）新增教育需求

評估條文中提到：「因各類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學生之教育需求是強調應視學

生之需求選擇必要之評估，便於提供所需之教育安置、評量、環境調整、轉銜輔

導等及其它相關服務之建議。研究指出，視覺上的限制導致學習必須比一般同學

花更長的時間，無法以視覺回饋須透過更多的輔具來協助（劉于菱，2006)。視

覺障礙學生在課業使用輔助科技方面，輔助科技的種類大多以視、聽、觸覺三大

類為主（林玉芬，2011），其中使用率最高的輔具為電腦相關軟硬體設備；弱視

則透過視覺輔具作為輔助（劉珍華，2011）。 

環顧國內對於有關視覺障礙議題學位論文中，發現輔助科技運用於視覺障礙者頗

受重視。其中，涵蓋輔助科技運用於視覺障礙學生閱讀學習方面，當中提到輔具

不只提供，透過功能性視覺評估了解使用者視覺狀況及偏好更能提升輔具的適配

性，讓輔具可以提升使用者學習效能；除了透過視覺，聽覺的介入有很重要，有

許多電腦輔具都搭配語音報讀軟體，因應個人的差異性而不同的選擇（何世芸，

2007；陳佩伶，2011；張偉政，2010；黃偉豪，2006）。文獻指出重度視覺障

礙者使用輔助科技之影響因素也包含就讀科系、教育程度，尤其是重度視覺障礙

者使用的輔助科技較輕度及中度更為廣泛(劉珍華、鄭靜瑩、賀夏梅，2012)。輔

助科技需求程度、輔具使用狀況暨相關服務取得狀況，探討成年視障者的各面向

需求（賴淑蘭，2004）。探討跨專業輔助科技整合服務團隊及服務模式（林淑玫、

羅錦興、陳世中、謝明哲、吳崇民、黃燦珣，2008；吳亭芳等，2012；吳雅萍，

2003；蔡惠如，2004；陳明德，2005）。鄭靜瑩（2010）在科技輔具對低視力

病患生活品質與獨立行動的影響中，提到科技輔具是由輔具器材和輔具服務兩部

分所構成，其中包含提供輔具以及輔具的訓練及服務。再者，多數文獻也探討不

同階段的視覺障礙學生在校園環境中所面臨的處遇，涵蓋無障礙環境、同儕間接

納的態度及學習態度（張照明，2003；黃義翔、楊熾康，2013；劉于菱，2006)

以及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畢業後的職涯探索與職場的困境（柏廣法、1998；張

寶珠 2003；黃俊憲，2003）等。由上述國內學位論文可以了解輔助科技及專業

視障教師、支持系統對於視覺障礙者的重要性。 

Cook 和 Hussey（2008）提到人類活動輔助科技的模式以及 Scherer（2000）

發展的結合與科技模式(引自黃明德，2005)，省思目前我國在提供大學視覺障礙

學生輔助科技與服務的同時，對於輔具使用者、輔具提供者以及環境因素等多方

的考量是否周全，因而讓使用現況與需求達到符合？且目前沒有太多文獻針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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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學的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之使用現況與需求作調查，因此，研究者認為

這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由於研究者本身為視障教育人員，長期評估並服務視覺障礙學生，深知學生在使

用輔助科技的需求和現況有所差距，導致在學習上有許多不便與限制。故此常在

教學過程中除了本身研發低科技的教具外，且尋找市面上易取得且通用性較高的

低科技輔具來提升視障學生學習的成果。 

綜合上述原因，引發研究者對於探討大學視覺障礙學生使用輔助科技之現況與需

求調查，進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藉此提供視覺障礙學生、教育主管機關或

輔具評估人員做為參考，期待能對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的使用上有更貼

切的助益。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依據特殊教育通報網統計資料，103 學年度招收視覺障礙大學生之公私立大學共

有 130 所學校，新北市 14 所、台北市 23 所、台中市 16 所、台南市 14 所、高

雄市 15 所、宜蘭縣 2 所、桃園市 10 所、新竹縣 1 所、苗栗縣 4 所、彰化縣 5

所、南投縣 2 所、雲林縣 1 所、嘉義縣 4 所、屏東縣 4 所、花蓮縣 4 所、基隆

市 3 所、新竹市 6 所、嘉義市 2 所(教育部，2015)。就目前 103 學年度第二學

期仍然就讀大專校院的視覺障礙學生有 765 位(特教通報網，2015)。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方便取樣方式，選取目前仍就讀於公私立大學之視覺障礙大學生，採問

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受試者主要是過去曾經有接受研究者提供教學的學生以及現

在服務的學生為主，再請已做過本問卷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邀請符合受試資格者

詢問意願，留下聯絡方式及方便進行問卷的時間，若受試人數不足時再者透過熟

識的大學資源教室資源教室老師介紹符合資格的學生，先詢問受訪意願，再進行

聯繫，以電話訪問或各類通訊設備的方式進行，問卷收到四月中旬。 

本研究對象選自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仍在台灣地區就讀大學之視覺障礙學生共

140 位，其中男生有 78 人(55.7%)，女生有 62 人(44.3%)；障礙時間先天者有

119 人(85.0%)，後天者有 21 人(15.0%)；是否伴有其他障礙者其中無其他障礙

者有 134 人(95.7%)，伴隨其他障者有 6 人(4.3%)；再者主要書寫方式以電腦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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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者最多有 78 人(55.7%)，其次為一般文字有 54 人(38.6%)，其餘 8 人(5.7%)

則是以文字搭配輔具來進行書寫；最後，主要閱讀方式以電腦搭配語音報讀軟體

和觸摸顯示器者有 60 人(42.9%)，一般文字閱讀者有 35 人(25.0%)，文字搭配

輔具者有 30 人(21.4%)，較少則以電腦搭配語音報讀軟體有 15 人(10.7%)。其

餘的資料則是此次研究中的背景變項，依據視覺障礙程度、視力狀況、就讀科系、

先天或後天致障以及致障成因等五項作分析。 表 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一覽表。 

表 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一覽表(N=140) 

項目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視障程度 輕度 22 15.7 

中度 28 20.0 

重度 90 64.3 

視力狀況 弱視 67 47.9 

全盲 73 52.1 

就讀科系 文學院 46 32.9 

法學院 8 5.7 

商學院 7 5.0 

理工學院 0 0.0 

藝術學院 13 9.3 

教育學院 18 12.9 

體育學院 5 3.6 

資訊學院 3 2.1 

社會科學院 36 25.7 

其他 4 2.9 

先天(六歲前)或 

後天(六歲後)含 

先天 119 85.0 

後天 21 15.0 

致障成因(可複選) 角膜病變 3 1.9 

水晶體病變 19 12.0 

視網膜類疾病 64 40.5 

視神經病變 23 14.6 

青光眼 12 7.6 

意外傷害 4 2.5 

白化症 2 1.3 

腦瘤、腦部外傷 6 3.8 

其他 25 15.8 

註：百分之計算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一位



2015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210 

 

結果 

一、不同視障程度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使用之現況 

以卡方檢定來檢驗不同視障程度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點字學習、學科輔具、休

閒娛樂及生活自理等輔助科技使用現況之差異。 

結果顯示：點字學習、學科輔具以及生活自理皆無顯著差異；由表 2，可知在休

閒娛樂輔具手杖的使用現況有顯著的差異。 

表 2 不同視障程度對休閒娛樂使用現況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N=140) 

休 閒 娛 樂

輔具類別 
使用現況 

視障程度 

2  p 輕度 中度 重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手杖 

(n=82) 

經常使用 0 0.0 4 4.9 65 79.3 85.423 .000*** 

有時使用 0 0.0 2 2.4 7 8.5 

極少使用 0 0.0 0 0.0 3 3.7 

完全不使用 1 1.2 0 0.0 0 0.0 

小計 1 1.2 6 7.3 75 91.5 

包覆式 

濾光眼鏡 

(n=4) 

經常使用 - - 1 25.0 1 25.0 1.333 .513 

有時使用 - - 0 0.0 1 25.0 

極少使用 - - 0 0.0 1 25.0 

完全不使用 - - - - - - 

小計 - - 1 25.0 3 75.0 

智慧型 

手機 

(n=36) 

經常使用 1 2.5 3 7.5 34 85.0 .234 .890 

有時使用 0 0.0 0 0.0 2 5.0 

極少使用 - - - - - - 

完全不使用 - - - - - - 

小計 1 2.5 3 7.5 36 90.0 

***p＜.001 

不同視力狀況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的使用現況 

由表 3、表 4 可知，學科輔具中盲用電腦(放大軟體)、放大鏡(手持式)以及休閒

娛樂中手杖的現況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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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視力狀況對點字學習使用現況之差異分析摘要表(N=140) 

學科學習 

輔具類別 
使用現況 

視力狀況 

2  p 弱視 全盲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盲用電腦 

(放大軟體) 

(n=7) 

經常使用 6 85.7 0 0.0 7.00

0 

.008
*

* 有時使用 0 0 1 14.3 

極少使用 - - - - 

完全不使用 - - - - 

小計 6 85.7 1 14.3 

放大鏡 

(手持式) 

(n=33) 

經常使用 19 57.6 0 0.0 7.47

7 

.024* 

有時使用 10 30.3 0 0.0 

極少使用 3 9.1 1 3.0 

完全不使用 - - - - 

小計 32 97.0 1 3.0 

*p＜.05 **p＜.01 

表 4 不同視力狀況對休閒娛樂使用現況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N=140) 

休閒娛樂 
輔具類別 

使用現況 視力狀況 

2  p 弱視 全盲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手杖 
(n=82) 

經常使用 3 3.7 66 80.5 32.423 .000*** 

有時使用 5 6.1 4  4.9 
極少使用 2 2.4 1  1.2 
完全不使用 1 1.2 0  0.0 
小計 11 13.4 71 86.6 

導盲犬 
(n=7) 

經常使用 1 14.3 5 71.4 .194 .659 

有時使用 - - - - 
極少使用 0  0.0 1 14.3 
完全不使用 - - - - 
小計 1 14.3 6 85.7 

包覆式濾光眼鏡 
(n=4) 

經常使用 1 25.0 1 25.0 2.000 .368 

有時使用 0  0.0 1 25.0 
極少使用 1 25.0 0  0.0 
完全不使用 - - - - 
小計 2 50.0 2 50.0 

智慧型手機 
(n=40) 

經常使用 6 15.0 32 80.0 .372 .542 

有時使用 0  0.0  2  5.0 

極少使用 - - - - 

完全不使用 - - - - 

小計 6 15.0 34 85.0 

***p＜.001 

三、就讀不同就讀科系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的使用現況 

以卡方檢定來檢驗就讀不同科系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點字學習、學科輔具、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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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及生活自理等輔助科技使用現況之差異，結果顯示就讀科系與學科輔具分類

中的盲用電腦(NVDA)有顯著的差異。就使用的現況而言，經常使用有 24 人

(72.7%)，有時使用 6 人(18.2%)(X 2=25.263, * p =.014＜.05)。其中可以理解的

是 NVDA 的軟體設計者本身是視覺障礙者，設計的架構以協助視覺障礙者可以

方便取得、安裝及使用，從受試者中也可以清楚地發現使用者大多以文字閱讀的

科系為主。 

四、障礙發生時間(先天或後天)對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的使用現況 

以卡方檢定來檢驗，結果顯示：點字學習輔具、學科學習輔具皆未達顯著差異，

但可以補充說明的是點字板可幫助視障者方便速記的工具，使用輔具者必須非常

熟悉點字，使用者多為障礙發生時間在先天，故無法透過卡方比對進行分析。 

不同視障程度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的需求 

以卡方檢定來檢驗，結果顯示：點字學習、生活自理皆未達顯著差異外，由表 5、

表 6 可知，學科輔具類中盲用電腦(導盲鼠搭配超點)、不同視障程度對於休閒娛

樂輔具符合需求手杖。 

表 5 視障程度學科輔具符合需求之差異 (N=140) 

學科學習 

輔具類別 
符合需求 

視障程度 

2  p 輕度 中度 重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盲用電腦 

(導盲鼠搭配

超點) 

(n=10) 

非常符合 - - 0 0.0 3 30.0 10.000 .007
*
 

符合 - - 0 0.0 6 60.0 

不符合 - - - - - - 

非常不符合 - - 1 10.0 0 0.0 

小計 - - 1 10.0 9 90.0 

盲用電腦(其

他語音搭配

觸摸顯示器) 

(n=5) 

非常符合 - - - - 4 80.0 a. - 

符合 - - - - 1 20.0 

不符合 - - - - - - 

非常不符合 - - - - - - 

小計 - - - - 5 100.0 

盲用電腦

(NVDA) 

(n=12) 

非常符合 - - 4 12.1 12 36.4 4.836 .089 

符合 - - 0 0.0 15 15.5 

不符合 - - 0 0.0 2 6.1 

非常不符合 - - - - - - 

小計 - - 4 12.1 29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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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用電腦 

(導盲鼠) 

(n=14) 

非常符合 - - 1 7.1 7 50.0 .808 .668 

符合 - - 0 0.0 3 21.4 

不符合 - - 0 0.0 3 21.4 

非常不符合 - - - - - - 

小計 - - 1 7.1 13 92.9 

盲用電腦 

(放大軟體) 

(n=7) 

非常符合 1 14.3 2 28.6 2 28.6 2.100 .350 

符合 0 0.0 2 28.6 0 0.0 

不符合 - - - - - - 

非常不符合 - - - - - - 

小計 1 14.3 4 57.4 2 28.6 

表 6 視障程度對休閒娛樂輔具符合需求之差異分析摘要表(N=140) 

休閒娛樂 

輔具類別 
符合需求 

視障程度 

2  p 輕度 中度 重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手杖 

(n=82) 

非常符合 0 0.0 4 4.9 51 62.2 26.79

8 

.000
***

 

符合 0 0.0 2 2.4 22 26.8 

不符合 1 1.2 0 0.0 2 2.4 

非常不符合 - - - - - - 

小計 1 1.2 6 7.3 75 91.5 

智慧型手

機 

(n=36) 

非常符合 1 2.5 2 5.0 28 70.0 .952 .917 

符合 0 0.0 1 2.5 6 15.0 

不符合 0 0.0 0 0.0 2 5.0 

非常不符合 - - - - - - 

小計 1 2.5 3 7.5 36 90.0 

a.導盲犬使用者多為視障程度重度者，故無法進行卡方比對。 

a.包覆式濾光眼鏡用者多為視障程度重度者，故無法進行卡方比對。 

六、不同視力狀況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的需求 

以卡方檢定，結果顯示：點字學習輔具、休閒娛樂及生活自理皆未達顯著差異。

由表 7 可知，學科輔具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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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視力狀況對學科輔具符合需求之差異分析摘要表(N=140) 

學科學習 

輔具類別 
符合需求 

視力狀況 

2  p 弱視 全盲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盲用電腦 

(晴光搭配光點) 

(n=49) 

非常符合 1 2.0 25 51.0 .903 .342 

符合 0 0.0 23 46.9 

不符合 - - - -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1 2.0 48 98.0 

盲用電腦 

(導盲鼠搭配超點) 

(n=10) 

非常符合 0 0.0 3 30.0 10.000 .007 

符合 0 0.0 6 60.0 

不符合 1 10.0 0 0.0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1 10.0 9 90.0 

盲用電腦 

(其他語音與觸摸顯

示器) 

(n=5) 

非常符合 1 20.0 3 60.0 .313 .576 

符合 0 0.0 1 20.0 

不符合 - - - -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1 20.0 4 80.0 

盲用電腦 

(NVDA) 

(n=33) 

非常符合 2 6.1 14 42.4 .299 .861 

符合 2 6.1 13 39.4 

不符合 0 0.0 2 6.1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4 12.1 29 87.9 

盲用電腦 

(導盲鼠) 

(n=14) 

非常符合 1 7.1 7 50.0 1.410 .494 

符合 0 0.0 3 21.4 

不符合 1 7.1 2 14.3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2 14.2 12 85.7 

盲用電腦 

(放大軟體) 

(n=7) 

非常符合 4 57.1 1 14.3 .467 .495 

符合 2 28.6 0 0.0 

不符合 - - - -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6 85.7 1 14.3 

七、就讀不同科系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的符合需求 

 以卡方檢定來檢驗就讀不同科系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點字學習、學科輔

具、休閒娛樂及生活自理等輔助科技上符合需求的差異上，皆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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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障礙發生時間(先天或後天)的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在輔助科技的需求 

以卡方檢定來檢驗結果顯示：由表 8 可知，障礙發生時間與放大鏡(文鎮式)、聽書

機皆達顯著的差異，再者，表 9 障礙發生時間與休閒娛樂中手杖符合需求也達顯著

差異。 

表 8 障礙發生時間對學科輔具符合需求之差異分析摘要表(N=140) 

學科輔具 

輔具類別 
符合需求 

障礙發生時間 

2  p 先天(六歲前) 後天(六歲後)含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放大鏡 

(文鎮式) 

(n=14) 

非常符合 3 21.4 3 21.4 6.650 .036
*
 

符合 7 50.0 0 0.0 

不符合 0 0.0 1 7.1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10 71.4 4 28.6 

放大鏡 

(手持式) 

(n=33) 

非常符合 8 25.0 3 9.4 .799 .371 

符合 18 56.3 3 9.4 

不符合 - - - -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26 81.3 6 18.8 

放大鏡 

(尺狀) 

(n=3) 

非常符合 1 33.3 - - a. - 

符合 2 66.7 - - 

不符合 - - - -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3 100.0 - - 

放大滑鼠 

(n=12) 

非常符合 6 50.0 1 8.3 .069 .793 

符合 4 33.3 1 8.3 

不符合 - - - -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10 83.3 2 16.7 

表 9 障礙發生時間對休閒娛樂符合需求差異分析摘要表(N=140) 

休閒娛樂 

輔具類別 
使用現況 

障礙發生時間 

2  p 先天(六歲前) 後天(六歲後)含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手杖 

(n=82) 

非常符合 53 64.6 2 2.4 6.619 .037 

符合 19 23.2 5 6.1 

不符合 3 3.7 0 0.0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75 91.5 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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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盲犬 

(n=7) 

非常符合 2 28.6 1 14.3 .194 .659 

符合 2 28.6 2 28.6 

不符合 - - - -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4 57.1 3 42.9 

包覆式濾光眼鏡 

(n=4) 

非常符合 1 33.3 - - a - 

符合 2 66.7 - - 

不符合 - - - -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3 100.0 - - 

智慧型手機 

(n=40) 

非常符合 28 70.0 3 7.5 2.818 .244 

符合 6 15.0 1 2.5 

不符合 1 2.5 1 2.5 

非常不符合 - - - - 

小計 35 87.5 5 12.5 

九、輔助科技涵蓋輔具及服務，在不同變項間的相關服務 

表 10 不同視障程度對於輔助科系相關服務符合程度(N=140) 

 
視障 

程度 

符合程度 

2  p 非常符合 

人數/ 

(百分比) 

符合 

人數/ 

(百分比) 

不符合 

人數/ 

(百分比) 

非常不符

合人數/ 

(百分比) 

未使用此服務 

人數/ 

(百分比) 

1.輔具評

估與服

務 

輕度 2(1.4) 18(12.9) 1(0.7) - 1(0.7) 7.828 .251 

中度 8(5.7) 19(13.6) 0(0.0) - 1(0.7) 

重度 19(13.6) 66(47.1) 5(3.6) - 0(0.0) 

總計 29(20.7) 103(73.6) 6(4.3) - 2(1.4) 

2 輔具維

修與替

代? 

輕度 2(1.4) 16(11.4) 1(0.7) - 0(0.0) 4.680 .791 

中度 5(3.6) 18(12.9) 2(1.4) - 0(0.0) 

重度 8(5.7) 59(42.1) 13(9.3) - 1(0.7) 

總計 15(10.7) 93(66.4) 16(11.4) - 1(0.7) 

3.輔具操

作課程

與訓練 

輕度 2(1.4) 12(8.6) 3(2.1) - 5(3.6) 10.896 .092 

中度 3(2.1) 17(12.1) 1(0.7) - 7(5.0) 

重度 8(5.7) 69(49.3) 7(5.0) - 6(4.3) 

總計 13(9.3) 98(70.0) 11(7.9) - 18(12.9) 

4.總體服

務，包括

諮詢服

務等 

輕度 1(0.7) 19(13.6) 1(0.7) - 0(0.0) 5.559 .696 

中度 6(4.3) 20(14.3) 1(0.7) - 0(0.0) 

重度 9(6.4) 71(50.7) 7(5.0) - 1(0.7) 

總計 16(11.4) 110(78.6) 9(6.4) - 1(0.7) 

由表 10 得知，不同視障程度對於相關的服務無顯著的差異，且整體服務都已符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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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為主。 

表 11 不同視力狀況對於輔助科系相關服務符合程度(N=140) 

 
視 力

狀況 

符合程度 

2  p 非常符合 

人數/ 

(百分比) 

符合 

人數/ 

(百分比) 

不符合 

人數/ 

(百分比) 

非常不符

合人數/ 

(百分比) 

未使用此服務 

人數/ 

(百分比) 

1.輔具

評估與

服務 

弱視 12(8.6) 50(35.7) 3(2.1) - 2(1.4) 2.697 .441 

全盲 17(12.1) 53(37.9) 3(2.1) - 0(0.0) 

總計 29(20.7) 103(73.6) 6(4.3) - 2(1.4) 

2 輔具

維修與

替代? 

弱視 7(5.0) 45(32.1) 5(3.6) - 0(0.0) 4.832 .305 

全盲 8(5.7) 48(34.3) 11(7.9) - 1(0.7) 

總計 15(10.7) 93(66.4) 16(11.4) - 1(0.7) 

3.輔具

操作課

程與訓

練 

弱視 8(5.7) 38(27.1) 6(4.3)  15(10.7) 13.490 .004
**

 

全盲 5(3.6) 60(42.9) 5(3.6) - 3(2.1) 

總計 13(9.3) 98(70.0) 11(7.9) - 18(12.9) 

4.總體

服務，

包括諮

詢服務

等 

弱視 9(6.4) 50(35.7) 4(2.9) - 1(0.7) 3.019 .555 

全盲 7(5.0) 60(42.9) 5(3.6) - 0(0.0) 

總計 16(11.4) 110(78.6) 9(6.4) - 1(0.7) 

由表 11 清楚知道不同視力的大學生對於輔具操作課程與訓練的相關服務有達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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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不同就讀科系對於輔助科系相關服務符合程度               (N=140) 

問卷 
第三部
分 

不同科系 

符合程度 

2  p 非常符合 

人數/ 

(百分比) 

符合 

人數/ 

(百分比) 

不符合 

人數/ 

(百分比) 

非常不符合

人數/ 

(百分比) 

未使用此服務 

人數/ 

(百分比) 

1.輔具
評估與
服務 

文學院 14(10.0) 30(21.4) 2(1.4) - 0(0.0) 38.16
3 

.033
*
 

法學院 0(0.0) 6(4.3) 2(1.4) - 0(0.0) 

商學院 4(2.9) 3(2.1) 0(0.0) - 0(0.0) 

藝術學院 2(1.4) 11(7.9) 0(0.0) - 0(0.0) 

教育學院 4(2.9) 12(8.6) 0(0.0) - 2(1.4) 

體育學院 1(0.7) 4(2.9) 0(0.0) - 0(0.0) 

資訊學院 0(0.0) 3(2.1) 0(0.0) - 0(0.0) 

社會坑學院 4(2.9) 30(21.4) 2(1.4) - 0(0.0) 

其他 0(0.0) 4(2.9) 0(0.0) - 0(0.0) 

總計 29(20.7) 103(73.6) 6(4.3) - 2(1.4) 

2 輔具
維修與
替代? 

文學院 5(3.6) 34(24.3) 3(2.1) 0(0.0) 4(2.9) 45.03
2 

.063 

法學院 0(0.0) 7(5.0) 0(0.0) 0(0.0) 1(0.7) 

商學院 2(1.4) 3(2.1) 2(1.4) 0(0.0) 0(0.0) 

藝術學院 0(0.0) 11(7.9) 2(1.4) 0(0.0) 0(0.0) 
教育學院 3(2.1) 10(7.1) 3(2.1) 0(0.0) 2(1.4) 
體育學院 2(1.4) 2(1.4) 0(0.0) 0(0.0) 1(0.7) 
資訊學院 0(0.0) 3(2.1) 0(0.0) 0(0.0) 0(0.0) 
社會坑學院 2(1.4) 23(16.4) 6(4.3) 1(0.7) 4(2.9) 
其他 1(0.7) 0(0.0) 0(0.0) 0(0.0) 3(2.1) 
總計 15(10.7) 93(66.4) 16(11.4) 1(0.7) 15(10.7) 

3.輔具
操作課
程與訓
練 

文學院 6(4.3) 33(23.6) 2(1.4) - 5(3.6) 21.71
8 

.596 

法學院 0(0.0) 6(4.3) 0(0.0) - 2(1.4) 

商學院 1(0.7) 4(2.9) 1(0.7) - 1(0.7) 

藝術學院 0(0.0) 11(7.9) 2(1.4) - 0(0.0) 
教育學院 3(2.1) 11(7.9) 1(0.7) - 3(2.1) 
體育學院 1(0.7) 2(1.4) 0(0.0) - 2(1.4) 
資訊學院 0(0.0) 3(2.1) 0(0.0) - 0(0.0) 
社會坑學院 1(0.7) 26(18.6) 5(3.6) - 4(2.9) 
其他 1(0.7) 2(1.4) 0(0.0) - 1(0.7) 
總計 13(9.3) 98(90.0) 11(7.9) - 18(12.9) 

4.總體
服務，
包括諮
詢服務
等 

文學院 5(3.6) 38(27.1 3(2.1) 0(0.0) 0(0.0) 24.61
0 

.822 

法學院 0(0.0) 6(4.3) 1(0.7) 0(0.0) 1(0.7) 

商學院 2(1.4) 5(3.6) 0(0.0) 0(0.0) 0(0.0) 

藝術學院 1(0.7) 10(7.1) 2(1.4) 0(0.0) 0(0.0) 
教育學院 3(2.1) 13(9.3) 0(0.0) 1(0.7) 1(0.7) 
體育學院 1(0.7) 4(2.9) 0(0.0) 0(0.0) 0(0.0) 
資訊學院 1(0.7) 2(1.7) 0(0.0) 0(0.0) 0(0.0) 
社會坑學院 2(1.4) 29(20.7) 3(2.1) 0(0.0) 2(1.4) 
其他 1(0.7) 3(2.1) 0(0.0) 0(0.0) 0(0.0) 
總計 16(11.4) 110(78.6) 9(6.4) 1(0.7) 4(2.9) 

由表 12 可知，不同就讀科系與輔具評估與提供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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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不同障礙發生時間對於輔助科系相關服務符合程度(N=140) 

問卷 

第三部分 

障礙

發生

時間 

符合程度 

2  p 
非常符合 

人數/ 

(百分比) 

符合 

人數/ 

(百分比) 

不符合 

人數/ 

(百分比) 

非常不符

合人數/ 

(百分比) 

未使用此服務 

人數/ 

(百分比) 

1.輔具評估

與服務 

先天 24(17.1) 88(62.9) 5(3.6) - 2(1.4) .496 .920 

後天 5(3.6) 15(10.7) 1(0.7) - 0(0.0) 

總計 29(20.7) 103(73.6) 6(4.3) - 2(1.4) 

2 輔具維修

與替代? 

先天 13(9.3) 80(57.1) 12(8.6) 1(0.7) 13(9.3) 1.573 .814 

後天 2(1.4) 13(9.3) 4(2.9) 0(0.0) 2(1.4) 

總計 15(10.7) 93(66.4) 16(11.4) 1(0.7) 15(10.7) 

3.輔具操作

課程與訓

練 

先天 10(7.1) 81(57.9) 11(7.9) - 17(12.1) 4.289 .232 

後天 3(2.1) 17(12.1) 0(0.0) - 1(0.7) 

總計 13(9.3) 98(70.0) 11(7.9) - 18(12.9) 

4.總體服

務，包括諮

詢服務等 

先天 13(9.3) 95(67.9) 7(5.0) 1(0.7) 3(2.1) 1.195 .879 

後天 3(2.1) 15(10.7) 2(1.4) 0(0.0) 1(0.7) 

總計 16(11.4) 110(78.6) 9(6.4) 1(0.7) 4(2.9) 

結論 

綜合上述，本研究大學視覺障礙學生輔助科技使用之現況與需求調查之結果可歸納

如下： 

目前大學視覺障礙輔具評估與提供是由淡江大學視障輔具資源中心來承辦。其中，

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輔具評估、輔具借用、輔具維修、輔具課程安排及相關諮詢服

務等，是一套完整的服務，但由於目前只有三個工作人員的配置，因此，在是否考

量連結各縣市的輔具資源中心做網狀支援。 

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因障礙的程度、視力狀況、就讀科系以及障礙發生時間等變項，

對於輔具的使用與需求，有極大個別化的差異，由輔具使用的是量就可以明確地得

知，重度視障者有的需要使用 10 樣輔具、但有的卻只要 3 樣。 

由於視力的狀況與學習環境有關，在研究中可以清楚知道，大多數的重度視覺障礙

者特別是先天者，在手杖這樣輔具上現況與需求達一致性。 

輔助科技取得的便利性會影響使用的現況與需求一致性。NVDA 目前是一個免費下

載軟體，可以隨時下載使用，無須另外介面滿足視覺障礙者使用的便利性，此外，

軟體的更新速度也相當快速，是目前許多大學視覺障礙學生會搭配使用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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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視覺障礙學生對於科技輔具的熟悉度不亞於一般明眼人，因此，在研究過程中，

學生也提出建議是否可以考量通用設施的理念，平板、智慧型手機是否可以放在輔

具提供的項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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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為視障學生的夢想插上騰飛的翅膀 

楊澤宇 

天津市視力障礙學校 

 

―假使你有兩塊麵包，你得用一塊去換一朵水仙花‖，這是陶行知先生非常推崇並

常用來教育學生的一句名言，它出自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這句話可以時刻

用來提醒我們教師思考從事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要給視障學生謀得一塊麵包的

本領，也為了在他們心中埋下一顆尋美的種子，悉心灌溉，待它生根發芽。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以藝術之美來悟道；―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孔子以藝術之美來化人。兩千多年前，先哲們就有關於美育的思考。古希臘哲學家

柏拉圖也說，美育能使人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境界。而今，我們也將美育提升到了一

個更重要的位置，它已成為我國教育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美育在學校教育中的地

位得到確定，而作為美育重要途徑的學校藝術教育，也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機遇。 

天津市視力障礙學校在―尊重需求、開發潛能、融入社會、追求卓越‖辦學理念的

指引下，充分認識藝術教育在開發視障學生潛能、促進全面和諧發展中的地位、功

能和作用，本著充分挖掘學生的潛能，確保每個視障學生都能在自身的基礎上得到

充分的發展的教育原則，堅持―全面＋特長‖的指導思想，將德、智、體、美育有

機地統一在教學活動的各個環節中，對學生全面實施藝術教育，使學生人人接受藝

術教育，個個具有一定的藝術素養。2011 年，學校被教育部、中殘聯授予―全國特

殊藝術人才培養基地‖榮譽稱號。下面就我校藝術教育方面的幾點做法與各位教育

前輩、專家、同仁共用，如有不當之處，請不吝批評指正。 

一、建立健全藝術教育管理體系，打造“我能行”特色品牌 

學校一直把藝術教育作為學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立了由校長、書記為領

導，德育處具體負責，教務處、辦公室、資訊中心等部門協調配合的藝術教育工作

管理體系。為確保藝術教育品質，學校優先保障藝術活動的時間、場地、經費需求

的同時，培養了一支素質、專業、教學能力過硬的藝術教育專職教師隊伍，其中一

名骨幹教師于 2012 年被評為天津市特級教師。 

―我能行‖是我校多年教育、教學的工作凝煉出的教育特色品牌，讓學生不斷獲得

―我能行‖的體驗，並以此為基礎逐漸樹立―我能行‖的信念，貫穿於藝術教育、

教學的各個環節。為力求形成校本化藝術特色，學校不僅按《全日制盲校課程設置

實驗方案》開齊、開足、上好藝術課程，還開設了舞蹈、聲樂、器樂、曲藝、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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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朗誦表演等一系列學生藝術社團，並納入學校校本課程建設的整體體系，

使學生藝術素質不斷提升、陽光快樂成長。 

二、借助、整合社會力量和資源，提升學校藝術教育軟硬體水準 

在視障藝術人才培養方面，中殘聯和市殘聯及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給予了學校巨大的

支持和幫助。在師資方面，學校專業教師數量有限，無法滿足視障學生藝術社團活

動的全部需求，於是我們聘請市殘聯及社會志願者中的藝術人才擔任指導教師，聲

樂、器樂、舞蹈、曲藝、朗誦等社團均有義務兼職教師。有愛心企業願意為視障教

育出一份力，我們就著力將其熱情和積極性引導到鼓勵和促進視障學生的藝術特長

發展上來：如捐贈送樂器、設立藝術特長獎學金、資助家庭有特殊困難的藝術特長

生等。 

三、總結教育實踐，探索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藝術人才培養模式 

多年來，通過不斷探索，學校逐步形成了適合視障學生藝術培養模式，即從舞蹈、

器樂、美工、曲藝等入手引導學生發現並發展自身的藝術才能，提高學生的藝術素

質。由普及到提高再到集訓的層層提升，最大廣度地發掘全體視障學生的藝術潛能，

最大深度地提高特長視障學生的藝術素質，練就學生的意志品質，激發學生的對美

的感悟和追求。 

首先是普及階段，以民樂為例，全校普及民樂教育，如豎笛、口風琴、葫蘆絲、葫

蘆簫、陶笛等，達到每個學生都能掌握一種樂器，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興趣愛好，豐

富學生的藝術生活。在這個教學過程中任課教師還對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瞭解，有

的放矢的進行下一階段培養。 

第二階段，成立藝術類社團，在指導教師的帶領下，學生積極參與回應，在原有基

礎上技藝水準得到提升。不僅豐富了學生的課餘生活，也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對於

塑造學生樂觀開朗的性格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三階段，以參與比賽為契機，成立了專門節目集訓隊伍，如 2011 年，重點排練

打擊樂《螳螂世界》，舞蹈《前進、前進、前進進》；2013 年重點打造舞蹈《我們的

世界》。集訓隊伍是學校的重點培養對象，著力編排一些高、精、尖的優秀節目。在

訓練過程中，視障學生克服種種阻力，不斷修正，反復練習，突破了一個又一個看

似不可逾越的困難，在他們感受美也創造美的同時，也造就了他們迎難而上的意志

品質。 

四、深化校本課程體系研究，開發藝術教育校本課程 

結合學校教學需求，對部分國家課程的教學內容進行加工和再創造，使之校本化是

學校課程改革實踐的傳統。學校在落實《全日制盲校課程設置實驗方案》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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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視障學生特點，不斷嘗試優化課程體系，深化校本課程研究，開發校本課程。

任課教師通過選擇、改編、整合、補充、拓展等方式，使課程更符合視障學生需求、

更符合學校特點和目標。近兩年，在學校校本課程建設探索的統一指導下，在繼承

與發展教育教學多年經驗的基礎上，學校先後形成了《形體訓練》、《音樂欣賞》、

《美工》等校本藝術課程並編寫了校本教材，為藝術課程課堂教學水準的提高奠定

了基礎。看著學生們一個個精緻的手工作品，一幅幅美麗的圖畫，一個個精彩的節

目，我們深感藝術教育在激發學生興趣，陶冶學生情操，彌補學生缺陷和開發學生

潛能方面所發揮出的巨大作用。 

五、開展豐富的藝術活動，創設學生展現藝術才華的平臺 

對學生進行藝術教育絕並不僅限於課堂教學和社團訓練，豐富多彩的藝術活動不僅

是他們展示藝術才華的舞臺，也是進一步提高學生藝術修養，發展興趣特長的沃土。

如：借助每年的―六一‖文藝匯演和新年聯歡，學校打造了―盲校好聲音‖、―魅

力有聲‖誦讀大賽等品牌活動。學生們參與踴躍，熱情高漲，在屬於他們自己的舞

臺上，勇敢綻放。 

每逢中秋節、耶誕節，住宿生都會自發地準備節目並邀請老師與他們聯歡。每當看

到學生們盡情投入的表演和開心的笑臉，作為視障教育工作者的我們由衷地感到高

興，深感作為教師的成就感就在於能為視障孩子人生幸福基礎的奠定做出了貢獻。 

六、積極參加社會實踐，以藝術活動為載體融入、回饋社會 

藝術活動是殘疾人融入社會的重要管道，學校積極創造條件帶視障生參加社會實踐

活動，並在活動中積極回饋社會。如每年組織學生為天津市濱海新區天津泰達國際

心血管病醫院住院患兒及家長表演聲樂、器樂、小品等節目，與他們共同歡度―六

一‖。並多次隨天津市殘疾人藝術團到天津市各區進行下基層慰問演出，為天津市

鶴童老人院表演節目。―予人玫瑰，手留餘香‖，每一次的藝術活動中，學生們把

歡樂帶給他人的同時，也將感恩和信心留給了自己。 

七、藝術教育為視障學生自立自強、夢想實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天津市教委、天津市殘聯領導、支持和學校師生共同不懈努力下，學校藝術教育

成果豐碩：我校在全國首創盲人舞蹈，多次隨中國殘疾人藝術團世界巡迴演出引起

強烈反響；2008 年我校學生參加北京殘奧會閉幕式演出；舞蹈《去看春天》、《春天

的花衣裳》《我們的世界》等節目獲得全國殘疾人文藝匯演舞蹈特別獎、特等獎。2011

年民族打擊樂節目《螳螂視界》獲得全國特教學校文藝匯演器樂類特等獎。同時，

器樂隊、聲樂隊、曲藝小品隊的學生在各屆全國殘疾人文藝匯演中獲一、二、三等

獎等各類獎項 80 多個。以上成績展現出了特殊藝術獨有的的色彩繽紛與無限魅力，



2015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230 

 

也展示了我校教師和視障孩子們團結向上、樂觀堅韌、不屈不撓的精神風貌。 

愛因斯坦說―如果人們已經忘記了他們在學校裡所學的一切，那麼留下的就是教

育‖。讓我們的盲生懂道理、會做人、善學習、有特長、自立自強，擁有幸福、快

樂且有尊嚴的人生，是我們視障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更是我校藝術教育工作的出發

點和最終歸宿。 

藝術可以伴隨孩子們的一生，以藝術為伴，便不會孤獨，心中就會富足愉悅，充滿

陽光。我們願意將藝術的種子埋下，培育灌溉，直到它長出夢想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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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之研究 

陳裕升 

臺北市五常國小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的接納態度，以及不同背

景變項的差異情形分析。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採用「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

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之問卷」。以臺北市國小三〜六年級班上安置有視覺障礙學

生之普通班學生為對象，共取得 366 份有效樣本，有效回收率為 94.3%，所得

資料以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森積差相關等方法進行處理，本研究獲

致下列主要發現： 

一、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擁有正向的接納態度。 

二、不同性別、學業程度及有無與視障者接觸經驗之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

學生的接納態度並無不同。 

三、不同年級之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的接納態度有差異。 

四、國小普通生會因不同特質的視障生而影響其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 

五、國小普通生覺得班上教師對於視障生的不同態度，會影響其對視 障生的接

納態度。 

六、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在認知、情感、行為傾向等各層面皆有明顯

關係，顯示任一層面的表現愈積極正向，其他層面的表現也會愈積極正向。 

    本研究最後依據研究發現提出各項建議，以供教育實務應用及未來研究之參

考。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近年來視障教育的推動在政府對特殊教育各項政策的制定，及特殊教育

領域專家學者、身心障礙相關團體協會、基金會及各級學校的共同努力之下，視

覺障礙學生逐年回到普通學校就讀並獲得許多教育方面的支援。國小學生對視障

同學接納態度除了對視障學生所面臨的學業成就、社會適應、身心發展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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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正向指標，也檢驗這些年來，各領域對視障教育所做的努力耕

耘是否達到正向的回應收穫。 

    身心障礙兒童被安置在普通班就讀，與普通班同儕接觸的機會將大為增加，

同儕的正向接納與支持，對於他們未來是否能成功融入社會影響深遠（楊麗香、

王明泉、吳永怡，2003）。因此，同儕的接納態度對於融合教育扮演著關鍵性

的角色，惟有同儕真心接納身心障礙兒童，方能落實融合教育的理念。 

Tuttle曾分析視覺障礙者的自尊時，發現他們缺乏自信是因為他們與一般人的互

動有限。該研究亦指出視覺障礙兒童的社會適應與父母、師長及同儕接納程度有

關，而視覺障礙兒童的自我概念及對視覺障礙的接受程度更是適應的關鍵因素

（引自杞昭安，1995）。同儕接納是人類的基本需求， 對個人的自我評價、自

信、自尊、自我態度，甚至自我觀念及人格養成都有影響。被接納的同儕關係中

可幫助兒童自我認同、增進自信、瞭解自己的問題，對未來充滿希望﹔反之則易

產生焦慮，缺乏自信，形成孤僻，導致不適應（王柏壽，1989）。由此可見，

同儕接納對於個人適應與社會適應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因此，視覺障礙學生在普通學校就讀，除了在生活與學業需要學習，心理成

長也需同儕的互動接納，而同儕的正向接納對其自信心建立具有正向積極的意

義。 

    欲健全視覺障礙學生的身心發展，普通學生是否接納有其關鍵性的影響，所

以同儕接納的情形應是融合教育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此為研究者研究動機之

一。另外基於診斷、教育的觀點，在班級中究竟影響同儕接納的因素為何？雖然

被同儕接納的相關因素很多，但就普通學生而言，何種因素影響他們對視覺障礙

學生的接納態度。同樣的，對視覺障礙學生來說，影響他們被接納的因素又是什

麼，這些問題不僅是融合教育中值得探討的問題，也是融合教育成功的關鍵，此

為本研究動機之二。因此，本研究希望探討哪些研究變項對普通學生能否接納視

覺障礙學生具有較密切的關係。而以臺北市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對於

視覺障礙同學的接納態度，期以研究發現為融合於普通班級的視覺障礙學生建構

一個更適合其成長學習的環境，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之現況為何？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的差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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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1.不同性別之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的差異為何？ 

2.不同年級之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的差異為何？ 

3.不同學業程度之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的差異為

何？ 

4.先前與視覺障礙者的接觸經驗之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

態度的差異為何？ 

5.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不同特質的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的差異為何？ 

6.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覺得教師對待視覺障礙學生的不同態度的差異為何？ 

(三)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在認知、情感、行為傾向等

各層面的關係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同儕接納態度的重要性及影響因素 

(一) 同儕接納的重要性 

    兒童在開始學校生活後，與同儕的互動越來越多，同儕接納就成為滿足個人

歸屬與愛及自尊需求的重要來源。同儕接納可說是個體為其相近年齡、年級或能

力的個人或團體所接受而成為其中的一員，其範圍包括生活、學習、遊戲等方面，

對個人的社會化過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吳麗君，1987；李永昌，1990；曾月

琴，2004）。 

身心障礙兒童和正常兒童一樣，也需要同伴的接納，才能獲得心靈的滿足。台灣

的特殊教育積極推廣融合，但成功的融合需要的不只是身心障礙學生的社交技巧

與教師的特教知能，普通班同儕的接納更是不可或缺的一塊（王瓊珠，2000；

楊麗香、王明泉、吳永怡，2003）。再者若欲提升普通班學生對身心障礙學生

的接納態度，不只是單一的加強身心障礙學生的社交技巧或其它能力，所處的環

境與氣氛更是重要，若只是讓普通班學生與身心障礙學生同處在同一環境中，而

不教導他們互動方式與技巧，其相處的能力未必增進，反而會造成挫敗或負向的

經驗。在求學過程中，同儕和障礙學生相處的時間是最長的，互動機會是最多的，

所以影響也是最大的。對身心障礙者而言，最主要的障礙並非是自體的障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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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所謂正常人對於他們的態度（葉振彰，2005）。因此同儕之間的接納和

支持是融合教育的要件，或說融合第一步：「要有接納作基礎，要有支持為後盾。」

則融合教育才有可能實施，融合教育才易推動（楊麗香等，2003）。 

Bricker (1995)也提到融合要能成功需要三個方面的配合，包括接納態度、教學

資源和課程設計。在學校內普通班學生是否接納與支持身心障礙同儕，足以顯示

融合教育在學校落實及學生參與的程度。特殊兒童終將離開學校融入社會。因

此，同儕正向的接納與支持，對於他們將來是否成功融入社會影響深遠（楊麗香

等，2003）。由此可見，同儕的接納除了影響到學生本身的自我認同、情緒、

行為表現、學業成就及將來的社會適應外，也關係到融合教育的成敗。 

學生在同儕裡若不受歡迎，這個學生將會是孤獨、不快樂、十分苦惱的。因此，

探究普通班兒童對身心障礙同儕的接納態度有其必要性。 

被同儕接納與否是影響兒童認知、人格和社會行為發展的重要因素，而良好的社

會適應是成人成功的基礎。如果兒童在其同儕團體中能被接受，會使其以後的行

為及態度更積極，具有較強烈的學習動機，並且願意主動參與及發揮自己的能力。 

(二)同儕關係的影響 

    每個人都有成為團體一份子的重要的心理需求（張春興，1996）。從同儕

接納的重要性及同儕關係的影響可看出，同儕接納對兒童的正常化、社會化、自

我概念形成和人格發展的影響實在深遠，若被他人拒絕、排斥、孤立，不僅個體

在正常化、社會化及人格發展會造成嚴重的困擾，同時個體在自我概念的發展上

也有負面的影響，進而影響其社會行為的發展及環境的適應，所以個人在學校、

社會生活適應的良好與否，也與同儕接納的程度有極大關係，因此同儕接納對於

個體有相當的影響（李永昌，1990；邱佩瑩，1994；林東山，2005）。 

(三) 同儕接納的影響因素 

接納態度的影響因素除了因受評者本身生理或行為特質外，還包括態度評定者本

身的背景與特質，如性別、年齡、課程和教室的經驗（梁偉岳，1995）；與身

心障礙直接或間接接觸的經驗，如在融合班或社會互動方案中與身心障礙者接觸

(Favazza & Odam, 1997；Innes & Diamond, 1999)、教師和父母的信念

(Nikolaraizi et al., 2005)、家庭社經地位、需求、價值觀等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曾月琴，2005）。Horne (1985)指出身心障礙學生的行為本質、障礙程度、

學業成績及社會技能，皆是影響身心障礙學生本身受到接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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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同學之接納態度，除受教師的態度、視覺障礙學生個

人的特質及家庭背景因素影響外，國小普通班學生本身的背景因素，可能亦扮演

決定性的角色。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態度所採用之變項，其中個人背景因素變項包

括：性別、年級、接觸程度、學業程度、障礙者本身特質、家庭社經地位、宗教

信仰、居住地城鄉別、擔任幹部、出生序、參與社團等。但所欲研究之對象係國

小視覺障礙學生之同學，因此在變項之取捨有其限制：家庭社經地位這一變項，

由於國小三～六年級學生對於父母所從事之職業別與其學歷認定亦多懵懂，在研

究上有其調查困難之處；居住地─此項研究之調查樣本為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

因此也無居住地之差別；宗教信仰─國小學生之宗教信仰並不明顯，故不列入調

查變項﹔參與社團─ 國小階段並無社團之設立，因此也不列入背景變項；擔任

幹部─現今普通班的幹部任務傾向多元化，班上學生大多有擔任幹部的經驗，故

此變項不列入；而普通班學生在與班上視覺障礙同儕相處前，與視障者的接觸經

驗多寡亦具有影響其接納視障同儕的因素，故將此變項納入研究；視覺障礙學生

的個人特質，此一變項是研究者特別感興趣的，根據人際吸引理論（黃安邦編譯，

1986；張正偉，1999），個人如在能力與特長方面表現與眾不同，本身就具一

種吸引力，使人產生欽佩感並欣賞其才能，願與其接近。這些同學對視覺障礙學

生的接納態度是否有不同呢？ 而掌控班級氛圍的靈魂人物為班級導師，導師對

於視覺障礙學生的態度亦影響著班上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的接納程度。綜合上述

背景變項之考量，研究者以國小學生之性別、年級、學業程度、先前與視障者的

接觸經驗、視障學生自身的特質、教師對視覺障礙學生的態度等為自變項，以對

視覺障礙學生之接納態度為依變項進行探究。 

二、對視覺障礙者態度之相關研究 

視覺障礙學生由於視覺機能的受損，無法有效掌握所處環境的各種知覺訊息，使

其行動能力受到限制，因而形成就學、生活不便，間接與人群產生疏離感（萬明

美、陳繁興，1991）。 

盲童由於不良的軀體形象導致自我形象的扭曲，常使其感到挫折、孤獨與焦慮及

自卑的心理，且因生活環境較為封閉而形成一種自以為是的人格特質，因而影響

同儕接納及社會發展（萬明美，2001）。 

低視力學生雖有殘存的視力去行動、學習，活動的範圍也較全盲學生廣，他們介

於明眼人與盲人之間，卻不願承認自己是盲人，不願參加盲人的一群，他們自認

視力很好，但行動卻常遇到挫折，在心理上也了解自己不屬於明眼人的一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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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左右為難，很難肯定自己在學校中所扮演的角色（張訓誥，1988）。 

另外，根據萬明美、張照明、陳麗君等（1997）之研究結果，視覺障礙者本身

之障礙類型、障礙程度、外表、自我概念及一般學生的性別、年級、宗教信仰、

與視覺障礙學生之接觸經驗等因素，皆與對視覺障礙同儕之態度有顯著相關。視

覺障礙者由於視力之障礙造成外表與行動上與常人有異，因此很容易被一般人誤

解、排斥，導致適應不良，甚至影響到自我概念及人格的正常發展。 

根據各學者之研究結果，使我們瞭解接納視覺障礙學生態度之重要影響因素，若

能據以深入探討並研擬有效措施來增進普通國小學生對視覺障礙同儕的接納態

度，乃既實際又重要的一件事。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北市 102 學年度國小三〜六年級，班上安置有視覺障礙學生之普通

班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方式抽取樣本(N=388)。。本研究之對象為三~

六年級學生，以立意取樣方式，各年級抽取四位視障生，共 16 個班級，由研究

者與各校相關單位聯繫後親自入班施做問卷，在普通生填答前說明，讓學生瞭

解填答方法，以求問卷結果達更高的準確效度。 

共發出 388 份問卷，親自入班施做，共回收 388 份問卷，回收率達 100%，去

除測謊題未通過之無效問卷 22 份，有效問卷為 366 份，有效樣本比為 94.3%。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係採問卷調查法，調查國小學生對視障同儕之接納態度，以涂添旺

（2002）編製之「台中市國民小學學生對視障同學量表」為參考研究工具，取

得本人同意書後，增刪基本資料自變項後訂為「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

礙學生接納態度之問卷」。 

本研究所使用工具的內容包含二部份：(1)個人基本資料；(2)接納態度之問卷內

容。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料 

   本研究第一部分的基本資料內容參考文獻探討所蒐集的資料，歸結出以下幾

個變項，包含有普通班學生的性別(男生、女生)、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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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六年級)、學業程度(分為優、中上、普通)、與視覺障礙者的接觸經驗(有接

觸過、從未接觸過)、班上視障學生自身的特質(活潑外向、文靜內向、害羞退

縮及其他)、班上教師對視覺障礙學生的態度(非常好、還好、可以再更好)。基

本資料調查的目的在於蒐集普通班學生之基本資料，以了解普通班學生之不同

變項對於視覺障礙學生的接納態度之差異情形。 

(二)接納態度之問卷內容 

本研究第二部分所採用的問卷是參考涂添旺（2002）所編製的「台中市國民小

學學生對視障同學量表」，並已取得授權同意。此份量表經項目分析、信度分析、

專家審查內容效度所編製而成。問卷題目極為符合本研究之研究背景及目的。 

1.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問卷之填答方式選項由「非常同意」、「有些同意」、「不確定」、「不太同

意」、「非常不同意」分為五個等級，採用李克特氏五點量表。應答者只需就量

表之敘述，對視覺障礙同學的正面或反面態度的陳述選出答案即可。正向題「非

常同意」給5分，「有些同意」給4分、「不確定」給3分、「不太同意」給2分、

「非常不同意」給1分﹔若為反向題則給分由1分到5分。 

    問卷題數為37題（其中16、33題為測謊題不列入計分），「認知成分」8

題，「情感成分」12 題，「行為傾向成分」15題。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在完成調查問卷回收後，即進行資料整理工作，將有效問卷整理編碼登錄

在電腦中，以 SPSS 22.0 版統計套裝軟體之程式，進行各項統計處理和分析，最

後再依據所得結果撰寫研究報告，以回答本研究所探討的問題。本研究所使用的

資料分析方法為平均數和標準差、獨立樣本 t 考驗（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之現況分析 

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整體接納態度之平均得分為3.91，且接納態度各層面的單題

平均得分介於3.84~3.97之間，皆超過中間值3，顯示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

視覺障礙學生具有正向積極的接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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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果與凃添旺（2002）台中市國民小學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之研究

的結果相同，其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生對視障同學的態度是積極肯定的，在認

知、情感與行為傾向三方面的得分一致。亦與下列多位研究者對於普通生對視障

生及身心障礙同儕接納態度之研究結果相同：白佳民（2012）的研究結果顯示

國小學童對於資源班同儕之整體態度趨於正向；陳姿諭（2012）的研究結果顯

示彰化縣高中職學生對身心障礙同儕的整體接納態均呈現正向積極態度；林姉瑤

（2009）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學生對於聽障同儕抱持接納的態度、黃金美歡

（2005）研究顯示國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整體之態度及在認知、情意與行為

傾三方面之態度相當一致、曾月琴（2004）研究顯示國中學生對視障同儕接納

態度是積極且肯定的。 

    多位研究者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學習階段所做之有關接納態度之研究，結果

都能顯現整體接納態度為正向、肯定、積極。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之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 

不同性別的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各層面的表現，經統計分析後，發現 t 

= 0.89，p > .05，未達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中，

在性別方面，男生與女生無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並無顯著差異，此

結果與凃添旺（2002）、黃翠琴（2005）、黃素娥（2006）、邱嘉琳（2006）、

巫俊賢（2009）的研究結果相符。 

    亦有多篇文獻對於普通生對身心障礙同儕接納態度的研究，其結果與研究結

果不同，多為顯示女生接納態度多於男生，像是林真鍊（2004）、呂美玲（2004）、

黃金美歡（2005）、林姉瑤（2009）、陳姿諭（2012），其中有臺北市以外的

區域研究、研究對象為不同學習階段。臺北市於近年在特教宣導活動上多有推

廣，使得對於視障同儕的接納態度，不會因性別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年級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 

不同年級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之「認知」層面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

序為五年級(M=32.97)，三年級(M=31.97)，四年級(M=31.70)，最低者為六年

級(M=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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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情 感 」 層 面 平 均 得 分 ， 由 高 至 低 依 序 為 三 年 級 (M=50.37) ， 五 年 級

(M=49.37)，四年級(M=47.42)，最低者為六年級(M=41.77)。 

在「行為傾向」層面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三年級(M=63.04)，五年級

(M=60.18)，四年級(M=57.55)，最低者為六年級(M=49.38)。 

而在「整體接納態度」的平均得分，由高至低得分依序為三年級(M=145.38)，

五年級(M=142.52)，四年級(M=136.67)，最低者為六年級(M=121.48)。 

另外，不同年級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之接納態度在「認知」（F = 5.31, p 

< .05）、「情感」（F = 21.20, p < .05）、「行為傾向」（F = 20.20, p < .05）及「整

體接納態度」（F = 20.22, p < .05）層面皆達顯著差異。此一結果顯示國小普通

生對視障生之接納態度，會因不同年級而有所差異。 

後續經使用雪費法進行事後比較可發現，在「整體接納態度」層面，三年級、四

年級、五年級學生接納態度皆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生。在「認知」層面，五年級學

生接納態度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生。在「情感」層面。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學

生接納態度皆顯著高於六年級學生。在「行為傾向」層面，三年級學生接納態度

顯著高於四年級及六年級學生，四年級、五年級學生接納態度亦皆顯著高於六年

級學生。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級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有顯著差異，此結

果與凃添旺（2002）的研究相符。凃添旺的研究中，三年級學生對視障同儕的

態度比四、五、六年級學生積極，而四、五、六年級之間無顯著差異，但本研究

結果顯示除三年級表現顯著積極外，四、五年級與六年級之間亦有顯著差異，兩

項研究結果比對，可得知三年級的接納態度明顯最高，六年級的接納態度無論在

整體及各層面明顯最低。對視障同儕的接納態度隨著年級增高而呈現遞減，可能

為青春期的因素，以致自我意識的增長，在對人事物的喜好有更明顯的區辨及表

現，但此一現象值得深入探究，有待後續研究持續探討。 

此研究結果亦與邱嘉琳（2006）、黃玉文（2007）、陳姿諭（2012）的研究結果

相符。與呂美玲（2004）、黃玉嬌（2006）、陳玉祥（2007）、白佳民（2012）

的研究結果不相符，其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級間對於接納態度無顯著差異。 

(三)不同學業程度之國小普通生對視覺生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 

    不同學業程度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之「認知」層面平均得分，

由高至低依序為優(M=31.96)，中上(M=31.87)，最低者為普通(M=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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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感」層面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中上(M=47.80)，優(M=47.50)，最

低者為普通(M=46.46)。 

在「行為傾向」層面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中上(M=59.02)，優(M=57.39)，

最低者為普通(M=56.21)。 

而在「整體接納態度」的平均得分，由高至低得分依序為中上(M=138.69)，優

(M=136.85)，最低者為普通(M=134.08)。 

    另外，不同學業程度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在「認知」（F = 0.49, p 

> .05）、「情感」（F = 0.80, p > .05）、「行為傾向」（F =1.39, p > .05）及「整體

接納態度」（F = 1.12, p > .05）各項層面皆未達顯著差異。此一結果顯示國小普

通生對視障生之接納態度，不會因學業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業程度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並沒有顯著

差異。此結果與凃添旺（2002）不相符，凃添旺研究結果顯示學業程度優的學

生，在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都優於其他兩組的表現，但本研究結果，學業程度

優、中上及普通的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無明顯差異，林姉瑤（2009）

的研究結果為不同學業程度及內外向人格特質的接納態度表現無顯著差異，與本

研究結果相符合。顯見臺北市國小普通生，不會因學業程度的表現高低而影響對

視障同儕的接納態度，可歸功於臺北市在國小階段特教宣導活動的成效，且現今

的社會氛圍亦強調多元性、包容性，不會因學業成就的高低而影響對視障同儕的

接納態度，樂見此現象。 

 (四)先前有無與視覺障礙者的接觸經驗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之差異

情形 

先前有無與視障者接觸經驗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各層面的表現，經統

計分析後，發現 t = -.48，p > .05，未達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國小普通生對視障

生接納態度中，在接觸經驗方面，與班級視障生同班前，有無與視障者接觸經驗

的整體接納態度並無顯著差異。 

進一步就整體接納態度各層面做分析，在「認知」層面，t = -.11，p > .05，未

達顯著差異；「情感」層面，t = - .53，p > .05，未達顯著差異；「行為傾向」層

面，t = -.5，p > .05，未達顯著差異；顯示在認知、情感、行為傾向各層面中，

與班級視障生同班前，有無與視障者接觸經驗的整體接納態度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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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顯示，先前有無與視障者接觸經驗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並

沒有顯著差異。此變項為研究者參考有關接納態度的相關研究後，列於本研究的

量表當中，故無法與凃添旺（2002）做對照比較。 

    本研究結果與邱鈺喬（2003）、彭源榮（2003）的研究結果相符合。但與

黃金美歡（2005）、彭素真（2006）、林姉瑤（2009) 、白佳民（2012）不同，

多為顯示有接觸經驗者的接納態度明顯高於沒有或較少接觸經驗者。可能因為臺

北市各校積極推動各項身心障礙的特教宣導活動，使得國小學生雖然沒有實際與

視障者接觸的經驗，但透過活動的參與、聽講，亦能對視障者有所瞭解，進而面

對自己同儕是視障生時，亦能給予更多的接納。研究者認為，近年有許多視障人

士在螢光幕前崛起，包括歌星、舞者等知名人士，亦有讓從未接觸過視障者的學

生，能夠看到視障人士發光發熱、展現自我才能的舞台。因此，在與班上視障同

儕相處時，能以平常心去接納他，與之共處。 

 

(五)國小普通生對不同特質的視覺障礙學生的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 

國小普通生對不同特質的視障生的接納態度之「認知」層面平均得分，由高至低

依序為文靜內向(M=32.61)，活潑外向(M=31.68)，害羞退縮(M=31.24)，最低

者為其他(M=29.38)。 

在「情感」層面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文靜內向(M=48.70)，活潑外向

(M=47.56)，害羞退縮(M=46.47)，最低者為其他(M=37.50)。 

在「行為傾向」層面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文靜內向(M=59.16)，活潑外向

(M=58.41)，害羞退縮(M=57.12)，最低者為其他(M=39.13)。 

而在「整體接納態度」的平均得分，由高至低得分依序為文靜內向(M=140.46)，

活潑外向(M=137.65)，害羞退縮(M=134.82)，最低者為其他(M=106.00)。 

另外，國小普通生對不同特質的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在「認知」（F =2.72, p 

< .05）、「情感」（F = 8.65, p < .05）、「行為傾向」（F = 12.12, p < .05）及「整

體接納態度」（F = 10.42, p < .05）層面皆達顯著差異。此一結果顯示國小普通

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會因不同視障生的特質而有所差異。 

後續經使用雪費法進行事後比較可發現，在「整體接納態度」層面，活潑外向、

文靜內向、害羞退縮的接納態度皆顯著高於其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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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小普通生對不同特質的視障生的接納態度有顯著差異，「活

潑外向」、「文靜內向」、「害羞退縮」在整體接納態度都顯著高於「其他」。深入

探究其差異情形，填答「其他」選項共有16位，國小普通生填寫的其他特質包

括有愛碎碎念、自大、愛說謊、愛向老師告狀，其中尤以愛碎碎念為主要填答，

這些其他的特質接為較負向的行為特質，不難想像，但內心對視障生已有較負向

的印象存在，其接納態度的表現有極高的相關性，亦即填答其他選項者的接納態

度分數，在各層面皆明顯較低。推測是造成顯著差異的原因。 

    本研究由普通生自己對於班上的視障同儕做特質上的勾選，此做法難免有失

客觀，因視障生在與全班每個同學相處時，其展現的行為、言語會依與同學間的

熟悉度、信賴感而有所不同，造成給同學的特質感受亦會有所差異。本研究僅就

個性特質做大致的區分，由填答學生自行依照其與班上視障同儕平時的相處而勾

選視障生的特質。針對填答者學生本身的主觀感受，其考量有待後續的研究納入

考量，進行後續的探究。 

(六)國小普通班學生對教師對待視覺障礙學生態度的不同，影響普通生對視障生

的接納態度之差異情形 

國小普通班學生覺得教師對待視覺障礙學生的不同態度，影響普通生對視障生的

接納態度之「認知」層面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非常好(M=32.59)，還好

(M=30.18)，最低者為可以再更好(M=27.29)。 

在「情感」層面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非常好(M=49.31)，還好(M=42.94)，

最低者為可以再更好(M=38.94)。 

在「行為傾向」層面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非常好 (M=60.59)，還好

(M=51.98)，最低者為可以再更好(M=41.35)。 

而在「整體接納態度」的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非常好(M=142.49)，還好

(M=125.10)，最低者為可以再更好(M=107.59)。 

另外，國小普通生覺得教師對待視障生的不同態度，影響其對視障生接納態度在

「認知」（F =19.72, p < .05）、「情感」（F = 31.92, p < .05）、「行為傾向」（F = 

32.11, p < .05）及「整體接納態度」（F = 36.37, p < .05）層面皆達顯著差異。

此項結果顯示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之接納態度，會因感覺不同教師對視障生的

不同態度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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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經使用雪費法進行事後比較可發現，在「認知」、「情感」、「行為傾向」及「整

體接納態度」層面，教師態度「非常好」皆顯著高於「還好」、「可以再更好」選

項，教師態度「還好」顯著高於「可以再更好」。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小普通生覺得教師對待視障生的不同態度，影響其對視障生

接納態度上有顯著差異；教師態度在整體接納態度及認知、情感、行為傾向層面

的平均分數排序，由高至低依序為「非常好」、「還好」、「可以再更好」。而教師

態度「非常好」得分皆顯著高於教師態度「還好」、「可以再更好」。翻閱近幾年

關於接納態度的資料，較少研究以教師態度做為變項來探討同儕對身心障礙學生

的接納態度，惟從翁慧穎（2014）和王佩之（2012）的研究中可得知，國小教

師對班上身心障礙學生接納態度的高低，是很有可能會影響班上普通生對身心障

礙同儕的接納態度。 

本研究調查中，勾選教師態度「非常好」者有261位，整體接納態度平均為

142.49；勾選教師態度「還好」者有88位，整體接納態度平均為125.10；勾選

教師態度「可以再更好」者有17位，整體接納態度平均為107.59。從各選項勾

選的人數及得分可知，教師態度「非常好」者約佔整體71%為多數，教師態度「還

好」者約佔整體的24%，教師態度「可以再更好」者僅佔5%。 

    班級老師的身教重於言教，對待視障生的態度會潛移默化的轉移在普通生身

上，漸而影響、感染普通生去包容、接納班上的視障生。 

三、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各層面間之相關分析 

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之整體得分，與其認知、情感和行為傾向等層

面得分相關情形。在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等層面的得分相關係數，介於.52～.85

之間；三個層面的得分與整體接納態度得分的相關係數，介於.68～.96 之間。上

述相關情形皆達.001 顯著水準，顯示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在認

知、情感及行為傾向等層面之間有相關存在。亦即，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障生接

納態度的認知愈積極正向，其情感及行為傾向之接納態度已會愈積極正向。， 

    本研究發現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在認知、情感、行為傾向

等各層面間，皆呈現中度以上的正相關。此項結果與凃添旺(2002)的研究結果一

致，其研究顯示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障同學的態度是積極肯定的，在認知、情感

與行為傾向三方面的得分一致。而本研究中認知、情感、行為傾向等層面的相關

係數(.52~.85)則高於凃添旺所得之結果(.43~.61)。另外，黃金美歡(2005)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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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顯示國中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之整體態度及在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等

各層驗之態度相當一致。綜上可知，在認知、情感、行為傾向等層面，要提升整

體接納度，可從單一層面著手進行，其他層面亦會得到相對的提高。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臺北市國小普通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擁有正向的接納態度 

(二)不同性別的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之接納態度並無不同 

(三)不同年級的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之接納態度有差異 

1.年級為三年級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在「整體接納態度」、「情

感」、「行為傾向」層面皆顯著高於六年級。在「行為傾向」層面顯著高於四年級。 

2.年級為四年級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在「整體接納態度」、「情

感」、「行為傾向」層面皆顯著高於六年級。 

3.年級為五年級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在「整體接納態度」、「認

知」、「情感」、「行為傾向」層面皆顯著高於六年級。 

4.年級為六年級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在各個層面皆為最低分。顯

示國小六年級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最低。 

(四)不同學業程度的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之接納態度並無不同 

(五)先前有無與視障者的接觸經驗之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並無不同 

(六)國小普通生對不同特質的視障生會影響其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 

    特質為活潑外向、文靜內向、害羞退縮的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

在「整體接納態度」、「情感」、「行為傾向」層面皆顯著高於其他特質。 

(七)國小普通生覺得班上教師對待視障生態度的不同，會影響其對視障生的接納

態度 

1.教師態度為「非常好」、「還好」的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在「整體

接納態度」、「認知」、「情感」、「行為傾向」層面皆顯著高於「可以再更好」。 

2.教師態度為「可以再更好」的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在各個層面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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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低，顯示教師態度為「可以再更好」的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最低。 

 (八)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接納態度各層面皆有明顯關係 

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在認知、情感及行為傾向等各層面之間具有相關

性。顯示任一層面的表現愈積極正向，另兩個層面也會愈積極正向。 

二、建議 

(一)對教育行政主管方面 

1.推廣特教理念 

本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國小普通生整體接納態度是良好的，同時研究也顯示年級

越高、接納態度的得分相對降低，建議可持續推動原有的特教宣導活動規畫，並

擴大層面及用更多元的方式辦理，透過輔導活動、障礙體驗活動等加強深植宣導

特殊教育觀念，培養學生悲天憫人、富同情心、愛心的胸懷。 

2.調整融合班之班級人數 

    本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國小普通生覺得普通班教師班上教師對待視障生態

度的不同，會影響其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建議行政單位可透過校內特推會的提

議，適當調整融合班級人數，使班級教師能有更多的心力顧及視障學生的需求，

並進而影響、提升班上同學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 

(二)對普通班教師方面 

1.加強介紹視覺障礙相關特教知識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業成績普通之學生對視障生之態度最消極，是否表示他們

較不了解視覺障礙學生，與視障生之互動關係亦不佳、缺乏認識視障學生之管

道，如此有待教師更進一步宣導相關特教理念，以增進同儕對視障學生的瞭解。 

2.創造合作學習機會 

   本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不會因性別而有影

響；另外研究結果也得知臺北市國小普通生覺得普通班教師班上教師對待視障生

態度的不同，會影響其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結合兩項結果，建議教師應致力於 

在學習生活中創造讓視障生與普通學生增加彼此互動的機會、營造小組合作學習

契機以促進彼此的認識、了解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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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實教導視障學生之教材教法 

    本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國小普通生覺得普通班教師班上教師對待視障生態

度的不同，會影響其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不斷進修、學習吸收特教專業知能與

更多不同教學方法與策略， 以利教導視障學生。 

(三)對普通班學生方面 

1.多認識瞭解視障同學 

    本研究結果顯示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三個層面與全量表間有顯著的正相

關，意謂對視障生認識與了解愈多，在情感上與行動上愈能接納視障同學。 

2.提供適當的支援與協助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級的國小普通生對視障生之接納態度有差異，六年級

學生的接納態度，無論在整體接納以及在各層面的得分，明顯低於三、四、五年

級。視障生由於視覺障礙影響學習效果與行動能力，普通生應在視障生需要協助

時適時伸出援手，主動幫助視障生並不求回饋。研究結果也顯示國小普通生對視

障生接納態度各層面皆有明顯關係，此建議經由行為傾向層面接納的提升，期能

全面提升整體接納態度。 

3.發揮多數人正向接納態度的影響力 

  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學生對視覺障礙同學的接納態度，整體而言是正向積極

的。由此可見，班級中大部分的同學對於視覺障礙同儕均能表現出正向接納的態

度。因此，鼓勵國小學生應能發揮多數人積極正向接納態度的影響力，營造班級

中友善接納視覺障礙同學的氣氛，藉此使視覺障礙同學感受到身處於一個友善、

接納的班級生活中，而能從其中獲得自我肯定的元素。 

(四)未來研究建議 

1.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北市國小普通生為研究對象，因此在推論上難免有所限制，未來的

研究宜擴大調查對象之範圍，以做更廣泛之瞭解與探究。 

2.研究變項 

  本研究僅就六種變項做探究，未來研究者可朝向視障生障礙程度的差異、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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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普通生家庭背景社經地位、視障生早療介入的時間點、教師的背景及特教專

業知能、融合教育理念等多方面的變項進而探究普通生對視障生的接納態度。 

3.研究方法 

本研究僅以量表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未來可進一步地採用質性的訪談，探究相

關因素間的關係與更深層的影響，以使整個研究能兼顧深度及廣度，使研究結果

更加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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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對低視力學生進行視功能訓練的途徑 

孫媛 

青島盲校   

視功能是指視覺所能發揮的作用。通常指視覺的有效作用，又稱作有效視力或功

能性視力。在學校裡我們會發現，有接近一半的學生有視功能，而且這些學生在

使用視力上的差別通常與遠、近視力水準無關。他們也許視力很差，但是他們可

以看見並躲開物體以使自己安全地活動。視功能可以通過訓練而得到提高，許多

人都可以通過學習而更好地使用他們的視力，並能夠在只有很少量的視覺資訊的

情況下獲得有效的功能，他們在視物模糊不清或只能看見部分物體時，而能識別

出該物體或字跡，從而更好地完成學習和生活自理任務。 

由此看來，利用各種設施，通過多種形式對低視力學生進行視功能訓練，就顯得

尤為必要，成為視障教育學校重要的教學任務。 

利用視功能訓練室進行視功能訓練 

1.視功能訓練室 

視功能訓練室是進行視功能訓練的專門場所，對房間的基本要求是：位置離低視

力兒童學習、活動的場所較近，便於低視力兒童找到；面積較大；安裝多個可分

別控制開關的電源插座；在所有的窗戶上安裝遮光窗簾；亞光地板地面；照明是

分別控制，可調的。在佈置視訓室時，可根據自己的條件進行配置，它的主要設

施有：光箱，顏色形狀各異的發光彩燈，單色的多重彩色窗簾或牆簾，幻燈機，

玻璃水柱，舞臺旋轉燈，鏡面旋轉球，發光彩條，地墊或床墊，視頻助視器，各

種透光彩色幾何圖形，各種拼圖，各種彩色玩具，工作臺，教具櫥等等。 

總之，視訓室的佈置要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充分運用各種光和色，對低視力兒

童的視覺進行刺激，增強孩子―看‖的意識，教會他們用眼。同時，我們要注意

房間要舒適，使兒童在這裡感到放鬆、有趣，在玩樂中進行視功能訓練，不要讓

低視力兒童有學習的思想壓力。 

2.視功能訓練室主要設施介紹 

——光箱 

大部分低視力者在有輔助光源的情況下會看的更清晰,特別是對顏色、形狀的辨

認。在一個長方形的箱子裡裝配兩支可調光的高頻燈管，能根據低視力兒童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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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調節光的強弱，上面覆蓋磨砂有機玻璃或磨砂 PVC，或採用其它透光均

勻，不會造成眩光的材料，這樣的一個箱子就是光箱。光箱可購買，但價格較貴，

也可以自製，成本較低，但要考慮到安全因素。與光箱配套使用的是各種透光較

好的教具或玩具，如：各種塑膠片，彩色有機玻璃圖形，彩色有機玻璃立體圖形，

各色塑膠杯、盤、碗，各種卡紙剪刻的圖形。將教具或玩具放到光箱上，訓練兒

童認識、辨認顏色、形狀等，對低視力兒童進行視覺訓練。 

——玻璃水柱 

玻璃水柱是一些家庭或單位作裝飾用的器具，我們將它作為視功能訓練的設施，

通常安裝在視功能訓練室的一角。它的外面是無色玻璃圓柱體，裡面有水，通電

後，裡面的水會忽高忽低，同時有不同顏色的光閃耀，非常好看，可以吸引低視

力兒童的注意，激發他們觀察和追視興趣。 

——幻燈機 

視功能訓練室用的幻燈機有兩種：一種是放在工作臺上，將畫面投射到牆上或窗

簾上，教師可以隨時換幻燈片。一種是安裝在牆上，有一個射燈，在射燈的前方，

有個小馬達帶動一張幻燈片慢慢地旋轉，這樣投射到牆上的影像是運動的，而且

影像的面積較大，使人如同置身於某種情境一般，容易引起孩子的興趣。 

利用生活中的物品進行視功能訓練 

視功能訓練不僅僅是依靠專用的設備才能進行，在日常生活中許多普通的物品也

可成為視功能訓練用具，教師、家長就可以利用下面的物品，對低視力兒童進行

視功能訓練。 

1.燈具：家庭中各種裝飾燈，大小、強度不一的手電筒，自行車燈等。 

利用燈具主要是對低視力兒童進行光和色彩的刺激。手電筒可以測試兒童對光的

反應，還可以用手電筒照射諸如發光彩條一類可反光的東西，誘導兒童觀察、尋

找。利用彩燈讓孩子注意燈光的變化和色彩的變化，激發孩子―看‖的欲望。燈

具的運用，對於一些視力較差或僅有光感的孩子特別有效，使這些孩子感覺到自

己能看見，增強自信心。 

2.玩具：各種色彩鮮豔的兒童玩具都可以作為視訓用品，若有聲光效果的會更好。 

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每個孩子都喜歡玩具，低視力兒童也不例外。視功能訓練是

使低視力兒童在玩樂中學會用眼，掌握視覺技巧，因此各種玩具是必不可少的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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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用品。我們在選擇玩具時，注意顏色要鮮豔，但不要過於眼花繚亂，玩具的色

彩組織最好比較整齊，有規律。選擇電動玩具，注意不要運動速度太快的，否則

影響低視力兒童的追蹤，他會失去興趣。 

3.圖書、卡片：色彩鮮豔，畫面較簡單，形象突出的普通畫冊；低幼兒童使用的

拼圖、卡片；專門製作的觸摸圖書，也可以作為視訓工具。 

很多低視力兒童由於視力的原因，沒有看書、看圖的經驗，家長、教師要指導低

視力兒童觀察圖卡，抓住特徵。看圖書、卡片也是説明低視力兒童建立視覺概念，

積累視覺經驗的有效途徑。 

觸摸圖書是專用圖書，買不到，需專門製作。這種圖書既可以摸讀，又可以看畫

面。通常書的左頁是文字介紹，包括盲文和大號印刷文字，右頁是畫面，畫面構

圖一般比較簡單，主要形象突出，製作主要形象的材質要與實際形象有相似點。

觸摸圖書的內容可以是一個童話故事，也可以是一個生活常識，甚至還可以是一

個科學道理。 

4.生活用品：色彩鮮豔或有強烈對比度的餐具、桌布，牙缸、牙刷等生活用品。 

我們要時時處處為低視力兒童創設―看‖的情境，他們的用具可選用他們比較敏

感的色彩，而且與這一用品所處的背景形成鮮明的對比。 

5.經過改制的物品：將普通物品進行簡單的色彩裝飾，作為視訓用品。 

如將普通乒乓球拍粘上醒目的即時帖，白色的小球刷上各種顏色。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隨時根據需要將普通用具改裝成能激發低視力兒童―看‖的欲望的視

功能訓練用品。 

6.電腦：網上的一些兒童教學或遊戲軟體也可用來視訓。 

現在電腦應用已經非常普及，互聯網上有很多教學或遊戲軟體，有的兒童圖書也

會配給一些動畫軟體，還有些繪畫軟體也可以讓低視力兒童直接用它畫畫，這些

都可以作為教師進行視訓的工具。但在選擇軟體時要注意以下幾點：⑴圖畫應簡

潔、明朗，結構最好有規律，避免有複雜的背景。⑵主要形象要清晰，大小適中，

與背景形成鮮明的對比。⑶動畫的速度不要太快，以免影響低視力兒童的視覺追

蹤，有聲音效果的會更好，對低視力兒童進行多感官刺激。⑷最好是可以控制畫

面變化的，可根據需要暫停畫面進行仔細觀察。從網上下載教學或遊戲軟體，有

時並不完全適合低視力兒童，如果教師掌握一定的電腦應用技術，能夠根據低視

力兒童的需要自己製作視訓軟體，效果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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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課堂教學進行視功能訓練 

1.借助助視器具指導學生―看‖ 

視障學校為大部分低視力學生配備了光學助視器，為學習印刷文字的學生配備了

檯燈、讀書板，又在每個教室裡配置了視頻助視器，還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製作

了大字課本和大字練習本。課上，老師隨時注意指導低視力學生使用好這些助視

器具，如使用近用助視器的閱讀距離，檯燈光源的方向等，做到物盡其用，使低

視力學生能充分利用助視器具，滿足―看‖的需求。 

2.充分利用教具、課件，加強視覺感知 

過去的課堂上，老師在材料的選擇上，往往會捨棄與視覺通道有關的材料，僅憑

老師的一張嘴或單純的音訊材料，使得學生的感知仍存在問題，對一些概念的認

識、建立也有困難。視覺康復教育理念提醒我們：要充分利用學生的殘餘視力，

豐富他們的視覺經驗，提高他們的感知能力。現在老師們製作教具不僅能照顧到

全盲生的觸摸，還能注意到低視生的需求，教具的色彩鮮豔起來，對比度也增強

了。老師們會有意識地選擇一些形象鮮明、對比突出的課件或其它視頻材料應用

在課堂教學中，調動低視力學生積極利用視覺感知事物的積極性。 

3.加強漢字識字教學 

對有能力學習漢字的學生進行漢字識字教學。教室配備帶田字格或米字格的黑

板，課堂上拿出時間講解筆順、筆劃，介紹漢字結構，指導學生養成良好的寫字

習慣。課後佈置寫字作業，加強聽寫，進行鞏固練習，使學生扎實掌握漢字。根

據學生視力情況，提出不同要求，如一學期之內有的要基本達到普通學校的要

求，有的可只學幾個或幾十個漢字。促使學生多掌握常用文字，為將來融入主流

社會提供方便。 

創設有利於低視力學生“看”的校園環境 

為了便於低視力學生―看‖，也為了激勵低視力學生―看‖，我們努力創設對比

強烈、多彩的校園環境：如在操場上鋪設紅、綠兩色的人造草坪；在所有的樓梯

起步處鋪設對比度強烈的地墊，並將每層樓梯的第一級和最後一級臺階漆上黃

線；宿舍的門框與走廊的牆面、衛生間的盥洗台與牆面都選用了對比度較強的瓷

磚；在走廊的開關處都作上了明顯的裝飾；增強了教室的照明等等。 

關注需要，關注發展，是我們視障教育學校的辦學原則；儘量滿足每一個學生的

需要，促使每一個學生得到最大的發展，是視障教育工作者的奮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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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視障學生融合教育支持體系的研究 

佘麗 

湖北師範學院特殊教育系 

中文摘要 

    隨班就讀是我國大陸地區實施融合教育的主要形式，儘管多個地區已經嘗試

視障學生隨班就讀探索實驗，但融合教育品質令人擔憂。建構視障學生融合教育

支持體系，提高教育品質，促進特殊兒童充分、自由的發展仍是隨班就讀工作的

要點。本文從設定融合教育品質標準、健全融合教育保障體系、加強師資建設等

方面探討視障學生融合教育支援體系，希望有益於未來的研究。 

關鍵字：視障兒童；融合教育；支持體系 

 

一、問題的提出 

融合是殘疾學生作為其中成員全面參與社區和學校生活，與同伴在同一物理環境

下學習和生活的形式(Knight,1999)，這是一種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持續的教育過

程，接納所有的學生，反對歧視排斥，從而促進殘疾學生積極參與社會(黃志

成,2003)。隨班就讀迎合了融合教育的理念，是我國基礎教育工作者特別是特殊

教育工作者參照國際上其他國家的融合教育做法，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所進行的一

種教育創新(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教育就業部,2003)。1987 年 12 月教育部在《關

於印發―全日制弱智學校（班）教學計畫‖的通知》正式指出：―在普及初等教

育過程中，大多數輕度弱智兒童已經進入當地小學隨班就讀‖，為特殊兒童接受

教育的形式開闢了新天地。1994 年，國務院頒佈的《殘疾人教育條例 》明確規

定，適齡殘疾兒童少年可以根據條件在普通學校隨班就讀接受義務教育(國家教

委,1994)，―殘疾兒童‖當然也包括視障兒童，這意味著視障兒童接受九年義務

教育成為推進義務教育發展的必然。隨後，國家教育委員會頒佈的《關於特殊兒

童少年隨班就讀工作試行辦法》指出讓具有一定能力的視障、聽障、弱智等特殊

兒童少年就近進入普通學校同普通學生一起學習、一起活動，共同進步（國家教

育委員會基礎教育司,1989），通過鼓勵殘疾兒童進入普通學校，提高殘疾兒童入

學率，是推進我國義務教育公平歷程的重要策略。 

20 世紀 90 年代後，隨著―正常化 ‖、―回歸主流 ‖和―一體化‖運動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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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4 年 6 月在西班牙薩拉曼卡市召開的國際特殊教育

需要大會通過的《薩拉曼卡宣言》和 《特殊需要教育行動綱領》提出了―融合

教育‖(World Conference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1994) 這一做法。在

西方回歸主流思想的影響下，1987 年徐白侖先生在江蘇、山西、河北、黑龍江、

北京等地進行了―金鑰匙盲童教育計畫‖，開始了中國視障兒童隨班就讀模式的

試驗(鄧猛、朱志勇等,2008)。同時期，我國隨班就讀快速發展，規模不斷擴大，

越來越多的殘疾兒童進入普通學校隨班就讀，然而，隨班就讀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也是顯而易見的，最核心的問題是隨班就讀的品質問題(李拉,2014)。為推進中

國視障教育向一體化教育、全納教育的發展，幫助視障兒童真正融合，回歸主流

社會，本文將對視力障礙學生融合教育支持體系作探討。 

一、政策導向，構建視障學生融合教育體系 

（一）正式建構融合教育品質標準 

隨著殘疾人教育法（EHA），94 公法的頒佈，越來越多的視覺和聽覺障礙學生已

經就讀公立學校的課程(Conlon, S,1991)。在融合教育大背景下，大陸地區越來越

多的視障學生進入普通學校，為追求教育公平和教育品質，特殊學生接受平等的

教育，更好地融入普通學校成為我國隨班就讀發展的重要內容。我國融合教育的

指導思想為培養素質全面發展、殘而不廢的人(徐懷評,1996)，根據視力殘疾學

生的教育特點，調整隨班就讀發展策略，建立視力殘疾學生隨班就讀品質標準體

系，為殘疾學生提供必需的學習和生活條件，不失為融合教育的重要途徑。與此

同時，品質標準的建構既要普及與提高兼顧，要求量和質並重，也要重視學校教

育品質、家庭教育品質、社區教育品質；既要生存與發展相結合，也要素質教育

與缺陷補償並重；既要重視標準自身建構的品質，也要重視實現標準的過程(雷

江華,2012)。 

（二）不斷加大融合教育經費的投入 

20 世紀 90 年代後羅馬尼亞頒佈了保障視障兒童生活、教育品質的新法令：政府

在食物、衣服和個人開支方面給予更多資金；增加特殊的教師人數，擴大隨班就

讀教師隊伍，在教師/學生比例方面的標準上達到國家化水準；增加治療和康復

職業的多樣性，為專業人員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重新構建大學院校特殊教育，社

會科學領域，教育學，心理學和運動療法這些領域的教育和指導；極重度的兒童

和成人從社會中受益通過政府為他們提供私人助理(Verginia Cretu、Doruvlad 

Popovivi,2006)。融合教育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政策的支持，我國可以借鑒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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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政府建立專項基金，成立基金委員會，依照法律法規向全社會募集資金，鼓

勵企事業單位、民間組織和公民個人捐資助殘，鼓勵地方學校多管道籌集資金。

對資金的使用上，建立專門的使用制度和監督系統，主要用於改善視障兒童的生

活、教育水準，保障隨班就讀師資隊伍以及改造隨班就讀物理環境和統一建設等

方面。堅持經費跟著視障兒童走的原則，視障兒童到哪所學校入學，到哪個機構

接受康復訓練，資金就撥到相應的學校和機構，以保障視障兒童接受教育的需

求，最終使得視力障礙學生能夠自由、平等地獲得教育。 

二、多方合作，健全融合教育支援保障體系 

（一）建立全面的評估體系 

 Harley, Garcia, and Williams (1989)認為教育主管部門和顧問團在將特殊兒童

送入融合環境前應評估所有因素，連學生來自農村或城市地區都應被考慮入內。

我們應意識到每一個在融合班級的學生都應該被分別看待，儘管學生都被定義為

聾或盲，但他們有著不同的需求，在教育安置時應該考慮病因(Murray,1981). 

    Ingraham.C.L(1995)對融合班級中的三位盲生（兩個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

州，一名來自德拉瓦州）所面臨的挑戰和成功做了案例研究，發現早期干預、全

面的評估、持續性、延伸性的社會服務、個別化教育計畫、同伴互動對他們的發

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說明，特殊教育工作者和家長必須全面評估孩子的能

力，及早干預，針對視障兒童的個別差異、年齡特點及殘疾程度開展教育和教學，

使得他們獲得最大程度的發展。此外，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建立各

級各類學校的品質標準和評估指標體系，各地教育部門要把檢查評估學校教育品

質作為一項經常性的任務，加強督導隊伍，完善督導制度。應該說，成立一個由

醫學家、特殊教育工作者、言語語言訓練師、運動康復師、巡迴指導家、家長的

綜合評估團隊對視力殘疾兒童持續的評估，定期組織交流溝通，瞭解其發展狀態

及發展需求是促進視力障礙學生融合的必要條件。 

（二）完善相應的設備設施 

與普通學生相比，視力殘疾學生的學習方式大有不同，他們主要通過聽覺、觸覺、

殘餘視力來感知周圍的事物。教育工作者對視障學生融入電子白板軟體現場學習

方式進行了開發，發現視障兒童可以使用螢幕閱讀器流覽文本，探索學習內容，

這為盲童在虛擬學習環境中使用學習資源增加了可能性(Freire,Andre P.et al., 

2010)。應該看到，電子助視器、電腦、大螢幕投影、視屏展示儀、多媒體教學

等現代資訊科技可以説明視障學生更好的學習，聲音與動畫的結合有助於更深刻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U%20%22Freire%2C%20Andre%20P.%22%7C%7Cs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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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學習內容，學會電腦技術説明視障學生提高書寫的正確率與速度，擴大知

識面與信息量，更好地與人交往，使視障兒童的融合教育得以順利開展(尹敏敏、

袁茵,2010)。在此，學校要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彌補隨班就讀學生視力缺陷，

為視力殘疾學生添置或製作配套的教具和學具，如盲文課本、盲文讀物、盲文試

卷、大字報、盲板、盲筆、盲紙等；可觸摸的教具和學具，漢字、拼音、數位、

幾何圖形等。 

（三）創設支持的融合的社會大環境 

 融合教育的核心是保障每一個身心障礙兒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呼籲整個社會

體制的變革，目的在於創設一個和諧的環境。首先，隨班就讀政策要突破特殊教

育政策限制，未來真正向―接納所有兒童‖的全納教育邁進掃除體制障礙 (李

拉,2012)。人們不僅從理念上認同視障學生隨班就讀，還從行動上給予支援，鼓

勵融合，關心愛護視障學生，參與隨班就讀工作的建設。其次，隨班就讀品質的

真正提高，依賴于普通教師真正把隨班就讀工作作為自身的重要任務(於素紅、

朱媛媛,2012)。教師不再把特殊兒童看作負擔，反而認為這是一項崇高的工作，

勇於迎接挑戰，主動關心視障兒童的發展，積極為他們創設良好的學習條件和氛

圍。再次，教師和健全兒童真心接納視障兒童是融合的基礎，普通學校的老師和

學生對視障兒童的關心、寬容和友愛是解除是視障兒童入學的心理障礙，樹立學

習信心的保障(尹敏敏、袁茵,2010)。最後，一個無障礙的教室、校園物質環境

是視力殘疾兒童融合的需要，盲道的設置，齊全的無障礙設備，教室、食堂、操

場等區域合理的佈置。設備安置方式符合視障學生發展需求，如教室的桌椅、物

品擺放要放在固定的位置，便於兒童儘快熟悉環境和定向行走；衛生間配有扶手

物、標誌物，便於視障學生使用；校園裡沒有危險的器械，便於學生定向行走。 

三、關注教育，加強隨班就讀師資隊伍建設 

（一）樹立融合、接納的態度 

 根據最小受限制環境的原則，一個殘疾兒童最恰當的教育安置方式就是鄰里學

校，殘疾學生需要的是盡可能接近普通學生，視力障礙兒童應和視力正常兒童在

同一間教室學習(Paul M. Ajuwon &A. Olu Oyinlade,2008)，這需要普通教師認

可、接納視障學生。Taruvinga Mushoriwa(2001)調查哈雷爾區 400 位小學教

師關於盲童融合的態度得知大部分教師對盲童就讀于融合班級持有消極的態

度。因而，大力宣傳融合教育理念，提高教師對融合教育的認同度，給視障學生

一個融合、接納的態度，無疑是加強隨班就讀師資隊伍建設的一個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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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扎實特殊教育理論知識 

視 力 殘 疾 影 響 學 生 感 知 和 獲 取 關 於 我 們 生 活 和 成 長 的 世 界 的 資 訊 方 式

(Fraiberg,1977; 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for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Disabilities, 2001;Warren,1994) ，他們需要從專業工作者門下學習專門針對殘

疾人的知識和技能(Spungin & Ferrell,2007)，若是缺少系統的學校教育，許多

視障學生即使從學校順利畢業了，但依然缺乏後續教育必備的知識和技能，沒有

獨立生活、生存以及參與社區和公民生活的能力(Paul M. Ajuwon & A. Olu 

Oyinlade,2008) 。從事視障學生融合教育的教師需要更新教育思想、掌握協作

的能力、掌握特殊教育的基本原則和方法(陳雲英,2004)，瞭解有關視覺器官的

一般知識，視力殘疾對於特殊兒童的影響，熟悉視障兒童身心發展特徵，掌握視

障兒童教育教學基本理論和教育方法，如定向行走、盲文、多感官訓練等知識。 

（三）提高教育教學技能 

特殊兒童重新回歸主流教育是大勢所趨，隨班就讀教師肩負著教育特殊兒童的責

任，但如果教師缺乏特殊教育知識和技能，會嚴重影響教育效果(徐白侖、紀玉

琴,2010)。因視障學生身心發展的特殊性，這需要融合教育教師承認視障學生獨

特的學習需要，因材施教。首先是差異教學，按照課程綱要的要求，結合視障學

生的身心特徵和需求對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組織形式、練習、作業分層，

並在平時的教育教學中落實；其次是個別化教學，為照顧視障學生差異，教師須

制定個別化教育教學計畫，確定長短期目標，滿足學生個別化需要，為視障礙學

生的發展提供條件。 

（四）尋求與特殊教育的合作 

隨班就讀視障學生的教育要取得好效果，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的相互支持和配合

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資源教室和輔導教師的配置，為視力殘疾兒童的教育教學、

缺陷補償、康復訓練提供堅強的後盾，在這裡可以實施個別化補救教學，查漏補

缺，滿足視障兒童學習的需要，輔導教師可以根據兒童身心特點和發展需要進行

個別化輔導和康復訓練，開發興趣特長，增強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二是加強普

通教師與資源教師的溝通，合力教育，共同評估，深入瞭解視障學生發展階段、

優勢和不足之處，討論個別化教育方案的制定和個別化教學材料的準備，提供有

針對性的教育教學訓練，強化視障兒童的知識、能力，進行缺陷補償和潛能開發

訓練，幫助他們獲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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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Supporting System for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learning in Regular Classes in Mainland China 

                   She Li 

Education College of 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435000 

Abstract: Learning in regular class is the main forms of implementation 

integrated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lthough many regions have 

tried to explore experiment for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in regular class, 

but the quality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is worrying. Construct support 

system for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of learning in regular class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promotion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full and free development is still the main points in regular class 

work. In this paper,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of learning in regular classes in aspects of seting quality 

standards,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ecurity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hoping to benefit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 Children with visual impairment; Inclusive Education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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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介入行為矯正的個案解析 

唐珍美 

青島盲校    

 

中文摘要 

通過觀察一名兼有智力、語言等障礙，有自閉傾向的多重殘疾盲生的問題行為，

分別對其行為功能進行分析，以音樂介入為主要手段，制定相應的訓練策略，使

該生行為障礙出現的頻率明顯降低，其認知、語言等能力也得到全面提升。 

關鍵字：多重殘疾；行為矯正；音樂介入 

對於兼有智力障礙、語言障礙、自閉傾向等多重障礙的盲生來說，由於自我控制

能力差，語言表達不暢，他們的基本需求往往得不到滿足，這很容易使他們選擇

以問題行為作為獲取某種需要的方式，而這些行為會對別人和他們自己造成很多

不利的影響。因此，利用孩子的喜好，架設交流的通道，科學有效地進行行為障

礙矯正就顯得尤其重要。筆者以一例多重殘疾的盲生為例，介紹音樂介入問題行

為矯正的過程。 

一、個案的基本資料 

元元（化名），男，1997 年 6 月出生，足月、順產，父母健康。出生 5 個月時，

發現元元有視力障礙，到醫院檢查全盲。據母親介紹，他在 2 歲左右時曾經能含

混地叫爸媽，4 歲時患過腦膜炎，以後直到 6 歲便很少說話。2003 年 9 月該生

入本校學前班。入校後原本在學校食宿，因其哭叫嚴重，對學校其他同學造成很

大影響，不適合在校住宿，便由其母親在學校周邊租房每天接送。 

2003 年，經醫院專家鑒定，其智力情況為：精神發育遲滯，中度智力低下。因

發音極其不清楚，別人無法理解其說話內容，無法與之溝通，到醫院的口腔科檢

查，無器質性病變。經常不明原因的大吼大叫，打砸東西，家長在家為其服用過

一段時間的抑制性藥物。 

二、問題行為描述： 

元元每天反復多次地大吼大叫，且聲音怪異，吼叫時用力拍自己的耳朵，或拍手、

拍床、拍桌子等，獨處或音樂課、集體活動等結束時尤其嚴重；生活課時會往嘴

裡塞抹布，吸抹布裡的水，被制止時會哭叫好半天；學洗衣服時會喝洗衣服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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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乾淨的飲用水，便哭鬧不喝；有時會不明原因的往嘴裡塞手，直到摳得噁心；

有某種需要時，不會用口頭或肢體語言表達，只是哭叫。元元還經常沉浸在自己

的世界裡，自言自語，背廣告詞，機械地類比電視播放文體比賽聲音場景…… 

三、原因分析與矯正思路 

我們對元元以上問題行為進行了觀察記錄，利用《行為分析表》、《行為觀察記錄

表》，記錄一段時間內各種相關的行為資訊，以周或月為單位，利用圖表展示進

度。 

視力方面，由於該生全盲，靜止的事物無法引起他的注意與興趣，因而在其他感

官接受不到外界刺激時，就會將注意力轉向自己的身體及發出的聲響以尋找刺激

和愉悅。自閉傾向方面，有自閉傾向的孩子由於大腦神經系統發育的缺陷，往往

表現為語言、社交、行為上的障礙。語言的滯後發展，使其不容易與普通人交流

溝通，有某種需要時，不會用口頭或肢體語言表達，只是哭叫。一旦自己的想法、

需求得不到滿足，就容易採取偏激的方式來發洩或引起別人注意等。智力方面，

該生有智力障礙，大腦發育不全，形成認識活動的障礙和全面的心理活動障礙。

不會變通，不注意場合。此外，我們認為環境因素對元元問題行為的產生也有著

極大影響。 

其一，語言環境貧乏。元元在五個月被發現是全盲之後，其母親便辭去固定工作，

全職照顧他。強烈的負罪感，使她對元元極其溺愛。元元想要東西時，用不著努

力把話說清楚，任何東西都會像變魔術似地送到他手上。久而久之，元元的語言

表達的能力就不斷地弱化了，而不愛用語言表達的習慣和稍不如意就大喊大叫的

問題行為卻不斷地得到強化。 

其二，交往環境缺失。家長有一定的自卑心理，不願帶孩子外出與別的孩子接觸，

一直封閉在家，使得元元缺乏語言交流的環境。家長想對元元進行教育訓練，但

心有餘而力不足，不會教，也教不會，錯過了教育和智力開發的敏感期，影響了

元元語言和其他能力的形成與發展。 

其三，教育環境缺乏：在 6 歲之前，元元沒受過任何教育，家長也從沒想過他還

有教育的必要與可能。由於哭鬧嚴重，不能獨處，家長無法脫身從事任何其他事

情，便利用元元喜歡聲響刺激的特點，一天到晚播放電視比賽節目讓他聽，認知、

辨別能力低下的元元，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很自然的學會了吼叫、出怪聲。 

根據以上問題行為的原因分析，我們明確了針對元元展開行為矯正的思路：一是

請家長配合，詳細記錄元元在家的行為表現及行為發生的前因和後果；二是繼續

記錄元元在校的問題行為，完善前述的兩個表格；三是嘗試將特殊教育學、行為

心理學及音樂介入幾個領域的元素統合起來，找到一種積極、安全的途徑，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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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其行為障礙，促進元元在認知、語言、社交等能力的全面提升。  

四、矯正策略 

（一）以音樂為強化物，減少問題行為的發生 

從問題行為評估分析得知，元元的許多問題行為，其目的都是源自對物質和其他

多種需求。元元對音樂有著特別的喜好：聽到音樂聲會忽然安靜下來；長長的音

樂譜子，聽幾遍就記住了；一首曲子反復幾十遍地練，毫不厭煩。於是我們把音

樂作為矯正他問題行為的正強化物。在他吼叫時，播放他喜歡的音樂，使他的神

經系統得到調節，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到音樂上來，這樣從客觀上減少了問題行為

出現的頻率。當他聽了一段時間音樂後，往往會由安定狀態忽然轉向興奮尖叫, 

這時候再採用忽略法，抓住他停止尖叫的契機，立即給予獎勵, 以強化他的平靜

行為。 

同時，教師注意把音樂元素延伸進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給他創設音樂環境，

一些小型樂器，如晃動、搖動類的沙鈴、鈴鼓等，按鍵類的鋼琴、電子琴、風琴

等，吹奏類的口琴、笛子等，這些樂器放置的位置相對較低，使他可以容易拿到，

隨時拿著玩。在他起床、用餐、上課、做操等一天中固定的時間設置一段音樂作

為他―日程表‖的一部分，讓他提前知道一天的日程。用這樣的方式來創設可預

知的環境，讓元元瞭解將要發生的事情，就可以使他不再困惑、恐懼，從而減少

問題行為出現的頻率。 

（二）音樂作橋樑，促進語言的發展 

1、模仿發音，學詞彙。教師先從模仿發音開始訓練，在此過程中，不斷重複練

習必不可少，用元元喜歡的音樂旋律來練習唱出某些詞彙，把單調的重複變成有

趣的練習，使得元元練得更積極主動。 

2、簡單回答，學句型。單純的句子練習很難讓元元開口說話，因此我們嘗試讓

音樂來提供說話的動機。例如，老師用鋼琴彈完一首他喜歡的曲子後，問他： 

―誰，用什麼琴，彈的什麼曲子？‖ ―你還想讓誰談什麼曲子？為什麼？‖對

於這些問題，元元很願意主動回答。此時，如果元元說的清楚、完整，教師就以

小樂器作強化物來獎勵他。 

3、遊戲活動，學交往。我們還有意識的設計一些群體性音樂遊戲活動，如―拔

蘿蔔‖ 、―小兔子乖乖‖等，利用這些群體性的音樂活動，讓元元不斷地獲得

與同伴互動的機會和樂趣,長期練習，強化他的主動語言表達，減少自我刺激行

為, 有效地提高社會適應與交往能力。 

（三）從演奏樂器出發，促進綜合能力的提高 

為了促進元元綜合能力的全面提高，我們利用其愛好音樂的特點，努力發揮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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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十分敏感的優勢，帶領他一步步走進音樂的殿堂，進而掌握一技之長。 

一開始，我們選取了價格低廉、堅固耐用的腳踏風琴作為他技能學習、康復訓練

的工具。在彈風琴時，需腳踏風琴，手按琴鍵，口唱歌詞，這一連串的動作都經

由中樞神經系統來統整指揮，協調各個器官做出各自相應的反應。這是一種積極

的情緒宣洩方式, 有效地説明元元抒發了壓抑情緒, 抑制了問題行為與不良情緒

的滋生。唱歌的時候，由於元元很感興趣，會非常專注，不厭其煩地跟著老師說、

唱，大腦在隨著音樂旋律而緊張活動的同時，想像、記憶、情感等心理活動也非

常活躍，這都有助於元元思維、語言等能力的發展。手按琴鍵時，手指的觸動對

大腦皮層形成刺激，也在一定程度上訓練了腦神經對聽、觸覺的支配能力，活化

了右腦、發展了潛能。 

在利用風琴掌握了初步的彈奏技能後，為了讓他在音樂道路上走得更遠，學校專

門給他配上鋼琴。並安排專業的鋼琴教師任課。同時，學校還培訓家長，聯繫專

業音樂學校，讓他的彈琴水準進一步提高。 

在利用音樂介入其問題行為矯正的過程中，教師們還時刻注意行為干預的一致性

和延續性，強調語言的具體化，注意―有意忽視法‖、―理性情緒療法‖等多方

法的交叉運用，這些都鞏固了行為矯正的效果。 

五、效果與思考 

通過幾年的矯正訓練，用音樂介入的方法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元元不僅每天

哭鬧、喊叫、摔打物品等問題行為明顯減少、減輕了；在語言表達方面也有明顯

的進步，除了―g、k‖兩個聲母依然發音不清楚外，已能清楚、完整地表達自

己的需要，能朗讀課文，能進行日常交流。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元元已深深地沉

迷於音樂的世界，每天自覺、專注地練琴 6 個小時，鋼琴技藝嫺熟，已經考取了

鋼琴十級證書，成為蜚聲校園的小鋼琴家。 

當然，元元身上存在的諸多行為問題並未完全去除，從其目前發展來看，仍會偶

爾不自覺地喊叫，仍伴有自言自語、行為刻板等問題。如何把行為問題出現的次

數和程度降到最低，繼續培養其社會交往乃至獨立生活的能力，將是我們今後教

育訓練工作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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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行動教學實務之省思 

杞昭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中文摘要 

視覺障礙者著重於心理地圖的建立。一旦習得定向與行動技能，在家、在學校或

職場上可以和明眼人一樣來去自如，沒有太多的障礙。因盲而產生的各種限制減

少，因行動而產生的自信增加。定向與行動主要是教導視覺障礙者，能夠安全的、

有效率的、迅速的、優雅的透過任何環境和情境下旅行的概念、技能和必要的技

術。定向行動課程涉及師資的培訓和證照檢定、視障者的心理、無障礙環境的提

供、定向行動輔具的協助以及視障者本身的定向行動技能。定向行動教學應評估

學生目前能力程度、決定教學需求、選擇訓練目標、選擇教學場所、執行教學活

動。視障者學會了定向行動技能，自信心自然增加，人際互動也隨之增加，生活

自理能力恢復，生活步調恢復常軌，出門不必一定要有人陪同或搭計程車，經濟

自然獨立，不再是社會的負擔。 

關鍵字:定向行動  

 

壹、前言 

大學開學前各系所所辦理的新生座談會，通常會對學校系所的環境、成員及課程

加以說明，並引導大學新鮮人繞校園一圈，這個所謂的「Orientation」確實能

讓大學新鮮人對大學有所了解，對未來產生目標而有所行動。本人在大學執教多

年，曾嘗試藉「時光信」之名，要求學生寫一封信給十年後的自己，擬定十年後

的目標，預測十年後的成就，並約定十年後郵寄給他們。先不論十年後他們收到

十年前自己來信的喜悅，但從他們的回饋中發現，他們當年所訂的目標不但都能

完成且提前完成。可見定向之後必然會有所行動，至於如何行動，則屬於個人的

造化。 

視覺障礙者（以下簡稱視障者）的眼前可能是一片黑，但心裡可未必，他們也需

要定向，只是他們的定向多著重於具體的環境相對位置，著重於心理地圖的建

立。一旦付之行動也能和明眼人一樣，沒有太多的障礙。視障者因習得定向與行

動技能，在家、在學校或職場上可以和明眼人一樣來去自如。因此，因盲而產生

的各種限制減少，因行動而產生的自信增加。目前國內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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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行動課程兩學分訂為必修課程。 

定向行動課程涉及師資的培訓和證照檢定、視障者的心理、無障礙環境的提供、

定向行動輔具的協助以及視障者本身的定向行動技能。因此，定向行動課程包括

了定向行動師資培訓與技能檢定、視障者心理、無障礙環境設施、定向行動輔助

器材的提供、定向行動的教學等等向度。茲將定向行動課程地圖（如圖1）。 

圖1 定向行動課程地圖 

 

貳、視障者的心理特質 

個別化教育計劃的擬訂，需要對視障者的心理、生理等身心特質有所瞭解。視障

者的鑑定與評量是為了安置，評量主要是想瞭解其優勢能力及劣勢能力，以便於

提供適合其發展的個別化教育計劃。定向行動教師與學生的關係是相互信賴的；

定向行動教師的責任在於分析學生現有的能力、發展有意義且適當的課程來指導

技巧、克服學生的弱勢、使學生有能力用適當的方法解決問題。這些過程都使學

生變成一位最好的行動者。但視障者可能是先天盲，也可能是後天失明，因此有

不同的心理特質。 

一、先天盲 

視障者給人的刻板印象是：自我中心；退縮、沉默寡言、孤獨；自閉性、愛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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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與他人的協調性；閉鎖性、團結；行動過分慎重；消極；不喜歡行動；固執；

依賴性；恐懼心；憂慮、緊張、神經質；自卑感；忘卻行動；猜疑心強；愛情的

渴望、引人注意的行動、渴望受讚美；攻擊性、競爭性；易傷害對方或怨恨對方；

情緒上的不成熟；內向、膽小、自我意識強（郭為藩，1998）。究竟果真如此，

或有個別差異，至於何以會如此，有賴定向行動教師深入了解。 

二、後天盲 

王育瑜（1998）翻譯《迎接視茫茫的世界》一書中指出，後天失明會導致二十

種「喪失」，如：心理安全感的喪失，喪失生理的完整而焦慮、恐懼、沮喪；喪

失對其他感官的信賴；喪失與環境現實接觸之能力；喪失視覺背景；喪失光的安

全感；喪失日常生活的基本能力；喪失行動的能力；喪失日常生活技能；喪失與

人溝通的能力；喪失文字溝通的能力；喪失口語溝通的能力；喪失獲得資訊的能

力； 喪失欣賞令人愉悅事物的能力；喪失欣賞美麗事物的能力；喪失從事休閒

娛樂的能力；喪失工作生涯﹑工作目標以及工作機；喪失經濟安全；喪失個人獨

立性；喪失社會適當性；喪失個人隱私；喪失自尊；喪失人格整合等等。 

杞昭安（2012）以任職於台北啟明學校、台中啟明學校以及台中惠明學校的教

師為對象，每校各抽取20 名教師共60 名，參考視障者心理特質之相關文獻，

編製「視障學生身心特質調查問卷」，採用Likert 五點量表，依據盲校教師實際

感受程度。結果顯示，盲校教師眼中視覺障礙學生的身心特質有十六項，可分為

四方面： 

1. 生理方面：使用視覺以外的感官去學習、太大太小東西的知覺困難、聽知覺

優於明眼人、有聲音認知之優越感、使用殘存視力其視覺性行動獲得改善、運動

狀態的知覺困難、視覺辨別力（長度、角度、大小）比明眼兒童差、感官有補償

作用。 

2. 心理方面：低視力學生具邊緣性格、有依賴性的性格。 

3. 學習方面：觸覺花的時間比視覺多、閱讀速度緩慢（尤其是以點字為主的全

盲兒童）、只會做老師指定的功課、對視覺性的東西無法反應無法模仿。 

4. 人際方面：與任課教師關係良好、和同學之間相處感情融洽。 

參、定向行動輔具 

杞昭安（2001）研究指出視障者定向行動所需輔具，大體上有四大類，共五十

種（如表1）。視障者由於視力的障礙或缺陷，在行動上往往有所限制。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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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科技之所賜，一些定向行動電子輔具紛紛出籠，使這些限制有相當程度的解

決。雖然在傳統上用得最多的定向行動方式為人導法、傳統手杖、導盲犬，但新

的電子行動輔具（Electronic TravelAid, EAT）卻是使用的新趨勢（Hill & 

Bradfield, 1987）。 

表1視障者定向行動所需輔具 

項     目 所  需  輔  具 

1.獨走技能方面 有聲衛星導航器、紅外線直線行走練習器、立體模型、史氏

板、軌跡輪 

2.手杖技能方面 長杖、摺疊式手杖、伸縮式手杖、變形手杖（橢圓形、長方

形、圓形、梯形）、輪子手杖、雷射手杖、盲用導盲器、手

杖指南針、手杖求助器、光源探測手杖、擺幅練習器 

3.空間定向方面 音源辨識器（八個方位）、有聲指南針 

4.生活自理方面 指南針手錶、收音機、有聲時鐘、語音溫度計、語音體溫計、

水高測知器、下雨警報器、有色眼鏡（墨鏡）、點字手錶、

有聲手錶、盲用錄音機（聽讀索引卡帶）、顏色偵測器、各

種形狀色彩鈕扣、放大鏡、放大鏡燈、放大鏡手電筒、望遠

鏡、望遠眼鏡、有聲盲用字典、大字體字典、點字標示器、

求助器、口袋型盲用電腦、多功能電子筆記本、盲用口袋型

數位錄音機、盲用有聲洗衣烘乾機、盲用廚具、防熱手套、

光源測知器、有聲體重機、點字定時器、點字捲尺 

項目輔具 

肆、定向行動教學 

本人於2010年以兩班大學生共110名位為對象，提供學生紅外線直線行走練習

器、擺幅練習器以及白手杖，教材內容分為參部份，一為指導盲生生活自理、空

間定向、獨走技能、手杖技能等等要領；一為明眼人在使用人導法時應具備之口

述影像技能，例如導讀、導遊、導覽等等；一為無障礙環境的規劃。 

課程大體上有下列幾個議題：1.感覺與知覺訓練，2.方向的建立與保持，3.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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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行動，4.視障者的聽覺，5.運動和感覺動作功能，6.定向行動的心理社會向

度，7.定向行動輔具應用，8.犬導法，9.無障礙環境，10.學習理論與教學方法，

11.兒童和成人定向行動方案之設計，12.學前兒童的定向行動，13.老人的定向

行動，14.身體障礙之視障者的定向行動，15.身體病弱之視障者的定向行動，16.

獨走技能，17.手杖技能，18.人導法技能（含導讀、導遊、導覽要領）。 

教學策略方面，定向行動課程雖受學生喜愛，但上課如果僅以理論性的介紹恐陷

於枯燥無趣，因此規劃了一些活動讓學生體驗和練習。整個教學計劃使用講述教

學法、互動式教學法、工作分析法、發現教學法以及精熟學習法等等。定向行動

技能的活動設計有以下七項： 

1. 觸覺、味覺、嗅覺練習：買一些食品讓學生觸摸形狀、嗅聞味道且吃吃看，

並說出品名。或找出五六位同學站在教室前面，讓學生戴上眼罩利用各種感官來

辨認（以肩部以上的觸摸為限）。 

2. 川堂練習：因系館的川堂空間安全適當，正好可以讓學生練習獨走和手杖斜

置技能。 

3. 校園練習、方位練習、聽覺定位：兩人一組（以策安全），以有聲指南針及

手杖練習，安全有效的到達目的地。 

4. 人行道練習（綜合練習）：兩人一組來回於學校至古亭捷運站間。利用嗅覺、

聽覺、觸覺等感官來辨認各種狀況，陪伴者要適時給予正確的回饋。 

5. 環境的需求（捷運、公車、中正紀念堂）：兩人一組，搭公車至中正紀念堂，

以手杖技能行走至紀念堂最上層然後換手，回程搭捷運至古亭站回學校。整個行

程須知道如何在公車上投幣、紀念堂的上下樓梯、搭電扶梯、箱型電梯、購捷運

車票、搭捷運等。 

6. 人導法練習（導讀導遊導覽）：兩人一組，由學校至捷運古亭站來回一趟，

輪流引導，練習將所見到的景物傳神的作口述影像。 

7. 合作學習（比賽、走直線及擺幅要領）：分成幾個小組，從博愛樓蒙眼以手

杖獨走至對面工教大樓，以接力賽方式進行。 

定向行動的教學，大體上要注意其指導原則以及教學的內容，茲分述如下： 

(一)定向行動教學的指導原則 

定向行動教學和一般學科或術科教學一樣，有一些指導原則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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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學生目前能力程度（Assess Current Skill Level）：不同環境下的觀察紀

錄及視障者日常生活作息的參考資料均可作為非正式的評估資料。使用檢核表來

確認視障者已會的技能及尚需學習的技能為何？ 

2. 決定教學需求（Determine Instructional Needs）：正式或非正式的評估資

料用來決定需要教導的技能與領域，而教授領域的決定則根基於學習者現在及未

來可能的需求。例如：選擇日常生活中高度被需要的技能；設定優先順序，決定

最能提升學習者獨立能力，增進社會接受及融合度的技能；選擇對學習者高度有

用的技能；該技能應是學習者現階段有能力達成的。 

3. 選擇訓練目標（Select Training Objectives）：訓練目標須符合個別化教學

原則，並且反應學習者之獨特需求。 

4. 檢視基本能力水準（Review Performance Standards）：在準備教學前應檢

視每個單元的行為標準，依學習者的需要挑選最適當的行為標準，而該行為標準

可以依學習者的個別差異調整。 

5. 選擇教學場所（Select Instructional Setting）：教學場所應配合學習者之日

常生活作息。儘量在自然情境中進行初期教學。 

6. 選擇教學材料（Select Instructional Materials）：教學材料的選擇必須是學

習者日常生活中容易取得的。為了方便學習者應用該項技能於日常生活上，所以

盡量使用真實物品作為教學用途。 

7.教學前的安排（Determine Arrangements Needed Prior to Instruction）：

教師在上課前就應做好特別的安排，如此可大大增加技能的熟練度與持續度。 

8. 選擇教學概念（Select Instructional Concepts）：使用口語和非口語的方法，

來呈現跟主要技能有關的概念。如：解說技能之概念時，可以藉助手語、圖片、

實體物、電子板等擴大溝通輔具以協助語言表達困難者。 

9. 選擇教學活動（Select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在每個教學單元中設計數

個教學活動，以便提供額外的練習，增進類化的能力。 

10. 執行教學活動（Implement Select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在進行教學

活動的過程中，若學習者沒有適度的進步，則必須提供另外替代性的活動來教

學。在教學活動中做些改變，可增進技能的獲得。例如：教學縮短或增加教學期

間；替換教學者；更換教學活動的先後順序；修正材料或設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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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追蹤評估學習者的進步情形（Monitor Learner Progress）：持續不斷評估

學習者每項技能的表現情形並在評量表上記下這些成果。 

12. 評估教學計劃（Evaluate Instructional Plan）：學習者成功的學會接受訓

練的技能乃是進一步計畫的基礎，若學習者無法正確地完成該項技能，則教學計

劃必須改正其缺失。 

13. 計畫進一步的教學（Plan Further Instruction）：進行進一步教學計劃之前

必須針對學習者教學上的需求，再做一次評估。 

以上述之指導原則來設計教學單元，應當會更符合教學目的，也更容易達到教學

成效。 

(二)定向行動學內容 

定向行動教學理論上分為定向指導和行動技能的教學兩方面。 

A.定向的指導 

「定向」是依據外在環境感覺來辨別方位，而「行動」則指在安全原則下，由一

地前進至另一地，兩者對視障者來說可都是不可或缺的生活能力。透過定向行動

訓練，讓視障者可以自由的行動，這是讓視障者獨立生活的重要關鍵。訓練由近

而遠，從居家環境開始，先熟悉輔具的使用，並漸漸的跨出家門，走進社區、甚

至是職場，妥善的運用殘存的視力、其他的感官功能，並藉由精確的身體控制能

力及適當的使用輔具來感知周遭環境的情況，進而能夠安全的行走、搭乘交通工

具，重拾獨立行走的自由。幫助視障者定向的一項重要因素，乃充分利用各種殘

餘的感官。因此訓練各種感官知覺，使視障者能有效的運用、選擇其感官知覺，

幫助其本身的定向。視障者的個別差異很大，因此從事感覺訓練必須以其本身的

程度為基礎，訂定個別的訓練目標，並據以瞭解其學習的進步情形。在訓練的內

容、進度、和期限的安排等方面，都力求符合視障者本身實用的原則。 

空間定向的保留主要是在察覺和了解我們的環境，而視力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視覺系統如果受損，我們就必須重新學習新的方法，如運用其他感官並調整我們

的動作，來彌補環境中對於人事物新的感知方式。了解我們的身體、物體在複雜

環境空間中，與我及物體的空間關係。先天失明或視覺有缺損的兒童無法去觀察

和模仿周遭中移動的人。在動作發展關鍵時期，視障者學習發展表現出遲滯情

形。因此，發展遲緩期間去介入有助於到下一動作發展階段。 

B.行動技能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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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獨走技能 

盲人在熟悉的環境，應能不用其他輔助工具，便能有效行動。獨走技能包括尋找

失物、上肢護身法、下肢護身法、追跡。為提供適當的居家環境，以維持盲人行

動上的安全，應注意下列事項：1).不要有高懸的物件，以免傷及盲人的頭部。

2).移動家具，應先告知盲人。3).門要全開或全關，開半關的門最為危險。4).用

聲音引導盲人方向或方位，不要用「在這裡、在那裡」等方式來引導盲人。5).

訓練的過程或進階，宜由熟悉的室內，至家裡的各角落，由屋內至室外的庭院和

鄰居環境。6).在有相當安全情境下，應給予充分獨立行動的機會。過度保護，無

法培養獨立的性格。7).應培養從經驗中成長，從教訓中獲取經驗的體認，不要過

度害 

怕失敗。 

2. 人導法 

人導法是由明眼人來引導盲人走路，這是最安全舒適的方法，但方法一定要正

確；絕對不是隨便拉著盲生的手就走，這樣盲生會很害怕而發生意外，換成明眼

人也是如此。人導法雖是最安全的方式，但卻很容易養成盲人過度依賴的習慣。 

3. 犬導法 

導盲犬是一種工作犬，主要功能是帶領視障者避開行進間的障礙物以及突發的交

通狀況。因為視障者在使用手杖時，多半只能偵測到近距離的、前方左右四十五

度角的範圍內的障礙物，且多半為靜止不動的，但對於行進間的或不在手杖所能

偵測到的範圍內的障礙物，都可能會因為沒有發現而產生危險，所以為了顧及視

障者的行進速度、安全以及便利性，導盲犬的引導是相當的重要。在歐美、紐澳、

日本等國家，導盲犬已經是相當常見，但在台灣還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及推動。 

導盲犬十分乖巧，牠們都站在視障者的左邊，上課時不會亂吼亂叫，但當我不小

心踩到牠的尾巴時，牠也會以叫聲提醒我不可造次。我曾問學生「究竟是導盲犬

帶視障者去7-11 或視障者帶導盲犬去7-11？」把學生給搞糊塗了，但當展示一

幅國外漫畫「一位視障者帶導盲犬逛百貨公司，上了樓之後一把抓起導盲犬尾巴

甩了幾圈，當服務員前來詢問是否需要協助時，視障者回答說謝謝，我只是四處

看看而已」，很傳神說明其實導盲犬只是盲人的眼睛，盲人本身要有定向行動能

力，而導盲犬只負責避開障礙物。導盲犬將視障者視為一體，因此牠顯示出貼心

的一面，當路的寬度無法同時通過牠們兩位個體時，牠就會停下來，更神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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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視障者快碰上高度過低的通路時（如：遮雨棚的架子），牠也會停下來，因此

「狗眼看人低」不適用於導盲犬。目前視障者和導盲犬比較無法忍受的事情，應

該是外出時常會有人會驚叫「可魯！可魯！」，牠們雖然都是拉不拉多，或者都

是導盲犬，但牠們的名字並不是全叫作「可魯」（杞昭安，2007）。 

4. 手杖技能 

手杖的握法為食指伸直握在杖柄平面處，四指環握。手臂伸直放在身體前方中線

處。手杖技能包括基本技能、運杖技能、各種必要技能以及其他技能（杞昭安，

2000）。 

伍、結語 

    視障者的定向行動能力影響其身心發展甚巨，視障者一旦具備定向行動能

力，其生活和明眼人沒有多大之差異；但缺乏定向行動能力，在生理方面造成行

動不便，不喜歡活動，人際關係不佳，出門多以計程車代步，經濟上須要較多之

支出，尤其是容易發生危險；心理方面也因此容易產生自卑感，影響自己的生涯

規劃。 

本人曾於1999 年以就讀於台灣地區三所啟（惠）明學校，國小一年級至高中（職） 

三年級之學生為對象，總共303 名，其中男生199 名，女生104 名；台北啟明

學校96名，台中啟明學校169 名，台中惠明學校36 名。採用本人編製的「定向

行動能力檢核手冊」為評量工具，該手冊共分為十二大項：1.生理成熟，包括視

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共感覺；2.心理成熟；3.社會技能；4.定向行動

的輔助器材的使用；5.如何和明眼人相處；6.視障者室內獨走技能；7.人導法；

8.手杖技能；9.視障學生的概念發展；10.感覺與知覺訓練；11.人際關係與溝通

技能；12.生活体驗。初稿共有329 個小項，經敦請14 位視障教育專家學者，

以及從事視障教育的教師協助提供意見，採德爾慧法（Delphi）三次後定稿，結

果共有365 小項。探討視障學生定向行動能力的發展狀況，結果顯示： 

1. 視障學生的定向行動能力隨教育階段之增加而遞增，呈現直線發展趨勢。 

2. 視覺障礙學生其定向行動能力，如果以總量表為通過之規準，那麼視障學生

在國小階段達到64%，國中階段達86%，高中階段為98%；如果將全盲和低視力

分開來探討，那麼全盲學生在國小階段達62%，國中階段為79%，高中階段為

92%；低視力生在國小階段達67%，國中階段為90%，高中階段為99%。 

3. 視障學生的定向行動能力在男女生間沒有顯著差異；在全盲與低視力間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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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也就是全盲的定向行動能力遠不如低視力生。 

目前定向行動已被重視，視覺障礙學生定向行動能力評量結果，可以採側面圖呈

現，如此對於每個學生應輔導的向度均十分清楚。視覺障礙學生入學時，應請家

長先行評量學生之定向行動能力，以作為教師指導上之參考或依據。視覺障礙學

生入學後，導師可以定向行動能力，作為學生進步情況之指標，請各相關教師及

家長配合共同輔導。定向行動之指導在國小階段應優先指導的有手杖技能、生活

應用、輔具使用、生活基本技能、感覺訓練等項；在國中階段有生活應用、輔具

使用和感覺訓練；在高中階段有感覺訓練及輔具使用。啟/惠明學校擔任定向行

動教學之教師，假如能將教材加以彙整，學生學習效果加以記錄，久而久之必能

提出一套適合視障學生之定向行動教材與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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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視書之製作與學習成效研究計畫構思 

杞昭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中文摘要 

    雙視書的製作和提供分成幾個類型，有的是將兒童繪本以膠膜點譯後黏貼上

去；有的直接以「乾隆方陣」軟體製作，直接列印國字和點字一體成形。前者因

只黏貼上點譯資料，感覺上外型美觀，後者因列印在白色列紙上面，外表稍嫌單

調，此外，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製作的地理圖冊等，多以手工製作，外觀精美 

但成本也相對的提高不少。究竟哪一種型式的雙視書比較具有學習成效；學習主

要在大腦、在教學策略和教學方式，學習成效和教科書精美與否是否有顯著相

關，一直令人想進一步探索。基於上述，本研究想探討雙視書的製作流程、製作

人力、合理的計價方式；雙視書的呈現方式和學習成效的相關性。 

以德爾惠法(Delphi Technique)，來彙整專家學者對於雙視書之製作之意

見。因此，本研究的參與者包括：1.啟(惠)明學校教師 6 名、視障融合教育班教

師 3 名、特殊教育學系研究生 3 名、視障者家長協會理事 3 名等共 15 名；2.視

障教育專家學者 9 名(如表  )；3.教科書專家學者 2 名；4.大學全盲學生 2 名、

研究所全盲生 2 名共 4 名；5.視障教育巡迴輔導教師 10 名。預期成效為： 

一、擬定編製雙視書圖表製作之基本規範。 

二、訂定雙視書製作必要之經費標準。 

三、逐步完成各種圖表腳本之撰寫。 

四、雙視書使用之教師手冊。 

關鍵詞：雙視書 

 

壹、緒論 

    近十幾年來融合教育盛行，視障學生就讀於普通學校的人數遽增。全盲學生

就讀普通學校卻仍使用點字教科書，惟普通班教師、同學或家長多不懂點字，影

響了全盲學生的人際互動。政府有鑑於此乃推行雙視書，將原本只把教科書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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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點字的課本上同時印製國字，國字和點字上下對齊，讓全盲學生的教師、同學

或家長，可以和全盲學生一起學習一起討論，這算是視障教育百年來的一大創舉。 

    雙視書的製作和提供分成幾個類型，有的是將兒童繪本以膠膜點譯後黏貼上

去；有的直接以「乾隆方陣」軟體製作，直接列印國字和點字一體成形。前者因

只黏貼上點譯資料，感覺上外型美觀，後者因列印在白色列紙上面，外表稍嫌單

調，此外，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製作的地理圖冊等，多以手工製作，外觀精美

但成本也相對的提高不少。目前據愛盲基金會(2014)指出，國家圖書館館藏圖書

約有 300 萬冊，而各個視障服務相關單位所提供的有聲書、點字書等，視障者

可以選擇閱讀的書籍竟然不到 3 萬種，其中視障兒童可以自行閱讀的書籍更少於

6,000 種。因此，愛盲基金會將針對 3-12 歲視障兒童閱讀特性與需求，籌設專

屬圖書館，預定募集經費籌設兒童故事屋、線上圖書館等，分別透過實體的故事

屋為弱視兒童及家長製作典藏點字膠膜雙視書，並且為全盲兒童與家長製作親子

共同閱讀之國字、點字雙視書。 

    至於雙視書方面，楊聖弘(2013)指出主張點字書雙視化的朋友們的觀點：1.

雙視書可讓明眼老師了解視障學生的閱讀狀況，並且適時的給予指導；2.學生有

問題，可以直接拿著點字雙視書請教老師；3.在互動性提高後，視障學生的受教

品質將可大幅提升。「雙視書」或許沒有那麼具關鍵性的幫助，但總應該還是好

的，至少單就溝通的效率提高，也算得是一項正面的進步。但他認為「雙視書的

製作經費會增加」。過去，製作點字書的成本，主要可分為一般書籍輸入為電子

檔案、電腦轉譯為點字後由視障者校對點字資料以及將點字列印裝訂成冊等三部

份的費用。以往聘用視障者校正明眼字轉換點字後的破音字、語音、讀音、甚至

無法轉換的古字所產生的問題，現在幾乎都交給了電腦，讓軟體來完成，這樣的

作法，是否會影響書籍的品質，……缺乏多元的明眼字自動轉換點字的測試，加

上缺乏「懂點字的人」最後的驗收把關，點字書雙視化的政策，將是危險且令人

擔心的。 

近幾年印刷技術有新的突破，如 UV 噴墨在經過光聚合硬化（Curing）過後

的印紋會有凸起的墨厚，如果能簡單的從數位 UV 噴墨機械的墨量控制和紫外光

線的特性調整，達到視障同胞可感觸得到的凸字或凸紋，將可解決圖文並茂的點

字書在出版印刷過程的繁瑣費時、耗費巨資的現況。而江瑞璋等人採取創意的雙

視書概念，讓視障兒童的家長（明眼人）可以看到正常視覺的彩色印刷品，當家

長在唸童書故事的同時，視障兒童也可以跟著觸摸到點字（凸字）和物體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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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紋）。很幸運的，我們可以在目前數位 UV 噴墨印表機的設定參數，在可調

整的範圍內僅以二次的噴印流程就達到視障同胞可以感觸得到的凸字和凸紋（字

和圖同時並茂）的滿意結果(江瑞璋、張世錩，李祥棟、魏嘉萍，2012) 

    總而言之，雙視書因同時呈現國字和點字，因此製作成本提高，且可以承接

製作的廠商變少(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3a、2013b、2013c)。在種種限制下，

不禁讓人擔心雙視書是否具有攜帶和閱讀的方便性；封面和內文是否具美觀性；

在破音字、錯別字、同音異字方面的正確性如何；是否真正達到明盲溝通的目的；

一套成本平均在一萬元左右，政府是否有能力承擔；是否可以和一般學生在開學

時拿到雙視書，哪一種型式的雙視書比較具有學習成效，種種問題令人關注；學

習主要在大腦、在教學策略和教學方式，學習成效和教科書精美與否是否有顯著

相關，一直令人想進一步探索。 

    基於上述，本研究想探討雙視書的製作流程、製作人力、合理的計價方式；

雙視書的呈現方式和學習成效的相關性。 

 

貳、文獻探討 

    探討雙視書的製作和學習成效，將從六方面來檢視，視障學生的心理特質、

學習理論、點字試題分析、圖表報讀之研究、雙視書使用現況、雙視書的製作等。 

一、 視障學生的心理特質 

個別化教育計劃的擬訂，需要對視障者的心理、生理等身心特質有所瞭解。

但視障者可能是先天盲，也可能是後天失明，因此有不同的心理特質。 

一)先天盲 

視障者給人的刻板印象是：自我中心；退縮、沉默寡言、孤獨；自閉性、愛

幻想、缺乏與他人的協調性；閉鎖性、團結；行動過分慎重；消極；不喜歡行動；

固執；依賴性；恐懼心；憂慮、緊張、神經質；自卑感；忘卻行動；猜疑心強；

愛情的渴望、引人注意的行動、渴望受讚美；攻擊性、競爭性；易傷害對方或怨

恨對方；情緒上的不成熟；內向、膽小、自我意識強（郭為藩，1998）。究竟

果真如此，或有個別差異，至於何以會如此，有賴視障教育教師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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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天盲 

王育瑜（1998）翻譯《迎接視茫茫的世界》一書中指出，後天失明會導致

二十種「喪失」，如：心理安全感的喪失，喪失生理的完整而焦慮、恐懼、沮喪；

喪失對其他感官的信賴；喪失與環境現實接觸之能力；喪失視覺背景；喪失光的

安全感；喪失日常生活的基本能力；喪失行動的能力；喪失日常生活技能；喪失

與人溝通的能力；喪失文字溝通的能力；喪失口語溝通的能力；喪失獲得資訊的

能力； 喪失欣賞令人愉悅事物的能力；喪失欣賞美麗事物的能力；喪失從事休

閒娛樂的能力；喪失工作生涯﹑工作目標以及工作機；喪失經濟安全；喪失個人

獨立性；喪失社會適當性；喪失個人隱私；喪失自尊；喪失人格整合等等。 

杞昭安（2012）以任職於台北啟明學校、台中啟明學校以及台中惠明學校

的教師為對象，每校各抽取20 名教師共60 名，參考視障者心理特質之相關文

獻，編製「視障學生身心特質調查問卷」，採用Likert 五點量表，依據盲校教師

實際感受程度。結果顯示，盲校教師眼中視覺障礙學生的身心特質有十六項，可

分為四方面： 

一)生理方面：使用視覺以外的感官去學習、太大太小東西的知覺困難、聽知覺

優於明眼人、有聲音認知之優越感、使用殘存視力其視覺性行動獲得改善、運動

狀態的知覺困難、視覺辨別力（長度、角度、大小）比明眼兒童差、感官有補償

作用。 

二)心理方面：低視力學生具邊緣性格、有依賴性的性格。 

三)學習方面：觸覺花的時間比視覺多、閱讀速度緩慢（尤其是以點字為主的全

盲兒童）、只會做老師指定的功課、對視覺性的東西無法反應無法模仿。 

四)人際方面：與任課教師關係良好、和同學之間相處感情融洽。 

二、 學習理論 

行為學派認為學習是行為的改變，是透過練習的結果，是學習者和他們的 

行為是來自於環境刺激的結果；認知學派則認為學習是學習者的學習是來自於對

知識經驗刺激，透過計畫注意目標想法，記憶種種活動進而建構意義。 

    一般認為學習是記憶的累積，遺忘就沒有學習，如果以大腦來看，大腦包括

四葉：Occipital lobes(枕葉)屬於視覺/視覺系統中的各個小區域碼上分辨、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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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到的刺激；Temporal lobes(顳葉)掌管聽覺(聽覺，而且主管語言與長期記

憶，尤其是語言的長期記憶)；Parietal lobes(頂葉)專司體覺 (前半部叫感覺運動

區，主要工作是接收從身體各部位傳來的訊息，如皮膚的觸覺、肢體的姿勢變化。

後半部的頂葉，繼續分析、整合傳送進來的訊息)；Frontal lobes(額葉)是精神和

思維(腦內的行政、策劃、思考與決策中心，隨時隨地做著重要的決定)。若看東

西有缺損，可能枕葉有小血管阻塞；顳葉功能異常，也會影響說話額葉表現。若

英文字母的 E，看成左右相反、開口向左，或數字 3 的開口向右，書寫為英文字

母 E，可能是頂葉的感官接收扭曲訊號所致。 

    至於多重感官的教學方法，如視聽觸動(VAKT 法)，Visual（視覺）、Auditory

（聽覺）、Kinesthetic（運動覺）、Tactile（觸覺），以語文課為例，例如教師先

讓兒童說故事給教師聽，然後老師把故事中的單字寫出來，當作兒童閱讀材料；

在學習單字時 ，兒童首先看字（視覺），再聽教師唸這個字（聽覺），最後兒童

用觸寫這個字（運動覺和觸覺）。經由多種感官把外界訊息傳遞到大腦處理。 

三、 點字試題分析 

    依據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 99 年度工作計畫：1.分析 99 年度第 1 次國

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點字試卷（含圖、表等）點譯方式並提供基測中心建議

報告。2.使從事視障教學工作的老師（含特殊學校與融合學校）能與基測中心闈

場委員有意見交流的機會。3.第一線從事點譯工作的老師能掌握現行基測點字試

題的點譯及圖表表現方式，並融入教學中。聘請相關專業從事盲生視障教育的老

師逐科分析試卷。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在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中心推動工作委

員會與從事視障教學工作的第一線教師們之間建構一個關於「點字試卷」的意見

交流平台。藉此讓從事視障點譯工作的第一線教師們能瞭解現行基本學力測驗點

字試卷的點譯規則與圖表的表示方式等，並將這些概念融入平時的教學與點譯工

作中。在分析內容上，為了讓各科點譯有疑義的部份能更清楚的呈現，我們將各

科分析的建議要點化整為零，並歸納整理為下列九大項目：1 「國字卷標點符號

轉點字卷點字符號」、2 「點字符號」、 3 「國字卷文字轉點字卷文字」、4 「國

字卷圖表轉點字卷文字說明」、  5 「國字卷圖表轉點字卷圖表」、6 「國字卷

框文轉點字卷表示方式」、7 「國字卷文體的轉換」、8 「點字卷刪題」及 9 「點

字卷同音異字」等。從其中，得出各科在點譯項目上的處理方式及分析的建議方

式。除此之外，不同於以往的，將各科處理的優點，也分項一一分析歸納在上述

分項內容中。「將點譯處理的優點分析出」將是往後分析的重要方向之一；希望

這些適當的點譯處理方式能持續下去，也希望藉由這樣的分項整理，讓初從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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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工作的教師們能很快速的學習到該如何處理點譯問題及應注意事項。 

四、 圖表報讀之研究 

    目前在數學教材方面，政府規範採用雙視課本，讓明眼人和視障學生可以同

時有效的使用該課本。此外，更為全盲學生備有數學圖冊，多種學習管道的使用，

對於視障學生的學習確實有所幫助，但數學圖冊方面，究竟要如何協助說明，才

能讓全盲生掌握圖表的精華，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視障學生的數學教學一直困擾

著任課教師，例如圖表如何說明，目前除了製作立體的教材，更研發語音系統以

電腦報讀，至於圖表方面目前仍無法藉由電腦作出有效的圖形或語音的呈現。 

    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2004)指出視障學生的數學科表現不如一般的學生，在

視覺障礙學生升高中職甄試的數學成績就傳達了視覺障礙學生數學成績有待加

強的訊息，且盲生的數學成績有略遜於弱視學生的跡象。對多數的視障學生而

言，數學仍是困難的，視覺障礙學生和一般學生相較之下，只有少數的盲生和弱

視生有不錯的數學成就(Cahill,Linehan,McCarthy,Bormans＆Engelen，1996)。 

萬明美(2001)認為在數學學習中，運算、概念、符號、與幾何圖形是視障學

生學習數學時最困難的領域，特別是對全盲學生而言，有關形象、數位與文字計

算式的題目是較難掌握整體概念的。Cahill 等人(1996)以愛爾蘭和比利時的弱視

生與盲生為研究物件進行比較，發現盲生最有問題的數學題型是數學圖形、表格

資料、三角幾何；而弱視生最感困難的是則是對數與三角幾何。另外，在圖形認

知方面，杞昭安（1999）的研究中指出：視覺障礙學生在圖形認知能力方面比

同年齡的普通班學生約落後三至四個年齡。學者們認為視障學生的數學問題為數

與量、幾何（如幾何圖形、數學圖形、與圖形認知）、代數和統計與機率（如繪

製圖表、表格資料、比率、與表）。 

鄭靜瑩 2006 年以國小六年級普通班學生及視障學生為研究物件，探求視障

學生的數學能力及其數學之錯誤題型。研究結果顯示，視障學生的數學能力是偏

低的，在國民小學數學測驗中，文字組學生在四個範疇的數學能力由較好至較差

依序為統計與機率、幾何、代數、及數與量；而點字組學生則為代數、數與量、

幾何、統計與機率。在錯誤題型部份，文字組學生在體積與容積的計算與換算、

內角和、體積倍數的概念與比例尺；點字組學生在簡單的計算題、對稱圖形、圓

形圖的概念題、機率題、統計圖與折線圖等題項與普通班學生相較是較差的。 

    目前台南大學國中數學盲用圖表審查委員提出的意見中，優點方面如：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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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但缺失為：圖形似乎大了點,不易掌握、格子大小前後不一致、左右線條

視覺上不對稱、圖上面沒標示、圖表裝訂順序錯誤、獎牌的立體圖不夠逼真、圖

形太大,不易掌握、圖和原稿方向不同、省道和縣道不易區別、點的間隔太遠、 

點和點字的點不易區別等等。 

數學平面幾何與立體幾何的圖表問題；製作者和教學者用意不同；以生態評

量的觀點來看，任課教師、圖形製作者、學生、專家學者、口述影像專家等人的

意見應多加考慮。整體而言，目前視障學生數學圖表製作方面歸納為：1.盲用圖

表製作傳神逼真、讓全盲生可以藉觸覺替代視覺。2.數學盲用圖表的製作，應有

該任課數學教師參與。3.各個圖表的主要用途未必相同，應抓住其目的作為該圖

的重點。4.圖的大小比例問題值得探討。5.如果沒有充份理由，應依原稿繪製，

不宜擅自更改方向。6.圖的紋路問題有許多種，如果僅以朔膠紙為唯一考慮，將

會受限制。7.圖的點狀大小是否也會影響圖的判讀亦需注意。8.目前國內立體印

刷技術不錯，可以考慮以拷凸方式製作，成本未必比目前人工繪圖貴。 

謝曼莉提出，要讓考生公平展現實力，而非追求形式上的公平。報讀圖表 弱

勢生聽不懂，個人化的應考服務是大考中心需要面對的課題，目前大考中心提供

給身障生的各項服務太過標準化，無法切合每位考生的需求，以報讀服務為例，

完全由報讀者朗讀題目，甚至連圖形表格都報讀，對盲生或弱視生來說，不是最

好的方法。每位視障生的狀況不同，有些可以看到圖形，有些可以分辨顏色，有

些只要放大字體就可閱讀。由特教老師先對視障生做視覺功能性評估，再針對需

要做適性的應考服務，例如點字、報讀、放大字體等。這樣的方式可以克服圖形

無法報讀的問題，文字的部分還是使用報讀。對後天失明的學生來說，心裡已有

圖形概念，如：曲線圖、捷運路線圖，報讀再提供圖形給考生觸摸，有助臨時申

請報讀的考生提升答題速度。現行的輔助措施，報讀只是其中的一項，特殊考生

還有很多不同的狀況，大考中心應該納入不同領域的特教老師參與會議，提供專

業意見，給予身障考生最適合的應考服務，多準備人力，以面對突發狀況。讓特

教老師參與入闈，為特殊試卷的製作提供更多意見，甚至提早製作輔具，以備不

時之需(嚴文廷，2007)。 

趙雅麗認為(2002)口述影像旨在如何為視障者解說我們所看見的世界；探討

影像與文字兩種符號系統的差異，以及符號系統間如何相互轉換的方式。其應用

在靜態圖像、電影畫面、文化展演、空間設計等方面。口述影像是在引導視障者

時，能將眼前所見作簡要的說明，但在電影欣賞時，口述影像變得十分困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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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將導演或電影原意傳達給視障者，需要經過一番的自我訓練，如何去「解

碼」、「再編碼」，且不失導演的原意並不容易，因為一般人再編碼時，往往已非

導演的原意，而是另一種創意。 

綜合上述，口述影像 (audio description，或稱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廣義的口述影像是將光影以言辭表達。狹義的為轉換他人作品中的光

影。一般的口述：1. 聲音方面要簡其語、齊其句、諧其音、悠揚頓挫；2.、 影

像方面要簡短明晰；3.特寫方面要筆調輕鬆、有事實根據、用事實來感動人。口

述的基本要領則須有起承轉合，例如提綱挈領、說明、結論；由小而大、由輕而

重、漸入高潮；口述的內含包括完整說明、充份資料、深入意義、正確的解說。 

本人於 2010 年嘗試以視障學生最感困擾的數學科目來探討，邀請啟明學校

數學教師、視障教育資源班數學教師、普通學校數學教師以及特殊教育研究所學

生共四名，將國中數學課本內的圖表以文字敘述。然後採德爾惠法(Delphi)邀請

視障教育專家學者六名、數學教育專家一名、大學視障學生四名、國中視障學生

二名等，一起來將討論數學圖表最合適的報讀方式，最後邀請數學圖表報讀撰寫

人員，及臺北縣市視障教育巡迴輔導教師共 16 位座談，試圖尋找最妥適的數學

圖表報讀的原則，供培訓報讀人員之參考。專家學者的意見有 1.報讀內容範圍：

大多數隻將圖表報讀出來，而不作基本解釋，少數的不只將圖表報不出來，也作

了基本解釋，但都沒有要學生觸摸圖表;若報讀範圍，只包括讓學生知道有這些

圖表存在以及存在的形式，可以敘述性為主;若要再加上機本解釋，這會與圖表

的先行課文內容以及後續課文內容有很大的關聯;若還要加上觸摸圖表之考慮，

可使學生學的更完整，但報讀要會冗長些。2.報讀的專業在對腳本忠實傳達，不

一定要數學本科老師，但寫腳本的人，最好是數學教師，但其實有經驗的報讀者，

成效也可能超過專業師資。3.任何圖表的報讀需先考慮學生的起點行為，能力現

況，再決定報讀的詳盡程度，所以，即使是同一本數學教材，同一張圖，都可有

不同的報讀。 

視障學生圖表的報讀涉及三個層面：圖表內容的撰寫、報讀者的報讀風格、

視障學生的程度等，茲分述如下： 

一)數學圖表內容的撰寫方面 

1.圖表報讀要能信、達、雅；文字敘述要簡要，文字內文即等於圖表意函。 

2.圖表報讀的腳本須依報讀內容逐字寫出。圖表的標題應報讀，並配合課本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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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原先的標題，方便搜尋也避免錯誤。 

3.報讀應配合課文內容作增減之修正，有的文章已經非常詳細，就不需要再增加

以免畫蛇添足，增加學生閱讀上的負擔。 

4.報讀要合乎羅輯，尤其在圖表訊息上的報讀順序，對腳本忠實傳達。 

二)報讀者的報讀風格方面 

1.逐字逐句念出課文或者念出書面資料。 

2.當報讀是為了校對點字是否正確時，任何一個標點符號、空行、換段、換頁、……

等，一字不漏照原稿念出。 

三)視障學生的程度方面 

圖表報讀時似乎需先考慮到學生的能力現況為何，因為課本在圖表的前後內 

文中，都會針對圖表加以解釋，學生的先備能力佳，過多的解釋反而會是學生摸 

讀的負擔，因此，任何圖表的報讀需先考慮學生的起點行為，能力現況，再決定 

報讀的詳盡程度，所以，即使是同一本數學教材，同一張圖，都可有不同的報讀 

方式。 

五、雙視書使用現況 

本人曾以任職於台北啟明學校、台中啟明學校以及台中惠明學校的教師為對

象，就 152 位教師中隨機抽取 60 名，問卷回收率為 98.33%：其中男性教師 12

位(20.3%)、女性教師 47 位(79.7%)；任教高中職階段者有 14 位(23.7%)、國民

中學階段者 23 位(39%)、國民小學階段者 22 位(37.3%)；盲校服務年資方面，

未滿 5 年者 13 位(22.0%)、5 年～未滿 11 年者 14 位(23.7%)、11 年～未滿 16

年者 13 位(22.0%)、16 年～未滿 21 年者 8 位(13.6%)、21 年～未滿 26 年者

11 位(18.6%)。 

以自行編製「視障學生雙視書使用現況調查問卷」，邀請視障教育專家學者

五名就問卷內容加以修正完成，最後請任教啟/惠明學校教師協助填寫。問卷回

收後，利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視窗版SPSS for Windows 22.0版進行各項統計與

分析，以次數分配和百分比呈現各題的填答情形。 

    最後將統計結果請教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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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視障者教長協會、台北市視障資源班、新北市視障資源班等單位，深入了解目

前雙視書的使用現況。研究結果顯示:在四等量表中，視障教育教師認為雙視書

重要性的平均數為 3.62，在需要性的平均數為 3.55，均屬於非常重要和非常需

要的程度。獲得下列幾點結論： 

1.大約有六成三的視障學生使用過雙視書。2.視障教師有五成四知道雙視書

的價格。3.雙視書的版本以康軒版、 翰林版、南一版以及佳音版為主。4.視障

教師認為視障學生使用雙視書最適合的情境啟(惠)明學校和普通學校各佔一

半。5.有七成六視障教師認為視障學生使用雙視書最需要的階段是國小階段。6.

有八成三視障教師認為雙視書的價錢太高。7.雙視書在開學就可以提供的視障生

使用的佔七成六。8.有九成視障教育教師，認為雙視書一套平均在一萬元上下價

錢太高。9.視障教育教師對雙視書在破音字方面的正確性的滿意度，五成一認為

滿意、但 

    不滿意的也佔四成一。10.視障教育教師對雙視書在錯別字方面的正確性滿

意度，六成一滿意。11.有五成九視障教育教師，對雙視書在同音異字方面的正

確性滿意。12.有六成六視障教育教師，對雙視書在在封面設計方面滿意。13.

視障教育教師對雙視書在圖表呈現方面，六成六認為滿意。14.視障教育教師對

雙視書在攜帶或閱讀方便性方面，三成九認為滿意；不滿意的達五成三。15.視

障教育教師對雙視書在美觀方面，五成四認為滿意；不滿意的有三成六。16.視

障教育教師對雙視書經費全部由政府負擔，七成八認為滿意。17.視障教育教師

對康軒版的雙視書最滿意，其次為南一版和翰林版。18.視障教育教師有五成四

認為政府提供雙視書，因採用電腦校對，因此剝奪了視障者校對的工作機會，但

也有三成九不同意上述觀點。19.視障教育教師有八成六同意雙視書，確實達到

和普通班教師、同學溝通的目的。20.視障教育教師有八成八同意雙視書規劃回

收再利用。 

六、雙視書的製作 

    點字書的製作除將國字轉譯成點字列印外，涉及圖形部分是否要使用複製、

變更、代替和省略之處理方式，變成爭議點所在。愛盲基金會(2014)指出圖書館

點字書製作流程如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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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點字書製作流程(愛盲愛盲基金會，2014)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探討雙視書之製作與學習成效，研究者首先透過文獻探

討搜集有關視障學生的心理特質、學習理論、點字試題分析、圖表報讀之研究、

雙視書使用現況、雙視書的製作等相關文獻，做為雙視書之製作與學習成效之理

論依據，與編制德懷術問卷之基礎，再經由德懷術問卷過程得到相關資料。 

一、研究參與人員：本研究以德爾惠法(Delphi Technique)，來彙整專家學者對

於雙視書之製作之意見。因此，本研究的參與者包括： 

1.啟(惠)明學校教師 6 名、視障融合教育班教師 3 名、特殊教育學系研究生 3 名、

視障者家長協會理事 3 名等共 15 名；2.視障教育專家學者 9 名(如表  )；3.教

科書專家學者 2 名；4.大學全盲學生 2 名、研究所全盲生 2 名共 4 名；5.視障

教育巡迴輔導教師 10 名。 

表  視障教育專家學者一覽表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李永昌 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林慶仁 副教授 台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曾怡惇 副教授 台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莊素貞 教授 台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賀夏梅 副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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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靜瑩 副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 

吳純惠 助理教授 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張勝成 教授 台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黃國晏 副教授 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二、研究工具：請視障雙視書製作的問題及學習成效逐一敘述，編制成「雙視書

之製作與學習成效問卷」。 

三、資料處理 

簡茂發、劉湘川認為 Delphi 視研究需要來決定所需的統計處理方式，本研

究採用眾數統計：計算專家對內容評價之眾數，眾數愈高，相對重要性越大。本

研究針對專家對於各專案適切性的意見，統計處理方式採取眾數以瞭解各種製作

方式的雙視書之妥適性。 

肆、預期成效 

一、擬定編製雙視書圖表製作之基本規範。 

二、訂定雙視書製作必要之經費標準。 

三、逐步完成各種圖表腳本之撰寫。 

四、雙視書使用之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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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洪秀婷 

國立台南大學研究生 

 

第一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視障生的學習與特質、九年一貫資訊課程與盲用電腦能力指

標、資訊能力之相關研究以及視障電腦輔助科技相關研究等四方面來探討。 

第一節 視障生的學習特質與需求 

本節將先說明視障生的學習特質與限制，再就視障生的電腦網路需求進行

分述。 

一、視障生的學習特質與學習限制 

  視覺是人類獲取資訊及模仿學習的主要感官，而人類獲得經驗的途徑40％

來自於視覺經驗，我們透過「看」這個動作將所得的資訊與其他感官資訊進行聯

結，以加強及促進知覺的發展。因此視障生需利用其他殘餘的視力及其他感官來

取得外界的訊息，如聽覺、觸覺、嗅覺、味覺、障礙覺等各方面的管道來輔助學

習(杞昭安，2001；張千惠，2008)。由此可知，視覺視力的缺損對視覺障礙者

的發展與學習有著極大的影響。 

  這些限制使得視障生在學習過程可能遭遇以下的問題：學習資源不足、資料

使用不便、教學媒體不適、學習活動困難、閱讀資料不易、文字溝通困難、自我

學習困難以及與同儕互動不易等問題（蘇秋永、紀惠卿，1996）。確幸的是，

由於輔助科技的進步以及資訊網路化的現象，得以讓視障生利用電腦網路資源來

解決或紓解上述的困境。 

二、視障生使用電腦網路的需求 

  因視覺視力的缺損導致視障生在追求知識和擷取資訊的途徑上遭遇許多問

題，在求知的過程中也較其他聽語障礙、肢體障礙、智能障礙等其他身心障礙者

更顯封閉。視障生除了借由點字圖書及有聲書教材外，難以獨立學習，這也嚴重

地影響了他們對各類傳播媒介的使用。因此視覺障礙族群由於資訊取得的匱乏以

及文字溝通上的障礙，使得其長期處於社會上相對弱勢的地位。幸而拜科技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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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賜，盲用電腦的發明不僅使視障生學習的管道多元化，也解決了視障者就學就

業及生活上所會遇到的困境(劉嘉馨、宋雪芳，2005；葉豐輝，2005；徐一瑛，

2007) 。 

(一) 解決學業問題 

      對視障生來說，因為學校課業之需要而必須蒐集資料或進行資料匯整以完

成報告。然低視生運用殘存的視力輔以放大器具或大字書進行閱讀，盲生以觸

覺摸讀點字教材或利用聽覺聽讀有聲圖書，且因受限於視覺的障礙，而需要投

入大量的人力為其報讀或筆記，資訊的獲取相對顯得困難與不足。反之，網路

上的資源不但容易查詢、資源豐富、容易下載、複製、轉貼，更能利用語音報

讀軟體聽讀，這些皆為視障生節省了許多時間（蘇秋永、紀惠卿，1996；陳

仕祐，2002；劉嘉馨，2004）。 

(二) 生活及休閒娛樂 

    生活中有許多資訊可透過網路來查詢，包括交通資訊，如查詢火車時刻

表、利用網路地圖搭配語音地圖軟體進而學習如何獨自前往欲抵達的目的地

(林雪琴，2003)，或是線上購物及投資理財等。以往視障者因外出或購物的不

方便，多仰賴週遭他人的幫助或協助來取得這些資訊，但現在藉由網路資訊的

傳遞視障者也能掌握許多資訊(劉嘉馨，2004 )。 

(三) 吸收新知與自我學習 

    學習過程中尋找資料是必備的技能，但由於盲生仰賴點字學習、低視生需

使用輔具放大字體或使用大字書才得以閱讀，無形中造成視障生吸取新知以及

文字溝通上的障礙。在學生的求學階段，不論書籍、報章及雜誌，亦或是視障

生所需的教科書，能製作成盲人點字或有聲圖書的數量，若與一般人能閱讀到

的圖書相較實為鳳毛麟角(葉豐輝，2005)。以圖書資源來說，依吳美美(2001)

的分析，台灣每一位視障者平均分配的點字書僅 0.39 冊、有聲書 6.35 卷/套、

數位點字書 0.17 冊，這些皆顯示視障圖書資源明顯不足。 

(四) 人際互動 

根據行政院研考會(2012)委外執行「101 年數位機會(落差)調查報告」中

顯示，在網路社會生活參與方面，身心障礙網路族是以透過網路搜尋生活所需

資訊比率最高，其次是使用即時通訊與參與社群網站。James(1985) 認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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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關係與友誼很容易經由網際網路來建立。Carpenter(1983)認為網路是建立

了一個「線上的社會」，使用者經由網路系統，他可以從人際關係的品質與強

度中獲得滿足，因此網路成為我們認識朋友的新管道。 

(五) 未來就業 

    Barnicle(2000)調查顯示，大部分視覺障礙者均認為如過能夠使用或了解

更多 Windows 視窗電腦系統資訊，將有助於尋求更多的工作機會。而目前

由於各項輔具與科技的開發，以及社會態度漸漸開化的情形下，許多研究者認

為可以為視覺障礙者開發更多的就業職類。而其中盲用電腦的開發也的確為視

障學生開闢了許多新興職業，如程式設計、文書處理、口述影像與總機等工作

（李永昌，2003）。 

(六) 提升視障者的自信及獨立性 

    從廖淑珍和劉蓓君(1991)調查台灣盲人重建院視障者的資訊需求，到劉嘉

馨(2004)針對高教學歷視障者進行網路資訊行為分析，發現現在視障者在解決

資訊需求時，已從求助老師、朋友或家長轉變為利用網路自行搜尋解答，不必

依賴他人。這代表者視障者擁有了獨立自主的能力。且張瀚文(2000)、趙雅麗

(2001)、陳仕祐(2001)等人研究也發現在尋求資訊的管道上網路已成為視障者

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網路對視障者有擴展視野、增加溝通管道、提升獨立性、

資料新穎豐富、不受時空限制以及省時省錢等重要性。而其中又以網路增加視

障者的獨立自主性最為重要。 

總結而論，隨著數位化學習時代的來臨，視障者透過輔助科技使用電腦，

將縮減視障者與一般人學習方式的差異，也使視障者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效及經

驗。 

 

第二節 九年一貫資訊課程與盲用電腦能力指標 

學校是教育的重要場所，在學校中指導學生如何處理資訊是學習過程的核心

目標， 教育學生學習有效運用資訊資源的能力因而成為現代教育的主要項目(黃

英洲，2002)。何榮桂(2001)提到為使資訊融入教學成功的運作，需要有充足的

設備、教師的基礎資訊素養及融入技巧以及學生的基礎資訊能力此三個基礎要素

的配合。而落實視障資訊教育更應從此三方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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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資訊教育 

在資訊化的社會中，教師的教學模式與學生的學習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培

養每個國民擁有運用資訊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已是世界各個先進國家教育發

展的共同趨勢。傳統的讀、寫、算基本素養已不足以因應資訊社會的需求，

McGowan 與 Cornwell(1999)認為電腦素養已成為現代國民應具備的第四種基

本素養。運用資訊科技工具可以迅速而廣泛的獲得資訊，提高個人的學習效能與

工作效率，更能增進與他人合作及溝通，並有利於個人主動學習與終身學習習慣

的養成。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資訊核心能力包括了(1)資訊科技概念的認知、(2)資訊

科技的使用、(3)資料的處理與分析、(4)網際網路的認識與應用、(5)資訊科技與

人類社會等五項。並在認知、技能與情意等向度，訂定課程目標以培養學生善用

資訊科技解決學習及日常生活問題的能力，並體認資訊科技在生活、工作及各學

科領域學習上的重要性，且能遵守資訊相關倫理規範。鄧育泙(2003)也指出使用

資訊的基本能力，除了瞭解如何蒐集及應用資訊外，更應對資訊科技的範疇、內

涵及發展有相當的認識，且能有效率的應用電腦來進行資料的搜尋、處理、建檔

及傳遞等工作，進而將其應用於生活及學習上。 

為達上述目標，首要策略是增進學生於學習及生活中運用資訊科技的機會，

以促使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解決實際的問題；其次，落實資訊科技課程與教學，以

確保學生具備資訊科技基本的知能；最後，則是資訊科技教師專業知能的提升，

以增進資訊科技教學的品質(教育部，2012)。 

二、視障生的資訊教育 

(一) 視障生的資訊教育課程內容 

在資訊教育方面，視覺障礙者所使用的電腦設備與一般學生並不相同，全

盲者因已無視覺功能，所以針對其所開發的輔具大部分為感官替代（觸覺、聽覺）

輔具，而低視力視覺障礙者因仍有殘餘視力，故其使用之輔具大部分為輔助視

覺（放大、擴視類或語音類）電腦輔助軟體(陳姵伶，2011)。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第三條強調「學校實施特

殊教育課程，應考量系統性、銜接性與統整性，以團隊合作方式設計因應學生

個別差異之適性課程，促進不同能力、不同需求學生之有效學習。而身心障礙

教育之適性課程，除學業學習外，包括生活管理、職業教育、社會技巧、學習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299 

策略、領導才能、情意課程、創造力課程、定向行動、點字、溝通訓練、動作

機能訓練及輔助科技應用等特殊教育課程」（教育部，2011）。而輔助科技應

用中的視障輔具即包含了本研究所探討之盲用電腦。 

 輔助科技應用領域課程中明示，身心障礙學生經專業團隊評估後有使用

輔助科技需求者，教學者應根據其需求選擇合適之目標進行相關課程的教學。

教學課程一週宜以 1~2 節為原則，且依據學生需求，有些課程初期可密集實

施，當學生已習得該輔具使用技能，可先暫停訓練；然需注意的是輔具的使用

必須定期再評估以滿足其個別需求，學生日後若更換使用其他輔具時，亦須再

進行輔具使用訓練（教育部，2011）。 

(二) 視障生所使用的盲用電腦 

視障電腦相關輔具而言，所謂的「盲用電腦」，其實是包含一般的電腦設

備，再配搭點字顯示器或螢聲報讀軟體，以點字或語音的方式輸出。由於目前

的電腦是為明眼人所設計的，其訊息輸出是顯示在螢幕上，操作上必須配合螢

幕顯示使用滑鼠，這種輸入輸出的方式，對於視覺障礙者而言，具有許多障礙，

因此需要特殊的電腦人機介面裝置以協助視覺障礙者解決這些操作上的障礙

（蘇威碩，2004）。 

目前國內盲用電腦輔具普遍使用的有視窗導盲鼠/蝙蝠語音導覽系統(簡

稱導盲鼠)、大眼睛中英文盲用視窗資訊系統、中文  JAWS、晨光以及

NVDA，「導盲鼠」為淡江大學所研發的螢幕報讀軟體，使視覺障礙者能簡

易操作中文 Windows 系統，是在台灣推行最久且價格最便宜的螢幕報讀軟

體(陳佩伶，2013)。 

「大眼睛中英文盲用視窗資訊系統」提供中英文語音調整並支援觸摸顯

示器，操作上使用視窗系統本身設定並以方向鍵上下移動，搭配特殊功能快

速鍵來閱讀訊息。輸入時可選擇一般鍵盤或六點點字方式輸入，並能閱讀簡

體中文，但無法朗讀點字檔案。 

「中文 JAWS」支援全世界 90%以上的盲用視窗系統。具備語音功能，

在 Windows 系統下或是上網皆可以正確的發音。JAWS 為能百分之百相容

於  Windows 的 語 音 功 能 。 JAWS  For Windows 支 援 所 有 標 準 的 

Windows 系統，包括 OFFICE 文書編輯軟體，不需再安裝外掛程式，並支

援 IE 瀏覽器的各種功能，包括連結、架框、讀取 html 的框架、圖形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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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功能(Kavita,2006)。 

「NVDA」 盲用視窗資訊系統是一套免費的微軟視窗螢幕報讀軟體。

整個程式都是採用 Python  此種開放且具備容易上手操作特性的程式語言

編寫，故使用者可自行在 NVDA 中進行添加或修改其功能，以切合使用者

的特殊需求。NVDA 螢幕報讀軟體中包含了軟體的開放源代碼，任何人均

可自由發揮，切合個人的需要而加以修改。 

三、資訊能力指標在特殊學生上的調整 

教育部於 2004 年出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在特殊教育之應用手冊」

中提及特殊教育課程應根據特殊學生之學習需求與九年一貫課程間之差異來決

定課程調整。即課程調整前需先評估學生之身心特質與需求，以此為依據在學習

內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及評量方式上進行調整以符合學生的能力及需求。若

九年一貫課程之分段能力指標並無法適用於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時，教師可針對學

生的狀況來調整或增刪能力指標的內容(盧台華、林文言，2002)。由此可知，一

套課程標準應用於全體的學生已是世界教育的潮流，需注意的是如何透過評估與

調整指標的適切性來使學生達到學習目標。 

(一) 資訊能力指標在視障學生方面的調整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在特殊教育之應用手冊」中的資訊能力將能力

指標對各類特殊學生的適用性分為完全適用、不適用與調整三種。盧台華

(2002)指出九年一貫課程資訊能力指標在視障生的調整，以學生障礙程度分為

低視生與全盲生兩者，可以運用「簡化」、「減量」、「分解」、「替代」及「重整」

的方式來調整能力指標，且可依據學生的障礙情形採上述一種或多種方式進行

調整。 

除此之外，更針對視障生之需求與學習特性將適用及調整後適用的能力指

標提出調整方法與建議。例如在學習內容方面，對全盲視障學生應避開以視覺

為主的資訊教育教學內容如能力指標「3-2-1 能進行編輯、列印的設定，並能

結合文、字圖畫等完成文稿的編輯。盡量使用自由軟體」，對全盲視障學生而

言即可減量去除指標內「圖畫」的部分；在學習歷程方面，鼓勵視障學生盡量

透過聽覺及觸覺等方式進行學習；而在學習環境方面則提供全盲視障學生「視

覺障礙電腦教學暨上網輔具設備」，以輔助其進行電腦與網路教學。 

研究者將就 2012 年修正後的能力指標內容，運用「簡化」、「減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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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替代」的方式來調整成適合視障生的能力指標，並參考「國民教育階段

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特殊需求領域中「輔助科技應用」的盲用電腦能力指標，

找出適合視障生的盲用電腦能力目標。 

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瞭解視覺障礙學生盲用電腦能力的現況，研究者以問卷調查法進行

資料的蒐集與分析，藉以探討各個相關因素對學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之影響。本

章共分為五節，分別為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以及研究程序，最後說明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自編「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及

其相關因素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並請教授盲用電腦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或

視障資源班教師」協助填答目前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藉以瞭解不同的「個

人背景變項」、「盲用電腦使用情形」以及「家庭及學校支持度」的學生其盲用

電腦能力是否有所差異。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小視障生的盲用電腦能力現況，以及影響其盲用電腦能

力之相關因素。由於九年一貫課程中的資訊教育為國小三年級開始實施，且為瞭

解不同年齡層之視障生使用盲用電腦能力現況，因此系以一百零二學度全台各縣

市國中小視障生，就讀一般學校或特殊學校，有在使用或學習盲用電腦的視障生

為調查對象。而研究者根據一百零二學年度各縣市視障教育教師所回報的樣本資

料，發現母群人數約為 146 人。因母群人數不多，為使研究樣本更具代表性，

故本研究採普查方式，針對全部母群進行調查。 

    本研究正式問卷研究對象為全台各縣市使用盲用電腦的國中小視障生，採普

查方式發放正式問卷。研究者依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2013）統計資料、

各縣市特教中心以及三所特殊學校所提供之資料，先以電話聯繫各縣市視障教育

教師確認各縣市樣本人數共為 146 人，扣除預試的樣本數 43 人，剩餘 103 人，

並詳細說明問卷的實施方式，再將問卷以郵寄方式送達學校，請視障教育教師依

據視障生實際盲用電腦能力現況進行填答。填答完成後再將問卷寄回，若二週後

尚未寄回，則再以電話催收。回收後若發現問卷有資料不全者，則再打電話聯繫

視障教育教師詢問其相關資訊，以提升正式問卷的有效率。正式問卷寄出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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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收 102 份，回收率 100％，有效問卷 102 份，有效率 100％。 

第三節 研究工具 

為了解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及其影響的相關因素，研究者根據本

研究的研究目的與探討之變項，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及研究工具，並配合九年一貫

課程資訊能力指標，編制問卷初稿。問卷初稿完成，懇請電腦輔助科技相關領域

之專家、學者以及教授盲用電腦資歷豐富的教師對此份問卷進行檢核。經相關意

見的彙整後，排除不適當題項，修正語意不清之題目後，編製成預試問卷。最後

根據預試結果修改為正式問卷。本節就研究工具編制過程說明如下。 

一、 填答及計分方式 

問卷中的第二部份採用 Likert Type 的四點量表設計，將具備程度分為 「完

全具備」、「具備」、「不太具備」與「不具備」，分別給予 4 分、3、2 分、1

分 ，得分越高表示學生該方面的能力越高，得分越低表示學生該方面的能力越

低。 

二、 正式問卷 

    正式問卷的編製依據專家效度與項目分析修正預試問卷內容。依據項目分

析結果，問卷第二部分「學生盲用電腦能力」所有題目均予以保留，因此正式

問卷內容與預試問卷相同(如附錄五)。確立正式問卷後再與指導教授討論並進

行正式問卷的發放。 

    本研究正式問卷為第一部份「個人資料」16 題；第二部份「視障生盲用

電腦能力現況」44 題。第一部份個人資料有三個向度，分別為學生個人背景

四題、學習背景變項有六題、家庭及學校資料有六題，合計第一部份共十六題。

其向度、題目內容及題數分配如表 3-7 所示。第二部份為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

現況，分為六個向度，包含文書處理題、Windows 作業環境操作十題、檔案

瀏覽與管理四題、電子郵件的使用七題、網路的應用八題、語音功能七題，合

計第二部份共四十四題。其向度及題數分配如表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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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研究者自編之「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調查」問卷，將

蒐集所得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與討論，以瞭解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具備情

形。茲根據問卷內容的六個向度，包括文書處理、Windows 作業環境操作、檔

案瀏覽與管理、電子郵件的使用、網路的應用、語音功能以及問卷全量表之平均

數、標準差、百分比與排序等統計數值，來說明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的現

況。先以整體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六個向度來分析討論，再就所有題項進行層面

性分析討論。    

一、 各向度盲用電腦能力得分與排序 

    本研究參考李克特氏量表(Likert-type rating scale)，將具備程度分為「完

全具備」、「大致具備」、「不太具備」與「不具備」，分別標計為 4 分、3 分、

2 分、1 分，得分越高表示視障生於該層面的表現與能力越高，得分越低表示視

障生該層面的表現與能力越低。茲將單題項分數小於 3.0 歸類為「未具備」該項

能力，大於(含)3.0 歸類為「具備」該題項能力。 

    有關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整體及各向度得分與排序之結果，各向度平

均得分介於 2.37 至 3.01 之間，而全量表平均數為 2.80。於六個盲用電腦向度

中，在「Windows 作業環境操作」此向度之得分平均數大於 3.0，表示國中小

視障生在此向度達「具備」程度，其餘五個向度之得分平均數皆小於 3.0，未達

「具備」程度。而各向度得分平均數由高而低依次為「Windows 作業環境操作」

（3.01）、「文書處理」（2.98）、「語音功能」（2.91）、「檔案瀏覽與管理」

（2.76）、「網路的應用」（2.67）、「電子郵件的使用」（2.37）。 

    若以整體全量表平均數 2.80 為切截點，則計有「檔案瀏覽與管理」、「電

子郵件的使用」與「網路的應用」此三個向度的能力低於整體平均數。 

二、 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各題項得分與總排序 

    有關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各題項之得分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情形如

表 4-13 所示。依據表 4-13 可知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各題項的平均得分

介於 2.14 至 3.46 之間，而整體全量表平均數為 2.80。其得分總排序最高的前

十項依序為： 

1.「能將電腦關機或重新啟動電腦」(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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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進行「中文」及「英數」輸入法的切換」(3.42) 

3.「能將所欲關閉的視窗關閉」(3.36) 

4.「能使用輸入法輸入正確的英文、數字及中文」(3.32) 

5.「能知道如何開關語音功能」(3.21) 

6.「能調整語音朗讀的速度及音量大小」(3.10) 

7.「能將焦點視窗「最大化」或「最小化」」(3.07) 

8.「能於記事本或 Word 中進行文件之編輯」(3.06) 

9.「能熟記鍵盤的位置」(3.04) 

10.「當工作列有多個執行程式時，能找到並將畫面切換至自己想要 

    的執行程式」(3.00) 

盲用電腦能力 44 個題項依平均數由大至小排序，得分較低的後十個題項依序為： 

1.「能建立新郵件並輸入寄件者帳號以及信件主旨」(2.49) 

2.「能瀏覽信件內容」(2.47) 

3.「能在檔案資料夾中使用「Ctrl+F」來搜尋想要的檔案」(2.46) 

4.「能回覆信件」(2.44) 

5.「能使用至少一種通訊軟體來與他人進行交談(例如:Skype)」(2.43) 

6.「能轉寄信件」(2.39) 

7.「能開啟與儲存信件中的附加檔」(2.36) 

8.「能在信件中夾帶附加檔案」(2.33) 

9. 「能使用「微軟新注音」的造詞功能，為一中文字增加新的詞彙描述」(2.32) 

10.「能建立通訊錄資料」(2.14) 

綜合各向度盲用電腦能力得分平均數與 44 個題項得分平均數的排序資料可

瞭解，在全部 44 個題項中，得分總排序最高的前十個題項之平均數得分皆為 3

分以上，顯示出國中小視障生對這些題項的具備能力程度落在「大致具備」至「完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305 

全具備」之間。其餘 34 個題項的平均數＜3.0，表示國中小視障生未具備該能力，

其中又以「電子郵件的使用」此向度的平均數最低，平均數為 2.37。此結果說

明國中小視障生在電子郵件的使用上能力表現最弱。 

三、 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各向度得分情形及平均數累積百分比 

(一) 全量表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調查問卷」題數共計有 44 題，其中平

均數大於(含)3.0 的題數共有 10 題。而國中小視障生在全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2.80，得分平均數大於(含)3.0 的視障生有 42.7％，意即有 42.7％的國中小視

障生具備盲用電腦能力；而得分平均數小於 3.0 的國中小視障生有 57.3％，

即表示有 57.3％的國中小視障生的盲用電腦能力為「不太具備」或「不具備」

程度。 

(二) 文書處理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調查問卷」中「文書處理」此向度題數

共計有 8 題，而平均數大於(含)3.0 的題數共有 4 題，其中平均數得分最高者

為「能進行「中文」及「英數」輸入法的切換」(M=3.42)；平均數得分最低

者為「能使用「微軟新注音」的造詞功能，為一中文字增加新的詞彙描述」

(M=2.04)。而國中小視障生在「文書處理」向度的平均得分為 2.98，得分平

均數大於(含)3.0 的視障生有 62.1％，意即有 62.1％的國中小視障生具備該向

度盲用電腦能力。 

(三) Windows作業環境操作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調查問卷」中「Windows 作業環境

操作」此向度題數共計有 10 題，而平均數大於(含)3.0 的題數共有 4，其中平

均數得分最高者為「能將電腦關機或重新啟動電腦」(M=3.46)；平均數得分

最低者為「能根據一個項目的功能屬性來決定適合的操作方式。例如：功能屬

性為「功能表項目」時則使用「游標」來移動」(M=2.60)。而國中小視障生

在「Windows 作業環境操作」向度的平均得分為 3.01，得分平均數大於(含)3.0

的視障生有 62.1％。 

(四) 檔案瀏覽與管理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調查問卷」中「檔案瀏覽與管理」此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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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題數共計有 4 題，且題項得分平均數皆小於 3.0，其中平均數得分最高者為

「能將游標來回切換到不同層的資料夾目錄。例如：「Enter」鍵及「BackSpace

倒退鍵」，或使用滑鼠點選」(M=2.94)；平均數得分最低者為「能在檔案資料

夾中使用「Ctrl+F」來搜尋想要的檔案」(M=2.46)。而國中小視障生在「檔

案瀏覽與管理」向度的平均得分為 2.76，得分平均數大於(含)3.0 的視障生有

48.5％，意即有 48.5％的國中小視障生具備該向度盲用電腦能力。 

(五) 電子郵件的使用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調查問卷」中「電子郵件的使用」此

向度題數共計有 7 題，且題項得分平均數皆小於 3.0，其中平均數得分最高者

為「能建立新郵件並輸入寄件者帳號以及信件主旨」(M=2.94)；平均數得分

最低者為「能建立通訊錄資料」(M=2.14)。而國中小視障生在「電子郵件的

使用」向度的平均得分為 2.37；得分平均數大於(含)3.0 的視障生有 39.8％，

意即有 39.8％的國中小視障生具備該向度盲用電腦能力。 

(六) 網路的應用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調查問卷」中「網路的應用」此向度

題數共計有 8 題，且題項得分平均數皆小於 3.0，其中平均數得分最高者為「能

將自己喜愛或常使用的網頁加到我的最愛」(M=2.87)；平均數得分最低者為

「能使用至少一種通訊軟體來與他人進行交談。例如:Skype。」(M=2.43)。

而國中小視障生在「網路的應用」向度的平均得分為 2.67；得分平均數大於

(含)3.0 的視障生有 48.5％(見附錄十一)，意即有 48.5％的國中小視障生具備

該向度盲用電腦能力。 

(七) 語音功能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調查問卷」中「文書處理」此向度題數

共計有 7 題，而平均數大於(含)3.0 的題數共有 2 題，其中平均數得分最高者

為「能知道如何開關語音功能」(M=3.21)；平均數得分最低者為「語音在朗

讀英文時能知道如何切換為「拼出字母」摸式或「全字朗讀」模式」(M=2.71)。

而國中小視障生在「語音功能」向度的平均得分為 2.91；得分平均數大於

(含)3.0 的視障生有 60.2％(見附錄十二)，意即有 60.2％的國中小視障生具備

該向度盲用電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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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就本研究結果與發現進行綜合討論，並探討本研究與其他相關研究的

異同與關連。 

 

一、 國中小視障生之基本資料 

    本次的調查結果顯示，使用盲用電腦的視障生視力狀況多為中度或重度，且

在使用的電腦輔具上，大多數視力狀況為重度的視障生使用的電腦輔具為中文語

音報讀軟體以及點字顯示器，佔全部重度視障者的 86.8％。此與蔡惠如(2004)

及陳姵伶(2011)研究指出中重度之視覺障礙者對有聲輔助之螢幕報讀軟體及觸

覺輔助之點字觸摸顯示器的需求較輕度視障者為高相仿。劉嘉馨、宋雪芳

(2005)、林柏榮（2003）、葉豐輝、洪鍚銘、王冠斐（1997）及曾信榮（1996）

也指出視覺障礙者因為本身視覺上的限制，需擁有比明眼人更為完善的輔助設備

與系統軟體，才能提昇其對於數位資訊的掌握能力。此表示重度視障生在學習電腦

輔具相關軟體上有一定程度的比率，實為視障生通往資訊大門的關鍵，但更不可輕忽

其資訊能力的訓練與教學，才能使其享受資訊生活的便捷。 

    在是否曾在校外單位學過盲用電腦方面，有近四成的視障生曾在校外學習過

盲用電腦，此表示有近四成的視障生會利用校外資源來學習盲用電腦技能，因此

盲用電腦的教育訓練及推廣是否普及，仍屬重要的一部分。張家桓 （1998)、 、葉

豐輝（2005） 、賴淑蘭（2004)皆認為視障者在學習及使用上遭遇困難時，需有

足夠的教育訓練及諮詢管道來加以協助，因此應加強盲用電腦訓練課程及相關諮

詢管道的提供  ，  才得以提升視障者使用盲用電腦的能力。 

              在學生所使用的語音報讀軟體方面，多數的視障生目前所使用的語音報讀

軟體為導盲鼠，其他的依序為 NVDA 、蝙蝠語音軟體、JAWS 以及晨光。此與

陳姵伶(2011)「視覺障礙者螢幕報讀軟體使用現況與需求調查」所發現的結果相

似，視覺障礙者多使用國內自行研發之「導盲鼠/ 蝙蝠語音導覽系統」，而價格

最昂貴、功能卻較完善的「中文 JAWS」則為較少的視覺障礙者所使用。其原因可

能與「導盲鼠/蝙蝠語音導覽系統」為國內自行研發之軟體，售價較便宜且推廣較

普及有關。而視障生目前所使用的語音報讀軟體多為教育單位所提供，或由視

障教育教師教授而選擇使用，因此若希望視障生能有機會學習功能較為完善語

音報讀軟體，則需先提供視障教育教師充足的教育訓練及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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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盲用電腦所進行的活動上，視障生最常使用盲用電腦進行休閒娛樂活

動，其次為上網搜尋資料以及完成課堂或回家作業。蔡惠如(2004)視障生網路使

用現況中分析，有六成三的視障生其上網的主要目的為休閒娛樂。而林祐瑩

(2011)國小中年級學童上網的動機與目的發現多數的學生（31.4％）上網純粹休

閒娛樂，而為了作業而需要上網的僅佔 10.6％。此說明視障生與一般學生皆會

利用電腦來進行休閒娛樂活動，且比率甚高。而視障生利用電腦完成課堂或回家

作業的比率之所以比一般學生還高的原因，則是因為視障生的視力狀況與使用的

點字特殊符號，使其需大量仰賴電腦來協助其解決學業問題所致。 

    在遭遇困難，會使用哪些方式解決問題上，多數的視障生選擇請教學校老師

及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只有極少數的學生會利用上網搜尋解決方法，而進一步分

析發現這些學生多為「學習盲用電腦時間」5 年以上的學生，盲用電腦能力有較

好的表現。此與林祐瑩(2011)指出學生主要學習使用網路的方法以學校課程為最

多，其次為自己摸索，再者為請教家人及線上學習，而學習使用網路的方法中，

自己摸索對提升自我網際網路的認識與應用之能力有所助益的結論相似。廖淑珍

和劉蓓君(1991)問卷調查台灣盲人重建院視障者的資訊需求研究結果也指出，視

障者遇到困難，會先求助老師、朋友或家人，其次才是自己找資料來解決。蔡惠

如(2004)調查發現遇到網路困難時，重度視障生請教的對象以視障輔導教師為

主，其次為朋友，推測結果相似的原因，乃是因為本研究樣本以重度視障生為居

多。而陳姵伶(2011)所發現的結果為視覺障礙者在使用螢幕報讀軟體發生問題

時，尋求協助的管道以請教朋友者最多，其次依序為詢問廠商或研發單位，自行

摸索或上網找資料、經由教育訓練課程等。由上列相關文獻可發現，若使用者主

要學習使用電腦及網路的方法來自學校或單位所安排的課程，則視障者在尋求協

助的管道上會以請教教授盲用電腦的老師為主；而在工作的社會人士則多以請教

朋友或輔具廠商為主。 

    在家中有無盲用電腦方面，大部的視障生家中擁有盲用電腦(63.1％)，且家

中電腦大多能上網，佔調查樣本視障生的 60.1％，而根據資策會(2012)的統計

資料指出我國擁有電腦的家庭百分率為 86.5％，家戶連網率為 83.2％，雖然視

障生擁有盲用電腦與上網率皆低於全國水準，但已超過調查樣本一半的比率，此

代表視障生家中擁有盲用電腦與能上網的人數有一定的程度，此實為視障生接觸

與通往資訊大門的基礎。因為唯有在盲用電腦擁有率及連網率都能普及的基礎之

下，才能進一步促使盲用電腦能力的訓練與教學，使視障生與現在資訊化的世界

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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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中是否有人會使用盲用電腦方面，只有 23.3％的視障生表示家中有人

會使用盲用電腦，且只有 25.2％的學生在操作盲用電腦遇到困難時會請教家長。

此結果比蔡惠如(2004)調查視障生父母是否會使用網路的比率低。且與林祐瑩

(2011)研究調查顯示有 60.6％的家長會鼓勵及指導學生使用網路的情形有所落

差。這些差異顯示使用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數位學習方面的家庭支持度偏低，其

可能導致視障生在電腦能力的表現低於同儕。 

    在平均每週學習盲用電腦的時間方面，以每週學習 2 節的比率為最高，此結

果比一般學生每週學習電腦的節數多。此外，也發現平均每週學習 0 節盲用電腦

的視障生中，有 92.8％的視障生學習盲用電腦時間為 3 年以上者。其可能原因

為視障生在學習盲用電腦時，除了需具備一般電腦知識外，還必須具備對盲用電

腦軟硬體的使用能力，因此在學習初期需花費比一般學生更多的時間來瞭解基本

操作與應用。然隨著學生學習盲用電腦時間越久，則所需的學習時間及頻率也許

相對會降低。其他推測原因可能為教授盲用電腦之教師對於更高層次的盲用電腦

能力，例如：powerpoint、excel 等應用程式具備程度不足，因此無法進行教學，

所以當學生基本操作能力已具備後即不再進行盲用電腦的授課。或者是因為學生

目前所使用的盲用電腦軟體無法與其他應用程式相融，所以無法教授更多元的內

容等原因。 

    於學校電腦設備方面，多數的國中小視障生表示學校有盲用電腦可以供其使

用(92.2％)， 可見多數學校皆能依據特殊教育法規定，為視障生之學習與生活需

要提供盲用電腦、擴視機等必要之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教育部，2002)。 

    在學校有無老師能隨時解答盲用電腦相關問題方面，有接近 3 成的視障生表

示在學校沒有老師能隨時解答盲用電腦相關問題。而再進一步將其與「就讀的學

校類型」進行交叉分析，則發現這些視障生都為就讀「一般學校並接受視障巡迴

輔導」的視障生。顯示在一般融合教育之下，由於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為不固定服

務方式，因此若學校裡沒有熟悉盲用電腦的教師，則視障生較無法隨時遇到困難

而得到協助。 

二、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 

    本研究發現國中小視障生在六個盲用電腦向度及全量表中，惟有「Windows

作業環境操作」此向度達「具備」程度；若以全量表 44 個題項來看，僅 10 個

題項的平均數達到「具備」的程度在盲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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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各向度平均得分介於 2.37 至 3.01 之間，而全量表平

均數為 2.80。顯示就整體盲用電腦能力而言，國中小視障生未具備盲用電腦能

力，再就得分平均數來看，只有 42.7％的國中小視障生具備盲用電腦能力。此

與鄧育泙(2002)、王宜寧(2004)、巢碧玉(2005)、郭威成(2006)、賴霖歆(2010)

先後探討國中、國小以及智能障礙學生資訊基本能力以及資訊素養能力結果有所

不同。上述研究結果皆表示學生不論在資訊基本能力或資訊素養能力方面皆具備

中等程度，此結果似乎意味著國中小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的表現上與一般學生

有所落差。而導致其資訊能力產生落差的原因值得分析與研究。 

    在六個盲用電腦向度中，得分最高的前三者依序為「Windows 作業環境操

作」、「文書處理」與「語音功能」，由於「Windows 作業環境操作」與「文

書處理」此兩個向度所包含的技能乃為使用盲用電腦最基本的操作能力，包括「開

關機」、「關閉視窗」、「搜尋資料夾」、「能進行中文及英數輸入法的切換」

以及「能使用輸入法輸入正確的英文、數字及中文」等。推其原因為大部分的視

障生多已學習盲用電腦超過一年以上，且平均每週學習節數為 2 節，因此大部分

視障生有較多的機會能熟悉盲用電腦基本的操作能力。而「語音功能」為中重度

視障生學習盲用電腦重要的管道之一，且在操作盲用電腦時多需搭配語音功能來

使用。陳姵伶(2011)調查結果也曾顯示視覺障礙者自認為在操作電腦時對語音報

讀軟體的需求高。這或許是視障生在此向度上得分高的原因之一。  

    另外，由盲用電腦能力六個向度的得分平均數與平均數累積百分比兩項資料

可發現，國中小視障生在盲用電腦「檔案瀏覽與管理」、「電子郵件的使用」與

「網路的應用」此三個向度的能力較為缺乏。然而網路的應用可說是盲用電腦中

最為重要得一環，因為唯有藉著網路資訊的傳遞，視障者才得以掌握更多的資訊

(劉嘉馨，2004 )，且視障者對於網際網路的需求不僅僅只侷限於尋求日常生活

的資訊，在溝通與工作方面也都大量仰賴網路的應用。劉俊甫(1998)認為「視障

資訊網路」提供視障生一個解決「就學」、「就業」及「生活與活動」三大困境

的方案，在就學方面可以提供視障生許多點字圖書的取得管道、在網路上蒐集所

需資料或以電子郵件來討論課業；在就業方面視障資訊網路擴展了視障者就業資

訊的獲取管道，且利用網路的便利性得到較好的工作成效；在生活與活動方面，

不但可提供更多的生活情報、解決行動不便的困境，更提供視障者更寬廣的「知

識活動空間」。由此可知，盲用電腦操作能力中「電子郵件的使用」與「網路的

應用」對視障生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技能，若缺乏相關能力則難以提升視障者的自

主性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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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變項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差異情形 

(一) 個人背景變項 

1.性別 

    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上並無顯著差異，此與賴昱霖

(2006)、林祐瑩(2011)之研究結果相同，顯示出不同性別的中、高年級學生其

資訊能力並無顯著差異，推其原因為現代社會電腦普及化，男女學生均有相同

機會接受電腦資訊課程所致。 

2.年級 

   本研究發現就讀「國中階段」及就讀「高年級」的視障生和就讀「低年級」

與「中年級」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且就讀「國中

階段」與「高年級」的視障生，其盲用電腦能力高於就讀「低年級」與「中年

級」的視障生。此結果與林文宗(2009)的研究發現六年級學生的資訊能力高於

五年級的學生相似。有關一般學生之電腦相關研究(黃淑珠，2000、盧怡秀，

2001、陳炳男，2002、黃玉萍，2002)皆顯示學生的年級愈高，電腦經驗愈豐

富。而由本研究視障生基本資料中也可發現年級越高的視障生，學習盲用電腦

時間為 3 年以上的比率越高。因此不同「年級」的視障生，其盲用電腦能力是

有所差異的。 

3.視力狀況 

    本研究發現視力狀況為「中度」的視障生和視力狀況為「重度/全盲」與

「重度/能認讀」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且視力狀

況為「重度/全盲」與「重度/能認讀」的視障生，其盲用電腦能力高於視力狀

況為「中度」的視障生。推論其原因為視障程度愈重者，愈能感受到網路為日

常生活與課業學習所帶來的便利性與重要性，其需求程度也較視力狀況為「中

度」的視障生多。蔡惠如(2004)的研究將「視力狀況」與「網路重要性」進行

交叉分析，發現中度和重度視障者認為網路很重要的比率皆高於輕度視障者。 

4.就讀學校類型 

    本研究發現就讀「接受巡迴輔導」的視障生在「Windows 作業環境操作」、

「檔案瀏覽與管理」及「語音功能」此三個向度以及「全量表」的平均數得分

皆高於就讀其他學校類型的視障生；而就讀「視障資源班」的視障生則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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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處理」、「電子郵件的使用」與「網路的應用」此三個向度的平均數得分為

最高；就讀「啟(惠)明學校」的視障生則在六個向度及「全量表」的平均數得

分最低。而就讀「接受巡迴輔導」的視障生與就讀「啟(惠)明學校」的視障生

之間的盲用電腦能力有接近中等程度的差異。且就讀「接受巡迴輔導」的視障

生盲用電腦能力高於就讀「啟(惠)明學校」的視障生。 

(二) 學習背景變項 

1. 學習盲用電腦時間 

本研究發現學習盲用電腦時間為「5 年以上」的視障生，與學習盲用電腦

時間為「3-4 年」、「1-2 年」及「未達一年」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

度上有顯著差異； 

學習盲用電腦時間為「3-4 年」以及「1-2 年」的視障生，與學習盲用電腦時

間為「未達一年」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上也有顯著差異。此與林祐瑩

(2011)、賴昱霖(2006)研究結果一致。顯示視障生學習盲用電腦時間越久，其

盲用電腦能力則越佳。 

2. 是否曾在校外單位學習過盲用電腦 

本研究發現「曾在校外學過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

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不曾在校外學過盲用電腦」的視障生。且「曾在校外

學過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和「不曾在校外學過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盲用電

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此與詹勝凱(2006)研究發現參加過學校舉辦

電腦營的四、六年級學生資訊能力較佳相仿。此顯示盲用電腦的教育訓練能

提昇視障生的盲用電腦能力。 

3. 學生使用的電腦輔具設備 

    研究發現電腦輔具使用為「語音+顯示器」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

量表」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其他組的視障生，且電腦輔具使用為「語音+顯

示器」的視障生與電腦輔具使用為「語音軟體」及「語音+放大軟體」的視

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推測其原因可能為大多數視力

狀況為重度的視障生使用的電腦輔具為中文語音報讀軟體以及點字顯示器

(86.8％)，而視力狀況為重度的視障者對於電腦使用的需求度高，因此使其

更加積極學習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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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家庭環境變項 

1. 家中有無盲用電腦 

    研究發現「家中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均

數得分皆高於「家中沒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且「家中有盲用電腦」的視

障生和「家中沒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

異。此於賴霖歆（2010）、施宏諭(2004)研究相符，推其原因，家中擁有盲

用電腦者，使用盲用電腦的機會比沒有者多，對於資訊的可及性也較高，乃

對盲用電腦能力的提升有所幫助，因此家中擁有盲用電腦者有較好的能力。 

2. 家中盲用電腦是否可以上網 

    研究發現「家中盲用電腦可以上網」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

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家中盲用電腦不可以上網」的視障生，但彼此之間未

達顯著差異。此顯示「家中盲用電腦可以上網」的視障生和「家中盲用電腦

不可以上網」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趨於一致。 

3. 家中是否有人會使用盲用電腦 

 研究發現「家中有人會使用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

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沒有人會使用盲用電腦」的視障生，且彼此間的盲用

電腦能力具備程度有顯著差異。推測其原因為，「家中有人會使用盲用電腦」

的視障生，其父母對於盲用電腦學習的態度為正面且積極參與的。再者，當

視障生使用盲用電腦遇到困難時，家人能隨時給予協助及指導，因此提升了

視障生的盲用電腦能力。林祐瑩(2010)研究也發現學生學習網路時，請教家

人對提升自我網際網路的認識與應用之能力是有助益的。 

(二) 學生學校環境變項 

1.這學期平均每週學習盲用電腦時數 

    研究發現「平均每週學習 0 節」的視障生在「文書處理」、「Windows 作

業環境操作」、「檔案瀏覽與管理」「電子郵件的使用」與「網路的應用」五個

向度及「全量表」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其他組的視障生，且「平均每週學習 0

節」的視障生和「平均每週學習 1 節以下(含)」與「平均每週學習 2 節」此兩

組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此與賴霖歆(2010)研究結

果不同的原因，推測為本研究「平均每週學習 0 節盲用電腦」的視障生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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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的視障生學習盲用電腦時間為 3 年以上者。此表示學生的盲用電腦能力

多已達一定標準，因此所需的學習時間及頻率也就相對降低。此情形與「國民

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輔助科技應用領域課程說明相同，即教學課程一

週宜以 1~2 節為原則，且依據學生需求，有些課程初期可密集實施，當學生

已習得該輔具使用技能，可先暫停訓練；然輔具的使用必須定期再評估以滿足

其需求。這也是「平均每週學習 0 節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表現

高於其他組視障生的原因。 

2.學校有無盲用電腦可以使用 

    研究發現「學校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均數

得分皆高於「學校沒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且「學校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

和「學校沒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由

於學校是學生學習盲用電腦的主要管道，若學校沒有符合學生使用的電腦輔

具，則學生即沒有機會使用並練習，因而其能力可能會比「學校有盲用電腦」

的視障生來的差。 

3.學校是否有老師能隨時解答你對盲用電腦的問題 

研究發現「學校無老師能解答」的視障生與「學校有老師能解答」的視障

生之間只有微弱的效果值。此結果表示「學校無老師能解答」的視障生和「學

校有老師能解答」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趨於一致。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研究者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的結論與建議，本章分為三節，第一

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建議，第三節為研究限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從以下點提出本研究結論：(一)國中小視障生的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二)

不同變項的國中小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的差異情形。 

一、 國中小視障生的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 

1. 國中小視障生在六個盲用電腦向度及全量表中，在「Windows 作業

環境操作」此向度達「具備」程度；若以全量表 44 個題項來看，有

10 個題項的平均數達到「具備」的程度在盲用電腦。就整體盲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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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能力而言，國中小視障生的盲用電腦能力為「不太具備」。 

2. 國中小視障生在六個盲用電腦向度中，平均數得分最高的為

「Windows 作業環境操作」，其次依序為「文書處理」、「語音功

能」、「檔案瀏覽與管理」、「網路的應用」，而平均數得分最低的

向度為「電子郵件的使用」。 

3. 有四成三的國中小視障生具備盲用電腦能力。 

二、不同變項的國中小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的差異情形 

(一) 個人背景變項 

1.性別 

    性別為女生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均數表現皆高於男生，

但不同性別的國中小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上並無顯著差異。表示不同性別視

障生其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趨於一致。 

2.年級 

    就讀「國中階段」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

其他年級的視障生，且就讀「國中階段」與就讀「高年級」的視障生和就讀「低

年級」與「中年級」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表示年

級越高，盲用電腦能力越佳。 

3.不同視力狀況 

    視力狀況為「重度/能認讀」的視障生在「文書處理」、「Windows 作業環

境操作」、「檔案瀏覽與管理」及「語音功能」此四個向度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

其他的視障生；而視力狀況為「重度/全盲」的視障生則在「電子郵件的使用」

與「網路的應用」此兩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均數得分為最高；視力狀況為

「中度」的視障生則在六個向度及「全量表」的平均數得分最低。且視力狀況

為「中度」的視障生和視力狀況為「重度/全盲」與「重度/能認讀」的視障生

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此表示視力狀況為「重度」的視障生，

盲用電腦能力高於視力狀況為「中度」的視障生。 

4.就讀不同學校類型 

    就讀「啟(惠)明學校」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六個向度及「全量表」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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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得分最低，且就讀「接受巡迴輔導」的視障生與就讀「啟(惠)明學校」的視

障生之間有接近中度的差異。其表示就讀「接受巡迴輔導」的視障生和就讀「啟

(惠)明學校」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差異存在。 

(二)學習背景變項 

1.學習盲用電腦時間 

    學習盲用電腦時間為「5 年以上」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及「全量表」的平

均數得分皆高於其他組別的視障生，且「學習 5 年以上」的視障生和學習「3-4

年」、「1-2 年」以及「未達一年」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

差異。此表示視障生學習盲用電腦時間越久，其盲用電腦能力則越佳。 

2.是否曾在校外單位學過盲用電腦 

    「曾在校外學過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均數得

分皆高於「不曾在校外學過盲用電腦」的視障生，且彼此之間在盲用電腦能力

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因此盲用電腦的「校外學習資源」為影響國中小視障

生盲用電腦能力的因素之一。 

3.學生使用的電腦輔具設備 

電腦輔具使用為「語音+顯示器」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

均數得分皆高於其他組的視障生，且電腦輔具使用為「語音+顯示器」的視障

生和電腦輔具使用為「語音軟體」及「語音+放大軟體」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

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 

(三)學生家庭環境變項分佈情形 

1.家中有無盲用電腦 

    「家中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均數得分皆高

於「家中沒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且彼此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

差異。此表示「家中的電腦設備」為影響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的因素之

一。 

2.家中盲用電腦是否可以上網 

    「家中盲用電腦可以上網」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均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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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皆高於「家中盲用電腦不可以上網」的視障生，但彼此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

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表示「家中盲用電腦可以上網」的視障生和「家中盲用

電腦不可以上網」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趨於一致。 

3. 家中是否有人會使用盲用電腦 

    「家中有人會使用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均數

得分皆高於「沒有人會使用盲用電腦」的視障生，且彼此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

程度上有顯著差異。此表示「家中是否諮詢對象」為影響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

腦能力的因素之一。 

(四)學生學校環境變項分佈情形 

1.這學期平均每週學習盲用電腦時數 

    「平均每週學習 0 節」的視障生在「文書處理」、「Windows 作業環境操

作」、「檔案瀏覽與管理」「電子郵件的使用」與「網路的應用」五個向度及「全

量表」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其他組的視障生，且「平均每週學習 0 節」的視障

生和「平均每週學習 1 節以下(含)」與「平均每週學習 2 節」此兩組的視障生

別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其原因為本研究「平均每週學習 0

節盲用電腦」的視障生中，多為學習盲用電腦時間 3 年以上者。符合前述視障

生學習盲用電腦時間越久，其盲用電腦能力則越佳的結論。 

2.學校有無盲用電腦可以使用 

「學校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學

校沒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且「學校有盲用電腦」的視障生和「學校沒有盲

用電腦」的視障生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有顯著差異。此表示「學校有無

盲用電腦設備」為影響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的因素之一。 

3. 學校是否有老師能隨時解答你對盲用電腦的問題 

    「學校無老師能解答」的視障生在六個向度與「全量表」的平均數得分皆

高於「學校有老師能解答」的視障生，但彼此在盲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沒有

顯著差異。表示「無老師能解答」的視障生和「有老師能解答」的視障生在盲

用電腦能力具備程度上趨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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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針對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提出對教育行政單位及視障教育教師的建議 

一、教育行政單位 

(一) 提供足夠的教育訓練及資訊管道 

    根據結論有近四成的視障生曾在校外學習過盲用電腦，且其盲用電腦能力

較「不曾在校外學過盲用電腦」的視障生佳，因此若能提供學生更多的盲用電

腦課程，應可提升學生整體盲用電腦能力。由於盲用電腦教育訓練課程開設的

地點多集中在特定地區，視障生由於行動上的限制，若無家人陪同，則難以獨

自前往上課。因此建議各縣市教育局可在寒暑假時為視障生開設盲用電腦訓練

課程，利用現有的盲用電腦師資，在視障生所就讀的學校，提供學生一對一或

一對多的方式學習。在這樣短期而長時間的訓練及使用下，應可提升學生盲用

電腦能力。 

 (二) 提供家長盲用電腦學習管道 

根據結論，有六成三的視障生家中有盲用電腦，且只有二成三的視障生家

人會使用盲用電腦，許多研究顯示家庭的數位學支持度會影響學生資訊能力，

因此教育應提供視障生家長更多的親職教育研習以及相關家長成長團體資

訊，家長對於盲用電腦的積極參與能使視障生擁有較好的資訊能力，建議家長

可利用視障生學習盲用電腦課程之時間到校參與學習及觀課，視障教育教師也

可提供家長盲用電腦的學習資料，讓學生在家有機會詢問家長盲用電腦相關問

題，已達相輔相成之效果。 

(三) 提供視障生盲用電腦相關設備與資源 

    本研究發現「學校有無盲用電腦」為影響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的因素之

一，建議教育單位需提供符合學生使用的盲用電腦設備，以提升學生學習盲用

電腦的品質。 

二、視障教育教師 

(一)謹慎評估學生使用電腦輔具的需求並提早將課程融入教學中 

    根據結論「學習盲用電腦時間越久，盲用電腦能力則越佳」、「視力狀況為

中度的視障生，學習盲用電腦時間較短，而視力狀況為重度(全盲或僅見光覺/晃



國中小視障生盲用電腦能力現況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319 

動影像)的視障生，學生學習盲用電腦時間較長。」以及「視力狀況為重度的視

障生，盲用電腦能力優於中度視障生」來看，國小視障教育教師應確實根據學生

的盲用電腦需求提供符合其學習的教學，由於教師較容易因學生還有剩餘視覺而

忽略了學生需要使用電腦輔具的需求，此可能導致學生學習盲用電腦時間較晚，

進而影響其盲用電腦能力。若視障教育教師能從低年級開始讓視障生少量的接觸

盲用電腦，例如進行休閒活動等，不僅可讓學生提早接觸電腦，更可增加其對盲

用電腦的熟悉度。 

(二) 增進教師專業知能以提供其他語音報讀軟體的學習機會 

在學生所使用的語音報讀軟體方面，發現多數的視障生多使用國內自行研

發之「導盲鼠/蝙蝠語音導覽系統」，而價格最昂貴、功能卻較完善的「中文

JAWS」，或是免付費的「NVDA」則為較少的視障生所使用。其原因可能與「導

盲鼠/蝙蝠語音導覽系統」為國內自行研發之軟體，且推廣較普及有關。且視障

生目前所使用的語音報讀軟體多為教育單位所提供，或由視障教育教師教授而

選擇使用，因此若希望視障生能有機會學習功能較為完善語音報讀軟體(如：

JAWS 或 NVDA)，進而能有與一般人相當的資訊能力，則需先提供視障教育教

師充足的教育訓練及諮詢管道。如此一來，視障教育教師才有能力提供學生多

元的學習管道。 

參考文獻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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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北市國中小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之研究 

蔡佩玲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任教於新北市與台北市國民中小學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

情形。研究者以自編之「國中小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之問卷」對新北市與台

北市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進行普查，共發出問卷148份，回收有效問卷120份，回收率

達84％。回收資料以平均數、百分比、效果值等統計分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國中小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程度為「低程度」。 

二、國中小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中以「老師的教學設計能使視障生參與、學

習」教學困擾最高；以「特教老師(資源班老師或視障巡迴輔導老師)未能協助申請視障

教具（如擴視機、盲用電腦、放大鏡等」教學困擾最低。 

三、在國中小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的五個向度中，教學困擾最高的是「課程

與教學」，其次是「專業知能」、「家長參與」、「班級經營」，最低的是「特教與

行政支援」。 

四、國中小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會因「教學年資」、「任教年級」而有差異。

就「教學年資」而言，31年以上年資的教師與其他年資的教師在全量表上有顯著差異；

在「任教年級」而言，在國小中年級的教師與其他任教的教師在全量表上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建議，以提供教育相關單位、國中小行政單位、普

通班教師與家長參考。 

關鍵詞：視覺障礙學生、教學困擾 

壹、緒論 

    從1970年代，美國因為人權的考量與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開始提倡「回歸主流

（mainstreaming）」運動，特殊教育就從傳統的隔離發生轉變，朝向融合（inclusion）

的教育方式前進；1975年美國即制定公佈94-142公法「身障兒童教育法案」（Education 

for All Hadicapped Children Act，P.L 94-142）更明確提出了「零拒絕」、「最少限制

環境」、「個別化教育計畫」等原則；同年聯合國亦提出「身障者權利宣言」（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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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ghts of Disabled Persons）；1981年，英國公佈「教育法案」中則規定除非有

特殊原因，不得將學生安置在普通班以外的場合。 

     歐美各國家對身心障礙學生受教權的重視，使教育安置從傳統上的隔離安置、逐漸轉

變成回歸主流，最後是融合教育的型態；融合教育成為近十餘年來各先進國家特殊教育發

展的趨勢（Kavale，2000；Mittler，2000）。融合教育不僅幫助身障生，對普通班的學

生也有助益。Staub和Peck（1994）將身障生與普通班學生互相配對的研究結果顯示，普

通班學生並不會因為在班級中有身障生而影響學習成效；Lipsky&Gartner（1997）也認

為普通班學生也不會因此減少與普通班教師的互動機會，反而普通班學生能學習到關懷別

人、提升社會認知、強化自我概念等。 

     我國特殊教育也受到國際思潮的影響，1995年教育部發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教育

報告書」，一共有九大理念，而以「零拒絕的教育理想」以及「人性化的融合教育」兩項

理念，來支持融合教育的推動。民國102年頒布的「特殊教育法修正案」，其中第18條規

定「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

障礙及融合之精神。」第22條規定「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

入學或應試。」可見我國對融合教育的重視。反觀我國的視覺障礙教育可說是走在融合教

育的前頭，早在民國56年即開始實施混合教育，以巡迴輔導的方式來協助普通學校的視障

生。依據2013年10月份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統計資料可看出，我國國中小視覺障

礙學生就讀普通班的比例已高達82％。 

    特殊教育的概念是指普通教育在加上一般學生教不常使用到的其他系統與流程，因此

特殊教育的特殊就在於那些不平常的、特殊的組織與教學過程（Adams & Swain,2000）。

而當前的融合教育已經是教育的趨勢，讓大部分的身心障礙學生皆以安置在普通班為主，

但整體環境的配套仍不夠健全下，真正成功做到融合的普通班級是少之又少，身心障礙學

生只能說混合在普通班裡。而在第一線的普通班老師也因為支持服務欠缺、資源取得有限、

專業知能薄弱和課程進度的種種壓力下，皆莫不希望是個情緒穩定、能守秩序和具有學習

能力的身障生混合進來，但若是個挑戰性高的身心障礙學生，在零拒絕的政策推行下，普

通班老師也只能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接收下來，在教學的過程中靜觀其變、見招拆招。 

     Hallahan和Kauffman（2000）指出身障學生因為身心發展上呈現廣泛的差異，與一

般生接受普通教育是有困難的，因此普通班教師應根據學生個別狀況，提供多元彈性的課

程、教材、教學方法、評量等支持，必要時需將普通班課程做調整，使身障生能與普通生

一同學習。視覺是在進行學習時的重要管道，然而抽象概念與符號的學習對視障生而言是

一項挑戰，在學校行動還有同儕間的互動，都影響著視障生的適應情形；如何使得視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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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學生能在普通班有效學習考驗著普通班教師的能力。依據2013年10月份教育部「特殊教

育通報網」之統計資料顯示，在國中小普通班中視障生占身障生的比例為0.9％；視障生低

比例的出現可否代表著大多數普通班教師並不熟悉視障生學習特質，是否有可能並不知道

要如因應視障生的特殊需求而導致在教學的過程中產生教學困擾。以上研究發現，皆讓研

究者欲了解普通班視障生教師在教學輔導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教學困擾。 

   國內調查普通班教師教學困擾的多數研究中，並沒有針對特定障礙的身心障礙學生做

調查，而是將所有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教師的教學困擾一起做調查分析，對於探討特定障

礙之普通班教師教學困擾的研究則較為缺乏。而近年來陸續有陳國洲（2004）和王裕玫

（2005）針對學障學生的普通班教師進行教學困擾的研究，陳瑟雯（2005）則針對聽障

學生的普通班教師進行調查。而對視障生的普通班教師進行調查則有吳國維（2004），以

全台200位國中小普通班教師為研究對象；王韻淑（2006），以中部八縣市109位國小普

通班教師為研究對象；鄭靜宜（2007）則以中部四縣市高中職普通班教師為研究對象。 

    研究者因曾任教於新北市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接觸過不少班級中有視障生的普通班

教師，對於他們要面對這樣的學生會遭遇到何種問題相當好奇，而目前研究並無以雙北市

普通班教師為研究對象，因而藉著此研究來了解國中小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

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融合教育中的普通班教師的角色 

      接受融合教育的學生，相較於接受隔離教育的學生，有更好的學業表現（Weiner，

2007），不僅對身障生有助益，對所有參與其中的人皆有所成長；而對同時指導身障生與

非身障生的老師而言，教學能力更能大幅提升（Flemming，2002）。視覺障礙的融合教

育自1967開始，已經實施超過四十多年了，但融合教育並不只是把視障生從啟明學校換到

普通學校就讀就完成了。 

    融合教育是指給予普通班教師訓練與教學上的支持（包括人力、行政、輔具與教材等

相關支援），讓身障生能在普通教育環境中學習（鄭靜瑩、趙敏泓，2004）。教學的核心人

物並非特教老師而是普通班教師（邱上真，1999）。所以融合教育的成敗，普通班教師與

學校的態度是極具影響力的關鍵因素（Kavale，2000）。 

    同樣在Bishop（1986）研究中也發現，視障學生融合教育的成功與否，其中一項最

主要也是最為關鍵的因素，就是普通班級任老師是否接納視障生。 

二、普通班老師對視障生的教學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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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班老師肯定身障生回歸普通班學習，但他們也同時焦慮著缺乏特教知能和教學策

略來處理身障生的學習與行為問題，擔心工作量增加，學生安全問題與教師角色改變等問

題，也可能因為學校支援不足，普通班或身障生家長配合度不高，而影響著普通班教師的

心態與作法。 

    依據相關的研究發現，普通班教師面臨身障生的困難可歸納為「課程與教學」、「班級

經營」、「專業知能」、「家長參與」和「行政與特教支持」等五大項目。 

（一）課程與教學 

    身障生的教學與輔導是普通班教師最感困擾的項目。雖然普通教師認同要依身障生的

需求與能力在課程教學上作調整，但因為是統一的教學進度、團體式的教學，因此普通班

老師通常以多數學生的需求為考量，課程調整以不影響全班為原則（蘇燕華、王天苗，

2003）。而且為了趕進度，甚少能為了身障生進行課程調整（李水源、陳綺蓉，2003）。

普通班老師很想幫助身障生，但又不能忽略班級中其他的學生，同時要兼顧身障生與其他

學生都容易形成教學困擾。而若身障生本身的學習動機低落或能力不足，也更增加普通班

教師的困擾與壓力（邱上真，2001）。 

    普通班教師不僅要處理一般的班級事務，還要處理身障生的學習問題及設計適合的教

學，讓普通班教師工作負荷量加重，而往往普通班教師無法抽出額外的時間和精神來解決

相關的問題或兼顧身障生的需求，教學困擾也因應而生，有時甚至導致對融合教育產生排

斥的心理（蘇燕華、王天苗，2003；李水源、陳綺蓉，2003）。 

    徐文志（2008）提到雖然老師了解視障學生需要口語說明服務，但教學多年的習慣，

板書的位置、字型、大小等已固定，或許一開始能自我調整，但在一段時間後仍會恢復成

原本的習慣；雖然知道要調整但做不來也造成教師內心困擾。 

（二）班級經營 

    良好的班級經營，能讓教學活動順利進行，同儕間能友善互動，而要能讓身障生融入

普通班，班級經營更顯重要（吳淑美，1998）。因此身障生的問題行為，像是干擾上課秩

序、與同儕產生衝突等，都考驗著普通班老師的智慧，若無法妥善處理就會形成困擾。 

    視障生因為對環境的掌握力不佳，常讓同儕覺得與其互動沒有得到回饋，導致視障生

容易落單或顯得孤僻（吳國維，2006）。視障生特有的習癖動作如挖眼、搖晃身體、歪頭

等，也容易引起同儕的誤會，降低同儕的接納與互動程度；普通班老師也都需花心力營造

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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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與家長的關係如何也是普通班老師困擾的來源，一般生家長有時會對普通班教師花

費過多心力照顧身障生，而產生質疑與抗議，要如何提供身障生需求並兼顧其他學生的權

益，引發普通班教師的困擾（盧安琪，2001）。 

（三）專業知能 

    普通教師特教專業背景不足一直是影響融合教育運作的問題之ㄧ，大部分的普通班教

師在師資培育階段是學習針對全班這個大團體設計的課程，即使有特教背景也僅是三學分

的特教導論，進入職場後缺乏職進修的管道，要能滿足身障生與其他學生的需求，是一大

難事，也影響融合教育的成效（鈕文英，2002；蘇燕華、王天苗，2003）。 

    普通班教師最不希望教的身障生類型是視障學生（Home，1983），因為普通班教師

認為視障知能的不足，對教學上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像是面對視障生學習上的需求，如觸

摸圖形，普通班老師通常無法提供或製作（賴青蘭，2003）。即使老師有心想要進修了解，

專業知能的研習內容有時也並非能符合需求解決困擾（顏倩霞、賴明莉，2005）。 

（四）家長參與 

    家長的參與對身障生而言是非常有助益的，不僅可以確保子女接受適切的教育，亦可

增進其學習表現（Cone,Delawyer & Wolfe,1985）。 

    家長心態是影響視障生學習態度的關鍵，視障生家長若能調整好自我心態，並給予視

障生支持與鼓勵，視障生就較能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挫折忍受度也能因此提升（陳明雅、

黃國晏，2012）。 

    家長若能支持教師並參與身障生的學習，能對普通班教師與身障生帶來有利的成效，

然而家長參與得過高或過低都會造成普通班教師的壓力與困擾（李水源、陳琦蓉，2003），

有時甚至會跟普通班老師理念不合，溝通不良（林秀靜，1998）。另外普通班教師面臨身

障生家長有時會擔心無法提供適當的建議（盧安琪，2001）。 

（五）行政與特教支持 

    普通班教師能否接納視障生，與支援服務息息相關；融合教育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支援

服務的提供，支援越多，視障生融合在普通班的機會就越高（鄭靜瑩、趙敏泓，2004）。 

研究指出要滿足視障生的學習需求，僅靠普通班導師ㄧ人的能力是不夠的，各項層面的調

整，例如課程、評量，或是其他課程的教學，如社交技巧，都需要支援服務的介入才能滿

足，並非要普通班老師一人獨自滿足盲生的需求，而是可以尋求多方資源，包括特教老師、

家長、志工、學校行政等支援，一起協助普通班教師所遇到的困難（嚴倩霞、賴明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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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中小普通班教師的班級中有視障生時，所產生的教學困擾，依據理

論與文獻探討分析與整理歸納，採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以研究者自編「國中小普通班視

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之調查研究」問卷進行資料蒐集，將所獲得資料做統計與分析。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雙北市（台北市、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中有視覺障

礙學生之普通班級任教師。根據 2013 年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統計資料，台北市、

新北市在 102 學年度班級中有視覺障礙學生之普通班教師共有 170 人。茲將預試與正式施

測對象敘述如下： 

(一)預試樣本 

本研究之預試樣本為 102 學年度任教於新北市國民小學，且班上有視障生之普通班級

任教師，採立意取樣抽樣，預試人數 20 人。請新北市視巡老師幫忙發送，回收率 100％，

皆為有效問卷，共計 20 份。 

(二)正式施測對象 

    本研究因母群數量不大，因此採普查方式，對全部母群進行調查。 

    正式施測人數參考通報網上視覺障礙學生人數為主，並與視障巡迴輔導老師聯繫，確

認視障生人數與學校，再將問卷請視障巡迴輔導老師幫忙發送，若視障巡迴輔導老師未能

發送者，則與視障生所屬學校的特教組長連繫，請特教組長代為轉發給普通班級任教師。 

二、研究工具 

    為了解班級中有視障生的普通班級任老師所遭遇的教學困擾，以問卷調查方式來蒐集

所需的資料。而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係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並參閱相關文獻

與問卷後，編製「國中小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調查問卷。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根據問卷所得資料，利用統計軟體（SPSS for Windows 22.0）進行統計分析

析。在資料處理部分，本研究問卷採全面普查，因此先以描述性統計進行整體現況說明，

進而運用效果值(Effect Size)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在教學困擾上的差異情形，所使用的統

計方法有信度分析、描述性統計與效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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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據問卷回收之資料，針對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進行統計分析與討論。 

一、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現況分析 

    本節旨在了解新北市與台北市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的現況情形，問卷調

查採用李克特式(Likert)四點量表，分為「無困擾」、「有些困擾」、「相當困擾」、「非常困擾」

四個選項，依序分別給予 1 分、2 分、3 分、4 分，以平均數和標準差分析方式來了解困

擾程度。研究者將統計結果以四分位數作為主要參考依據(Q1=1.75，Q2=2.5，Q3=3.25)，

平均數高於 3.25 分表示「非常高度教學困擾」、平均數介於 2.5-3.25 表示「高度教學困擾」、

平均數介於 1.75-2.5 表示「中度教學困擾」、而平均數低於 1.75 分則表示「低度教學困擾」。 

(一)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整體教學困擾的情形 

    本研究以「國中小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調查問卷」為工具，調查題目共

計 46 題。依據結果分析，整體平均數為 1.4、標準差為 0.29，如表 4-1。教學困擾低於

1.75 分，可知新北市與台北市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情形為「低度教學困擾」。

推測可能新北市與台北市對視障生的各個向度的支持度高，特教資源充足，家庭與學校的

配合度較佳，而使得普通班教師在面對視障生而言教學困擾較低。 

     本研究結果與研究對象同為視障生普通班教師的吳國維（2004）、王韻淑（2007）

和鄭靜宜（2008）總量表單題平均數皆達 2 分以上的研究結果不同。推測可能因調查對象

為不同縣市之普通班教師，教學環境不同而影響研究結果。 

(二)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教學困擾排名之前五項 

     針對問卷第二部分第 1 題至第 46 題進行平均數、標準差分析，並將平均數排序。依

據 46 題得分平均數由高至低排序，結果顯示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教學困擾排名前

五項內容如下： 

     1.第 4 題「老師的教學設計能使視障生參與、學習」（M=1.89 分）。 

     2.第 3 題「老師能夠在不影響教學進度下，同時兼顧視障生的學習狀況」（M=1.87）。 

     3.第 8 題「老師提供視障生補救教學」（M=1.73）。 

     4.第 29 題「老師協助視障生運用定向行動技能」（M=1.70）。 

     5.第 10 題「老師依視障生的能力調整評量的內容」（如改錯字、圖表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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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68）。 

     由研究結果得知教學課程內容的調整是普通班教師最感困擾的項目，教師有課程進度

的壓力（李水源、陳綺蓉，2003）又必須考量視障生的學習成效，但也要能顧及全班的需

求（蘇燕華、王天苗，2003），因此產生教學困擾，而為了加強視障生學業能力而提供的

補救教學，可能也帶給老師較大的壓力與負荷。 

表 4-1  

普通班教師整體教學困擾情形 

題數 平均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單題平均數 單題標準差 

46 64.41 46 103 1.4 0.29 

 (三)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教學困擾排名之末五項 

    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教學困擾排名末五項教學困擾內容，由最不困擾依序條列

如下： 

      1.第 41 題「特教老師(資源班老師或視障巡迴輔導老師)未能協助申請視障教具（如

擴視機、盲用電腦、放大鏡等）」（M=1.08）。 

      2.第 36 題「學校行政未能定時召開 IEP 會議」（M=1.11）。 

      2.第 37 題「學校行政未能對視障生在普通班就讀抱持正向態度」（M=1.11）。 

      2.第 23 題「老師依視障生的視覺功能安排適當座位（視野小的視障生坐中後、右眼

為優眼者坐左邊等）」（M=1.11）。 

      3.第 39 題「未能與特教老師(資源班老師或視障巡迴輔導老師)討論視障生學習與適

應情形」（M=1.13）。 

      由研究結果可知，新北市與台北市的行政與特教支持度較高，並未造成教師的教學

困擾；而行政支持將有助於普通班教師更能接納視障生（鄭靜瑩、趙敏泓，2004），特教

老師的協助也能讓普通班老師更能了解如何幫助視障生適應普通班級。 

 (四)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各向度教學困擾的情形 

    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各向度教學困擾的情形，五項向度中以「課程與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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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程度最高，單題平均數為 1.57，其次是「專業知能」，單題平均數為 1.48，再來是「家

長參與」，單題平均數為 1.36，第四困擾的是「班級經營」，單題平均數為 1.34，「特教與

行政支援」的困擾最低，平均數為 1.20。研究結果與邱上真(2000)、黃瑛琦(2002)結果相

似，普通班教師最大的困擾主要為課程與教學。 

1.在「課程與教學」向度的教學困擾情形 

    在此向度是為了了解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課程與教學方面的困擾情形。，各題

平均得分 1.25-1.89，呈現中低度教學困擾。其中以「老師的教學設計能使視障生參與、

學習」教學困擾程度最高；其次為「老師能夠在不影響教學進度下，同時兼顧視障生的學

習狀況」；而教學困擾最低是「老師指導視障生日常生活技能（如用餐、如廁、打掃等）」

次低的是「老師安排小老師協助指導視障生」。 

2.在「班級經營」向度的教學困擾情形 

    在此向度是為了了解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班級經營方面的困擾情形。由表 4-5

得知，各題平均得分 1.10-1.63，呈現低度教學困擾。其中以「老師協助視障生與同儕間

擁有良好互動關係」教學困擾程度最高；其次為「在教室環境的佈置與規劃，軟硬體設備

能有利於視障生的學習（如置物櫃的提供、佈告欄顏色鮮明等）」；而教學困擾最低是「老

師依視障生的視覺功能安排適當座位（視野小的視障生坐中後、右眼為優眼者坐左邊等）」

次低的是「老師規畫教室內物品擺放在固定位置，以利視障生行動」。 

3.在「專業知能」向度的教學困擾情形 

     此向度是為了了解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專業知能方面的困擾情形。各題平均得

分 1.32-1.70，呈現低度教學困擾。其中以「老師協助視障生運用定向行動技能」教學困

擾程度最高；其次為「老師熟悉與執行視障生功能性視覺評估的結果與建議（如視力值、

視野、座位安排、適合的輔具等）」；而以教學困擾最低是「老師了解視覺障礙對視障生在

學習與生活上的影響（跳行跳字、抄寫緩慢、畏光等）」。 

4.在「家長參與」向度的教學困擾情形 

    此向度是為了了解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家長參與方面的困擾情形。各題平均得

分 1.20-1.54，呈現低度教學困擾。其中以「視障生家長未能依視障生需求，提供課業指

導(親自指導或安親班、補習班等)」教學困擾程度最高；其次為「視障生家長未能給予視

障生適當的教養方式」；而以教學困擾最低是「視障生家長未能出席與視障生相關會議（如

IEP、個案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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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行政與特教支持」向度的教學困擾情形 

    此向度是為了了解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行政與特教支持方面的困擾情形。各題

平均得分 1.08-1.31，呈現低度教學困擾。其中以「本地教育局或學校未提供視障知能研

習」教學困擾程度最高；其次為「學校行政未能舉辦視障宣導活動」；而以教學困擾最低是

「特教老師(資源班老師或視障巡迴輔導老師)未能協助申請視障教具（如擴視機、盲用電

腦、放大鏡等）」；次低的是「學校行政未能對視障生在普通班就讀抱持正向態度」。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的差異情形 

    本章節在探討新北市與台北市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的教學困擾，是否因背景變項

的不同而有差異，本研究中的背景變項包括性別性別、教學年資、學校規模、任教年級、

特教相關專業背景、指導視障生經驗、指導身障生經驗、班級視障生障礙程度、班級視障

生使用之學習媒介、班級視障生接受特教服務。透過問卷得分之平均數、標準差、排序及

效果值進行分析。 

    根據 Cohen(1998)經驗法則的標準，當使用平均數考驗時，ES 值為 0.2 左右，為微

弱效果值；ES 值為 0.5 左右，則代表為中度效果值；ES 值為 0.8 左右，表示效果值係較

強的效果值。依據統計結果分述如下: 

(一)不同性別之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差異情形 

    就不同性別的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而言，整體的教學困擾，女性的教學困擾明

顯高於男性；在五個向度中有四個向度「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專業知能」「特教與行

政支援」，女性教師的教學困擾高於男性，而在「家長參與」向度中男性教學困擾高於女性。 

    本研究結果與吳國維（2004）的研究結果相符，而與王韻淑（2007）、鄭靜宜（2008）

的研究結果不同。 

    不同性別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效果值分析。結果顯示男性與女性教師之教學困

擾效果值為 0.10，以 Cohen 經驗法則所訂定的標準係屬於微弱效果值，表示不同性別教

師對於教學困擾程度趨於一致，並無差異。 

(二)不同教學年資之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差異情形 

     就不同教學年資的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而言，可知整體的教學困擾，年資越

低、教學困擾高，年資越高、教學困擾越低；以 5 年以下的教學困擾最高，其次是 6-10

年、11-20 年、21-30 年，最低教學困擾是年資有 31 年以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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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程與教學」以 6-10 年教師教學困擾最高，31 年以上教師的教學困擾最低。「班

級經營」中以 21-30 年的教學困擾最高，31 年以上教師的教學困擾最低。「專業知能」以

6-10 年教師教學困擾最高，31 年以上教師的教學困擾最低。「家長參與」以 5 年以下教師

教學困擾最高，6-10 年教師的教學困擾最低，31 年以上教師的教學困擾次低。「特教與行

政支援」以 5 年以下教師教學困擾最高，31 年以上教師的教學困擾最低。 

    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在教學困擾效果值分析，教學年資 31 年以上的教師對照其他教學

年資的效果值介於 0.57-1.00。其中對照 5 年以下之效果值為 0.89、對照 6-10 年之效果

值為 1.00、對照 11-20 年之效果值為 0.80，分別都顯示二組之間有強度效果值。再對照

21-30 年之效果值亦有達到 0.57 之中度效果值。此結果表示 31 年以上年資的教師在教學

困擾上與其他年資的教師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與蔡文龍（2002）、吳國維（2004）、陳瑟雯（2005）和王韻淑（2007）

的研究結果相符，但與王裕玫（2005）、鄭靜宜（2008）的研究結果不同。 

(三)不同學校規模之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差異情形 

     就不同學校規模的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而言，可知整體的教學困擾，學校規模

越小、教學困擾越高，學校規模越大、教學困擾越低；以 12 班以下的教學困擾最高，其

次是 13-24 班、25-51 班，最低教學困擾的是學校規模 51 班以上的教師。 

    在「課程與教學」以 13-24 班教師教學困擾最高，51 班以上的教學困擾最低。「班級

經營」中以 12 班以下的教學困擾最高，25-50 班教學困擾最低。「專業知能」以 51 班以

上教學困擾最高，12 班以下的教學困擾最低。「家長參與」以 12 班以下教學困擾最高，

25-50 班的教學困擾最低。「特教與行政支援」以 12 班以下教學困擾最高，51 班以上的

教學困擾最低。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教學困擾效果值分析，可發現不同學校規模之間的效果值介於

0.03-0.46，為微弱效果值，表示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明顯差異。 

    本結果與蔡文龍（2002）、陳瑟雯（2005）、王韻淑（2007）的研究結果相符。 

(四)不同任教年級之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差異情形 

    就不同任教年級的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而言，可知整體的教學困擾，以國中階

段的教學困擾最高，其次是國小低年級、國小高年級，最低教學困擾的是國小中年級。 

    在「課程與教學」以國中階段的教學困擾最高，國小中年級的教學困擾最低。「班級經

營」中以國中階段的教學困擾最高，國小中年級教學困擾最低。「專業知能」以國小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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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困擾最高，國小高年級的教學困擾最低。「家長參與」以國小高年級教學困擾最高，國

小中年級的教學困擾最低。「特教與行政支援」以國小高年級教學困擾最高，國小中年級的

教學困擾最低。 

    不同任教年級教師在教學困擾效果值分析。任教國小中年級的教師對照其他任教年級

的效果值介於 0.58-0.83。其中對照國小低年級之效果值為 0.59，顯示二組之間有中度效

果值;對照國中階段之效果值為 0.83，顯示二組之間有強度效果值。而其他不同任教年級之

間的效果值介於 0.19-0.39 間，僅屬於微弱效果值。此結果表示任教國小中年級的教師在

教學困擾上與其他任教年級的教師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與王裕玫（2005）、鄭靜宜（2008）的研究結果不同。推測可能是因為

王裕玫的研究對象是國中學障學生教師，而鄭靜宜則是高中職視覺障礙教師；不同的障礙

與不同學習階段所致。 

(五)不同特教相關專業背景之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差異情形 

     就不同教特相關專業背景的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而言，可知整體的教學困擾，

無特教相關專業背景的教學困擾高於有專業背景的教師；五個向度中每個向度也都是無特

教相關專業背景的教學困擾高於有專業背景的教師。 

   不同特教相關專業背景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教學困擾效果值分析結果顯示無相關背景

與有相關背景之教學困擾效果值為 0.16，以 Cohen 經驗法則所訂定的標準係屬於微弱效

果值，表示不同特教相關背景的教師對於教學困擾程度趨於一致，並無差異。 

     本研究結果與蔡文龍（2002）、王裕玫（2005）、王韻淑（2007）、鄭靜宜（2008）、

的研究結果相符；而與吳國維（2004）、陳瑟雯（2005）的研究結果不同。 

(六)不同指導視障生經驗之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差異情形 

    就不同指導視障生經驗的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而言，可知整體的教學困擾，沒

有指導過視障生教師的教學困擾高於有指導過的教師；在五個向度中有四個向度「課程與

教學」「班級經營」「專業知能」「特教與行政支援」，沒有指導過視障生教師的教學困擾高

於有指導過的教師，而在「家長參與」向度中則是有指導過視障生教師的教學困擾高於沒

有指導過的教師。 

    不同指導視障生經驗的教師在教學困擾效果值分析可發現不同指導視障生經驗之間的

效果值 0.06，為微弱效果值，表示不同指導視障生經驗的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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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與陳國洲（2004）、王裕玫（2005）的研究結果相符；而與陳瑟雯（2005）

的研究結果不同。 

(七)不同指導身障生經驗之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差異情形 

    就不同指導身障生經驗的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而言，可知整體的教學困擾，有

指導過身障生教師的教學困擾高於沒有指導過的教師；在五個向度中全部的向度也都是有

指導過視障生教師的教學困擾高於沒有指導過的教師。 

    不同指導身障生經驗的教師在教學困擾效果值分析可發現不同指導身障生經驗之間的

效果值 0.24，為微弱效果值，表示不同指導身障生經驗的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明顯差異。 

    本研究結果與陳國洲（2004）、吳國維（2004）、王裕玫（2005）、王韻淑（2007）

的研究結果相符；而與蔡文龍（2002）、陳瑟雯（2005）、鄭靜宜（2008）的結果不同。 

(八)不同視障生障礙程度之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差異情形 

     就不同視障生障礙程度的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而言，知整體的教學困擾，班級

中視障生是盲生的教師教學困擾高於視障生是低視生的教師；在五個向度中全部的向度也

都是視障生是盲生的教師教學困擾高於視障生是低視生的教師。 

    不同視障生障礙程度的教師在教學困擾效果值分析可發現不同視障生障礙程度之間的

效果值 0.25，為微弱效果值，表示不同視障生障礙程度的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明顯差異。 

     本研究結果與王韻淑（2007）、鄭靜宜（2008）的研究結果相同；而與吳國維（2004）

的研究結果不同。 

(九)不同視障生學習媒介之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差異情形 

    就不同視障生學習媒介的教師教學困擾而言，可知整體的教學困擾，以使用點字的教

學困擾最高，其次是一般字體，最低教學困擾的是放大字體。 

    在「課程與教學」以使用點字的教學困擾最高，一般字體的教學困擾最低。「班級經營」

中以使用一般字體的教學困擾最高，放大字體的教學困擾最低。「專業知能」以使用點字的

教學困擾最高，放大字體的教學困擾最低。「家長參與」以使用點字的教學困擾最高，放大

字體的教學困擾最低。「特教與行政支援」以使用點字的教學困擾最高，放大字體的教學困

擾最低。 

    不同學習媒介的教師在教學困擾效果值分析可發現不同學習媒介之間的效果值介於

0.0.-0.25，為微弱效果值，表示不同學習媒介的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明顯差異；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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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鄭靜宜（2008）的研究結果相符。 

三、開放式問題之分析 

     在回收的問卷中，計有 28 位受試者填寫開放式問題「關於您所遭遇的教學困擾，還

有哪些覺得遺漏的，可以再補充說明，謝謝！」。經研究者分類受試者所填寫的內容後，加

以彙整並分述如下: 

(一)視障生表現良好，在普通班幾乎未造成教師困擾 

(二)家長對視障生的教養態度與對教師教學的介入對教師產生的困擾 

(三)視障生本身的個性、態度與對輔具教材的排斥行為對教師所產生的困擾 

(四)學校行政的支持度不夠，各項硬軟體設施與無障礙空間尚待改善 

(五)視障相關的教輔具不適切，特教支持度偏低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教學困擾。研究者先蒐集並分析相關文獻，

以作為本研究架構之理論依據，進而編製「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困擾之調查問卷」，以

新北市與台北市普通班視覺障礙教師為調查對象，探討在「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專

業知能」「家長參與」「特教與行政支持」五個項目的教學困擾現況；共寄出 148 份問卷，

回收有效問卷 120 份。所得問卷以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處理，整理歸納作成結論，並提出建

議以供參考。 

一、結論 

(一)教師教學困擾現況 

     本研究結果發現，新北市與台北市國中小視障生普通班教師教學困擾為「低程度」。 

     在五個向度中，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教師在「課程與教學」的教學困擾最高，其他依

序為「專業知能」、「家長參與」、「班級經營」、「特教與行政支持」。 

    在「課程與教學」分量表中教學困擾最高的是「老師的教學設計能使視障生參與、學

習」；在「專業知能」分量表中教學困擾最高的是「老師協助視障生運用定向行動技能」；

在「家長參與」分量表中教學困擾最高的是「視障生家長未能依視障生需求，提供課業指

導(親自指導或安親班、補習班等) 」；在「班級經營」分量表中教學困擾最高的是「老師

協助視障生與同儕間擁有良好互動關係」；在「特教與行政支持」分量表中教學困擾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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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地教育局或學校未提供視障知能研習」。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教學困擾的差異情形 

1.就性別而言 

    不同性別之國中小視障生普通班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顯著差異。 

2.就教學年資而言 

    31 年以上年資之國中小視障生普通班教師在教學困擾上與其他年資的教師有顯著差

異。 

3.就學校規模而言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中小視障生普通班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明顯差異。 

4.就任教年級而言 

    任教國小中年級之國中小視障生普通班教師在教學困擾上與其他任教年級的教師有顯

著差異。 

5.就特教相關專業背景而言 

    不同特教相關專業背景之國中小視障生普通班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明顯差異。 

6.就指導視障生經驗而言 

    不同指導視障生經驗之國中小視障生普通班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明顯差異。 

7.就指導身障生經驗而言 

    不同指導身障生經驗之國中小視障生普通班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明顯差異。 

8.就班級中視障生障礙程度而言 

不同視障生障礙程度之國中小視障生普通班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明顯差異。 

9.就班級中視障生使用之學習媒介而言 

不同學習媒介之國中小視障生普通班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無明顯差異。 

二、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建議，以提供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行政單位、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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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師與家長之參考。 

(一)地方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行政單位 

    研究結果顯示，普通班教師為了要讓教學設計能使視障生參與、學習而感到相當困擾。

各縣市政府所制定之「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安置與輔導辦法」中均有規定減少普通班

級人數，降低學生人數有助於教師能有更多時間設計課程，減輕教學壓力以提供良好教學

品質，也能增進教學效能。 

    普通班教師在指導視障生的過程中，認為自己在視障專業領域並不熟悉，而無法提供

視障生較佳的教學策略，因此需要充實特教專業領域。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應持續舉辦視障

知能研習、視障宣導活動、專業成長、教學觀摩會等，以多元的進修管道，來提升教師的

視障相關知能，增加普通班教師對視障生正確的知能，進而提供視障生更適切的學習環境。 

    學校行政可協助親師合作與溝通，研究結果發現，家長的教養態不夠積極與配合學校

課程，就會造成教師困擾，學校輔導組可舉辦視障生家長的親職講座，協助普通班教師與

視障生家長針對視障生需求來進一步溝通，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有助於提升家長正確的認

知與教養態度。 

(二)普通班教師 

    普通班老師可運用多元化教學方式，如採能力分組或協同教學方法；給予視障生課程

與教學評量也可因應視障生能力而做彈性調整，都能兼顧到普通班學生；與其他科任老師

或特教老師互相交流，在 IEP 會議與家長建立教學共識，運用校內各項資源，避免普通班

教師一人單打獨鬥。 

    可透過在職訓練來充實自身視障專業知能，目前台南大學開設「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

視障 10 學分班計畫」，課程有點字入門、定向與行動概論、視障教育導論 、視覺損傷的

生理病理基礎、視覺障礙與服務實務，共 5 門課，地點在台灣師範大學。而新北市教育局

也有為普通班教師舉辦的「普通班教師視障教育知能研習」，內容有針對低是生或盲生的

課程，都是提升專業知能的選擇。 

(三)視障生家長 

    家長是普通班老師不可或缺的助力之一，家長積極參與班級事務並與老師有良好溝

通，還能依子女能力給予適當的學習標準，協助子女養成獨立自主的能力，皆能提高在校

的學習與適應情形；眾多的家長團體也有各項資源可幫忙家長，如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愛盲基金會等，能藉由家長家的互相支持與意見交流，幫助自己也幫助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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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高中職視障學生的巡迴輔導 

陳姵伶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視障教育資源中心 

壹、前言 

在融合教育的潮流下，愈來愈多有特殊教育需求的視障學生，選擇的就學環境是離家

較近的學區學校。因此普通學校中有不同障礙程度的視障學生，進入融合教育環境中和一

般學生共同學習。融合的意義除了進入和普通學生共同學習的環境中，也應能與普通學生

共同參與各項學習活動，並能從中有所進步，達成學習目標。而視障學生有些只是視力上

的缺損，只要補足他們的特殊需求，在學習能力上和一般學生無異。 

推動融合教育的指標包含教學調整、行政支援和師生接納與關懷；而在推展上實際面

臨的問題，如：身心障礙學生行為問題、課程教材學習調整問題、普通師生關懷接納問題

等（林坤燦，2011）。欲解決視障學生進入融合教育的困難與阻礙，不僅有賴學校特教教

師、普通班師生和視障學生與家長的共同努力，視障巡輔教師亦應提供正確而具體可行的

輔導策略，以協助融合教育中的親、師、生們，以期能獲致良好的融合教育推動成效及其

所帶來的正向影響。 

視覺障礙雖可簡單區分為「全盲」及「低視力（弱視」」，其中以低視力學生占大部分；

而其在眼球、視神經或大腦受損部位的不同，造成視力缺損上會有極大的差異。因此有些

視障學生即使有同樣的視障成因，或一樣視力值，他們所見的世界卻不一樣，故每位視障

學生在學習上的調整有相當不同的需求。介入及輔導措施應包含：學校師生接納與關懷、

學校課程與教學調整、學校資源與支援系統、無障礙環境與輔助科技應用等。本文將就從

事高中職融合教育視障學生巡迴輔導工作之經驗，從視障巡輔教師能提供低視力視障學生

之輔導策略加以探討。 

貳、給融合教育師生的建議 

巡輔教師應提供輔導視障學生之相關策略及注意事項，以協助融合教育特教教師、個

管老師、導師及普通班教師、學生們了解視障學生之視力障礙情形，及在教學、輔導及環

境上應如何調整。 

一、協助學校教師了解視障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 

（一）協助了解視障學生障礙狀況 

1.視力狀況：協助教師了解學生為弱視/低視力（使用一般字體或大字體）或全盲（使用點

字）；提供並說明學生之視覺功能評估資料，以協助融合教育教師瞭解其剩餘視覺（視覺

敏銳度、對比敏感度、辨色能力、視野、眼動協調能力等）。 

2.視障成因：協助融合教育教師了解導致學生視力發生障礙的病因與時間，以增進對其視

覺穩定性及學習特質與需求之影響的理解。如白化症及白內障者較畏光，青光眼者視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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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損且應追蹤眼壓變化，視網膜剝離者應避免碰撞及提重物；以及視力障礙情形是否有

漸進惡化的可能性；以及是否需用藥或進行手術等。 

3.教材與輔具：讓融合教育教師了解學生應使用何種閱讀媒材（如一般課本、大字課本與

習作、點字課本、有聲書等），這些視障用書應如何申請與取得？講義及試卷字體應如何

調整？放大倍率為何？板書字體寫多大視障學生才能辨別？學生應使用哪些輔具（放大

鏡、望遠鏡、擴視機等），以使視障學生能發揮最大的學習效能。並應協助融合教育教師

向特教資源中心辦理輔具申請與借用相關手續。 

（二）教室內物理環境調整建議 

1.熟悉且穩定的環境：讓視障學生熟悉教室佈置位置，教室內物品擺在一定的位置，盡量

整齊少變動或改變時給予提醒，走道中避免出現障礙物或危險物品，門採全關或全開，以

免學生不小心發生碰撞。 

2.合適的照明：檢查教室燈光有無損壞或光線不足。不同視障成因之學生，所需之光線照

明各有不同；除教室燈光外，也應留意學生座位是否近窗邊受室外光線影響，是否容易有

反光或眩光情形，教室裝設之窗簾應如何調整較有助於視障學生學習等。 

3.座位安排：依據視障學生之視覺功能評估結果，安排學生坐在最有利學習的位置。並評

估學生是否可藉由望遠鏡、遠近擴視機等輔具，增進其閱讀板書或投影片之效能；若學生

有使用望遠鏡，可向後調整其座位至望遠鏡易於對焦與搜尋之位置；若使用桌上型或遠近

型擴視機，也應配合輔具需要電源、大桌面及勿擋到其他同學視線等因素調整座位至靠邊

排或教室後方。 

（三）營造無障礙的心理環境 

1. 入班宣導活動：建議在開學時，可由視障巡輔教師與特教教師或輔導教師共同至班上進

行入班宣導活動，透過說明及體驗活動，讓班上同學能了解視障學生之學習特質與特殊需

求。向同學們說明視障學生的視力狀況，亦可在體驗活動中，讓同學們藉由模擬眼鏡來感

受視障學生的視力狀況，並說明視障學生使用之輔具及其功能，可減低視障學生因擔心同

學們異樣的眼光而不敢把輔具拿出來使用的情形；說明視障學生在課堂中、行動中及日常

生活中受視力影響而有哪些特質與需求，如無法看清楚迎面而來打招呼的人是誰等，若視

障學生行動時需要同學協助引導，亦可示範人導法之正確動作；並鼓勵同學們若無法確定

是否需要幫忙時可詢問視障學生；也可在活動進行後讓參與的同學們填寫回饋單，寫下他

們想對班上視障同學說的話，或有何疑問，於宣導結束後與視障學生分享討論。入班宣導

活動進行方式可事先與視障學生討論，讓其可選擇留在班上一同參與或不在場。 

2.營造良好的班級氣氛：帶領班上同學以尊重、開放的心態和視障學生相處；新的學期、

新的環境，對於視障學生來說，有時會有疏離感，甚至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期，對一般同

學來說，一開始的好奇與熱情也會漸漸消退，因此保持良好的互動機制才能永續經營。教

師可做學生的示範榜樣，主動關心與協助視障學生，在同學尚不熟悉的狀況下，亦可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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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使，協助視障學生熟悉環境、借筆記、報讀或提醒板書上臨時交辦的作業或考試等。

許多視障學生一直在被動的處境下成長，不管是家人的過度保護或是成長過程有限的活動

經驗，都剝奪了他們養成自信和自主人格的學習機會。應讓視障學生能自然地與同學們相

處，感受助人或被助；教師應能儘量讓視障學生融入教室內的每個教學活動，透過活動內

容調整設計，可利用適當教材或加上口語的提示，讓視障學生可以了解到自己和其他同學

間的參與感和歸屬感，增加同儕互動機會，並給予視障學生適當展現才能的機會。同學們

的了解和包容可以解除視障學生的擔憂和隔離感，同時產生信任感，自然不會在需要協助

的時候有所避諱。同時也應給予視障學生自我肯定的訓練，以及了解自己的能力和需要，

肯定獨立自主的重要性，並學習接受適當協助的必要和方法。教導視障學生了解社會文化

的要求，助人是一種美德，接受協助後能回報也是一個重要的修養（余月霞，2009A）。 

3.持續追蹤觀察：教師可經由課堂中或利用下課時間做觀察，看看視障學生在環境、人際

互動上是否已經慢慢上軌道，若有任何問題或需求，可與家長、學校特教老師及視障巡輔

教師保持聯繫，充分討論。 

（四）教師指導視障學生注意事項 

1.與視障學生打招呼或上課中要視障學生回答問題時，請指名回答，避免僅以手勢或眼神

表示。 

2.指示要明確，說明方向可以時鐘之十二點鐘方向，或明確之上下左右方位，避免僅以「這

裡」、「那邊」等抽象語詞。 

3.板書儘量清晰、工整，以對比較明顯之板書用筆（黑板用白色或黃色粉筆，白板用黑色

或深色）書寫，且書寫力道深些；並加以口語描述；板書文字勿過於分散，且儘量能按序

書寫；以利視障學生搜尋。若視障學生抄寫仍有困難，可允許其移動位置或向同學借筆記；

若有需要時允許視障學生以錄音方式錄下上課的內容，以利課後複習。 

4.播放影片進行教學時，若弱視學生無法看清影片內容，可請學生調整座位至播放影片之

電腦前，可直接觀看電腦螢幕；或請同學協助報讀或解說影片內容。 

5.使用投影片教學時，可將影片內容事先列印成紙本或提供電子檔案給視障學生，以方便

視障學生就近閱讀書面資料或利用筆電、iPad 等輔具近距離閱讀；教師呈現教具時，能讓

視障學生近距離觀看或觸摸。 

6.體育課、實驗課、美術課、生活科技等活動操做性課程，可先了解視障學生之個別狀況，

哪些活動是視障學生可參與的，哪些則是較有困難需要協助或無法參與的活動；如眼睛較

易感染不宜游泳，避免發生碰撞者減少激烈籃球或排球競賽，羽球或網球等體積較小且活

動範圍大之球類運動較感困難，有嚴重畏光情形應避免強光下戶外運動等，部分較需要精

細觀察的實驗操作或辨色困難無法辨識實驗結果等；教師在進行動作講解時，可以視障學

生為示範對象，或安排視障學生在可較近距離觀看到老師或同學操作動作之位置，並輔以

口頭說明；電腦課時若視障學生無法看清螢幕，可與巡輔教師討論，共同協助安裝適合視

障學生之放大軟硬體，或調整電腦解析度或文字大小設定。操作課程在安全範圍內應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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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學生多參與；課程或活動若不適合視障學生，可經由重新設計或轉化調整，可讓視障

學生參與，不要過度保護反而剝奪其學習機會。 

7.注意視障學生是否有獨立變換科任教室及行走於校園的能力，若處於轉銜階段，可先帶

領視障學生熟悉校園環境及各科任教室位置，必要時可申請安排定向行動課程或請同學協

助。戶外活動（校外教學、畢業旅行等）時，安排小天使或請同學協助視障學生在陌生環

境下的活動安全，避免其在團體活動中獨自落單或行動上的困難。 

8. 依視障學生視力及學習狀況，教材及作業可適度簡化或減量；允許視障學生的評量或作

業能以多元方式呈現，如用電腦打字或錄音。評量方式也應多元化，許多視障學生視覺容

易疲倦，無法長時間專注閱讀，教師可多留意其上課狀況，適時給予提醒及指導。視障學

生因視覺狀況具多元性，很難用單一方式處理，因此多樣具彈性的輔導策略，更能輔助他

們在課程上及生活上的學習與成長。 

9.能給予視障學生嘗試和練習的機會，多鼓勵視障學生參與活動，並能適時提供個別指導，

避免成為班上的客人；如與其討論可從事何種掃除工作，是否有意願擔任班級幹部或小老

師的工作，為班上同學服務等。若教師無法確認哪些工作適合視障學生時，可與巡輔教師、

特教教師或視障學生共同討論。 

10.請教師們在指導視障學生過程中，能與視障巡輔教師保持聯繫，共同商討對視障學生最

有益之學習指導策略。 

參、資源與支援系統的介入 

協助視障學生能順利地適應與學習，是許多要件環環相扣的歷程；包含學生本身的家

庭支持、同儕的相處與協助、導師的帶領與輔導、任課老師的了解與支援、特教相關行政

事務的規劃與執行、醫療資源的介入與治療、特教資源中心的支援與輔具、巡輔老師的諮

詢與協助等，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石翹蓁等，2014）。 

學校行政支援從一開始協調合適的導師人選開始，除了校內各處室間的協調合作，也

應連結特教資源中心及其他可運用之特教相關資源，共同協助融合教育中的教師與學生。 

一、召開相關會議：學校行政人員、導師、各科任課教師、特教教師、巡輔教師及家長共

同召開個案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會議，亦可邀請視障學生一同參與，與老師們面對面，

培養其表達與溝通能力；經由會議的討論，了解視障學生在校之學習狀況，適性調整評量

方式與成績及格標準，是否有需要安排學科補救教學課程或特殊適應體育課程；透過老師

們的課堂觀察與說明、討論，更能了解視障學生之學習適應情形，及是否需要其他特教相

關資源的介入與提供。並透過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推動校內各項特教相關事務的執

行與落實。 

二、評量方式與內容的調整：特殊考場服務的提供可依視障學生之個別需求，提供試卷放

大或轉成點字卷，亦可提供試卷電子檔以電腦合成語音報讀或提供人工現場報讀，延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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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時間，代畫電腦答案卡，使用電腦作答等。若學生為抽離教學，可依其學習現況適度調

整試題內容；或抽選試卷中部分題目讓學生作答，彈性調整配分方式；平時成績教師可依

學生學習現況與能力給予多元且彈性的評量。 

三、協調安排學科補救教學或適應體育課程：依視障學生之個別需求，協調各科任教師及

視障學生可利用之時間，安排外加或抽離之學科補救教學課程。 

四、無障礙環境設施的調整與提供：考量視障學生之視力狀況與行動安全，調整及改善校

園無障礙環境與設施，無障礙環境應能以通用設計概念為調整及設計方向；如可於樓梯邊

緣漆上明顯警示或防滑條，以利辨識階梯邊界，或提供電梯卡供視障學生便於上下樓；若

視障學生需經常往返資源教室，亦可將其教室儘量安排於較靠近資源教室的位置。 

五、協助申請各項輔助器材：了解視障學生之個別需求，申請所需之大字課本或點字課本、

有聲書等教材；向特教資源中心辦理輔具借用之相關手續，並協助及督促視障學生能保管

及維護所借用之各項輔具。 

六、連結相關專業團隊資源：除視障巡輔教師外，可依學生個別需求申請物理治療、職能

治療、語言治療、心理師、社工師等。 

七、申請相關資源：如申請教師助理員、獎助學金、交通費補助及其他社福資源，如輔具

補助、復康巴士等。 

八、提供特殊需求課程：依視障學生之個別需求，協調校內特教教師或視障巡輔教師安排

輔助科技應用（視障電腦或輔具操作訓練）、定向行動、點字、學習策略、社交技巧及生

活管理（時間管理）等課程。 

九、辦理宣導與研習活動：了解學校教師在教導視障學生過程中是否遭遇問題或需要協

助，以辦理相關視障特教知能研習及宣導活動，提升教師對視障學生的輔導知能，增進融

合教育師生對視障學生的認識。 

肆、給視障學生的特殊需求課程 

特殊教育新課綱中指出：學校應視特殊需求學生之身心需求，依據個別化教育計畫，

開設符合學生需要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課程設計時，應依學生之類別及身心發展需求開

設符合其學習需要之特殊需求領域科目，以補救或充實學生各領域之學習效果以協助其學

習各學科領域與適應學校生活。特殊需求領域之學習內涵可包含「職業教育」、「學習策

略」、「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定向行動」、「點字」、「溝通訓練」、「動作機能訓練」、「輔

助科技應用」、「領導才能」、「創造力」、「情意課程」等科目。 

視障學生因為視覺上的困難，在認知和技能發展上受到限制，因此必須特別設計的課

程和策略來協助其發展，這些課程稱為延伸課程。顧名思義，延伸課程是在一般學校的核

心課程向外延伸出來的，這些課程是視障教育不可或缺的。視障學生的延伸課程包括以下

科目：補償學科技能(各類點字或書寫閱讀方法)、定向與行動、視覺技能和視覺輔具、輔

助科技、社交行為和溝通技巧、獨立技能和生活自理、娛樂和休閒、職業探索和生涯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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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對視障學生而言，這些課程和一般核心課程(數、理、語文)同等重要（余月霞，2010A）。 

在視障學生的巡迴輔導課程中，依據學生的個別需求，可提供以下特殊課程的教學與

訓練： 

一、點字：儘量鼓勵低視力學生利用剩餘視覺是重要的，然而學生的可用視覺是否為其最

優勢的能力，用以吸收外界資訊？必須實施學習媒體評量來確認。在學習媒體評量之後，

若發現學生趨向於使用視覺以外的知覺，例如觸覺或聽覺來認識物體和環境，就不能僅提

供視覺教材或管道，應透過最適合該生的學習媒體，才能讓學生獲得有效的學習（余月霞，

2010B）。多數有點字使用需求之視障學生，多在國小或國中階段即已學習點字；若學生因

視力逐漸退化，可評估其閱讀字體大小、閱讀速度、可持續閱讀時間及閱讀疲累程度等因

素，決定是否有改變學習媒介之必要性。高中職階段課業繁重，除兼顧課業學習，還要學

習點字並改變原有的學習媒介實屬不易，應多鼓勵學生練習摸讀，點字摸讀速度才有可能

有所進步。 

二、定向行動：視障學生進入一個新學習環境時，可帶領其熟悉校園環境、教室位置、如

何往返專科任教室，及資源教室、學校各行政處室之位置；若學生有需求，亦可申請定向

行動師，指導個案往返住家與學校。 

三、電腦相關輔助科技應用： 

（一）放大軟硬體：若視障學生無法看清楚電腦螢幕上的文字，可指導學生調整電腦內之

螢幕解析度設定、文字及圖示外觀設定或電腦內建之放大鏡功能；或可安裝具放大鏡功能

之光學鯊放大滑鼠。若學生尋找滑鼠位置有困難，可指導其設定及調整滑鼠指標大小與移

動速度。 

（二）螢幕報讀軟體：教導視障學生安裝及操作適合之螢幕報讀軟體，以協助其閱讀電腦

中之大量文字，以聽覺方式替代視覺，減輕視覺上的負擔。 

（三）輸入法：指導學生學習嘸蝦米或倉頡等以字形部首拆字方式之輸入法，可大大減少

視障學生以注音輸入時，經常需要選擇同音異字的視覺負擔和困擾。若學生習慣以注音輸

入，亦可指導其安裝「新酷音」輸入法，可自行放大調整選字框之文字字形大小，以便於

視障學生選字。 

四、輔具訓練與指導：評估學生之視覺功能，考量其操作能力、使用需求及意願，可先提

供輔具讓學生試用，訓練其正確之操作方式及技巧後，觀察其使用情況，以評估是否需要

調整輔具。 

視障學生不喜歡使用輔具可能有以下的原因，唯有針對其真正原因來解決，才能有所

改善。 

（一）輔具不適合或需求改變：不適用、操作困難或外觀太過難看的輔具，視障學生使用

意願就低。輔具的提供是經過評估視障學生，有時也可能因評估時的判斷錯誤，輔具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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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操作能力無法配合，使學生無法毫無障礙或從容地使用輔具，自然就不愛用；也有時

是因視障學生的視覺功能和環境改變，輔具的適切性也跟著改變，就必須重新評估輔具。 

（二）使用輔具的技能不純熟：輔具是用來替代損失的視覺，其效果往往不如使用一般視

覺便利、自然，視障學生必須學習輔具的使用技巧，練習到純熟為止，例如螢幕放大軟體

或放大鏡，在操作不純熟的時候，閱讀速度較緩慢，有些學生就放棄不用了。 

（三）心理問題：不願意使用輔具的視障學生並不罕見，尤其是低視力者和中途視障者，

他們因為無法接受自己的視力障礙，否認輔具的效能，拒絕使用；有些也會常常隱瞞視障

的事實，認為使用輔具會突顯自己的視力障礙狀況而不願使用，因此單純解釋使用輔具的

好處可能無法立即改善現況，除非是針對學生心理的需求給予輔導和諮商，同時協助其利

用比較不突顯的方法來閱讀，讓學生有心理調適的時間和空間，希望一段時間後，學生能

夠開始自我肯定，願意使用新的方式來閱讀。視障學生若因擔心同學們好奇或異樣的眼

光，因而不願意在班上使用輔具；可利用入班宣導時，讓班上同學們經由體驗活動了解視

障學生的視覺困難，並嘗試使用輔具的功能和效果為何，使同學們充分了解視障學生需要

什麼樣的輔具及其功能，日後較不會以異樣眼光看待。同時也應教導視障學生，當同學對

其視力及輔具好奇而提出疑問時，應如何回應。 

（四）輔具本身的限制：使用輔具閱讀常可能較費時，如果是在課堂進行當下，因為速度

無法跟上，學生可能會選擇用聽的；此時教師應找機會給予時間讓學生能真正的使用輔具

閱讀，並且讓學生確實了解使用輔具後的效能。 

總之，針對情況來輔導改善效果較佳。如果確認學生不使用輔具的原因純粹是在逃

避，那麼技巧性的介入是必須的；可使用增強策略獎勵其使用的情況或效果，對青春期的

學生應了解和接納其不使用輔具的理由，協助其改善情況，與其一起分析討論有否輔具對

課業的影響，考慮配合處境的替代方法，以沒有影響課業為前提，一旦學生與教師達成協

議，督促學生履行行為契約直至能肯定輔具的效能為止（余月霞，2009B）。 

五、社交技巧： 

視障學生受到視力障礙的影響，較難透過視覺回饋，覺察他人的情緒變化及細微反

應，缺乏或不足夠的視覺訊息使視障學生無法觀察週遭人際行動、面部表情和手勢，缺少

學習、了解、模仿人際互動、甚至預測他人行為的機會，因此有時會對他人的反應有錯誤

的解讀，在社交技巧的養成方面處於較不利的地位，久而久之變成落單或者處於被動。在

人際互動時，非口語訊息的傳遞也是很重要的，須能模仿學習及覺察他人的回饋，以修正

自己的社交行為。社交技巧是要能夠觀察人際的互動並累積經驗而來，培養勝於糾正，應

自小多給予和外界、同儕接觸互動的機會，不能過度保護。 

教師可以情境演練與角色扮演方式教導視障學生練習下列社交技巧： 

（一）基本社交技巧：包括強調儀容整潔、姿勢自然及態度有禮等，且肢體語言也是重要

的，讓視障學生知道和人說話時應保持和對方約一個手臂的距離，保持自然的站立或坐

姿，面帶微笑並目視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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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傾聽的技巧：能夠以輪流方式交談，別人說的時候要專注地聽對方陳述，用客氣的

口吻或身體姿勢來回應對方。 

（三）辨識對方話意真誠度的技巧：留意並用心思索說話者的音調及語氣的意涵。 

（四）請求協助的技巧：用和緩客氣的語調請問對方幫忙的意願，辨識對方回應的語調並

給予回應；當別人無法協助時也應能有禮貌地回應別人的拒絕。 

（五）學習情緒管理的技巧：覺察自己的情緒變化，深呼吸，採取適當的因應策略，如：

用口語向對方表達內在的不舒服、正向思考、離開現場等。 

（六）學習壓力處理技巧：教導如何放鬆的訓練，如：深呼吸，轉移注意（如數數），肌

肉放鬆技巧等。 

（七）教導如何因應同儕的挑釁：因應技巧包括先停下來，想想看，內在評估，選取最有

效的策略。 

（八）自我肯定訓練：能夠對自我能力有所認識，找出自己的優勢能力，讚美自己；朝自

己想發展的方向努力。 

（九）培養有助於提升人際關係的特質：和人談話時要正向、主動、自發，增廣交談內容，

在團體活動中有能力分享自己的經驗，學習如何讚美和同理的技巧，若能學會一些遊戲活

動,可以提升融入團體活動的機會。 

視障學生也可能因負向自我概念或評價造成社交孤立，如：擔心別人會不喜歡自己、

擔心自己的外表不被接受、擔心加入同儕團體時被拒絕等，教師可對視障學生做定期個別

晤談來改善其對自我的評價，並鼓勵視障學生先看到自己的優勢能力。具體作法為使用個

別晤談或經由活動方式，讓學生整理自己的過去並找出優點來重新肯定自己（金慧珍、張

千惠，2010）（余月霞，2010C）。 

六、調整及學習策略：視障學生的弱勢能力可能來自於遠近距離的視覺敏銳度低、視野狹

小、眼球震顫、畏光、暗適應困難、辨色困難、視覺容易疲累或閱讀速度較慢等，因此而

影響學習效率，在繁重的課業中，需花比同儕多好幾倍的時間與精神學習。以下列出可供

參考之相關調整或學習策略： 

（一）學生看不清楚黑板或投影片的內容，使用輔具仍有速度跟不上的問題以致影響課堂

上的學習效果；可商請任課老師若有現成之電子檔案或紙本資料，能將資料以紙本講義方

式提供給視障學生，以便上課時學生能跟上教學的速度和內容。若老師忘記，請學生應主

動向老師詢問，並尊重老師自製講義的智慧財產，勿將資料隨意外流。 

（二）可商請廠商提供課本及相關教材的電子書光碟，以供視障學生可使用電腦閱讀，透

過電腦可自行調整字體大小，尤其是較難放大影印的彩色地圖，可協助學生更有效地閱讀

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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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訓練聽覺記憶及聽覺理解能力，以便能以聽覺替代及輔助視覺學習，以減輕視力負

荷並增進學習效果。尤其是電腦合成語音的聽讀，一開始需要一段時間習慣及熟悉，可讓

視障學生選擇較易於聽讀的語音合成軟體，並透過語調高低及語速快慢的調整來符合學生

的個別需求，從簡短的句子開始，或一開始可搭配印刷文字同時並用，待熟悉後，可增加

語句或文章內容的長度，直至能完全以聽覺理解文字內容。 

（四）可協助視障學生向清華大學盲友會及彰化師大視覺障礙資料組申請高中職有聲教科

書，供學生於課前預習或課後複習之用，以減輕大量閱讀的視力負擔。 

（五）若課程內容多數為講義，很少使用教科書，而老師發的講義內容繁多，沒有有聲書

可聽，讀起來很累。若講義內容為老師自編，有電子檔時，可商請老師提供講義內容電子

檔，以便視障學生能以電腦螢幕報讀軟體或聽書機聽讀，學生應先習慣電腦合成語音的聲

音，且熟悉螢幕報讀軟體或播放機、聽書機等輔助器具的操作。 

（六）若課堂中需要大量抄寫筆記，視障學生抄寫速度較慢，可商請任課老師允許學生於

上課期間專心聽講，下課後再向同學借筆記抄寫；平日也應多訓練做筆記的能力。 

（七）鼓勵學生儘量能做到課前預習，可較容易理解課程內容，並搜尋到教材中正在進行

的段落，也可減低因閱讀速度較慢同時加上需要時間同步思考和理解而跟不上教學進度的

問題。 

七、生涯輔導： 

（一）高二選組：依據學生之興趣及性向測驗結果，協助其自我了解；並參酌高一成績、

學生之個人意願，以及現有升學管道，協助學生選擇何種類組就讀。 

（二）升學： 

1.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大專院校獨招身心障礙學生等特殊升學管道之相

關資訊，以及與學測、指考、統測、申請入學、推甄、繁星、登記分發等一般升學管道間

的差異比較；供視障學生作為準備日後升學方向的參考。 

2.指導學生製做學習檔案、撰寫自傳及準備面試：指導視障學生如何在有限的文字敘述、

資料或口頭呈現中，表達自己的視力狀況、視力障礙對於生活求學的影響，自己是如何解

決因是力障礙帶來的問題，以及如何運用輔具或其他的學習策略來輔助學習與生活等；讓

視覺障礙不一定成為扣分的原因，也可能變成加分的因素！ 

（三）就業： 

1.有些在國中階段因成績欠佳而選擇升高職就讀的視障學生，若進入職業類科後發現所學

並非其感興趣的內容，常因視力受限影響其在操作性課程的技能學習，尤其是講求速度或

精確測量、危險性較高等的職業技能；當遭遇挫折時，若所學內容非其感興趣的，有些學

生很快就放棄學習了！此時教師應與學生充分討論，尋求改善的方法，釐清學生所遭遇之

困難是視覺的限制，或者有其他輔具或調整策略可有助於其學習，甚或是需重新選擇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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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學習領域。 

2.提供學生成功之視障成人典範報導或相關書籍、文章資訊，由他人的經歷和故事中，了

解自我接納、面對障礙、使用輔具及替代策略等對個人學習、成長的影響；藉此鼓勵學生

接納自身障礙帶來的限制及面對障礙時除了勇於嘗試、克服，也應具有彈性空間選擇何時

該轉換跑道；在選擇職業時，也應讓學生先了解自己的優弱勢能力，以及與職種所需具備

之重要能力間的吻合或適配性，如哪些職種是變化度大、高度仰賴視覺的？哪些職種則是

專業和經驗較能補足視力限制的？ 

3.提供職業重建中心、職業媒合、職務再設計及視障畢業生就業相關報導文章等就業相關

資訊內容，讓學生了解未來可應用之就業相關社會資源。 

（四）對於視力減退的心理準備：有些眼疾症狀確實會逐漸導致視力的喪失，或減少到無

法用以閱讀或活動，例如青光眼、網膜色素變性、網膜退化和神經瘤等；對可能會逐漸喪

失視力的學生，教師和家長可以和學生一起準備應對，安排學生定期做視覺評估，了解學

生的視力變化情況，根據學生視力情形修正教學方案和策略，例如教學媒體的改變，從字

體的倍數增大到採用觸覺或點字，以及定向行動的訓練等。給予學生的訊息和督促的方

法，應是理性和有建議性的，不適合用警告和強迫的方式，應能透過諮商技巧，協助學生

清楚了解自己的視力狀況和疾病演變的情形，給予機會和其他具成功克服類似處境的視障

學生接觸，能夠了解現在狀況和未來的改變者，比較能夠掌握立場克服將來的困境（余月

霞，2009C）。 

（五）其他： 

1.提供與視障學生眼疾有關之醫療與保健相關資訊，讓學生學習自我照顧與生活管理，能

依醫師指示按時用藥，避免眼部外傷，使用能保護眼睛的輔具並能做好時間管理，讓眼睛

有適度的休息。 

2.提供視障學生及家長輔具補助及交通、就醫、就學等社會福利及活動相關資訊。 

3.家長應自小培養視障學生具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避免因過度保護以致學生缺乏學習機

會，除了面對學習上的困難，生活自理也需處處仰賴他人的協助；將可能影響其學校中的

人際關係。 

伍、結語 

成功的經驗和成就感是促成一個人成長和進步最有效的內在動力，視障學生在融合教

育的環境中，無論在學業成就、社團活動或人際關係中的任一領域，若能找到自己發揮的

空間與亮點，就比較能融入其中且感到有歸屬感，也能建立自信和努力的目標與動力。融

合教育中的教師也是如此，若其在教導視障學生的過程中，能發揮自己的教學與輔導能

力，協助視障學生學習適應，並對班上其他同學們有正面的影響，就能從中獲得成就感。

而融合教育中的普通班學生們，在與視障學生共同學習與互動的過程中，也能習得相互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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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與包容；互助合作的精神，對於同學們來說，這也是一種特別的學習經驗，融合教育讓

雙方面都得到正向的成長。 

高中職的年齡正處於尋求自我認同的發展階段，巡輔教師的任務除了是發現問題、提

供解決問題的建議或策略外，也應能發覺及協助培養視障學生潛在的優勢能力，讓視障學

生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並能以一個傾聽、陪伴者的角色，給予學生嘗試與練習的機

會，不急著提供答案或建議，而能與其討論，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尊重學生的選擇，培

養其做決定並對自己的決定負責任的態度。在巡輔各校的過程中，巡輔教師也能蒐集許多

學校教師們創意、有效的策略與技巧，分享給其他有共同需求的學校。 

融合教育的成功與否，有賴特殊教育專業團隊中的所有成員共同努力，而巡輔教師是

專業團隊中的一員，在輔導的歷程中，是需要各專業團隊、各任課教師、相關行政人員、

學生家長共同合作，巡輔教師除了視障教育專業知能相關策略的提供與教學外，良好的溝

通技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應能建立互信的良好合作關係，遭遇問題時能彼此討論，共謀

有效的解決方案；有紮實的普教與特教的支援基礎，才能提供一個安全且能成長的學習環

境，包括在生理環境及心理環境的無障礙，讓視障學生在適應繁重課業之餘，還能有足夠

的空間及信心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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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 Goffman 污名理論與後現代相遇：視覺障礙者的人際互動與社

會角色不脈絡化在高等教育的義蘊 

魯靜芳 

摘要 

 

E. Goffman 從微視互動的觀點，對受損的集體形象，進行結構性的分析。「污名」

一詞，表現了對集體的關注－－在社會的儀式中，社會互動呈顯了一系列的機制

－－諷刺（cynical）、信任與親密關係。由於視障者具有「受損害」的外表，人

們因此對其身分套件（identity kit）進行有意、無意的貶抑，使得視障者的自我

與社會角色產生衝突。視障者透過構作出日常生活中的例外事例(如:成為視障群

體中的領導者、從事感興趣的社會活動)，自我角色藉此獲得舒緩。此舉，展現

了後現代的任意性、多元性與差異化，自我限制得以從結構中獲得解放，恢復自

我主體及能動性，對視障者人際互動與社會角色具有意義，在更深層的意涵上，

則回應了當今高等教育去邊界化及跨域的主張。本文以深度訪談為方法，對全盲

視障者如何構形人際互動、如何肯認社會角色進行理解。透過「有意的貶抑」、「無

意的貶抑」兩種貶抑類型及「平反受損形象」、「抗拒受損形象」兩類受損形象，

區分成「有意貶抑－平反受損形象」、「有意貶抑－抗拒受損形象」、「無意貶抑－

平反受損形象」、「無意貶抑－抗拒受損形象」。研究結果發現，全盲視覺障礙者，

在人際互動表現上對「有意貶抑－平反受損形象」，期望正常人視之為當然的對

待，不因其一雙看不到世界圖像的眼睛，而有特殊的注視與凝望。社會角色則對

「有意貶抑－抗拒受損形象」形成自我與社會角色不脈絡化根源。當墨鏡與盲杖

作為社會工具與配備，即刻的成為全盲視障者有意、無意遭受貶抑的來源，加遽

了 E. Goffman 污名理論所建構出的標籤化印記。然而，後現代解構觀，作為視障

者自我消解途徑之際，符應了高等教育對多元文化發展的推廣。標籤化與自我、

人際互動、社會角色多元發展的衝突和不脈絡化，將凸顯其對人際交往與社會角

色，產生結構性的內在緊張關係，促使高等教育思索視障特殊教育與通識教育對

人權意識的強化，以對視覺障礙的符號加以消融。 

 

關鍵字：污名、社會互動、社會角色、高等教育、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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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所有物和自己總有一些特別的關聯。一個 

                      人通常會希望能掌控自己在人前面前的外貌，為此 

                      他需要化妝品和衣著、能打點和修補它們的工具以 

                      及一個方便、可以保存這些補給品和工具的地方。 

                      簡單的說一個人需要一組身分套件（identity kit） 

                      來打理自己的門面。 

                     

                      ~E. Goffman, 2012 。＜論全控機構的特質＞，p.26。 

 

     

                      會在意你長相的，只有你自己。 

       

        ~岸見一郎與古賀史健（葉小燕譯），2015。《被討厭的勇氣》，p.100。 

 

壹、 前言 

  

    社會紐帶（social solidarity）強弱，呈現社會交往內涵。這意謂著人們是否有

穩定的社會資源、良好的社會互動往來，更表現了社會群體的社會好惡。E. 

Goffman 指導了人們在人際互動層面上規則與技巧，認為可以經由對陌生與熟識

的互動區辨以進行自我呈現與表演，如：表現做作/浪漫/親密，提出了互動中的

疏離（alienation from interaction）呈現互動交談的形式1，在 Goffman（1972）看來，

社會互動具有如下的特性2： 

 

    與他人互動時，他人呈現的客觀事件，給予我們暫時接受自我形象及自我評

價.....。 

 

    Goffman（1972）對自我的人際交往作出如下的觀點： 

 

    當自我定義受到威脅－－尤其是自我受到貶抑威脅時，以互動作為自我意識

的根源。當個人感受到他人不友善的交涉，往往與他所在的群體呈現的標準有

                                                 
1 Goffman（1967/1972：117）在疏離形式中認為，雙方在涉入互動溝通中，可以發現普遍存在的疏離形式

－－透過了四類的互動，從而達到互動時的疏離形式。第一種是分心，在互動中關注對方無關緊要的事物，

分心（external preoccupation）表現了不看重正在互動的雙方，而甘於冒犯互動的另一方，反之若不是故意則

不是冒犯對方，第二種則指向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當我們覺得有人在注意我們自己時，更會注意

自己的外在儀容、打扮是否得宜，是否引起別人對自己的愛慕或反感，第三種是互動意識，主要關注在互

動的程度；互動的意識具有自我意識，互動意識的普遍來源與個人的特殊責任有關－－為了要進展順利的

互動 

而進行當下的涉入，第四種為其他意識包括了以 Charles H Cooley 鏡中之我觀點（Looking glass self）呈現自

我與他人互動。甯應斌（2004：154~155）指出，自我意識不是自我中心，互動交談時自我中心的人，不一

定是自我意識自我意識與雙方談的話題沒有很大的關係。 
2 Ibid,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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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他感覺到其他人已經有了些重要的行為3。 

 

    Goffman（2010）認為，社會透過分類，以便於將相合應的屬性進行區分。

在既定的社會交往中，例行化的規則，使人們毋須傷神思索，就可以在預期之內，

應付他人。外表使我們對於可預期的身分與屬性－－也就是社會身分－－轉置成

對他人規範性的期待而進行正當的要求。污名的形成，往往在社會人群中與其他

成員不同，其屬性為不好的類別，是一名軟弱者。與普通人相比，是一個降級成

遭受汙染且受到貶低之人，有時稱之為缺陷、殘疾，此一屬性即是一種污名－－

通過社會成為對既定個人表徵進行刻板印象的歸類－－受貶抑者透過隱藏身體

的缺陷，以免於遭到身體健全者的貶抑4。  

 

    E.Goffman（2010）汙名理論解釋了低能或具意識形態或合理化社會階級的差

異，因此與殘廢（cripple）......、低能（moron）作為隱喻與想像的根源： 

 

    要接近或引導視障者可能會有點猶豫另有一些人把看布建普遍化為整體失

能，所以會對視障者大聲嚷叫，好似他們就是耳聾。人們對視障者總是有一套由

整體印象支撐起來的信念，例如認為視障者有獨特的判斷力，預設他們能運用某

種常人無法觸及的獨門的傳訊管道 

 

    Goffman 對污名的觀察，使得本文對於視障者的人際互動與社會角色產生關

注，特別是全盲的視障者，在常人通過一系列的身分檢證確定了可透視的外表而

進行了社會區辨－－按照 Goffman 說法－－正常者從視障者自身的屬性中加以

否定，受污名的全盲視障者該如何在其日常生活經驗中回應他們的處境?  

 

    Featherstone（1993/2009）指出，後現代特性包含了不同群體在日常生活體驗

與轉變。在後現代社會中，社會群體運用不同的符號體系，發展出新的人際交往

定位與身分結構5。葉啟政（2013）則針對了後現代現象裡，符號呈現文化整體，

然而符號卻在武斷、飄盪、差異之中脫離客觀世界的基礎、失去標準（張天勇，

2008）。 

 

    將後代的圖像置入在對全盲視障者人際交往與社會角色會呈現何種意義?亦

即當：Goffman 所見建構出的污名理論到與後現代論述相遇，碰撞出何種意涵?

進一步的，當高等教育主張解放、鬆綁、多元的舉措，全盲視障者在後現代的社

會處境論述中，為高等教育帶來何種啟示? 

                                                 
33 參閱 Goffman, 1972, P.124。 
4 此處 Goffman 簡略的介紹了社會身分具有社會結構的屬性，這意味著污名在結構化的形構過程中透過特

定的社會關係，如屬性與刻板印象間的關係，使自我免於受到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ve）。 
5 後現代的內涵並產生一致的觀點但大抵上將關注的焦點轉向當代文化層面的轉變，可以參見 

Featherstone(2009)有關現代與後現代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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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主旨，通過對全盲視障者自身的詮釋，試圖從 Goffman 汙名理論的概

念中指出在後現代經驗與實踐指出全盲視障者社會交往與社會角色呈現不脈絡

性的社會特質及其在高等教育具有的意義。 

 

貳、Goffman 污名理論意涵及其文獻探討 

 

    Goffman 將「污名」指向兩種同義詞，並且呈現雙重角色，第一種為明顯遭

到貶抑者(discredited)，第二種為可能遭到貶抑者(discreditable)，污名的形成大致

可以具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身體方面：對身體缺陷形成憎恨，第二種為個人性

格的缺失，而使他人表現出負向的信念，如：意志薄弱、虛假、不牢靠，第三種

為對宗教、種族、血統的族類污名，在人際交往中，原本易為他人所接受者，卻

因為具備了突兀的特質，而讓人生惡，進而否認所有的特質因而污名呈現了一項

不好的差異、不合於人的預期6，受到污損逐漸地成為社會慣例（Gofman,2012），

並對其進行一系列的命名，如「盲人」、「聾子」、「跛腳」。 

 

    受污名者與正常人在社會處境中，以避免接觸的型態，各自進行社會安排。

在社會生活中，人際互動往往帶來的是有益的回饋，如果缺少了有益的性的自我

隔離將讓人產生多疑、沮喪甚至是敵意、困惑與焦慮，Elliott,Bryan and Turner

（2009）因此指出 Goffman 社會互動假定了個人的動機是為了要贏得他人的好

感。Goffman(1963：10)指出:在任何團體裡的成員都希望能贏得自尊並能感到有面

子。 

 

    受污名，有時是種感覺。正常人與受污名者同在社會情境的時刻(moment)將

產生混類接觸(mixed contacts)，些許的差異都將使得微小的缺點與偶然的錯誤被

詮釋成受污名差異的直接表現，受汙名者進行混類接觸時，尤其是明顯可貶抑

者，由於處於隱私全然曝光的脅迫，而被他人注目的時候－－曝露出不愉快－－

陌生人透過攀談－以表現對其缺陷的好奇，進而提供不需要也不想要的幫助，而

受污名者知悉混類接觸社會情境，產生防禦或畏縮，從而進行預備性的回應，每

一個不愉快的回應都會為正常人認為受污名者有所覺察或受污名者覺察到正常

人的覺察或正常人覺察到受污名者的覺察，因而在人際互動中設立舞台7。 

 

    方奇葳（2014）引用 Goffman 污名的定義，思索女性在傳統社會類別屬性－

－尤其在特定的社會疆界中女性是溫良賢淑，而非不修邊幅。豪邁飲酒如果作為

嗜酒如命的酗酒女，將因此降級成為受汙染且遭受貶抑之人此一屬性構成了汙名

一旦被汙名化即是處於低一級的社會屬性中此舉指出了女性飲酒作為負面印記

造成了不平等與社會約束。謝文瀾（2013）指出殘疾群體造就出的污名效應及帶

                                                 
6 參見 Goffman 在《污名》一書對污名的描繪。 
7 Ibid,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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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社會影響，主要受制於容易辨識出的殘疾外表，而受到威脅，殘疾群體的形

象，對周圍社會群，體產生人際交往上的影響。張寶山與俞國良（2007）則指出

了污名者受到主流群體的歧視厭惡或排斥表現在不受歡迎的特徵，如擁有特殊外

表、行為或是處在特殊的社會境況，如殘疾而呈現污名。 

 

   污名以負面的形象重創受損者，受污名者因此進入到幽微的社會角

落?Goffman 提出了警語，透過對受污名者對情境管理而得到紓解，透過所在的社

會群體－－如視障者群體將缺陷作為組織社會生活的基礎以獲得支持8或透過主

辦刊物來分享共同的感覺，以使讀者能產生集體意識。 

 

    社會角色則可透過自己被認定且也認為與受污名者為同一類者。另一類社會

角色，則來自於對特殊處境的熟悉且能同理受污名者的生活。在某一程度上為受

污名者所接受。透過連帶污名者(courtesy stigma)提供一個正常化的模式，將受污

名者，如同未受污名般的對待。社會角色隨著社會關係與人際交往的親疏，而逐

漸將類別性傾向撤除。如社會關係越親密，越不會產生厭惡而與陌生人或點頭之

交相對立，此時受污名者透過走向更個人性的地位－－展現個人角色－－而使得

缺陷不在成為關鍵性因素逐步的與正常人往來，將降低對障礙的反感，從而進入

到某種正常化的生活軌道中9。 

 

    對視覺障礙者污名研究近期作品以呂思嫻、林雅容和邱大昕（2013）以台灣

女視障按摩師如何對其職業按摩師進行污名的管理，從而得其所在，翻轉 Link & 

Phelan(2001)指稱污名化的過程對人們進行生活上的支配的可能，一如後現代社會

場景，走向了多元、差異的指涉－－標記出人際互動、社會角色與社會實踐的轉

置(Kenller,1998)。 

 

    多數的文獻將污名的觀點放置以同性戀、犯罪者、精神障礙者進行研究，並

通過 Goffman 污名理論觀點探析污名化及其污名產生的效應，然而人類社會世界

中，視覺作為感覺的首要來源10，一旦失去視覺，即刻帶來身體與世界的分隔，

最明顯的，是外表顯見的缺陷（Goffman,2010）。 

 

    可見的殘疾，在後現代社會中，Goffman 所提出的污名理論仍存在著人際交

往與社會角色焦慮嗎?隨著 Kenller、Derrida、Lyotard、Baudrillard 等多位後現代論

者的倡議，似乎為後現代帶來了各種可能的圖像－－差異化作為後現代論述核心

                                                 
8 Goffman 指出，落入既定污名的社會類別，會以我們或我們的人，來指涉所有成員並以小的社會團體，

藉此調整彼此間的相互互動的形式，作為被收編在此團體中的類別成員，個體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任何其他

成員，形成社會關係。代理人或機構往往具有獨特任務，就是軟化公眾給予類別的標籤化效應。 
9 Ibid,P62~85。本文將社會身分理解成社會角色(social role)主要通過全盲視障者自我詮釋社會角色，印證污

名理論相關概念。 
10 此部分可參閱 G Simmel 在感覺社會學中的諸多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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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lliott,Bryan and Turner,2009 所提觀點），又能為當今欲尋求高等教育解鬆綁

帶來何種意義?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為了對視障者人際互動與社會角色探掘真義，且能在更深層的意涵上，回應

了當今高等教育去邊界化及跨域的主張其形構含蘊進行認識，因此透過深度訪談

為方法，對全盲視障者11如何構形人際互動、如何肯認社會角色進行理解。訪談

兩位全盲視障者，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訪談，基於研究倫理，採取匿名原則，訪談

者資料將受到嚴密的保護。 

 

    訪談主要內容包括:一、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二、如何察覺或認識他人對自

己形象的描繪?三、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的社會互動與交往?四、對自己的社會角

色有何期待?對自己的角色又是如何定位?五、從視障者角度如何思索後現代社會

中高等教育的鬆綁?進入高等教育過程中，視障者人際交往與社會角色關係為何

如何促使視障特殊教育在高等教育產生革新作用? 

 

     本文經過初步訪談全歸結出「有意的貶抑」、「無意的貶抑」兩種貶抑類型

在損害形象上整理出「平反受損形象」、「抗拒受損形象」兩類受損形象，區分成

「有意貶抑－平反受損形象」、「有意貶抑－抗拒受損形象」、「無意貶抑－平反受

損形象」、「無意貶抑－抗拒受損形象」。如表一所示。 

 

表一 全盲視障者人際交往與社會角色四種類型區分  

          貶抑類型 

受損形象類型 

有意的貶抑型 無意的貶抑型 

平反受損形象型 有意貶抑－平反受損

形象型 

無意貶抑－平反受損

形象型 

抗拒受損形象型 有意貶抑－抗拒受損

形象型 

無意貶抑－抗拒受損

形象型 

 

肆、 研究發現 

 

一、 Goffman污名理論與人際交往發現 

 

    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如何覺察或認識別人對自己形象的觀察? 

 

                                                 
11 訪談兩位視障者皆為大學畢業生，分別命名為甲受訪者與乙受訪者。甲受訪者高等學校畢業約兩年，乙

受訪者從大學畢業已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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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受訪者指出: 

 

我小時候大概兩三歲的時候，或許更小就看不到了!我記憶中只記得爸媽年輕的

樣子，或許都是模糊的!就知道自己是個瞎子看不到。我能感知的世界就是靠聽

聲音－－聽聽看別人說甚麼，有時候別人會說我們聽覺很敏銳或者很敏感。有時

走路的時候都會感覺我拿著盲杖，被人深深注視的感覺（聽後面的腳步聲）不想

被人家看，希望不要一直注意我。事實上我在與人交往比如我在大學都是參加盲

人的團體或許說有盲人的朋友，比較有一種認同感。也許自己是大學生又是男

性，所以社會對我們的期待多少還是不太一樣。我也不知道怎會這樣，不過就是

會比女性盲人好很多。 

 

    對於自我身體的形象甲受訪者指出了自己身體的形象－－看不到必須拿著

盲杖行走，這樣的受損形象使得甲受訪者在大學就學時，人際互動多以學校宿舍

為主出社會後甲受訪者從事按摩行業，工作場所與回家的路線因為時常走動十分

清楚行走的路線。 

 

    Goffman(2010)指出身體污名通過頻繁的與常人往來往往能降低反感。身體的

污名符號以呈現了有意貶抑及無意貶抑兩種特徵以及平反受損形象及抗拒受損

形象。全盲視覺障礙者，在人際互動表現上對「有意貶抑－平反受損形象」，期

望正常人視之為當然的對待，不因其一雙看不到世界圖像的眼睛，而有特殊的注

視與凝望。社會人際交往，將呈現後現代論述－－不脈絡化－－即去主體化、去

中心化，人際交往的異化、符號的即刻性與片斷性，將使得全盲視障者對於陌生

者投以深深的注視期待含糊、沒有看到其看不見的形象以避免污名，得以在後現

代中加以踐行。 

 

二、 Goffman污名理論與社會角色轉置:與後現代相遇 

 

     乙受訪者對於三、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的社會互動與交往?四、對自己的社

會角色有何期待?對自己的角色又是如何定位?  

 

我在大學時儘量不要參加太多活動，因為看不到我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可能就是

從事按摩的行業，這個角色(身分)要好好做，也不曉得可不可以有好的人際交往

(指交往男、女朋友)，因為看不到是最大的問題。進入到大學，然後投入按摩工

作，這個工作我沒有覺得不好，也不錯阿!工作時間就是長一點，可以與客人接

觸。總覺得以前在盲校學習，簡直就是一堵很大的高牆，將我們與正常人隔離，

我不知道正常人怎麼看我們的在盲校，最多就是學習定向課程，按摩實習這一類

的課。其他和一般中學生有什麼不一樣?應該沒有!直到到了大學我看到不同的世

界；世界原來可以視這麼開放多樣!一時之間也認識到許多正常人，可以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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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互動。我參加了許多的活動自我角色，好像變得很多了生命頓時覺得可以有

無限的可能，而且要珍惜時光，把握時間，實現夢想。 

 

    邱大昕(2007)指出，男性視覺障礙者身體賦予軟弱與依賴成為障礙者去陽剛

化的社會角色與功能，呈現社會建構的視野，對全盲視覺障礙者而言去陽剛作為

漫長的社會化過程，總在教育系統與勞動力市場進行排除與邊緣化。訪談者對於

男性按摩師作為職業選項，即刻成為生活保障的保護傘，因為工作獲得了自我感。 

 

    當 Goffman 污名理論將全盲身障者的框架在身體殘缺的污名形象之際，後現

代的曙光趁隙而入，開放而多元結果，全盲視障者對於「有意貶抑－抗拒受損形

象」對他人的貶抑往往採取抗拒以保有面子。例如受訪者認為；「以按摩師為業

也很好」成為後現代社會中多元職業選項中的一項(而非傳統以降視障者就是從

事按摩等不佳的聯想)形成自我與社會角色不脈絡化根源。 

 

    

三、 視覺障障者人際交往與社會角色不脈絡化對後現代高等教育鬆綁的啟示 

 

    甲受訪者認為中學之前的隔離乃至於大學生活的全面開脫，將帶來對可貶抑

的污損形象形成解放： 

 

中學生活就是和盲生一起上學，許多課程也是沒有頭緒，比如定向課程。老師想

到什麼就交什麼，也就只有這樣了!對於自己是一個盲人看不見，我並沒有因此

覺得如何，反而是正常人看到我這樣小心翼翼的，我反而覺得好笑!他們很怕我

覺得他們會歧視我?其實只要帄常心就可以了!我們的社會角色真的比較複雜!我

能不能當好我女朋友的男朋友呢?我能不能當好一個按摩師的工作呢?我能不能

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視障者人際交往與社會角色不脈絡化，給了高等教育絕佳的修補與增強的機

會。「有意貶抑－平反受損形象」、「有意貶抑－抗拒受損形象」、「無意貶抑－平

反受損形象」、「無意貶抑－抗拒受損形象」或多或少指向了視障高等教育以及通

識教育對於人權意識課程的關注，對弱勢群體平等而正義的交往重角色的期待，

從而消融符號標籤對視障者的標籤化效應，此舉將對高等教育呈現意義。 

 

伍、 研究結論 

 

    Bernstein(2005)指出，人們通過學校及教室，習慣性的將技能傳遞與價值傳遞

進行區分，如同一個計謀要去掩飾只有一種論述存在的事實。當墨鏡與盲杖作為

社會工具與配備，進入並形塑價值傳遞，即刻的成為全盲視障者有意、無意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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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抑的來源，此一後果，加遽了 E. Goffman 污名理論所建構出的標籤化印記。 

 

     

    藉由後現代解構觀，人際交往與社會角色不脈絡化使得受高等教育的全盲視

障者得以從不合理的污名化過程加以發散、逸去，高等教育多元性差異化帶來的

價值遷移作用，對降低了汙名的標記起了一定的作用與影響，而走向與上述觀點

相反的路徑。 

 

    標籤化與自我、人際互動、社會角色多元發展的衝突與不脈絡化，將凸顯其

對人際交往與社會角色，產生結構性的內在緊張關係，進一步的，使我們端見高

等教育思索視障特殊教育與通識教育對人權意識的強化，降低污名造就出的恥感

作用，在此同時，促使視覺障礙的污名符號得以消融、逐步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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