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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台灣視覺障礙教育起源於 1887 年英國教師 Cambel 在台南市新樓教會內設立訓

盲院教導盲人。在 1966 年之前，視覺障礙教育一直以住宿式的教育安置為主，全盲

或嚴重弱視的視覺障礙學生皆在「盲聾學校」就讀，1968 年盲聾學生分校，視覺障

礙學生安置在「盲校」，即現今的「啟明學校」。 

1966 年，台灣在海外盲人基金會協助之下，為便利盲生就讀國民學校，增進視

覺障礙學生的就學率、普及國民義務教育而實施「盲生走讀計畫」。此後，台灣視

覺障礙教育安置方式呈現雙軌並行，依視覺障礙學生的特殊需求，部分的視覺障礙

學生仍安置在「啟明學校」，部分視覺障礙學生則安置在離家最近的國民中小學和

明眼學生融合在一起就讀、一起成長，此即「視覺障礙混合教育」。中華視覺障礙

教育學會創會理事長張訓誥教授，就是這個制度的先趨。 

為促進視覺障礙教育的發展，張訓誥教授召集視覺障礙教育的伙伴成立「中華

視覺障礙教育學會」。視覺障礙教育學會為一非營利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研究及

促進視覺障礙教育發展為宗旨。其主要任務為倡導視覺障礙教育正確的觀念，促進

視覺障礙教育健全發展；研究視覺障礙教育相關的問題，提升視覺障礙教育品質；

改進推廣視覺障礙教育教材教法，增進視覺障礙教育成效；出版視覺障礙教育書籍，

推廣視覺障礙教育理念；辦理視覺障礙教育研習活動，提升視覺障礙教育專業知能；

與國內外視覺障礙教育團體交流視覺障礙教育資訊，以擴展視覺障礙教育新知。多

年來在視覺障礙教育機構、啟明學校、視覺障礙教育學術團體的協助之下，出版視

障教育書籍、辦理視障教育學術研討會、雙視點字成果發表會、視障工作經驗交流，

凝聚視覺障礙教育的情感與共識。 

為增進視覺障礙教育專業知能，促進海峽兩岸視覺障礙教育交流，視覺障礙教

育學會頃全力辦理「2009 海峽兩岸視覺障礙教育研討會」，邀請海峽兩岸三地視覺

障礙實務工作者與學者共襄聚首，假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研討兩岸視覺障礙教

育問題與學術論文發表。 

感謝北京盲校劉麗波校長、烏魯木齊盲校劉家君校長、山東泰安盲校高理敬校

長、山東濱州特教學校黃振民校長、蔡悅祥副校長、山東日照盲校李佃偉校長、山

東濟南特殊教育中心鞠修副校長、廣東廣州盲校羅觀懷校長、浙江寧波盲校袁東主

任、江蘇南京盲校祁耀華副校長、四川重慶盲校李龍梅校長、雲南昆明盲校趙金菊

副校長、湖南長沙特教學校張鍚書記、上海市盲校徐洪妹校長、瀋陽市盲校郭鴻副

校長、哈爾濱盲校孟君校長，及台北啟明學校林麗慧校長、台中啟明學校利志明校

長、台中惠明校長賴弘毅校長、高雄楠梓特教學校黃金池校，蒞臨參與研討海峽兩

岸視覺障礙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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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學生數學圖表報讀之研究 

 

杞昭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探討視障學生數學圖表報讀之妥適性，首先透

過文獻探討搜集有關報讀、無障礙網頁規範、口述影像理論以及敘述理論

等相關文獻，做為數學圖表報讀之理論依據，與編製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問卷之基礎，再經由德懷術問卷過程得到相關資料。研究參與

人員包括：1.臺北啟明學校數學教師、臺北市視障融合教育班數學教師、

國民中學數學教師、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等共 4 名；

2.視障教育專家學者 6 名；3.數學教育專家學者 1 名；4.國中全盲學生 2

名、大學全盲學生 2 名、研究所全盲生 2 名共 6 名；5.臺北縣市視障教育

巡迴輔導教師 16 名。 

視障學生圖表的報讀涉及三個層面：數學圖表內容的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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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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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數學圖表的報讀，最好是具有數學領域專業背景之人員，不一定要數

學本科教師，但寫腳本的人，最好是數學教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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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或講義原先的標題，方便搜尋也避免錯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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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報讀者的報讀風格方面 

1. 應先確定該圖表在該題呈現的用意為何?是說明亦或是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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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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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讀可以將六個 W(何人、何事、何時、何地、何故、如何)放入來描述。 

4. 數學圖表的報讀應由大範圍到細節，由整體概述到分區解說；由上而

下、由左而右報讀，先報讀出圖表名稱以及圖表號碼，除了必要的數學

用語，在圖表敘述應儘量使用一般的口語。 

5. 若是具體物體或常見物，直述名稱，有特殊處，再補述附加解釋。如

為新的東西或未接觸過的，以相似圖或過去經驗結合，建立新舊經驗連

結。 

6 針對題目所要之方向及答案重點報讀，刪去不相關之線索。將題目所要

講的概念詳細敘述，其它不相干的背景或線索則予以忽略。 

7. 報讀圖表前先念出題目或其他相關文字的重點，考慮學生對圖表舊經

驗理解的深度，過於複雜抽象的圖表可直接用文字敘述。 

8. 依學生的程度予以報讀，對較小的學生或概念較不足之學生，報讀應

先概要講解圖的形式，讓學生先有一個全貌的心象，再有次序的分別說

明裡面的細節；較具體較仔細，對於較大的學生或概念較好的學生，給

與重點概念之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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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 視障學生 數學圖表 報讀 

 

 

壹、緒論 

視障教育在指導策略上有四個主軸，即省略、變更、替代和複製，它適用於

任何科目，例如把不適合視障生的教材略去不教，這表面上是把問題擱置，但誰

來決定該教材適不適合省略，教材是否有連貫性的問題仍待商榷；通常多採用複

製方式，讓視障學生從事明眼人的活動，藉由活動中獲得明眼人相似的經驗；有

些無法複製時，在不改變內容情況下稍作變更，如把國字改成點字，或把國字改

成聲音；一旦無法複製也無法變更，只好找替代活動來補充。本人從事視障教育

多年來的觀察，視障教育所使用的策略以變更為最普遍，對於低視力學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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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大字體課本，而全盲學生除採用點字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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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

像分數「
2

1
」在導盲鼠的語音系統中會出現「一月二日」(1/2)的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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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所舉辦的大學學科測驗，臺北市有位學生臨時眼疾，無法使用視覺參

加考試，因此要求大考中心提供報讀服務而引起各界注目，各方意見也被廣泛報

導。為解決臨時視障生的應考問題，大考中心 2008 年有一組四人進學測闈場錄製

語音試題，由協助審題的老師及試考生評估可行性。大考中心統計，二月的學測

共有一百八十五位身障考生，其中八十六人是視障生，除八人申請人工報讀，有

四人使用盲用電子試題、十二人使用點字試題、四人使用錄音作答。大考中心為

此成立專案計畫，研發語音播放試題，委請淡江、清華大學的盲生資源中心，根

據去年的試題錄製成語音試題，壓製成ＣＤ，送請特教學校的師生及學者專家評

估。語音試題要正式採用，必須先經過實驗，錄製當年題目，確認無誤可行，才

能正式實施(張錦弘，2008)。                                                                        

教育部委託臺灣師大辦理「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相關研發工作，研發團隊以

專業方式執行國中基測施測與試題研發的探討。其研究成果之一為：試題自動化

報讀與應試系統，例如寫作錄音代謄的相關試務流程研究；點字卷修改試題的相

關研究。以 2007 年第一次基測為例，全部特殊考生共 4403 人，其中學習障礙考生

人數為 1564，申請報讀考生共 104 人。現行報讀服務采真人報讀方式，為加強服

務，該中心發展試題自動報讀與應試系統，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以及

SAPI 5.1 等開發工具，搭配適合的 Text to Speech 語音引擎把試題文字檔事先轉成報

讀檔，並請該科專業老師檢核檔案內容。報讀檔的使用可避免不同報讀老師在速

度、報讀方式、試題圖形、表格說明上的不一致，更可避免臨場報錯的情況；試

題自動報讀與應試系統亦給予特殊生與一般生平等的作答自主性，例如可以選擇

想先行作答的題目，自行安排每一題欲作答之時間，隨時檢查或重聽某一題。這

樣的作法提升以往由人工報讀的效益，也達到了目前人工報讀作不到的個別化目

標(臺灣師大公關室，2007)。依上所述，報讀好像是全盲學生的萬靈丹，其實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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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一般人所想像的，只要把文字以聲音呈現就可以達到目的，畢竟視覺和聽覺

還是有所差異，如果掌握不到報讀內容的重點，就無法將所看見的以聲音傳達給

全盲學生瞭解。報讀有如翻譯一般，要考慮信、達、雅三個層面。報讀者和傾聽

者間的默契，報讀者的訓練，傾聽者的習慣都是重要因素。事實上報讀隨著科目

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考慮，因此報讀者對於專業科目如果不擅長，常常會出現錯誤。

因此，會報讀國文科目者未必會報讀數學科目，會報讀數學科目者也未必會報讀

英文科目。報讀是需要經過訓練且需要有實務經驗。大考中心所研發的「試題自

動化報讀與應試系統」，基本上是將試題文字檔事先轉成報讀檔，但並不是適用

於所有的圖表。因此，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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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采德爾惠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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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文獻探討 

視障學生的報讀源於視障生受限於視覺，所以將國字轉換成聲音方式來吸收

外在訊息，報讀主要是將文字依序念出，但文字的內容往往涉及整體的脈絡，如

果只是將文字逐一轉換成聲音，有時會出現「斷章取義」或「瞎子摸象」般的困

窘無法理解。因此在一般報讀原則之外，似乎也應能掌握整體，瞭解前後關係，

因此本研究從視障學生的數學學習困難、報讀之相關研究、口述影像原理、敘事

理論、科技輔具以及無障礙網頁規範等五個向度來探討，試圖勾勒出數學圖表報

讀的原理原則。 

一、 視障學生的數學學習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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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元元元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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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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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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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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13單位寬為5單位的長方形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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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上方應注明“等腰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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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視障學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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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視障學生報讀的相關研究 

視障學生的報讀，通常依國字呈現的先後順序報讀即可。但關於數學科目，

因為符號眾多，所以就須有專業背景者較適合。林秀足(2001)認為數學報讀需特別

說明其開始、結束及符號前後順序關係、例如：(3+4)x5=35 應念成「前括弧(弧)

三加四後括弧（弧）乘以五等於三十五」、分數 3/5 應念成「是一個分數，分子

為三分母為五」或念成「是一個分數，五分之三」等。她指出報讀者和視障者要

培養良好的默契，多加描述及溝通，報讀的正確率即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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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徹底解決盲生、重度弱視、學習障礙閱讀困難考生報讀問題，大考中心

在學測闈場內采「語音試題」，試圖取代人工報讀。人工報讀無法全國同步提供，

是否會一國兩製造成不公？大考中心表示，學測有五個科目，每科的報讀老師可

能都不同，人工報讀的人力條件可能就不一樣（聯合晚報，2008/01/22）。 

  關於報讀輔具的研發，如內建微處理器的「智慧筆(smart pan)」，能讓學生在

劃線過紙張時感覺到上面浮起的筆記，並一邊聆聽音訊解釋。已經使盲人學生能

夠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大學工程課程的學習。這種智慧筆的發明者是觸控式幼教

產品 Leapfrog 電子書包的製造商 Livescribe，該產品預計可在 2008 年提供給大專

院校盲生使用。這種智慧筆也能讓盲生們利用即時音訊來評注他們的筆記，然後

點選筆記來聽課。工程與科學類的課程特別依賴圖表類的資訊，對視障學生來說

是很大的不利條件，而 Livescribe 的智慧筆以及 Sewell Raised Line Drawing 工具套

件，協助盲生更容易地參與這些課程(電子工程專輯，2007)。 
    洪冬桂指出，負責報讀的人至少要具大專講師以上資格，所學要跟考科相關，

上陣前還要經過練習，讀太快或太慢都會影響考生作答。大考中心同時示範報讀

的方式，強調報讀並不容易，考生和報讀人員都要練習，如果是臨時狀況，對考

生來說，無疑是一種折磨(林志成、陳洛薇、王超群，2007)。 

    光鹽愛盲服務中心的部落格中(2008)有一位視障學者說：「我從小在一般學校

就讀，經歷過無數次的各種考試。有時候是用點字考卷，有時候是用錄音考卷，

更多的時候是用口試或所謂的報讀方式。作答方式也大致可以分為用點字作答、

錄音作答和代筆作答等。我最怕的方式就是用報讀配合代筆的考試方式。因為我

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把答案說出來，如果想的太久，對方就會問我是不是要回答

下一題，或者是要不要再多想想。大家應該也有這樣的經驗，兩個人面對面如果

其中一個人一段時間不說話，無形中就會產生一種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會不

知所措草草將考試進行結束，成績當然就不會太理想了」。他認為報讀試卷實在

不簡單，完全文字的考卷還會有讀音的問題，如果是數學、理化或社會科有圖表

那要花的時間就更難估計。他曾經和多位視障生用報讀的方式考同一科目，事後

討論發現不同的報讀者對同一試題的詮釋竟然有著相當大的差距。所以他認為點

字考卷或錄音考卷，在客觀上是比較公平的，因為大家面對的是同樣的內容，不

會因為不同的詮釋者的差異而對試題產生差異性的瞭解。視障生不能使用一般文

字的考卷是我們解題的重點，但是似乎沒有人注意到轉換型態後的試卷是否能捍

衛轉換的試卷一樣能將原來的試題做完整的呈。 

    銘傳大學弘仁社愛盲組，每星期一在臺北市啟明學校為盲生進行「報讀」，

他們逐字逐句念出課文的聲音、點字機的嘎嘎作響，以及細語聊天的交談聲……。 

由於視障學生無法像一般明眼人順利閱讀印刷書籍，透過明眼人的口述就成了視

http://www.eettaiwan.com/SEARCH/ART/%B7L%B3B%B2z%BE%B9.HTM
http://www.eettaiwan.com/SEARCH/ART/%B4%BC%BCz%B5%A7.HTM
http://www.eettaiwan.com/SEARCH/ART/%AA%BC%A4H.HTM
http://www.eettaiwan.com/ART_8800483173_480502_NP_84ed8768.HTM
http://ad.cn.doubleclick.net/click;h=v8/3811/0/0/*/o;212375634;1-0;1;13973099;3454-728/90;30439643/30457520/1;;~sscs=?http:/products.monolithicpower.com/Products/productLanding.do?productId=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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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學生重要的學習管道：將念出的課文錄音，有助盲生日後複習、口述課文和考

題，為盲生課業輔導、或者念出書面資料，盲生利用點字機做成點字讀物，方便

日後閱讀……，這些都是報讀的範疇。在報讀的過程中也會有困難或不順利之處，

像地理科涉及空間位置的分佈問題，往往讓盲生不得其門而入；而數學科，對於

描述抽象的概念感到困難(吳烔福，1997)。                            

  現行國中基測申請報讀服務，一般採取整間考場集中報讀方式進行，也就是

老師針對同一考場需要報讀的考生統一報讀，然而老師普遍反應，如此報讀方式，

如果念得太慢，恐怕會來不及念完所有題目，如果念得太快，又沒有辦法照顧所

有考生的需要。師大心測中心研究團隊於是發展了一套試題自動報讀與應試系統，

考生可以自行操作電腦、點選語音檔，聽完題目後直接在電腦上作答，考生也可

以自行依照需要跳題作答，不僅提高現行人工報讀的效率，也能滿足不同考生的

實際作答需要。負責研發這套系統的心測中心研究員黃怡馨表示，以 2007 年第一

次基測為例，全國 4,403 位特殊考生，104 人申請報讀，當中約有八成屬於學習障

礙，也就是外表正常，但可能無法正確閱讀並理解文字，必須透過聆聽題目才能

作答。面對這樣的考生，心測中心運用相關程式，搭配合適的語音引擎，只要在

考試前把試題文字檔轉換成報讀檔，即可讓考生直接上機作答，也能避免不同報

讀老師臨場報讀速度差異、試題圖形說明不一致造成考試不公(臺灣師大公關室，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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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志工發表文章指出，報讀是我們讀一本書，任何一個標點符號、空行、

換段、換頁、……等，一字不漏照原稿念出，讓也是視障的工作人員，利用盲生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1571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1571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1571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1571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1571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1571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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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鍵盤有直接輸入或校稿兩種，一本書資料儲存在磁片內，完成後讓其他視障

人士借閱，圖書館很有愛心，利用郵寄給視障人士，減少他們來圖書館的不便。

以前的點字書，一本書轉換成點字書時間要好幾個月，點字書厚重又容易受損，

一本書之完成，既費時、費事又費錢，而且體積大占空間；現資訊發達對視障人

士幫助蠻大的！由淡江大學資訊中心研發的「點字轉換系統」和「編輯系統」均

已成功，視障朋友可使用數以千計的中文軟體，這應該是上蒼為他們開啟的一盞

明燈吧！報讀非常辛苦，一次 3 小時，要一直不斷的讀文章，剛開始喉嚨會很痛，

圖書館人員會泡膨大海(中藥)讓我們潤喉，減少疼痛感，慢慢就比較適應了！報讀

數據範圍很廣，有英文、日文、中文簡體…….等，有些文言文，不常見的用字較

多，對文學修養不夠的我，就要常查字典；有的文采飛揚，文辭優美，讀起來非

常愉悅！http://blog.pixnet.net/jeannike/post/5447902。 

三、口述影像原理 

口述影像，則是在引導視障者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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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障者身處在一個明眼人的世界，大部分的文明都是以明眼人的角度所建立

的，因此，沒有了影像就成為了一種障礙。而這種障礙的來源卻是來自於視障者

想要與視覺感官所建立的主流世界聯繫分享。因此口述影像對視障者而言，不只

是讓他知道畫面有什麼，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它是感官差異造成的認知基礎、知

識結構、文化內涵的差異，在放到同一個時空下時，必須進行的溝通，使視障者

與明眼人能夠透過口述影像轉述的電影，共同分享文化、知識，以協助視障者融

入主流世界。口述影像的敘事形式:1.說什麼(口述影像者必須瞭解故事與情節間互

動的連結關係，是以敘事邏輯、時間和空間三個元素彼此連接的，而這三個元素

也是口述影像敘述的主體重點。2.如何說(a.適量、b.獨立敘事者、c.敘事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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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影像以倒寶塔式結構是指：1. 高潮在最前面；2. 豹頭、豬肚、鳳尾；3. 導

言、軀幹、結尾。至於如何口述，有人以六個 W 的方式如：何人、何事、何時、

何地、何故、如何來描述(WHO 什麼人、WHEN 什麼時候、WHERE 什麼地方、

http://blog.pixnet.net/jeannike/post/5447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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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做什麼事、WHY 為什麼、HOW 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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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影像的原理在於物理的真實(編碼與解碼)或情感的真實(編碼、解碼、再

編碼)，是編碼、解碼與傳神的問題。淡江大學大傳系趙雅麗教授成立了口述影像

協會。口述影像在視障教育上的應用有參觀美術館、博物館；利用上下文、多面

向、整體性的脈絡；導讀、導遊、導覽等等。 

四、敘述理論 

  敘述理論中涉及時間因素及聲音概念，敘述文涉及兩種時間，一為故事時間，

另為閱讀時間；聲音概念方面，發聲時間與故事時間的關係、敘記層次與聲音來

源層次關係、敘述人是否參與所述故事的現象、敘述物件在敘述層次中的位置（莊

淑芬，1999)。黃慶聲(2007)結合評點及敘事學，整合《金瓶梅》的敘事原則，分析

特定敘事筆法反復出現的用意，有系統地探究《金瓶梅》的敘事特徵及藝術成就，

亦即借著分析敘事者「如何講述故事」，建立起藝術筆法與小說內容之間的關係。

援引敘事理論探討傳統小說，一部份的目的在於更精確地描述小說的特色，而非

還原作者的意圖，或尋求完整的詮釋體系。參酌敘事理論能與傳統評點相互呼應

之處，論述用語仍以評點為主，取其切合中國文化與詮釋傳統的優點。從結構、

時空、視角三個層面，析論《金瓶梅》的敘事技巧，並參酌熱奈特（Gérard Genette）

的敘事理論。運用敘事理論中的「視角」（point of view）及「敘事情境」（narrative 

situatiion），重新詮釋說書人及說書情境對傳統小說的影響，並藉助「凝視」（gaze）

及「偷窺」（voyeurism）理論，探討《金瓶梅》中擅以偷窺寫人物「破綻」的特

徵。作者重新組織包羅萬象的現實生活，使敘事時間及故事時間之間產生對比，

不但具有相互映照或延宕懸念的效果，也能涵容同一敘事時間內的諸多敘事線索。

各種串接不同片段的敘事筆法，則使人物及事件間產生緊密的聯繫，形成各個事

件之間互為因果，錯綜影響的關係。 

  侯雲舒(2001)研究指出，中國古典劇論的研究內容十分龐雜，大體而言，歷來

學者將其歸類為三大體系，其一為曲學體系，其二為劇學體系，其三則為敘事體

系。而在古典劇論的研究進程中，敘事理論是較晚被整理歸納出來的理論體系，

其在整體研究上也較為缺乏。其針對「敘事理論」在古典劇論中被如何關照與討

論做一全面性的整理與探討，以題材與情節、結構、情境、人物及語言五種面象

為論述主軸，加以詳細探究，並藉以整理出屬於古典劇論之敘事理論體系。五、

科技輔具與無障礙網頁規範  

  科技輔具對於視障學生的學習一直扮演著關鍵性角色，目前主要的螢幕報讀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BB%83%E6%85%B6%E8%81%B2&fiel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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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有三種：導盲鼠系統、大眼睛系統與中文 JAWS 系統。陳冠武(2007)為文說明

螢幕報讀軟體的主要任務，就是把螢幕上的訊息以語音或點字的方式呈現給視障

朋友瞭解，所以只要在一般電腦上安裝了這樣的軟體，全盲的視障者就可以透過

電腦使用電話簿、行事曆、編輯文章、上網聽歌、看影片、購物、掌握國內外即

時資訊、燒錄光碟、講免費電話等功能。有些螢幕報讀軟體有報讀點字的功能，

即使您拿到的是點字檔案也可以輕鬆的透過螢幕報讀軟體「念」給您聽，根本不

需要摸讀點字。在臺灣目前比較熟知的螢幕報讀軟體有導盲鼠系統、大眼睛系統

與中文 JAWS 系統適合於不同的使用需求。1.導盲鼠系統，這套系統是由淡江大學

的教授群與視障電腦工程師共同研發的軟體其特色為：1.能朗讀點字書籍，視障朋

友想要用電腦上網找資料、使用免費的網路電話、收發電子郵件、製作行事曆與

電話簿、聽音樂、燒錄 CD。2.愛盲基金會負責推廣的大眼睛系統，這套系統擁有

大部分導盲鼠系統的功能。有特色為：能在 Microsoft Word 編輯器裡閱讀與編輯表

格、能閱讀簡體中文網頁或軟體。3.中文 JAWS 系統。其特色為：能閱讀 PDF 格

式的檔案，就像閱讀一般 Word 檔一樣。不過假如是圖片製作出來的 PDF，仍無

法朗讀。在 PowerPoint 簡報撥放狀態下能報讀大綱，方便您掌握目前簡報的內容。                                             

 葉耀明、李天佑、週二銘(2003)指出，一般的網頁，為了吸引人們的注意，除

了文字以外往往使用大量的圖片，但是這些網頁內容在建置之時並無考慮身心障

礙者在使用這些資訊時，所可能碰到的各種問題，例如視覺障礙者因為眼睛看不

到，在上網之時碰到網頁內的圖片的時候，即使使用點字輸出機或者先進的語音

系統，仍然無法理解圖片所涵蓋的訊息。網頁的文字可以使用點字或語音念出來；

網頁上的圖像（icon）或圖片（image）必須提供替換文字（text alternative）；如果

有照片或圖形時，則有輔助的文字說明（caption）。其適用範圍包括有：1 視覺.

障礙 (visual disabilities)、2.聽覺障礙 (hearing disabilities)、3.肢體障礙 (physical 

disabilities)、4.認知障礙或神經疾病 (cognitive or neurological disabilities)等方面的身

心障礙人士來使用網頁資訊所必須考慮的種種因素。特殊上網裝置包括螢幕閱讀

機、螢幕擴大機、特殊按鈕、特殊鍵盤、特殊顯示裝置、點字輸入裝置和點字顯

示器等，這些裝置可能是使用各種不同的作業系統，或只具有基本的網頁流覽功

能。      

   無障礙網頁規範在視障者方面有：1.對於視覺的內容要提供相等的替換文字內

容,視覺的內容包括圖像、圖表、動畫等。2.不要單獨靠色彩來提供特殊資訊,許多

資訊網站喜歡使用各種顏色來強調資訊內容。3.適當地使用標記語言和樣式表單。

4.闡明自然語言的使用,本條規範所指的自然語言是指中文、英文、日文或韓文等

語言。5.建立編排良好的表格。在處理非表格的資訊時，避免使用<table>標籤來做

排版功能。6.避免使用 blink 標籤閃爍螢幕、避免使用動態 gif 圖片、不要讓網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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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一段時間自動更新。7.確保嵌入式使用者介面具有直接可及性，例如表單元件

<form>考慮提供鍵盤快速鍵的操作，或者設計可自行發聲等特性。綜合上述，無障

礙網頁規範旨在提供視覺障礙者一個資訊流覽與搜尋的平臺。如果將視障學生的

數學教材放置網路上，那或許可以提供視障教育數學課程教師有一個支援系統，

同時讓視障學生有一個充份資訊的教材內容說明，尤其是圖表和照片之內容解

說。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探討視障學生數學圖表報讀之妥適性，研究者首先透過

文獻探討搜集有關報獨、無障礙網頁規範、口述影像理論以及敘述理論等相關文

獻，做為數學圖表報讀之理論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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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圖表口述影像之意見。因此，本研究的參與物件，包括： 

1.臺北啟明學校數學教師、臺北市視障融合教育班數學教師、國民中學數學教師、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等共 4 名；2.視障教育專家學者 6 名；3.

數學教育專家學者 1 名；4.國中全盲學生 2 名、大學全盲學生 2 名、研究所全盲生

2 名共 6 名；5.臺北縣市視障教育巡迴輔導教師 16 名。 

二、研究工具：請視障數學教育教師將國中數學教材中的圖表逐一敘述，編製成

「數學教圖表報讀妥適性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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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報讀

的妥適性。 

肆、結果與討論 

 

一、圖表的敘述與妥適性分析 

圖表敘述分別由臺北啟明學校數學教師(B)、臺北市視障融合教育班數學教師

(C)、國民中學數學教師(D)、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A)撰寫，題

項標示為 A.B.C.D.四個選項。 

在 86 個圖表中專家學者和視障者均認為妥適性報讀的題數有 59 題，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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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其中圖有 55 題、表有 4 題。四種報讀方式分別為：A)的報讀方式有 10 題被

認為較妥適，占 11%、B)的報讀方式有 8 題較妥適占 10%、C)的報讀方式較妥適的

有 2 題占 2.3%、D)報讀方式較妥適的有 39 題占 45%。 

在 86 個圖表中專家學者和視障者有 50%以上均認為妥適性報讀的題數有 27 

題，而有 60%以上均認為妥適性報讀的題數只有 8 題。茲將 60%以上均認為妥適性

報讀的題目呈現如下： 

1.加法的交換律 

 

A.圖 1-3 有上下兩條相同長度的線段。上面的線段是由較長的 a 線段，與後面較短

的 b 線段所組成；而下麵的線段則是由將較短的 b 線段擺置前方，將較長的 a

線段擺置後方。 

B.圖 1-3 是上下兩條一樣長的線段，都是由 a 和 b 組合成的線段。上面的線段是 a

在左邊 b 在右邊，下麵的線段是 b 在左邊 a 在右邊。 

C.有一條直線劃分成 a、b 兩段。重新排列，a 接 b 的長度與 b 接 a 的會一樣長。 

D.圖 1-3 有上下兩條一樣長的直線，上面的那一條直線，被分成小寫 a 和小寫 b 兩

段，a 在左邊，b 在右邊，且 a 長度大於 b 長度。下面那一條直線也被分成了兩

段，但是和上一條相反，左邊是較短的小寫 b，右邊是較長的小寫 a，上下兩段

的 a 和 b 都一樣長。因為上下兩條直線的長度一樣長，又上面的直線為長度為 a 

+ b，而下面的直線程度為 b + a，所以證明 a + b= b + a，這就叫做加法的交換律。 

妥適性分析： 

敘述方式/人數 A B C D 

專家學者 4 0 0 3 

視覺障礙者 0 0 0 6 

 

2.商店記錄賺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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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表 2-2 是民雄鵝肉店每日收支的紀錄，記載 7 月 1 日到 7 月 5 日間，每日的賺賠

收入記錄。7 月 1 日賠了五百元，記做-500；7 月 2 日賺了 750 元，記做 750；7

月 3 日賠了一千元，記做-1000；7 月 4 日賠了 300 元，記做-300；7 月 5 日賺了

500 元，記做 500。 

B.表 2-2 是民雄鵝肉店每日營業記帳。7 月 1 日記錄負 500 元，7 月 2 日 750 元，7

月 3 日負 1000 元，7 月 4 日負 300 元，7 月 5 日 500 元。其中負 500 元表是賠 500

元。 

C.以下是某商店之賺賠錢紀錄表。(負號表示賠)7 月 1 日-500  7 月 2 日 750  7 月 3

日-1000…… 

D.表 2-2 有日期和賺賠多少錢兩欄，賺賠的單位是元。由上而下分別是，7 月 1 日 

-500；7 月 2 日 750；7 月 3 日-1000；7 月 4 日-300；7 月 5 日 500。用正號表示賺

錢，負號表示賠錢，-500 表示賠 500 元，750 就表示賺 750 元。 

妥適性分析： 

敘述方式/人數 A B C D 

專家學者 6 0 0 1 

視覺障礙者 2 1 2 1 

 

 

3.永康市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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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圖 2-3 是圖 2-2 加上座標標記。共分成六行，由左而右分別以 A;B,C,D,E,F 標示，

從上而下也有六列，分別以 2,3,4,5,6,7 表示。而永康分局的位置則落在 D 行 4 列

的圍成的方格中。 

B.圖 2-3 為永康市地圖，在地圖的最上方由左至右有一排英文字母 A 到 F，最左邊

由上至下有一排數字從 2 到 7。從永康分局鉛直向上看到英文字母 D，從永康分

局水準向左，看到數字 4。另外，從地圖上方英文字母 B 向下到左邊所對數字是

5 的格子裡有陸軍炮兵學校。由上方字母 D 向下到左邊所對數字是 7 的格子有昆

山國小。而從永康工業區向上看到字母 F。水準向左看到數字 2。 

C. 圖 2-3 是圖 2-2 加上座標標記。 

D.圖 2-3 是圖 2-2 的放大圖，除了放大，圖 2-3 還畫出了方格線，以 A、B、C、D、

E 等應為字母表示橫軸，數位表示縱軸。加上橫軸與縱軸的永康市地圖，將更容

易描目標物所在位置為何。 

妥適性分析： 

敘述方式/人數 A B C D 

專家學者 1 4 1 1 

視覺障礙者 0 4 0 2 

 

4.直角坐標上的點 

 

A.圖 2-8 有一個直線座標平面，有 x 軸和 y 軸和原點 O，這張圖上有兩點 M 和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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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點沿著 x 軸的正向，也就是右移兩個單位之後，便是 M 點的位置，再從 M

點開始，朝 y 軸的正向，也就是往上移 4 個單位之後，便到達 P 點，P 點的位置

可以（2,4）表示。 

B.圖 2-8 是一個座標平面。從原點 0 出發，先沿著 X 軸的正向也就是向右移 2 個單

位到 M 點。再從 M 點開始，朝著 Y 軸的正向也就是向上移 4 個單位到達 P 點。

P 點的坐標記為大寫的 P 前括弧 2 逗點 4 後括弧。 

C.座標平面上有兩個點，分別為 P 點（2，4）M 點（2，0） 

D.圖 2-8 是一個直角坐標圖，有 X 軸，Y 軸，原點 O。此外，還有 P 和 M 兩個點，

P 點的位置在（2,4），M 點的位置在（2,0），PM 所以兩點之間的距離是 4。 

妥適性分析： 

敘述方式/人數 A B C D 

專家學者 5 0 1 1 

視覺障礙者 4 2 0 0 

 

5.直角坐標上的點與線 

 

 

A.圖 2-25 有一個直線座標平面圖，上邊標示出 2 個點。分別是(0,-4)、(6,0)，且有

一直線通過這兩點。 

B.圖 2-25 是一個平面座標。先在原點 0 的右邊 6 個單位處標示出前括弧 6 逗點 0

後括弧的點。再在原點 0 的下方 4 個單位處標示出前括弧 0 逗點 4 後括弧的點。

最後將此二點用直線串聯起來。此直線由左至右，由上到下，從第三象限。經

過第四象限，到第一象限。為方程式 2X-3Y=12 的圖形。 

C.座標平面上有一條斜直線，且這條線通過（6，0）、（0，-4）兩點。 

D.圖 2-25 是一個直角坐標圖，有 X 軸、Y 軸以及原點 O，圖上有兩個點，座標分

別是（6,0）、（0,-4），將這兩個點連成一條直線，此直線通過第一象限、第四

象限以及第三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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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適性分析： 

敘述方式/人數 A B C D 

專家學者 1 2 0 4 

視覺障礙者 0 2 0 4 

 

6.比與比例 

 

A.圖 3-7 有上下兩條相同長度的線段，且都是由兩組相同長度的線段組成。先說明

上面的線段，在線段中左邊那段代表蘋果 x 個，右邊那段代表梨子 y 個，加起

來總共 63 個。再來說明下面的線段，左邊那段代表 4 個單位，右邊那段則代表

5 個單位，下面的線段共有九個單位長。 

B.圖 3-7 是上下兩條等長的線段。上面線段表示蘋果和梨子的個數總和是 63 個，

下麵線段共分成等長的 9 段並對應上面蘋果和梨子個數的線段長分別是 4 段和 5

段。而整個 9 段長是對應上面 2 種水果的總個數 63 個。 

C.有兩條等長的線，其中一條表示：蘋果與梨子共有 63 個，其中蘋果有□個，梨

子有△個；另一條直線與上條成等比例，但將全長分為九個單位其中蘋果占 4

單位梨子占 5 單位。 

D.圖 3-7 有上下兩條一樣長的線段，表示蘋果和梨子總個數與的比例。在上圖中，

左邊標示蘋果的個數以方框表示，右邊標示梨子的個數以三角形表示，兩種水

果加起來共有 63 個。下圖是表示蘋果數與梨子數的比例，分別是左邊蘋果 4，

右邊梨子 5，所以加起來有 9。依據比例，可以分別算出蘋果和梨子的個數。 

妥適性分析： 

敘述方式/人數 A B C D 

專家學者 1 0 1 5 

視覺障礙者 1 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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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矩形與三角形 

 

A.圖 4-11 說明將圖 4-10 的正方形，沿對角線對折成三角形，再打開，原來的長方

形上便有三條折痕。再拿剪刀沿折痕剪下，形成四個三角形。 

B.圖 4-11 中的 a 圖是原圖 4-10 中的 b 圖的邊長 3 公分的正方形，將它沿左上角到

右下角的對角線對折得到 b 圖的直角三角形，左邊為直角三角形的一般，長為 3

公分。再將此直角三角形張開得到 c 圖即為原邊長 6 公分短邊 3 公分的長方形且

長方形上有 3 條折痕，一條是從左上角 A 點到下麵中間點 C 點的線段 AC，一條

是垂直平分下麵長邊的線段，一條是連接右上角 B 點及 C 點的線段 BC。 

C.(a)將邊長為 3 公分的正方形對折成三角形。得到(b)(c)有一個長方形，長為 6 公

分，寬為 3 公分。其中 AB 線段為長方形的長 6 公分，C 點位在長的另一邊中點，

構成一個三角形 ABC。 

D.圖 4-11 有三個小圖，分別是左上方的圖 a，右上方的圖 b，以及下方的圖 c。圖

a 是一個長和寬都是 3 公分的矩形，且自矩形中，自左上到右下有一條虛線，將

矩形分成兩個一樣大的直角三角形，三角形的兩股長都是 3 公分。圖 b 是一個

直角三角形，即是圖 a 中，被虛線分成的直角三角形之一。圖 c 是一個長方形，

恰好是兩個圖 a 拼起來的圖形，所以長是 6 公分，寬是 3 公分，上面的長的兩端

有 A 點和 B 點，下面的長中點是 C 點，所以三角形 ABC 是一個底長 6 公分，高

為 3 公分的等腰三角形。 

 

妥適性分析： 

敘述方式/人數 A B C D 

專家學者 0 2 1 4 

視覺障礙者 1 0 0 5 

 

8.立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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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圖 4-14 中有一個正方體，其體積為 125 立方公分，但不知其邊長為多少？ 

B.圖 4-14 是一個體積為 125 立方公分則其邊長是多少？ 

C.有一個立方體，但不知其邊長為何？只知道其體積為 125 立方公分。 

D.圖 4-14 是一個長、寬、高皆未知，且體積是 125 立方公分的立方體。  

妥適性分析： 

敘述方式/人數 A B C D 

專家學者 1 1 0 5 

視覺障礙者 1 1 1 3 

 

二、專家學者的意見彙整 

1.報讀的目的 

a. 應先確定該圖表在該題呈現的用意為何?是說明亦或是測驗?報讀如果太詳細，

恐有教導和告訴作法之嫌。 

b.題意與圖表目的契合，避免報讀出答案或提供答案暗示。 

c.圖表要呈現什麼主題或目的，其重點儘量簡化口語報讀。 

2.報讀的方式 

a. 報讀用語除了必要的數學用語，在圖表敘述應儘量使用一般的口語。 

b. 有些地方解釋過度，可能會幹擾學生自我學習的機會;有些最為簡潔，但都沒有

提到圖表號，可能會造成無法與課文內容相連結，且有的不夠完整(如：表 1-1)，

或缺漏(如圖 2-2);有些比較詳細(如：會將標示直角的小方框都描述出來)。 

c. 應有一致的呈現順序，例如：由大範圍到細節，由整體概述到分區解說；由上

而下，由左而右。但有人認為，報讀要合乎羅輯，尤其在圖表訊息上的報讀順

序，拘泥於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可能會把完整的概念切成片斷。 

d. 圖表報讀的腳本須依報讀內容逐自寫出。圖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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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詳盡很重要，但把握訊息內容，不要太瑣碎，字數量最好仍有一些 

限制。 

e. 圖表的標題應報讀，並配合課本或講義原先的標題，方便搜尋也避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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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報讀圖表其內容敘述，應符合其原先查表時的使用模式，（如乘方開方表，三 

角函數值表等。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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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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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針對題目所要之方向及答案重點報讀，刪去不相關之線索。將題目所要講的概 

念詳細敘述，其它不相干的背景或線索則予以忽略。 

j.過於複雜抽象的圖表可直接用文字敘述。 

k.先概要講解圖的形式，讓學生先有一個全貌的心象。再有次序的分別說明裡面的

細節。屬於要檢核的概念，應避免直接說出，例如，歷史科中會出現一些場景，

利用其中出現的關鍵事物來判讀，此時報讀應避免將此事件名稱說出。 

l.數學有許多符號，例如，︷︸︹︺(  )當出在報讀內容時，例如(a)(b) 括弧 a 乘 

以括弧 b。 

3.報讀的條件限制 

a.圖形的報讀應該要看視障者有無先備知識與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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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如報讀圖表時不連前後文一起說明，會不會讓學生摸不著頭緒。 

b.瞭解學生特質及可接受的方式，如學生是基礎班則報獨需要詳細說明，如市高級

班則依學生程度呈現，例如，已有長方形概念就職接說長方形。 

c. 針對不同物件，需考慮是否出現太多差異性。根據學生能力及程度，提供適當

的語言說明。 

d. 依學生的程度予以報讀，對較小的學生或概念較不足之學生，報讀應較具體 

較仔細，對於較大的學生或概念較好的學生，給與重點概念之報圖。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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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綜合討論 

  在 86 個圖表中專家學者和視障者有 50%以上均認為妥適性報讀的題數僅 

占 1/3 有 27 題，而有 60%以上均認為妥適性報讀的題數則有 11%只有 8 題。在 8

題中，經分析具有下列幾個因素： 

1.均提到圖表號；2.詳述內容，字數比較多；3.由整體概述到分區解說，掌握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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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詳細性；4.由左而右、由上而下；5.包括了 what、where、why 和 how 等四個要

素。 

 

 

 

 

伍、結論與建議 

 

綜合文獻探討、問卷調查以及實務座談歸納出下列結論與建議： 

壹、結論 

一、目前視障學生接受報讀服務的情況經整理如下： 

1.2007 年基測，全部 4,403 位特殊考生，104 人申請報讀，當中約有八成屬於學習

障礙，只有兩成屬於視覺障礙學生。 

2.臺灣師大心測中心研發的「試題自動化報讀與應試系統」，考生可以自行操作電

腦、點選語音檔，聽完題目後直接在電腦上作答，也可以自行依照需要跳題作答，

不僅提高現行人工報讀的效率，也能滿足不同考生的實際作答需要。但它必須先

將試題轉成報讀檔，且不是適用於所有的圖表。 

3.國中基測報讀服務，一般採取整間考場集中報讀方式進行，教師針對同一考場需

要報讀的考生統一報讀。目前臺北市的報讀服務在特殊考場，以七個考生為一

組。 

4.無障礙網頁規範在視障者方面有：1)對於視覺的內容要提供相等的替換文字內容,

視覺的內容包括圖像、圖表、動畫等。2)不要單獨靠色彩來提供特殊資訊,許多

資訊網站喜歡使用各種顏色來強調資訊內容。文字可以使用點字或語音念出來；

網頁上的圖像（icon）或圖片（image）必須提供替換文字（text alternative）。並

以 A、 AA、 AAA 等三個等級來區分。 

二、視障學生圖表的報讀涉及三個層面：數學圖表內容的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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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圖表的報讀，最好是具有數學領域專業背景之人員，不一定要數學本科教師，

但寫腳本的人，最好是數學教師。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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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課本或講義

原先的標題，方便搜尋也避免錯誤。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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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障學生數學圖表報讀之研究 

 

~ 21 ~ 

 

免畫蛇添足，增加學生閱讀上的負擔。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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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臺灣師大特殊教育中心資源教室的報讀訓練，在文言文方面的報讀方式如：◎子

曰：「德(1)不孤，必有鄰(2)。」裡仁第四.25【注釋】(1)德  在此指有道德的人。

(2)鄰  本意指鄰居，引伸指「親近之者」。文章內容念法如下：(先順文章，再

念一次並將注釋帶出)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出自論語裡仁第四第二十五

章。子曰：德不孤，德(1)注釋在此指有道德的人。注釋內容完畢。必有鄰，鄰(2)

注釋本意指鄰居，引申指「親近之者」。注釋內容完畢。 

4.一般人對於時刻的報讀是：短針指著九，長針指著 12，是九點。但也可以另作敘

述，如時間現在來到九點鐘的地方。 

5.報讀通常采倒寶塔式結構，也就是把情節的高潮放在最前面；亦即寫文章時採用

豹頭、豬肚、鳳尾的敘述方式。 

6.報讀如果能將六個 W 放入，將更傳神；有人以六個 W 的方式如：何人、何事、

何時、何地、何故、如何來描述（WHO 什麼人、WHEN 什麼時候、WHERE 什

麼地方、WHAT 做什麼事、WHY 為什麼、HOW 如何做）。 

7.必要時也可以採用羅馬字母報讀。標準羅馬字母報讀法如下：Alfa, Bravo, Charlie, 

Delta, Echo, Foxtrot, Golf, Hotel, India, Juliet, Kilo, Lima, Mike, November, Oscar, Papa, 

Quebec, Romeo, Sierra, Tango, Uniform, Victor, Whiskey, X-ray, Yankee, Zulu。 

8.數學圖表的報讀應由大範圍到細節，由整體概述到分區解說；由上而下、由左而

右報讀，先報讀出圖表名稱以及圖表號碼，除了必要的數學用語，在圖表敘數

應儘量使用一般的口語。 

9.依腳本說明才能傳達圖表的原意，圖表是藉視覺來快速瞭解題意，將訊息快速傳

輸至大腦，而文字的說明須逐字將訊息傳輸，是點和線的傳達方式，而圖表屬

於面的傳輸方式。 

10.應先確定該圖表在該題呈現的用意為何?是說明亦或是測驗? 

11.若是具體物體或常見物，直述名稱，有特殊處，再補述附加解釋。如為新的東

西或未接觸過的，以相似圖或過去經驗結合，建立新舊經驗連結。 

12.針對題目所要之方向及答案重點報讀，刪去不相關之線索。將題目所要講的概

念詳細敘述，其它不相干的背景或線索則予以忽略。 

13.先說明所要問的問題，再敘述內容選項;報讀者需瞭解題目概念；根據學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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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程度，提供適當的語言說明。 

14.圖表要呈現什麼主題或目的，其重點儘量簡化口語報讀。對報讀要有基本概念。

瞭解學生特質及可接受的方式，如學生是基礎班則報獨需要詳細說明，如市高

級班則依學生程度呈現，例如，已有長方形概念就職接說長方形。數學題目搭

配圖形時，依原來題目念一次，再請學生摸圖形說出，才知道漏掉哪些。長條

圖要加橫軸及縱軸標示。 

15.報讀圖表前先念出題目或其他相關文字的重點，考慮學生對圖表舊經驗理解的

深度，過於複雜抽象的圖表可直接用文字敘述。 

16.依學生的程度予以報讀，對較小的學生或概念較不足之學生，報讀應較具體較

仔細，對於較大的學生或概念較好的學生，給與重點概念之報圖。 

17.先概要講解圖的形式，讓學生先有一個全貌的心象，再有次序的分別說明裡 

面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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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建議 

1.報讀者應先體驗以聽覺作為訊息接收的管道。 

2.報讀時需依視障學生的程度，以倒寶塔式的方式，呈現圖表的內容。 

3.報讀者應隨時依接受報讀服務者的回饋修正報讀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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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udio Description of Mathematics Chart for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Chi, Chao-A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adequacy of audio description of 

mathematics chart for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Firstl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exploration, we 

collected related literature including audio description, accessible web guidelines, oral image 

theory and narrative theory as the rationale of audio description of mathematics chart and the 

basis of producing Delphi technique questionnaire before obtain related data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lphi technique questionnaire.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research included mathematics 

teacher, graduate school students of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experts and scholars of 

education of visually impaired, experts and scholars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total blindness 

students (junior high school, university and graduate school), circulating guidance teachers for 

visually impaired education in Taipei City and County.  

The audio description of charts for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involves three aspects: 

writing of contents of mathematics charts, style of audio description person, academic level of 

virtually impaired students. Followings are their description:  

1. Writing of contents of mathematics charts 

a. The audio description of charts should be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brief text description and the text is equivalent to the connotation of 

chart; audio description must be logic, particularly on the order of audio 

description  in chart message, you must faithfully convey the script;  

b. It is better to conduct audio description of mathematics charts by those who have 

mathematics expertise and background, not necessarily by teachers who 

graduated from mathematics department, but the persons who writing the scripts 

being mathematics teachers should be better;  

c. The script of chart audio description should follow audio description content and 

be verbatim writing. The headlines of charts should be described and matched up 

with the original headlines of textbook or handouts that will be convenient for 

search and avoid mistakes.   

d. Audio description should revise by following the changes of text contents. 

Some articles are already very detailed and not need increase contents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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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 being superfluous and increase the burden on students to read;                                                                                                                                                                                                                                                           

2. Style of Audio Description  

a. Should firstly make sure the intention of the chart on the subject, is it description 

or test? verbatim reading the text or reading writing information;    

b. When the purpose of audio description is to make sure the correctness of braille 

proofreading, any punctuation, blank lines, paragraph change, page change and 

so on should follow the script and read word by word;  

c. The audio description of mathematics charts should be from greater scope to 

details, from overall overview to divisional description, from top to bottom, from 

left to right, to describe firstly the names of charts and the number of charts. 

Except necessary mathematics terms, we should use spoken language in general 

in the description of charts;   

d. Describe the key points of direction and answers wanted by the subject and rule 

out the clues of no correlation. Describe in details the conception that the subject 

wants to express and neglect background or clues of no correlation;  

e. Read the key points of subject or other related text before the audio description 

of charts. Considering the depth of past experiences and understanding, we can 

describe too complicated or abstracted charts by words directly.  

3. Academic level of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We have to consider students’ academic ability before conducting chart audio 

description because usually there is description about the charts before or after the charts t 

in the book. If the students have better academic ability, too much description will be a 

burden on the students in their tactile reading on the contrary. Therefore, any audio 

description of charts should consider students’ beginning behaviors, ability situation 

before deciding the degree of details in audio description. Even the same mathematics 

teaching materials or the same graph could have different ways in audio description.  

Keywords: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mathematics chart, audio description, Delphi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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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盲文簡寫 

 

鐘經華 

(北京聯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 

 

1. 該專案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佈雷爾發明的 6 點制盲文符號是對人類文明巨大的貢獻。但是，盲文本身固

有的特點決定了其篇幅大，觸覺摸讀書寫速度慢，制約著盲人書面資訊處理能力。

簡寫方案能夠減少盲文的方數、點數，加大盲文的資訊密度。在盲人摸讀、書寫

速度不變的情況下，簡寫方案可以間接地提高盲人的資訊處理能力。對簡寫方案

的需求是世界上各種語言盲文的共性，是有別於明眼文字的特殊性。英語盲文簡

寫方案已經有百餘年的歷史。本研究成果使得漢語盲文簡寫方案從無到有，實現

了漢語盲文簡寫方案零的突破，具有與國際上盲文普遍簡寫的慣例接軌的重要意

義，填補了我國漢語盲文簡寫方案的空白。 

本簡寫方案是應用型成果，具有較高的系統性、簡明性，實用價值高。簡寫

方案能夠提高盲文的摸讀書寫速度，能夠區分同音詞、提高準確性。本研究成果

對漢語盲文簡寫國家標準的正式誕生有實質性的推動作用，為我國大陸 1233 萬視

力殘疾人快捷地處理文字資訊，共用資訊時代的文明成果奠定了基礎。港澳臺地

區的盲人仍然沒有簡寫方案，在目前盲文基本方案不通用的情況下，本研究成果

不能直接在港澳臺地區應用。  

2. 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或對策建議  

2.1 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 

本課題研製出了比較符合漢語語言特點、現行盲文特點和盲文觸覺規律的簡

寫方案。 

漢語盲文簡寫方案 

1 無限制條件的音節簡寫規則 

1.1  bu、pu、mu、fu 音節省略韻母 u，分別簡寫為 b、p、m、f。 

1.2  ge、ke、he 音節省略韻母 e，分別簡寫為 g、k、h。 

1.3  zhi、chi、shi、ri、zi、ci、si 音節省略韻母 i，分別簡寫為 zh、ch、sh、

r、z、c、s1。 

2 重複音節的簡寫規則 

重複音節用記號 （3456）表示。單音節重複時，根據原詞確定重複記號的分連；

                                                 
1 現行盲文方案已經有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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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音節重複時，重複記號前後都分寫。 

3 單音節詞的定型簡寫與分化規則 

3.1“的”（de）省略韻母 e，簡寫為 （145）。 

3.2“他”（tā）、“她”（tā）、“它”（tā）省略韻母 a，分別簡寫為 (2345)、

(2345,1,)、 (4,2345)。 

3.3“能”（néng）省略韻母 eng，簡寫為 （1345）。 

3.4“了”（le）省略韻母 e，簡寫為 （123）。 

3.5“在”（zài）省略聲母 z 和韻母 ai，簡寫為 （2346）。   

4 優選多音節定型分化簡寫詞（85 個） 

表 1  優選多音節詞定型簡寫表 

簡寫方式 簡寫詞 

聲母組合 地區 過程 活動 勞動 那個 那裏 那些 你們 人民 人

群 如果 她們 他們 通過 這個 大多數 電腦 青少年 

人民幣 現代化  

韻聲組合 問題 我國 我們 要求 一定 

首音節前加第 4點（聲

母） 

變化 出現 電話 發展 經濟 練習 沒有 人們 社會 它

們 宣傳 自己 培養 政治 參加 那麼 科學 雖然 

首音節前加第 5點（聲

母） 

必須 出來 存在 方面 工作 領導 民族 其他 什麼 條

件 現在 這些 認為 所以 平均 怎麼 得到 內容 

尾音節前加第 46 點 （聲母） 群眾 生產 生活    （零聲母音節） 教育 具

有 主要 

尾音節前加第 56 點 （聲母） 就是 或者       （零聲母音節） 作用 重要 

尾碼“主義”（首字

母—連字型大小—i） 

愛國主義  帝國主義  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表 2 雙音節同音同調詞分化簡寫表    

簡寫詞 簡 寫 盲文原形 原形詞 

反映   反應 

感到   趕到 

盲人   忙人 

權利   權力 

形式   形勢 

期終   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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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   有意 

致病   治病 

終點   中點 

 

5* 有限制條件的音節簡寫規則 

5.1 單音節詞 ji 或者多音節詞的首音節 ji 簡寫為 （1）。 

5.2 多音節詞的首音節 qi 簡寫為 （2）。 

5.3 多音節詞的首音節 xi 簡寫為 （3）。 

5.4 多音節詞的詞首、詞中音節 di 省略韻母 i，簡寫為 d。 

5.5 多音節詞的詞首、詞中音節 li 省略韻母 i，簡寫為 l。 

5.6 多音節詞的詞中、詞尾音節 ti 省略韻母 i，簡寫為 t。 

6* 常用多音節定型簡寫詞（172 個） 

表 3 常用多音節定型簡寫表 

簡寫方式 簡寫詞 

 

聲母組合 

長期 成功 程度 充分 傳播 當然 調查 反對 分配 婦女 國民 

和平 瞭解 內部 年代 農村 平等 破壞 普通 然後 人才 討論 

特別 特殊 特徵 同學 投資 下去 迅速 最後 提出 比較 看到 

知道 自然 特點 水準 全國 規定 思想 不斷 不同 傳統 產品 

人類 美麗 辦公室  電視臺 聯合國  拖拉機  天然氣 圖書館 

對不起 多媒體 老百姓 

首音節前加

第 4 點（韻

母） 

法律 方向 非常 工業 關係 規律 化學 加強 結果 進行 決定 

開始 取得 首先 相互 原則 造成 增加 這樣 組織 而且 文化 

研究 一些 影響 有關 

首音節前加

第 5 點（韻

母） 

標準 處理 管理 國家 還是 回來 家庭 建設 解決 巨大 每年 

生命 收入 相當 心理 情況 選擇 學校 戰爭 已經 有些 外國 

 

尾音節

前加第

36 點 

聲

母 

包括 創造 代表 發現 方法 告訴 觀測 發生 增長 青年 群體 

商品 提高 形成 許多 這裏 這麼 工人 

韻

母 

人員 對於 改變 感情 更加 工程 很快 經過 困難 設備 數學 

先進 應該 現象 需求 需要 接受 政府 主義 作為 

尾音節前加

第 46 點（韻

母） 

表明 共同 結構 覺得 開發 市場 下來 開展 責任 正確 之間 

中心 專家 準備 規劃 技術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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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音節前加

第 56 點（韻

母） 

根據 起來 年輕 朋友 大家 時候 消費 行政 時間 講話 教學 

農民 安全 儘管 

 

7 使用規則 

7.1 聲母符號後連寫零聲母音節符號、重複記號 “在”的簡寫符號 時，聲母

符號後必須標調，以區分音節界限。 

7.2 音節簡寫根據需要標調，定型簡寫不標調。 

7.3 同級簡寫規則同時使用，詞的定型簡寫與音節的簡寫規則同時適用時，以定

型簡寫符號為准。 

7.4 簡寫以分詞連寫為基礎，定型簡寫符號必須在同一行內連寫完。 

               

本簡寫方案包括 15 條簡寫規則，257 個常用多音節定型簡寫詞（含 9 個同音

分化定型簡寫詞）。無星號的四個部分是核心，為方案（一）；有星號的兩個部

分是擴展，方案（二）是簡寫方案的全部，包括核心部分和擴展部分。 

簡寫方案在 7 千常用詞範圍內形成簡寫詞 1769 個，其中新設計的簡寫詞 1050

個。在 2 萬常用詞範圍內形成簡寫詞 5273 個，其中新設計的簡寫詞 3008 個。通

過對 60 萬字中小學語文課文語料和 200 萬字人民日報語料的檢驗，簡寫比例分別

為 33.51%、40.19%，省方比例分別為 18.11%和 21.72%（按百字 185 方計算）。本

方案能夠通過省方省點間接提高摸讀書寫速度。 

本方案還能夠通過定型簡寫區分部分常用同音詞，這是一個重大突破。現行

盲文一般不標調（需要時才標調），存在因標調方式不統一造成的“一詞多形”

和同音詞不標調造成的“一形多詞”的現象。本方案有 257 個多音節詞定型簡寫

符號，每個符號只對應一個唯一確定的詞，有明確的讀音和詞義。這些定型簡寫

符號既表音又表義，因此，它們不存在“一詞多形”和 “一形多詞”問題，不存

在猜測讀音和詞義的問題。這些有固定詞義的定型簡寫符號在句子中就像固定的

支點，能夠縮小其他詞的猜測範圍，對於理解其他符號的讀音和詞義也有幫助作

用。這對減少現行盲文中的歧義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本方案首創了同音同調詞分化定型簡寫標誌符號 23），將易混淆的需要

區分的同音同調、同詞性、有並列關係的詞，使用標誌符號進行區分。這樣就使

得分化定型符號與其他的同音詞徹底不同形，從根本上解決了它們的混淆問題。 

本研究提出了按盲文符號觸覺可感性分類的概念和標準，將盲文符號分為：完善

型、一般型、缺陷型、嚴重缺陷型四種。並對單方符號、兩方組合符號的觸覺可

感性進行了具體的分析，這是對盲文基礎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貢獻。在不使用嚴



2009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 32 ~ 

 

重缺陷符號的前提下，發掘出了現行盲文充足的簡寫空間。簡寫方案不僅可以避

開缺陷符號，還能夠減少現行盲文中原有的嚴重缺陷型符號 （qun）的出現頻

率，提高了漢語盲文的觸覺品質。 

本研究採取了根據有簡寫潛能的符號找常用詞的逆向思維方式，常用詞與不

同簡寫符號之間縱橫交錯，逆向思維可以減少交叉、混亂。本研究採取了定量與

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尋找適當的定型簡寫詞，定量方法是通過定型簡寫效率計算公

式為每個有簡寫潛能的符號找出 5 個候選詞。定型簡寫是在簡寫規則的基礎上進

行的，每使用一次簡寫規則，減少一方，簡寫規則覆蓋的音節在定型簡寫時不再

產生新的簡寫效率。簡寫效率還與簡寫詞的原方數和定型簡寫符號的預期方數有

關。 

定型簡寫效率計算公式： 

定型簡寫效率 =（原方數–簡寫規則覆蓋的音節數–定型簡寫符號的方數）× 使

用頻率  

定性方法是由語言學家對 5 個候選詞進行語用分析，結合盲文專家（盲人）

的實際經驗，從中確定一個簡寫詞。專家設計出的簡寫詞再到盲校師生中進行多

次反復檢驗。 

本研究的突出特色是：○1 在繼承基礎上創新，簡寫方案相容原方案，簡寫方

案與原方案無任何符號衝突，學習過簡寫的人可以毫無困難地閱讀原有的盲文出

版物。○2 簡明性與科學性兼顧，不僅提高了摸讀和書寫速度，還同時達到了區分

同音詞、提高科學性的目的。○3 簡寫效益與語音規律、摸讀規律兼顧，在符合漢

語語音規律、不增加觸覺辨認困難的基礎上，追求簡寫效益的最大化。○4 強化簡

寫方案的規律性，儘量多地使用簡寫規則進行概括，降低盲人的記憶負擔。○5 以

大規模語料庫為主，結合新的動態語料，使用最新的語言分析處理技術解決了資

料搜集與處理難度大的問題，保障了本研究基礎語料的平衡性和代表性。○6 統一

設計、分級選擇、分級使用。先統一設計出簡寫規則和定型簡寫符號，將規律性

強的簡寫規則，符合優選條件的多音節詞的定型簡寫與分化作為方案（一），經

過審批後將來推廣使用，其餘部分作為方案（二）供盲人自由選擇使用。 

本研究成果使得漢語盲文簡寫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 15 條簡寫規則中，

有 1 條是對原盲文方案的繼承，7 條是在多方借鑒基礎上的創新，7 條屬於原始創

新。定型簡寫、盲文符號觸覺可感性分類的概念和標準、定型簡寫效率計算公式、

簡寫設計原則、常用詞優選條件等也都是原始創新。 

2.2 重要觀點 

漢語現行盲文有升級的潛力，簡寫是漢語盲文升級的必由之路。簡寫能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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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漢語盲文的科學性、簡明性，能夠提高盲文的摸讀和書寫速度，能夠有效解決

同音詞的猜測問題。漢語盲文改革不應只著眼於基本方案的更迭，簡寫是漢語盲

文改革一個不可忽視的視角。 

3.成果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以及社會影響和效益    

本研究研製出了可行的漢語盲文簡寫方案，使漢語盲文的科學性、簡明性得

到了較大提高，證明瞭漢語現行盲文具有通過簡寫提升品質的潛力。本研究成果

對漢語盲文簡寫國家標準的正式誕生有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簡寫是盲文研究的重要問題，涉及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等領域。本專案

探討了盲文符號的觸覺可感性、盲人的學習負擔，對常用詞的盲文定型問題進行

了系統研究，對多音節同音詞分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漢語盲文的整體改革和

發展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為盲文數位化奠定了基礎。 

本研究成果使得漢語盲文第一次有了簡寫方案，它具有較高的系統性、簡明

性，實用價值高，是應用型成果。具有提高盲文的摸讀書寫速度、區分同音詞、

提高準確性的實際意義。為我國大陸 1233 萬視力殘疾人快捷地處理文字資訊，共

用資訊時代的文明成果奠定了基礎。港澳臺地區的盲人仍然沒有簡寫方案，在目

前盲文基本方案不通用的情況下，本研究成果不能直接在港澳臺地區應用。  

3.2 成果的社會影響和效益    

對簡寫方案的需求是世界上各種語言盲文的共性。本研究成果實現了漢語盲

文簡寫方案零的突破，具有與國際上盲文普遍簡寫的慣例接軌的重要意義，填補

了我國漢語盲文簡寫方案的空白。 

本研究成果受到了試驗學校老師、盲生的好評，受到了學習過英語簡寫盲文

的大學生的歡迎，也受到了盲文出版界的歡迎。盲文使用者和工作者普遍認為本

研究成果已經比較成熟，有效提高了漢語現行盲文的簡明性和準確性。 

我國盲文研究的基礎薄弱，黃乃先生逝世近 5 年來，除了本課題組發表的 9

篇學術論文外，沒有檢索到其他正式發表的盲文研究學術論文。本課題研究使得

我國盲文研究沒有完全中斷，並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對盲文研究的重視。中國盲

人協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等相關部門希望課題組繼續進行盲文研究，尤其是簡

寫方案推廣實驗的相關研究。  

本課題研究也受到了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的關注和支持，目前盲文研究已經成

為北京市特殊教育重點建設學科的一個研究方向。北京聯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批

准成立了盲文研究中心，將盲文研究納入了學院長期科研的重點方向之一。 

 

項目批准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 04BYY005  

項目名稱：漢語盲文簡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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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與抉擇 

                       ----一個低視力孩子的隨班就讀自敘 

 

申仁洪 李果*
 

（重慶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院） 

 

摘要：文中採取敘事研究的方法，通過一個低視力孩子對自身隨班就讀經

歷和抉擇的自敘，探討影響隨班就讀有效性的因素。研究表明隨班就讀的

政策落實有待加強；融洽的同伴和師生關係給予個體積極的支持；支持環

境的創設給予個體更多參與的機會；評價方式的改革減輕個體負擔；教育

施與受關係應和諧；應高效利用普校的豐富資源。 

關鍵字：低視力       隨班就讀      有效性      敘事研究 

 

     隨班就讀自 1987 年實行以來已走過 20 年左右，在特殊教育格局中占主體地

位，成為中國特殊教育多元發展中的重要一元。緊隨世界教育發展趨勢，隨班就

讀亦是融合教育在中國的本土化。隨班就讀為學生提供了更多融入、參與主流社

會的機會，但在隨班就讀的實踐中，來自教師、家長、學生的不同聲音在質疑隨

班就讀的有效性。[1][2][3][4]而筆者在見習時，遇到一位由普校轉入盲校的正處於義

務教育階段的隨班就讀低視力學生 S（化名），為何在義務教育階段由普校轉入盲

校，此情況也引起筆者對隨班就讀有效性的質疑，因此，為了深入瞭解影響隨班

就讀有效性的因素，選取了 S 作為個案，通過其對自己隨班就讀經歷及就學選擇

的自敘來探討隨班就讀有效性的因素。 

 

1.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是敘事研究，採用了開放式訪談法、觀察法。 

1.1 研究物件 

S 是一名男生，13 歲，一隻眼睛只有光感，另一隻眼睛最好矯正視力<0.1。父母在

S 七個月時離異，S 跟著父親（父親因白內障致盲，現已去世），自己至今不知道

母親在哪裡。S 由爺爺、奶奶撫養。小時侯由於高燒把眼角膜燒壞，導致低視力。

到兩三歲時，家長才發現 S 看東西比較近，便帶 S 去醫院檢查，才知道其視力有

問題。S 是在五六歲時才感到自己與其他孩子的不同。在進入盲校前，S 是在某市

某主城區的公立小學隨班就讀。 

1.2 資料收集 

                                                 
* 申仁洪，男，重慶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院博士、教授；李果，女，重慶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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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S 進行了兩次開放式訪談，第一次讓其談談在小學隨班就讀時，自己印象

深刻的經歷；第二次針對第一次 S 的自敘，提出相關問題，以驗證相關自敘和深

入問題。訪談中，S 很配合，願意說出自己的經歷，兩次訪談都著重於 S 的自敘，

並對兩次訪談進行了錄音存儲。在其課餘時間，對其課餘活動亦進行了非參與式

觀察。 

1.3 資料的分析處理 

對收集的資料進行即時整理，以做好再次訪談的準備。本資料將被研究者的自敘

以聚類分析的方式進行呈現。[5]（呈現的內容均採用第一人稱代表被研究者，以呈

現其自敘內容） 

 

2.研究結果 

2.1 入學風波：我是有資格進普校的 

我去就近的學校報名入學，學校得知我的視力情況後，拒絕讓我入學，建議我去

盲校入讀。後來，我的爺爺奶奶找到當地教委，教委負責人對學校說，孩子有視

力，看得到字，不是盲，可以讀普校，這樣，學校才勉強讓我就讀。 

2.2 同伴關係：只要同學和我玩，我什麼都不想想了 

    同學們在三年級時才知道我與他們的不同，自此以後，他們就不和我玩了（S

表情沮喪）。我主動找他們玩，他們說不和我玩，他們說我眼睛看不到，是瞎子。

我聽後，自己走開了，一個人在教室坐著，一天就看書和睡覺。看到他們玩，我

一個人坐在位子上，安慰自己：玩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把學習搞好。曾好幾次

主動找他們玩，但一次次被拒絕的情況下，我也不再主動找他們玩了。我沒有把

這些事情給老師和家長講，除了回家和家裡人說話，在外面都不想說話，那段時

間很內向。在家，學習上就找爺爺，生活上就找奶奶，我們也一起討論一些時事，

和家人在一起很開心，但回到學校，我就不說話了，因為沒人和我玩。 

直到有一個女生轉到我們班上來，我又變得開朗起來。在她之前，沒有一個同學

主動找我，和我一起玩。這個女生，三年級時轉到我們班，坐在我後面一排，是

班上的副班長，她對我的學習幫助得最多，後來，我們成了好朋友。我和她成為

朋友是因為有一次我寫了一篇名為《走進殘疾人的心靈》的作文，並在班上誦讀，

下課後，她主動找到我，當時我感到奇怪：她才轉到我們班上來，除了上課，小

組討論時，我們也沒怎麼說話呀，她找我做什麼。後來她跟我說，她很欣賞我的

作文水準，問我作文為什麼寫得這麼好，有沒有什麼竅門。我們就這個話題談了

很久，回家晚了，還被奶奶罵了（S 此時笑得很開心）。她也在學習上説明我，比

如英語字母對於我而言很小，她就把課文上的字一個一個幫我寫大讓我看，她無

報酬地幫我。現在她在讀初一，我在住讀，沒怎麼聯繫了（S 聲音低沉）。不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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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星期六、星期天會聚在一起玩（S 笑得很開心）。後來三年級下期最後一個月

時，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可能是同學們懂事了，又和我一起玩了。我當時很高

興（S 笑得很開心），心想：又可以和同學們一起玩了，又融入大家庭了。我也沒

來得及想原因，只要他們和我玩，我就很高興了。我上課的狀態變得積極了，自

信心也增強了。 

回想和同學們一起打籃球，我一般就站在籃板下負責投籃，有一次，同學把球傳

給我，而我被對方前後夾擊，把球往籃板一扔，球可能由於氣太足，就爆了，同

學們見球壞了，就說快走，免得被發現。第二天，體育老師問到我們，我們說球

是自爆的，後來體育老師就不借球給我們了。同學們也沒怪我，我奶奶給我買了

個籃球，我就和同學們一起打。同學們知道我眼睛不好，在傳球的同時，會用語

言提醒我球來了，並提示我對方的形勢，給我加油。我投球不是很准，在我球沒

傳進時，同學有時也會埋怨我，但我不在乎，我下次會注意，但他們還是和我一

起玩。特別是第一次和他們打球時，他們埋怨我，我也沒在乎，心想他們已經和

我玩了，我當時高興得連書包都忘了拿。 

2.3 師生關係:我的快樂、感激與煩惱 

    一、二年級時，老師都知道我的視力情況，老師不怎麼喜歡我，沒怎麼管我，

把我安排在最後一排，並告訴我：“聽得懂就聽，聽不懂就算了，做得來就做，

做不來就算了，作業交上來就收。”而且，其他同學考好了有獎勵，而我沒有。 

三年級時，我們換班主任了，30 歲左右，他認為我的作文寫得還可以，就單獨訓

練我寫作文，那時我不想寫，加上同學也重新和我玩，我就貪玩了，就更不想寫。

老師仍然鼓勵我，細心地給我講寫作方法，和我一起探討範文，在這樣的訓練下，

我也逐漸對寫作產生了興趣。老師鼓勵我向作家上面發展，說是有一定空間，可

我知道我這種情況，怎麼能成為作家，但我不想辜負老師，還是堅持在寫。我很

感謝老師利用休息時間給我輔導。 

四年級的一次美術課，老師讓看黑板畫透視圖，我坐在最邊上，看不清黑板，老

師讓我不看黑板按自己的想法畫透視，我畫得不好，他又指指點點不耐煩，全班

同學都看到了，這時我想：我不畫了，後來我不畫了，老師也不理我，就走開了。  

五年級時，我們又換了班主任，50 歲左右，她曾經的班上也有過我這樣的學生，

這個老師對我很好，我被調到第一排，當時還看得到一些。中午有些時候，老師

會出些題目在黑板上，我看不清楚，她就替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念。在上課時講的

那些題，下課後，她也會在辦公室單獨為我講解。我上課也積極發言了，管它答

案對不對。班主任也告訴同學不能欺負我，否則後果自負。老師也叮囑我不要和

同學瘋，以免受傷。 

課間時段：我原來有點兒調皮，下課愛和同學瘋打，被校長拉到辦公室訓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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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不好，就不要和那些同學瘋嘛，萬一撞到了，學校怎麼負責呢。當時我一隻

耳朵進，一隻耳朵出，當耳邊風。 

電腦課上：一次電腦課，教學 FLASH 動畫，老師的滑鼠移動太快，我看不清楚，

後來我問老師，這個怎麼做，老師說：“我教可以，但你要做一個 60 秒的動畫出

來。”我說好。老師就一步步教我做，後來我做了一個球的運動，這是我第一次

完整地作完一個方案，我非常高興，而且感到很受重視。 

科學課上：一次上科學課，老師發蠶絲，每個同學都有，就是我沒有。我給老師

說我沒有，老師說你沒有就算了。我就只好坐在旁邊看別人做。後來下課鈴響了，

我對老師說：下課了。老師說我違紀，就讓我站起來，我站起來，背靠在牆上。

我討厭上科學課。 

2.4 學業成績：我有很大的壓力 

 我學習有壓力，同學都是明眼人，我卻看不清楚。如在電腦課上，那鍵盤上的字

很小，我看不清楚，別人打了很多字，我卻一個字都沒打完。考試時由於字太小，

看不清楚，使本來會做的題都做錯了，感到很不甘心。考試時我和同學是一樣的

考試，那些字我看不清楚，我去問老師，有些老師會給你念，有些就讓你自己去

看。對於那些不給我講的老師，我也只有無奈而氣憤的自己回到座位，賭氣說：

能看就看，不能看就算了。以前很喜歡英語課，每天拿著答錄機聽英語，後來英

語字母越來越小，我也看不清楚了，沒辦法學下去。我有時會感到難過，自問：

為什麼我的眼睛會是這樣？五年級下期，視力下降得很快，課本完全看不到，而

別人都把作業做完了。回到家我便躺在床上，很難過，想不通：為什麼我是殘疾

人，我為什麼就比別人差，我就是看不到。拿到成績，我覺得自己及格就很好了，

我的標準是 60 分，超過 60 分就很高興。我想自己視力不好，能考到這個分數就

不錯了。四年級下期有一次語文考試，由於生病，沒怎麼複習，考了 70 多分，我

非常高興，爺爺奶奶也非常高興。小學三年級以前，由於不需要看太多的書，視

力下降得慢，後來學業加重，又面臨升學，用眼過多，所以視力下降得很快。 

2.5 組織活動：我想參加 

學校組織軍訓，同學們都去了，軍訓這麼高興的事情，我也很想去，可是學校不

允許我去，我很難過，想：為什麼要這麼對我？（S 表情很沮喪，拉扯自己的手指）。 

2.6 就學選擇：不想麻煩他人，但條件允許，還是願選擇普校 

    從普通學校轉到盲校，一是因為視力確實不行了，學習跟不上，也不想麻煩

他人。二是父親曾跟我說普通學校就你一個視力特殊的孩子，在那裡壓力會很大，

到盲校還可以學些生活技能。到了盲校，大家都差不多，你的壓力沒這麼大。我

當時沒領會到父親的話，來了盲校就感受到了。如果普通學校為我提供一切能為

我繼續留在學校的條件，我還是願意留在普通學校。在普通學校可接觸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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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圈很廣，盲校每天都是這些同學。普通學校的教學設施更加完備，如在盲校，

有人訓練籃球，我們想打籃球的就不行了，而普通學校有多個籃球架。 

 

3.討論與思考 

3.1 從上而下落實隨班就讀的相應法規應 

隨班就讀自 1987 年以來到 S 入學已有 15 年左右的發展進程，這種特殊教育發展

的主體形式已由最初的解決殘疾兒童入學問題發展到思考如何保證隨班就讀的有

效性上，可 S 的經歷證實“普通學校必須接受有學習能力的殘疾學生（盲、聾、

智力障礙者等）入學”的法規並非以強制的形式實現，而是依靠社會關係或說教

的形式予以勉強實現，法規的強制性並非從上而下的落實，而且存在落差，這說

明從中央到地方的法規宣傳、執行力度具有差異性，更重要的是它將影響隨班就

讀相應法規在普通學校的內化，進而影響到個體隨班就讀的品質。 

3.2 建立積極的支持：融洽的同伴關係、師生關係 

3.2.1 融洽的同伴關係 

每個個體都是特殊的，而對於隨班就讀的學生，S 與班級同學存在個體與群體的差

異，如何在心理上縮小彼此的差異，對 S 而言，融入是重要的，在 S 的經歷中，

融入表現為：一、同學願意與其“玩”，這樣的玩伴關係使其可以毫無顧及的參

與到同伴之中，而同伴情感的交互作用在自然狀態下發展，無需任何雕飾。在自

然的情境中，同伴給與 S 情感、環境、資訊的支援，S 也很自然地接受，在無障礙

的同伴交往中，S 更加適應班級與學校生活，同伴也在隱性課程中得到成長，自然

的給予 S 支持，看到更多的是彼此的共性，而且 S 的經歷表明非學業的適應能增

進學業適應，這也為隨班就讀的良性發展提供了成長的土壤；二、平等對話，相

互支援，S 與副班長成為好朋友始于 S 作文的突出，S 與其共同探討，體現 S 的個

人效能，而對於副班長的支持，其也樂意接受。說明在隨班就讀中，應充分挖掘、

肯定個體的生產力，個體似乎更能以平等的姿態融入同伴給與的支持，因為個體

能從中體會到每個人都需要支援。 

3.2.2 融洽的師生關係 

     從 S 經歷的師生關係的對比可見教師的關懷對其的影響：融洽的師生關係使

個體充滿快樂與感激，而這種精神力量可轉化為個體學習的動力；與此相反，不

融洽的師生關係強化了學生的邊緣化，也使學生由討厭老師累及到學業，對學校

生活的快樂感到缺失。因此，隨班就讀中，教師的素養成為關鍵，S 與老師的融洽

關係建立在老師的個人人格、教育理念及任教經歷上，而接收隨班就讀的普教教

師應該具備怎樣的素養，沒有特殊教育專業背景的普教老師應有怎樣的專業結構，

如何實現其專業化，是當下一個現實問題，也是促進老師與隨班就讀學生更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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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的途徑。 

3.3 變革評價方式減輕個體的負擔 

   統一的評價方式讓 S 感到了不適應，可適應應該是自方和他方相互的，為隨班

就讀的個體制定並實施個別化教育計畫，是提高個體在普校生活品質的重要實踐，

視力障礙者的特殊需求要求對個體的評價應多樣化：在評價工具的選擇上，也應

以公平的形式，適合其需求，對於 S 來說，大字卷子、題目的類型和數量等都是

值得反思的；在評價的內容上，應體現多元化，不僅限於標準化的考試，還有平

時的成長袋等，都是重要的評價來源。多元的評價可以幫助個體樹立更真實、積

極的自我，消除自卑、自我懷疑。 

3.4 創設支持環境以給個體更多參與的機會 

   增加參與的機會是融合教育的目標，S 想參加、融入活動，可現實中卻被拒之

門外。其實參與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按參與的人數分，可以是獨自參與和共同

參與；按參與的程度分，可以是全程參與和部分參與。明眼人能做到的，視力障

礙者在一定的支持條件下也能實現，比如安全問題，學校可以以增派輔助人員的

形式，説明其維持安全的狀態。因此，支持環境的創設，為隨班就讀的個體創造

更多融入的機會，使他們感到自己在集體中的存在，進而增強個體的信任和安全

感。 

3.5 創設和諧的教育施與受關係 

   S 對老師的好很感激，並把自己視為老師的負擔，在此可以做出兩種解釋：（1）

老師的關懷過度，師生處於不對等的落差狀態，讓 S 壓抑；（2）S 的自我意識有

偏頗，影響其對自己受教育權利的理解。因此，對於隨班就讀的個體，老師施予

的教的關懷的度應如何把握，使學生感受到一種尊重，及學生的心理健康的調適，

並思考二者如何達到和諧是重要的。 

3.6 高效利用普通學校擁有豐富的資源 

   從 S 留戀普校的教學設施、多元的同伴關係、開放自由的空間等可以看出普校

與特校在對比中的一些優勢，也說明高效的隨班就讀可以使個體更好的融入多元

的社會，能更好地培養他們的社會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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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視障教育教育合作項目簡介 

 

曹正理 

(青島市特殊教育研究會) 

 

1. 第一期項目：低視力教育 (2002-2005 年) 

1.1 項目的立論和目的  

各國的研究表明，多數視力殘疾人都還具有一定的剩餘視力，而且他們是能夠利用哪怕

是很微弱的剩餘視力的，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視力損傷”的觀念。因此，

在視障教育發達的國家中很早就出現了區別於“盲教育”的“低視力教育”研究，並產生了

各種不同的教學形式和方法。中國大陸低視力教學是 1979 年從上海盲校開始的，在國家教

委要求下，相繼又有二十幾所盲校實施了對低視力學生的分類教學。然而在探索和嘗試過程

中，各盲校在理論、方法、測查、評估、設備和輔具等方面遇到了許多的困惑和問題，使低

視力教學的發展以致整個盲校辦學質量的提高受到嚴重制約。 

芬蘭的眼科女專家萊婭•海瓦琳 (Lea Hyvaerinen) 提出的“功能視力”的概念把視

障教育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我們所關注的核心已經不再是視障者的生理視力參數，而是視

障者怎樣利用他們的功能視力來應對錯綜複雜的生活境況。海瓦琳教授按我們生活的需要把

功能視力的運用歸納劃分為四個方面：(1) 人際交往溝通；(2) 定向行走和活動；(3) 日常生

活自理；(4) 持續閱讀或近距離用眼。由於視力損傷情況不同，每個人在完成不同的生活任

務時對剩餘視力的使用情況也是不同的。一個人可能在街上行走時使用盲人的定向行走技術，

而卻能在助視器的幫助下閱讀黑白印刷文字的報紙；而另一個人則能在外出定向行走方面沒

有困難，卻不得不使用盲文來閱讀。總之，人們在生活中每時每地都在使用功能視力，所以

視障者需要在一生中通過訓練來獲得和開發其剩餘視力的功能。 

另外，世界衛生組織 2001 年頒佈了《國際功能、殘疾和健康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 ICF)。這個文件採用了“生物、心理

和社會”的模式，體現了人類對於健康、疾病和殘疾的最新認識；例如它在術語上用“活動”

代替了“殘疾”，反映了殘疾人對自身狀態的認識；用“參與”代替了“障礙”，並引入了

一系列環境因素以確定參與社會生活的程度。這種模式改變了過去單向的殘疾理念，即損傷

造成殘疾，殘疾又造成障礙。按照 ICF 的觀點，殘疾不再是個人的問題，不能只對殘疾個體

的能力進行教育和訓練，以讓他們來適應社會和環境，人們也應盡力消除社會和環境中影響

殘疾人活動和參與的不利因素。 

《ICF》的思路和海瓦琳的理論以及她研製的一系列測查和訓練方法給我們帶來了許多

嶄新的啟示。為此，我們想結合借鑒德國的一些成功經驗，提高我國的視障(尤其是低視力)

教育水準，從而真正改善視障兒童的學習和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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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項目的實施和成果 

2002 至 2005 年在德國米蘇爾社會發展基金會 (MISEREOR) 的資助下，由北京、青島、

太原、成都、武漢、瀋陽盲校以及北京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與德國漢堡大學合作開展了

“低視力教育合作項目”。通過每年舉辦兩次由國內外專家主講的培訓班和大量的校內實踐

工作，對這些試點學校的視障教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盲校按照新的低視力理念調整課

程設置、改變課堂教學方法、改善教學設施和校內的視覺環境 (包括照明、色彩、反差、標

識提示等)。這些措施使學生的功能視力的運用得到了提高，越來越多的學生得到了適合的

助視輔具。教師們在低視力教學上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並尋求新的方法將低視力教學的

效果用於課程評價中。他們為學生製作了閱讀架、大字課本、觸摸圖書以及其它教具課件，

並為有需求的學生添置了護眼檯燈。特別是每個項目校都建立了自己的視功能訓練室。視訓

室配有特殊的燈光照明、專用的器材和訓練材料以及眼科醫院所不具有的測試圖卡 (如“反

差視力”和“放大需求”測試)，用來對有剩餘視力的學生進行功能視力的測評和訓練。視

訓室的設施在三年中不斷得到充實，並且還在繼續完善。這些學校還根據視力測查和訓練情

況重新建立了學生的個人視力檔案，以作為學生教育需求的診斷和評估以及配置助視輔具的

科學依據。另外，為了更廣泛地傳播新理念、新知識和新方法，各校還開展了對校內教師和

本地同行的二級培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北京師範大學特教系和德國漢堡大學特教研究所除了對項目進行學術指導和授課外，還

承擔了聯合培養研究生的任務。第一期項目期間，在項目課題研究的基礎上產生了《視力殘

疾兒童視功能訓練與實踐新探》和《ICF 框架下提升功能性視力模式的探究》兩篇質量較高

的碩士學位論文和一本題為《視力殘疾的康復》的專著，系統地論述一些新觀念和新方法的

理論依據及實施細則，為探索視障教育的創新提供了許多可借鑒的模式。 

 

2. 第二期項目：視覺康復 (2005-2008 年) 

我們在第一期項目實施過程中發現：盲校和視障兒童的家庭缺乏溝通合作。除了視障兒

童到了入學年齡上盲校之外，家長在視力損傷、早期幹預、專項訓練和家庭教育等方面得不

到任何指導幫助。由於視功能不只單單取決於眼睛的構造和機能，而是需要智力參與互動的。

因此，進行視功能訓練應該越早越好。如果孩子在出生時就被診斷為視力損傷，那麼就應該

馬上開始視功能訓練。如果父母掌握正確的知識，那麼可以在嬰兒期就對孩子進行一些提高

視功能的訓練，進而增加孩子的視覺經驗，以促進智力發育。然而，絕大多數的父母根本不

具備這些專業知識和操作能力。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盲校為依託，建立一套早期幹預和諮詢

指導的機制。有視力殘疾的兒童即使是嬰兒都應盡可能早地知道並體驗他周圍的“視覺世

界”，並且他們應該學習如何利用剩餘視力來定向和活動、與人交流和娛樂，從而享受到這

個世界的快樂。視力殘疾兒童越早開始視功能訓練，日後的收益就會越多。 

六所參加第一期項目的學校利用視訓室對在校各年齡段的學生所做的工作是十分有效

和有意義的，但我們希望這個項目能夠繼續深化，即把視訓室作為提供早期幹預和家長諮詢

指導的專業場所，這也就是第二期項目的主要任務。另外，第二期項目還希望使更多的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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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過去三年中六所項目學校的成功經驗，並且加強和拓寬與視障有關的各機構之間的聯網

協作。基於以上述考慮，我們申辦了以“為建立視覺康復和家長諮詢指導機制培訓專業人員”

作為主旨的第二期項目，並又吸納了上海、南京、天津、重慶、淄博、泰安、張家口、大連

等八所盲校和南京特殊教育職業技術學院加入項目。值得注意是，在用語上以“視覺康復”

代替了先前使用的“低視力”。這是因為“低視力”的內涵在國際術語使用上有很大差異。

在美國“低視力”是對視障者的通常稱謂，而在歐洲則是針對功能視力的訓練而言的。為了

明確和簡化術語，在項目中把“功能視力的使用與訓練”統稱為“視覺康復”。視覺康復的

基本概念和我們過去三年中所強調的視功能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然而第二期項目的具體目

標卻有所拓展： 

(1) 進一步推廣和強化“視覺康復”的理念和措施 

通過繼續拓展前期“低視力項目”的工作，特別是在學科教學中對“視覺康復”和

“ICF 殘疾理念”的滲透探索，提高視障(尤其是低視力)教育質量。 

通過對新加入項目學校學員的培訓以及各校在培訓班後的二級培訓，擴大前期項目取得

的成果。 

繼續改善各項目學校校園視覺環境；完善視訓室和視訓器材；改進助視輔具的供應、驗

配、使用指導和監督。 

(2) 在各項目學校及相關機構之間合作建立早期幹預和專業諮詢指導協作機制 

在項目學校中建立“諮詢指導中心”，使各校能給予視障兒童及其父母、本校教師、隨

班就讀的學生及其所在學校的教師提供專業諮詢和技術支援，其中還包括幫助各學校編印宣

傳指導小冊子，並把宣傳冊發放給各地的殘聯、教育行政部門、民政部門、社會工作者、眼

科醫生、康復工作者、配鏡師、相關家長和一些民間組織，加強他們對當地盲校及其工作的

瞭解和支持協作。 

把“早期幹預”和學前教育作為各盲校的一項重要任務。各校不僅利用視訓室為本校的

學生提供功能視力的測查、診斷和訓練，而且也要面向社會，為其他視力殘疾的嬰幼兒提供

各項服務。 

 

第二期項目期間，分別在北京、武漢、青島、天津、重慶、成都、大連、南京、瀋陽舉

辦了十餘次培訓班和研討會，除了 16 個項目單位之外，還有幾十所非項目盲校以及天津眼

科醫院、瀋陽何氏眼科醫院、各地殘聯和教育科研部門派人參加了項目培訓班或二級培訓。

德國漢堡大學負責制定每年秋季的培訓內容，其中包括“運動與感知促進”、“助視輔具的

使用與訓練”“融合與全納”、“盲校戲劇教育”、“遊戲和玩具在早期教育中的應用”、

“家長諮詢指導”“盲校視覺環境的營造”等，並選派德國專家來中國授課和提供必要的培

訓教材教具。春季培訓班則由中方主辦，主要是由六所前期項目盲校把在第一期“低視力項

目”中所獲得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傳授給新的項目學校學員，並共同交流探討工作中的實際問

題。每個新加入項目的盲校與項目承辦者簽訂書面協定，並按地區與六所前期項目學校中的

一所結為長期協作夥伴。三年中，項目利用德國資助款為各校配置了價值約 100 多萬元器材

設備和圖書資料。各學校都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財力，相互協作，富有創造性地完成項目任

務，已經取得了不少令人振奮的成績。第二期項目期間，南京特殊教育職業技術學院承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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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製《放大需求漢字測試圖卡》和編寫《視覺康復》規範教材的任務，並發表了《視功能訓

練中色彩搭配方法的研究》的論文。北京師範大學特教系的研究生也結合項目內容進行“視

力殘疾兒童隨班就讀巡迴輔導教師的角色探究”和“戲劇教育對視力殘疾學生發展的促進

作用”等幾方面的課題研究，並撰寫提交了碩士論文。北京盲校在其他項目學校的協作下編

寫的《視覺康復指南》2009 年 5 月正式出版。項目還與北京同仁醫院眼科研究所、溫州醫

學院眼視光學院、中國盲文出版社、北京國宏康醫療儀器公司、武漢 BRI－VISION 光學器

材公司、南京遠望視光學中心、南京愛德基金會、北京紅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等機構建立

了交流和協作關係。 

 

2008 年 3 月各項目學校和 12 個非項目單位以及來自德國的 20 位視障教育專家和特教

大學生在上海盲校舉行了為期三天的滙報暨研討大會。110 多位與會者聽取了 22 個專題報

告，並熱烈地討論交流了成功經驗和存在的問題。 

 

3. 第三期項目 ：視障融合教育 (2009-2011 年) 

2008 年 8 月項目承辦者向德國資助機構提交報告，申請再舉辦第三期項目。該申請已

於 2009 年 2 月底得到了批準，目前第三期項目已經啓動，18 所學校報名參加，並與項目簽

訂了合作協議（新增加了浙江、貴州、長沙、廣州、蘇州、溫州、煙臺 7 所盲校）。 

本期項目以“推進中國視障融合教育”為主旨，結合國際上近年來新理論和新探索，以

及囬顧總結中國大陸 20 多年來的融合視障教育實踐，擬在這個領域利用前期項目成果，發

揮中心盲校的“基地”作用，改善目前國內“融合模式單一”、“巡囬諮詢指導不利”、“特

教技術支持不足”、“相關人員和機搆協調機製缺失”等狀況，以促進視障融合教育的發展。

具體措施包括： 

探索嘗試多樣化的融合教育安置形式；在項目盲校建立完善的“融合教育諮詢指導工作

室”和“媒體資源中心”，以提供常態化的、有效的諮詢、培訓、協調服務和特教技術支持；

創建 e-learning 網絡平臺，為所有相關人員和機搆提供資訊資訊、專業知識 和溝通交流；協

助南京特殊教育職業技術學院改進培養隨班就讀師資的課程設置，以及“盲校功能轉換”的

科研課題研究。 

本期項目培訓方式與前兩期相同，即每年春季培訓班由中方主辦，包括國內專家講課、

項目學校學員交流研討和實地攷察和調查；秋季培訓班則由德國專家主講。各校在兩次培訓

班之間要完成項目佈置的作業和工作任務。第一次培訓活動定於 2009 年 6 月初在南京舉行。 

 

聯繫人： 

曹正禮 （項目主任，青島市特殊教育研究會理事長） 

電話/傳真：0532-83840334 手機：13012518000 

電子郵件：zhengli_qd@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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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冬 博士 （項目經理） 

電話/傳真：010-67103221 手機：13681143347 

電子郵件：huangdong113@263.net  

 

Prof. Dr. Sven Degenhardt  （項目首席學術指導） 

University Hamburg（德國漢堡大學特教系） 

Sedanstr. 19, 20146 Hamburg / Germany 

電子郵件：uniHH@edu4blind.de  

 

Ruth Schimanowski （施露絲，德國米蘇爾基金會北京聯絡處主任） 

電話/傳真：010-64666174 手機：13717924111 

電子郵件：schimanowski@misereo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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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參照字母｣，過好盲文點位關 

 

徐波 

（重慶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院） 

 

摘要：每一個盲文字母都有與之對應的獨一無二的點位或符形，而同一個

符形在脫離語境的情況下卻可能對應兩個字母。盲文字母中的每個點都可

依據其所處的排、列關係進行座標式定位。為此，筆者提出“參照字母”

這個概念，並舉例論述通過參照字母確定其它字母點位元的方法。 

關鍵字：盲文   參照字母   點位元 

 

    視力殘疾是指由於各種原因導致雙眼視力低下並且不能矯正或視野縮小，以致

影響日常生活和社會參與。視力殘疾者是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是整個社會有機體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是人群中的相對少數，但絕對數量也相當大。第二次全國

殘疾人抽樣調查顯示，到 2006 年 4 月 1 日，我國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為 8.34

％，而視力殘疾又占其中的 4.86％，多達 1233 萬人。 

盲童入學後，開始學習盲字。先教他們使用寫字工具和摸寫盲字點位，後教識記字

母，區別字母點位元和形狀……為以後學習語文，培養讀、寫盲字的技能和技巧打

好初步的基礎。盲文字母的學習必須把識記字母的整體形狀（即符形）和摸讀字母

的點位元結合起來，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盲文字母體系中，每一個字母只有獨一

無二的點位元或符形與之對應，而同一個符形在脫離語境的情況下卻可能對應兩個

字母，如：“ ”（l 勒）與“ ”（un yun 暈）的形狀完全相同；“ ”（f 佛）和

“ ”（ao 凹）；“ ”（ong 翁）同“ ”（d 得）等等也如此。此外，還有不少

字母的形狀極其相似，如：“ ”（m 摸）和“ ”（ian yan 煙）；“ ”（zh 知）

與“ ”（ing ying 英）等。對處於盲文初學階段的許多盲生而言，他們在摸讀過程

中雖然也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從字母的形狀這條線索出發對字母進行辨認，但由於盲

文學習經驗的有限性，在接觸許多符形時通常不能僅僅根據其形狀快速確定究竟是

哪個字母，因此還需要其它輔助性的策略。 

在盲文字母的學習過程中，根據點位元與字母的對應關係，在準確判斷每個字母

點位元的基礎上掌握每一個字母是盲文學習的重要方面。下面介紹一種通過找“參

照字母”來確定點位元的方法，希望能對盲生過好盲文點位關，進而掌握好每一個

                                                 

 徐波，在讀碩士，專業方向：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論。E-mail:xbwave@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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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文字母有所説明。 

一、盲文六點子的座標式定位 

六點子由六個凸起的小圓點組成，從上到下依次為：第 1 排（1、4 點），第 2

排（2、5 點），第 3 排（3、6 點）；從左到右來看分為：第 1 列（1、2、3 點），

第 2 列（4、5、6 點）。任何一個盲文字母都是由這六個點中的一個或多個按特定的

排列、組合而構成的。 

根據盲字基本結構中的排、列關係可以給六點子中的每個點進行座標式定位，

如：既在第 1 排又在第 1 列的那個點一定是第 1 點，用座標表示為：（1，1）。同理

第 2 點為（2，1），第 3 點為（3，1），第 4 點為（1，2），第 5 點為（2，2），第

6 點為（3，2）。在判斷一個字母的點位元時，只要知道一個字母所有點的座標，它

的點位就一定可以確定，進而根據點位元與字母的對應關係便能準確判定它是哪個

字母了。 

二、“參照字母”的概念 

在盲文字母的摸讀過程中，凡是能為其它字母點位元的準確判定提供依據，起參

照物作用的那一方字母都可視為參照字母。它是一個表示相對關係的概念，每一個

具體的字母的參照字母可以有許多個，同時它也可以成為其它字母的參照字母。 

三、找參照字母的條件 

若一個字母只有一排或兩排，往往需要通過參照字母才能準確確定其點位。如：

“ ”，如果脫離了與其它字母的對比關係，僅根據形狀，很難確定它的點位是 2，6

點（o 或 e），還是 1，5 點（ie）。又如：“ ”，“ ”若缺少了參照標準也很容易

將二者弄混淆。而“ ”由於自身有三排，在對六點子的結構比較熟悉的情況下，根

據四個點的相對空間位置關係，不難判斷為 2、3、4、6 點，即“ei”。 

四、根據參照字母確定待定字母點位元的方法 

對多數盲文字母而言，每個點的列數通常可以由這個字母自身來確定（“ ”，

“ ”，“ ”等除外）。例如：“ ”，通過兩個點的空間對比關係，很容易判斷左

邊的那個點屬於第 1 列，右邊那個點屬於第 2 列。確定它究竟是哪個字母關鍵是判

斷這兩個點屬於哪一排。因此，確定一個未知字母的點位元主要是判斷組成該字母

的那些點所屬的排數。 

在實際應用中，可以把參照字母分成兩大類：有三排的字母；只有一排或兩排但

已經確定點位元的字母。以此為分類標準，確定待定字母點位元的方法如下： 

（一）選取有三排的字母作為參照字母來確定待定字母的點位元 

以“    ”為例，這裡一共有三方字母，如果我們需要確定第二方字母的點

位元，可以這樣進行判斷：通過這兩個點自身的相對空間位置關係，不難判斷左邊

那個點屬於第 1 列，右邊那個點屬於第 2 列，欲判定這個字母的點位元，只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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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點的排數就可以了。找鄰近的有三排的“ ”為參照字母，將食指尖停在“ ”

的最高排的那個點上，然後緩緩地向“ ”移動，到達後發現剛好與參照字母的第二

排的點相齊。於是，立即可斷定該點屬於第 2 排，又因為它同時處於第 1 列，所以

它的點位座標是（2，1）即第 2 點。當由參照字母“ ”向“ ”移動時道理類似。

下面那一點可以用同樣的方法由參照字母“ ”或根據它與已確定點位的那一點的

相對空間關係確定為既屬於第 3 排，又屬於第 2 列，點位座標為（3，2），即第 6

點。至此可知該字母為 2、6 點，也就是“o”或“e”。其它字母點位元的確定可採

用類似的方法。 

（二）以已知點位元的字母為參照字母 

以“   ”為例，在這兩方字母中，如果知道前面那一方字母是 2、3、5 點，它的

最高排在六點子中處於第 2 排。要判斷後面那一方的點位，可以將食指指尖停在“ ”

的最高排後向“ ”移動，到達“ ”後發現“ ”的下面那一點與“ ”的第 2 排相

齊，因此在六點子中該點也位於第 2 排，又由於它在待定字母中處於第 1 列，所以

它的點位座標是（2，1），即第 2 點。上面的那個點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由參考字

母或根據它與已確定點位的那一點的相對空間位置關係確定其點位座標為（1，2），

即第 4 點。該字母為 2、4 點，即“i”。這種方法也可以用以判斷其它字母的點位元，

在此不予一一列舉。 

五、通過參照字母確定待定字母點位元的原則 

由於盲生的空間定向能力較差，因此在選擇參照字母時應遵循“就近原則”，

儘量選擇離待定字母近的字母作為參照字母。對於“  （l 勒）”，“ （un yun 暈）”

等字母，也可以用找參照字母的方法確定其點位，不過在運用中需借助於它們與參

照字母空間距離的遠近進行判斷，比如：“  ”相對於“ ”，與後一方字母的距

離更大，而與前一方的距離更小。 

六、結語 

準確判定字母的點位元只是盲文字母學習的一個重要方面，其直接目的在於更

好地掌握每一個字母。隨著盲生心智的不斷發展，以及學習經驗的逐步積累，在實

際教學中還應鼓勵和引導學生從形狀、讀音、具體的語言環境等多方面入手，只有

這樣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學習效果，更好地促進學生思維的發展，為今後拼音、詞

語、句子、語段以及篇章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摸讀盲字既要正確也要迅

速，但在摸認點位元階段，不必要求速度，而是力求認真、仔細、不漏點，不弄錯

點位，防止亂猜點位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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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生個別教育個案研究報告 

 

徐波  

（重慶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院） 

 

摘要  本文運用個案研究法，通過觀察和訪談等探討盲生個別教育的有效

教育對策。在對家長、學校教師、及個案學生個別教育需求分析的基礎上

擬定個別教育一日活動表，並分領域對其進行個別教育訓練。得到如下啟

示：在肯定家庭式個別教育的同時應充分認識到其不足之處，協調好它與

學校教育的關係；充分發揮個訓教師的協調作用；提高家長自身的教育素

養，增強教育的一致性；大力開展夥伴教學；提供持續系統的個別教育。 

關鍵字  盲生 個別教育  個案研究 

 

個別教育是相對於班級教育的一種教育形式，它應該根據學生的能力和起點，控制教學

的內容、進度，因材施教，保證有效的學習[1]。由於特殊兒童顯著的個性差異，在教育過程

中更應堅持個別施教的原則。家庭式的個別教育是個別教育的一種形式，作為學校教育的重

要補充，它可以比較好的滿足學生在家庭裡面的教育需求。筆者通過對一個盲生的家庭式個

別教育訓練及後期的追蹤調查，發現家庭式的個別教育訓練的效果除直接受制於教育者自身

的素質外，還受到該盲生的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的重要影響。希望特殊教育工作者和廣大的

盲生家長能從本研究的成、敗經驗中獲得一些啟示。  

1 研究物件的基本情況 

小陳，男，1993 年生，先天性白內障。3 歲入讀普通幼稚園，4 歲左右因白內障手術失

敗導致雙目失明。目前，在生活自理、人際交往、學習能力、語言發展等方面都比較落後。

小陳的家庭是三代同堂，父母都是中學畢業，母親為全職家庭主婦，父親則為商人。小陳的

家庭經濟條件極其優越，家庭成員之間的交流、溝通較少。他們平時除關心小陳的生活外對

其它方面關注極少，有一種“家庭養，學校教”的思想。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主要通過訪談、觀察法收集資料。首先對小陳的家長、學校教

師（尤其是班主任）、生活老師、同班同學進行訪談，其次對小陳本人進行課堂和家庭觀察，

分析他所處環境中的多方面因素及其相互作用關係。然後根據收集到的資訊分析家長和學校

教師對個別教育的需求和小陳的教育需求，在此基礎上為小陳設計了一日活動表，並分領域

對其進行個別教育訓練。此後，一直與小陳的家庭和學校保持聯繫，每隔一至兩周進行一次

非正式的家訪，瞭解小陳在家庭及學校的發展情況，並提供相關的教育對策和建議，同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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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電話聯繫，並於近期對 B 校和小陳的家庭進行了一次正式回訪。比較全面地瞭解到了小陳

的近況。 

 

3  研究過程與結果 

3.1 家長對個別教育的需求 

筆者多次對小陳的家長進行深度訪談，對他們在家庭教育的內容、方法、效果以

及與學校的交流等方面有了較為全面而深入的瞭解。他們對筆者所即將進行的個別

教育的需求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 提高小陳的盲文摸讀和生活自理能力。 

● 他們自己能掌握一些教育策略，比如：盲文的教學方法。 

● 希望筆者能夠全天候地輔導小陳（這為筆者全面，深入瞭解個案提供了機

會）。 

3.2  學校教師對個別教育的需求與建議 

    學校教師對筆者的介入非常支持，經過多次訪談（主要是針對小陳的班主任），

筆者得知他們對個別教育的需求和建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 除進行學業輔導外，還應重點培養小陳的生活自理能力及良好的學習習慣和

學習態度。  

● 增強小陳父母的教育意識，讓他們多關注小陳的學習、品性培養和自理能力

的發展，少包辦、代替，多與學校開展有效的溝通。 

3.3  個案的教育需求 

全面瞭解小陳在各個方面的發展情況，瞭解他的教育需求是對其進行個別教學

的前提。為此，筆者多次對小陳的父母、同學、科任老師、生活老師及小陳本人進

行訪談，並深入他的課堂、寢室、家庭進行觀察，對小陳在人際交往、生活自理、

學習能力等方面的情況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其教育需求如下： 

● 運動和定向能力訓練 

● 生活自理能力培養 

● 人際交往能力訓練 

● 學業輔導 

● 語言表達能力訓練 

● 學習主動性的培養 

● 家庭的教育支持與協助 

3.4 個別教育的一日活動表的擬定 

以上關於家長、學校教師和個案學生的教育需求分析只是為個別教育的實施指明

了方向，個別教育的順利開展還涉及到設計哪些具體活動的問題，基於小陳的實際

水準及存在的不足，圍繞以上關於他教育需求的分析，並結合小陳的學校課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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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幾次修訂後，筆者為他制定了一張一日活動表（參見表 1），在個別教育訓練中將

表中的各項內容融入其中。 

表 1  小陳的一日活動表 

 星期 

時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7：30—8：20 晨                 練 

8：30—8：55                  早                 餐 

9：10—9：40 盲文 數學 盲文 盲文 數學 盲文 盲文 

10：00—10：

30 

定向 盲文 定向 數學 定向 數學 定向 

10：50—11：

20 

數學 定向 數學 定向 盲文 定向 數學 

11：30—12：

00 

盲文 聽讀 盲文 盲文 手工 盲文 聽讀 

12：10—3：00 午餐           午休 

3：30—4：00 手工 盲文 數學 聽讀 盲文 數學 數學 

4：20—4：50 數學 數學 手工 數學 數學 手工 盲文 

5：00—7：30 晚餐             休息 

7：40—8：10 習 字 

說明： 

※  考慮到小陳的運動能力、生活自理等很差，在設計此表時，把“晨練”、“早

餐”、“午餐”、“午休”等也列入課程內容。其中，聽讀課也是學校沒有正式開

設的課程。 

※  其它未列的時段為休閒、娛樂時間。 

3.5 個別教育的實施 

3.5.1 運動和定向行走能力訓練 

小陳平時幾乎不願參加任何形式的體育鍛煉，身體素質比較差，走路時伴有一

些不雅的走姿態，這方面的訓練主要從下面幾方面著手： 

（1）晨練：筆者每天和他進行晨練，如：一起上下樓梯，步行到社區的健身中

心玩健身器材：室外漫步機、健騎機、太極揉推器等。懂得規則後，一般讓他自己

玩，只把他引導到喜歡的器材處即可。晨練的過程中也融入大量的定向行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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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間鍛煉：利用休閒娛樂的一些時段適度地進行體育鍛煉如:拍球、散步、

做體操 

（3）定向行走訓練：針對小陳走路時右腳外側採取的措施是：把右腳鞋底的外

側墊高，繞塑膠墊子、繩子等有一定長度的物體行進，右腳外側踩在墊子上，內側

貼地；針對他走路時手腳的配合不協調採取的訓練措施是：立定單手前後擺→立定

雙手一前一後的協調擺動→左手右腿、右手左腿的分步練習→手腳配合自然行進。 

3.5.2 生活自理能力訓練 

除進餐外，小陳生活自理的其它方面的發展都比較好，因此生活自理能力的訓練

主要圍繞就餐而展開，具體措施有： 

（1）一起用餐：讓他與家裡人一起進餐，增加小陳交流表達的機會，即時糾正

用餐中的問題。 

（2）糾正偏食行為：若小陳沒有表達對某種食物的需求時，不輕易主動詢問，

用餐前可以先告知他有哪些食物。當發現他有偏食傾向時給予及時糾正。 

（3）堅持用筷子：鍛煉手部力量，促進精細動作的發展。 

（4）融入其它學習：比如，特意將餐桌上的菜按盲文的點位元規則來擺放，當

他需要添菜時，只告訴他需要的菜在第幾點即可。 

3.5.3 人際交往的能力訓練 

小陳有時愛說髒話，遇到困難往往不會主動思考解決的辦法，並缺乏禮貌地求

助與他人的技巧，這極大的影響了他與夥伴及周圍人的交往。這方面的訓練主要是

融在其它活動中的，具體做法有： 

（1）使用禮貌用語：在生活情景中引導他有意識的使用“你好”、“謝謝”、

“對不起”等禮貌用語。逐步減少“命令式”的請求。 

（2）主動求助：引導他當有自己確實無法解決的困難時，禮貌地主動求助於他

人。 

（3）使用“逼迫法”：利用外出等機會，設置困難情景，迫使他與陌生人交往。 

3.5.4 學業輔導 

學業的輔導是此次個別教育的重要部分，小陳在盲文的摸讀、簡單的加減運算、

手工製作等方面還非常落後，這嚴重影響了他參與班級教學活動的積極性，因此學

業的輔導也主要從這幾方面入手： 

（1）盲文的教學：製作一套數張由常見的如：“○”、“△”、“☆”、“◇”

或邊沿呈“︵”或“︶”等形狀組成的卡片，訓練盲文的書寫。利用泡沫塊、玻璃

球等材料製作的直觀教具訓練盲文的摸讀。在教學中遵循從字母到詞語再到句子的

總體順序，並引導小陳把字母、詞語、句子三者結合起來理解。 

（2）聽讀教學：“如果某兒童視覺閱讀和觸覺閱讀的速度都很慢，老師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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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該兒童的學習停留在這種低效率的水準上。相反，教師應該通過其他有效的管道，

讓兒童學習所有的或大多數的課程。”[2]。利用小陳感興趣的語文教材、課外書籍、

錄音材料以及即興的口頭講述等形式按由易到難的順序對他進行聽讀教學。 

（3）手工教學：為了豐富他的課餘生活，培養他的動手能力，樹立勞動的觀念，

養成獨立生活的習慣。特地為他開設了手工課。教學中筆者堅持直觀性原則，通過

形象的語言、具體的動作以及實物來豐富他的感性認識，由易到難地進行紙工、泥

工的教學[3]。 

（4）數學教學：小陳的盲文讀寫水準較差，數學的教學，很多時候採用聽讀的

形式進行。由易到難的學習簡單的加減運算。有時還把教學融入日常生活，例如：

就餐時，口述餐桌上飯碗的分配情況，讓他進行計算；晨練時，讓他計算臺階的數

量等。 

3.5.5 語言表達能力訓練 

小陳能較好地用口語表達自己的需求或與人交流。但是有時發音較模糊並伴有

字或詞語的重複。筆者對此的訓練方法是： 

（1）示範：通過筆者的講話、朗讀以及錄音帶、收音機等示範口語表達的方法

和技巧。 

（2）糾正：發現有表達問題時適當的給予提醒和糾正。 

（3）表揚：當他把較為困難的句子表達得非常好時，則即時給予表揚。 

3.5.6 學習主動性的培養 

在訪談中老師、同學和家長都反映小陳學習的主動性特別差，這主要是由於他

的學習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覺得學習很困難，沒趣。另一方面，主動性的欠缺，

又導致了學習進一步落後。因此，在個別教育中學習主動性的培養非常重要。主要

措施如下： 

（1）控制好教學的難度：在教學中堅持由易到難的原則，不給他太多的挫折感。 

（2）增加教學的趣味性：選擇教具、教學方法和教學情景時，充分考慮他的興

趣。 

（3）表揚、鼓勵：當他積極主動的學習時，即時給予表揚和鼓勵。 

3.5.7 家庭的教育支持與協助 

小陳的父母非常溺愛他，認為他十分可憐、可惜，長期以來以養代教。並抱有

一種“家庭養，學校教”的思想。這極不利於小陳的成長。不過作為家庭主要教育

者的母親也漸漸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表示願意積極的配合教學。這方面採取的

措施有： 

    （1）建議小陳的父母正確認識視力殘疾，充分看到他們的潛力。 

（2）給予小陳鍛煉的機會，不包辦、不代替，提高他獨立自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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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盲教育的一些基本知識，加強對小陳的教育。 

（4）參與到筆者對小陳的個別教育中來，為他樹立學習的榜樣。 

3.5.8 具體實施及效果 

筆者以暑期家庭教師的身份在小陳的家裡對他進行個訓，個訓所安排的教學活動

以一日活動表為線索。除對小陳進行直接的個訓外，還經常與家長溝通，向他們示

範一些輔導技巧，邀請他們參加教學活動或共同進行環境的創設。 

經過兩個多月的個別教育，小陳在多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身體素質增強；

生活自理能力明顯提高；盲文的讀寫速度和準確率提高，能進行 20 以內的加減法的

簡單計算，學習的主動性有所增強，能用盲文書寫自己及家人的名字，表達自己簡

單的思想；語言更流暢了，字或詞語的重複現象減少；更樂意與人交往，遇到困難

基本能禮貌地向他人求助。 

3.5.9 反彈與原因分析 

此次輔導之後，筆者繼續與小陳的家庭和學校保持聯繫，由於多種原因沒有給

小陳提供像前期教育一樣持續、系統的輔導。入學後不久，小陳的母親和學校老師

及同學就反映，小陳似乎又迅速被“打回原型”了，各方面好象又回到了從前，不

但沒有進步，反而還有倒退之勢，甚至出現了一些新的不良習慣，如罵人。 

在瞭解小陳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基礎上，結合對自己前期個別教育的反思，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反彈的原因如下： 

(1)缺乏家長的有效配合：不管是小陳的學校教育還是筆者對他的個別教學，小

陳的家長都沒有參與到其中來，這在無形中就造成了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以及個別

教學與家庭教育的脫節。 

（2）個別教育不持續，並存在一些不足：入學後個別教育沒有很好的持續下去。

再者，由於筆者的學識還很淺薄，教育、教學經驗極有限。在個別教育目標的確定、

內容的選擇、方式、方法的採用等方面不免有不少不足甚至錯誤之處。 

(3)小陳自身的原因：由於長期的溺愛，他的許多不良習慣早已根深蒂固，短時

間不可能改變，他的那些所謂的進步多是在強大的外在壓力下取得的，主要是量的

變化而非質變，即還遠沒有使他樹立“我自己要主動地改變自我”的意識。 

(4)兩種教育方式的不同：小陳的學校教師面對的是一群學生，以班級授課為主，

而筆者僅面對小陳一個人，這種一對一的教學可以比較好地滿足他的多方面的個別

需求。這種反差無疑會對小陳的學習產生重要影響。 

4、建議和討論 

4.1 根據以上的分析，為了提高小陳後繼教育的品質，特提以下建議： 

4.1.1 提高家長的教育素養，營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圍，增強教育的一致性 

列夫·托爾斯泰曾說“教育孩子的實質在於教育自己，而自我教育則是父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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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最有力的方法。”[4]。小陳的父母應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教育素養，充分認識優

越的家庭經濟條件對子代教育的利與弊，力爭把自己的經濟優勢轉化為教育的優勢，

增強對小陳教育的意識。小陳的父母若能本著“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思想，

為小陳長遠的發展著想，努力營造一種家庭各成員齊心協力促進小陳不斷進步的家

庭教育氛圍，那將會更好地促進小陳的發展。 

4.1.2 大力開展夥伴教學，提供持續、系統的個別教育 

小陳所在學校的師資比較缺乏，教師的工作量很大，對學生進行個別輔導的時

間極有限，因此可以把學生視為一大教學資源，充分發揮學生夥伴的榜樣作用，利

用同齡人之間特有的親近感，發動一部分學生對小陳進行個別輔導，可以讓他選擇

自己喜歡的夥伴當自己的“老師”，進行特定領域的學習[5]。人的發展表現在多個方

面，人發展過程中的這些側面是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既然小陳的落後表現在多

個方面，很難跟上班級教育的進度，那麼在教育的過程中就需要考慮小陳發展的方

方面面，為他提供持續、系統的個別教育。 

4.1.3 消減家、校之間交流的隔閡 

良好的家校互動關係可以更有效地促進對孩子的教育，提高教育的品質。但是

目前小陳的家庭和學校很少溝通，家長持一種“家庭養，學校教”的思想，老師則

常抱怨家長不配合學校的工作。對此雙方可通過家訪、校訪，電話、網路等形式加

強有效的溝通。此外，還可以聯合編寫“家校聯繫薄”，內容主要包括事先劃分好

的一些領域，雙方可以陳述小陳在一定時間段內的表現，也可以向對方提問題或建

議。 

4.2 討論 

4.2.1 正確認識家庭教師主導的個別教育在孩子發展中的作用，以及它與父母主導的

家庭教育的關係 

由家庭教師主導的家庭式個別教育能夠比較好的照顧到學生的能力和起點，在

家庭較為寬鬆的環境下施以適當的教學內容和進度，因材施教，保證有效的學習，

滿足孩子的教育需求。並且，家庭教師相對于多數家長而言往往掌握了更多的教育

知識和教學技巧，在輔導孩子的同時可以給家長提供家庭教育諸多方面的指導。這

種教育相對于父母主導的家庭教育往往更系統，目標性更強，對孩子學業水準的提

高有比較明顯的作用。而父母主導的家庭教育則更具自然性和浸潤性，它對孩子的

影響是長久的，潛移默化的。它對孩子行為習慣的養成，道德品質的培養，人格的

塑造等具有其它教育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家庭教師對孩子的個別教育不

應該，也絕不可能取代父母主導的家庭教育。前者只是在必要的時候為後者做適當

的補充並提供必要的支援而已。若本末倒置，或家長因為聘請了家庭教師而推脫自

己的教育責任必將對孩子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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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正確處理家庭教師主導的家庭式個別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關係 

     家庭教師主導的家庭式個別教育和學校教育都是對孩子進行教育的重要形式。

前者主要採用一對一的形式，在家庭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下對學生施以一定的教育。

後者雖也含一對一的個別輔導，但更多的是以班級教學的形式來開展活動。教育培

養的是社會人，它應該關注學生今後參與社會生活、融入社會主流技能的培養，融

合教育是世界教育的發展趨勢，因此，學校教育理應成為教育的主流，家庭教師主

導的家庭式個別教育只是它的一個補充形式。一個小孩是否需要接受家庭教師的個

別輔導受小孩自身的發展水準、意願及家長的意願等多種因素影響。但是這種教育

絕不是學校教育的延伸，若家庭教師將個別輔導學校化，很容易使學生喪失學習的

興趣，忽視與家長的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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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用冷氣遙控器之設計發想 

 

梁成一、姚彥廷、莊素貞 

(私立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摘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生活周邊電子產品日趨多樣化，而其操作上複雜度也相

對增加，現今冷氣機幾乎已經是生活的必需品之一，而其操控方式，大多

是使用遙控器來進行，而遙控器設計，大多數需要使用者利用視覺、聽覺、

觸覺來接收冷氣機所發出的訊息，這對有視覺障礙的使用者而言，是有其

困難性，然而要如何發想以設計出符合視障者的產品，卻少見探討。 

本研究以小型家用冷氣機 (1600~12500kcal/h) 為對象，以現今冷氣機所能

控制的功能為基礎，提出一套適合用在盲用冷氣遙控器設計發想方法，並

據此提出發想的改良方案，期望得出之結論能提供日後冷氣機設計參考，

以設計出更能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冷氣機。 

 

關鍵字：冷氣機、使用行為、視障者、資訊負荷 

 

一、前言 

據調查顯示，台閩地區截至民國 97 年底止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計有 104 萬 585 

人，身心障礙人口占總人口之比率為 4.52％；視障者人數至 2008 年底時將近五

萬六千人，佔身心殘障人口數的 5.34%，且視障者人數有逐年增加趨勢 (行政院內

政部社會司，民 98)。 

現今冷氣機幾乎已經是生活的必需品之一，而其操控方式，尤其是小型辦公空間、

商業空間和家庭空間大多是使用遙控器來進行，而遙控器設計，大多數需要使用

者利用視覺、聽覺、觸覺來接收冷氣機所發出的訊息，並迅速傳達至大腦，依過

去使用與學習經驗，從目前機器操作情況為基準調整，達到控制機器的目的。 

根據相關研究指出，人類學習途徑以視覺經驗為主 (佔 40%)，其次聽覺經驗 

(25%)、觸覺經驗 (17%)、味覺嗅覺經驗 (3%)，其他知覺經驗佔 15% (徐鉅昌，民 

75)，可見若失去視覺輔助將造成生活上許多的影響。對於視障者而言，電子產品

的操作介面上，點字、觸覺圖像等觸覺刺激輔助是必須的 (吳佳育，民 95)。 

隨著科技的進步，生活周邊電子產品日趨多樣化功能型態，因此其操作上複雜度

也相對增加，為了使操作者能易於操作，必須將一些提示功能導入產品介面，而

所謂的提示功能一般所指的是以文字、圖像、符號等視覺設計要素的呈現，以及

聽覺刺激的聲音、語音輔助，以增加產品的預設用途性 (affordance)，如：王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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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6) 對兒童網頁互動式選單按鈕之預設用途提出了設計原則、羅文嘉 (民 97) 

提出了電書閱讀器的圖像設計，然而要如何發想以設計出符合視障者的產品，卻

少見探討。 

本研究以小型家用冷氣機 (1600~12500kcal/h) 為對象，以現今冷氣機所能控制的

功能為基礎，試著提出一套適合用在盲用冷氣遙控器設計發想方法，期望得出之

結論能提供日後冷氣機設計參考，以設計出更能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冷氣機。 

 

二、文獻探討 

本節針對觸覺、聽覺、介面設計、圖像設計、預設用途等進行探討。 

2-1 觸覺 

佛洛伊德說視覺其實源於觸覺 (引自 Etcoff，1999)，然而藉由視覺與觸覺兩種感

官系統比較，可發現視覺有較多的優勢。在視覺與觸覺感官系統在資訊搜尋歷程

的比較方面，卓淑玲 (民 75) 認為視覺刺激是以光波形式被視網膜感光細胞接受

後以同時性的方式輸出，是一種平行搜尋 (parallel search) 的歷程；觸覺刺激則以

壓力形式為壓覺細胞所接收，是一種系列性的方式傳輸歷程。雖然觸覺也有平行

搜尋的可能性，但如果搜尋範圍過大，則仍需改以系列性的方式搜尋，使得所花

的時間會比較長。然而觸覺是藉由觸摸到的物體特徵來辨認物體，這僅止於將所

觸摸到的特徵單純排列，而無法辨認物體型態，也就是說是單純分析特徵而已 (張

勝成，民 81)。 

2-2 聽覺 

藉由聽覺系統，人得以感知聲波的頻率、強弱；且透過聲音，人可以使用口語與

人交談、溝通、欣賞音樂，同時可以由聲音的來源、種類，判斷自身的處境，例

如：警報、警笛等訊號，可以在緊急的狀況下警示眾人。對於視障者而言，由於

視覺的缺乏，導致聽覺感官的相對補償，而聽覺回饋—語音系統的設置需求也由

此可見。Burgess (1989) 提出聲音顯示必須被有效利用，因為使用聲音顯示可以 (1) 

用來減輕視力的工作量；(2) 提供一種極佳的提示功能；(3) 用來整合直接訊息，

例如：語音訊號。 

2-3 介面設計 

Burgess (1989) 也提到顯示和操作選項在設計上的優先順序必須基於重要性、選項

間轉移的機率，以及緊急狀況時的操作順序；選項與選項之間的空間必須足夠以

避免使用者誤觸及啟動相鄰選項；操作者的操作使用的器官必須能在整個控制器

選項範圍內自由操作；控制器必須設計成不需要視覺也能操作。Burgess (1989) 提

出控制器設計準則如下：(1) 手及手指能夠準確操作所需要的操作面積大小；(2) 操

作控制器所需的位置準確性及力道大小；(3) 非視覺定位對於控制的必要性：舉例

而言，當注意力需要集中於它處時，使用者可以不使用視覺操作；(4) 控制器必須

顯示重要的設定狀況；(5) 控制器必須有容易辨識的標籤標明操作選項。 

若以形狀為代碼，必須使用觸覺容易辨識的形狀；以尺寸為代碼，用來做為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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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的尺寸不能超過三個；控制群組化，相關的控制選項必須放置一起並且標明

邊界，同時以標籤標明群組。Burgess (1989) 提出以下介面設計標示準則：(1) 標

籤的位置必須有一致性；(2) 字樣不應裝飾且須易於讀取；(3) 用於標籤的顏色在

光線下必需是醒目的；(4) 標籤必須經由其他方式加強，如以空間分隔、形狀或其

他方式以便於讀取。 

2-4 圖像設計 

Horton (1994) 提出圖像 (icon) 並不只是一個可辨識之物件意像而已，還必須包含

外框 (border) 和背景 (background)，而且需要有標籤 (label) 說明此意像之意義。

而圖像運用於介面的優點包含下列幾點：(1) 幫助使用者更快完成工作、(2) 代表

視覺和空間的概念、(3) 節省記憶體空間、(4) 可快速尋找、(5) 可立即辨認、(6) 有

較好的記憶性、(7) 使用者較容易閱讀、(8) 使介面國際化。 

2-5 預設用途 

預設用途 (affordance) 的概念是由 Gibson 於 1973 年提出的，物品的預設用途強

烈暗示著如何操作物品 (Gibson, 1979)；Norman (1988) 提出物品的預設用途如果

應用的適當，使用者一看便知道如何使用，不必靠圖解、標示、說明書。Vihma (1995) 

認為預設用途的存在有兩方面：(1) 產品透過外形、尺寸與組成成分的條件而存在；

(2) 產品透過外形條件能夠說明出產品能提供何種功能與代表意義。 

 

三、設計發想 

本研究以現今冷氣機所具備的功能為基礎，經分析現有冷氣機操作程序、視障者

需求與意見蒐集、需求意見歸納及分類、提出冷氣遙控器設計改良方向、設計案

展開等 5 個步驟，提出一種盲用冷氣遙控器的設計發想方法。 

3-1 分析現有冷氣機操作程序 

為了更清楚視障者在使用冷氣遙控器所遇到的困難，故以現有冷氣遙控器操作方

式為基礎，從操作程序中分析使用者與冷氣機的關係，如表一所示。 

表一  現有冷氣遙控器操作程序分析 

動作 
接收 

器官 
冷氣機狀態 提供訊息方式 

想調整目前環境狀態 耳、皮膚 

目前狀態 

冷熱感覺、風向感覺、 

機體運作聲音 

觀看冷氣機目前狀態 眼 
液晶螢幕、機體燈號、 

機體葉片方向、風吹聲 

判斷操作的位置與操作

方式 
眼 

操作位置 

判定 

液晶螢幕、印刷字、 

按鍵功能排列 

用手指按壓按鈕 眼、耳、皮膚 即時變化 
液晶螢幕、機體燈號 

機體葉片擺動、按鍵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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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吹聲變化、BiBi 聲 

是否達到想改變的狀態? 眼、耳、皮膚 
機體與遙控

器改變狀態 

液晶螢幕、機體燈號 

機體葉片擺動、風吹聲 

確認操作完成 眼、耳、皮膚 目前狀態 

液晶螢幕、機體燈號 

機體葉片方向、風吹聲 

冷熱感覺、風向感覺 

 

 

由表一可知，操作冷氣遙控器的時候，使用者需使用眼、耳、皮膚等器官，就能

夠完整接收現有冷氣機訊息；從提供訊息的方法中得知，使用視覺傳遞的訊息相

當多，所佔有的比例是最高的是液晶螢幕、機體燈號、機體葉片方向、按鍵功能

排列、印刷字等，使用者皆需藉由視覺才能順利的接收資訊；綜合以上分析，可

推論在視障者少了視覺上的輔助下，使用現有冷氣遙控器是相當困難的。 

因此，試圖從現有架構中找出盲用冷氣遙控器的設計改良方向，首先找出原冷氣

遙控器在操作上可用於盲用冷氣遙控器之項目有三項：(1) 接收器官 (皮膚、耳朵)、

(2) 使用器官 (手)、(3) 操作原件 (按鈕) (表二)。 

 

 

表二  盲用冷氣遙控器的設計改良方向 

動作 冷氣機狀態 
目前提供訊息方式 

(〝X〞為視障者不易接收項) 

想調整目前環境狀態 

目前狀態 

冷熱感覺、風向感覺、機體運作聲音 

觀看冷氣機目前狀態 

液晶螢幕 (X) 

機體燈號 (X) 

機體葉片位置 (X) 

風吹聲 

判斷操作的位置與操作

方式 
操作位置判定 

液晶螢幕 (X) 

按鍵排列 (X) 

表面印刷字 (X) 

用手按壓按鈕 即時變化 

液晶螢幕 (X) 

機體燈號 (X) 

機體葉片擺動 (X) 

按鍵凹陷、風吹聲變化、BiBi 聲 

是否達到想改變的狀態? 
機體與遙控器 

改變狀態 

液晶螢幕 (X) 

機體燈號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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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吹聲 

機體葉片擺動  (X) 

確認操作完成 目前狀態 

液晶螢幕  (X) 

機體燈號 (X) 

機體葉片位置 (X) 

風吹聲、冷熱感覺、風向感覺 

盲用冷氣遙控器基本設定 (與現有設計相同)： 

 接收器官：皮膚 (觸覺)、耳朵 (聽覺) 

 使用器官：手 

 操作原件：按鈕 

 

 

3-2 視障者需求與意見蒐集 

梁成一、姚彥廷、莊素貞 (民 97) 採用開放式問卷調查，訪談了 20 位視障者對

於現有冷氣遙控器在操作上的需求與意見，實驗結果予以紀錄並整理，共蒐集到 

41 項視障者使用需求與意見 (表三)。 

3-3 視障者需求意見歸納及分類 

將分析出之「盲用冷氣遙控器的設計改良方向」類似的項目加以合併精簡化，並

視「視障者操作上的需求與意見」與「盲用冷氣遙控器的設計改良方向」的分向

相關性置入分項中，需求與意見與分項不相關的建議另行分項整理 (表四)。 

 

表三  視障者對於冷氣機遙控器操作的需求與意見 

編號 需求與意見 

1 無法接收視覺動態提示 (按鍵 + 螢幕)。 

2 視覺動態顯示有助於學習操作，視障者無法接收。 

3 冷氣使用具備季節性，故使用期間為間斷的，容易忘記如何操作。 

4 無法接收視覺上的操作提示。 

5 按鍵形狀大多相同，無法提供操作提示。 

6 BiBi 聲僅輔助提醒功能。 

7 BiBi 聲僅傳遞“機體接收”訊息，無法傳達多種訊息給使用者。 

8 語音報讀有助於提供資訊，但清晰度與環境適切度需加強。 

9 訊息多以視覺傳遞，但視障者無法接收視覺傳遞訊息。 

10 溫度、風向等訊息需配合視覺即時判斷調整，但視障者無法接收視覺訊息。 

11 劣質紅外線無線傳輸常造成錯誤。 

12 下達操作任務後，BiBi 聲反應延遲時間過長。 

13 電路保護措施需告知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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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視障者無法接收視覺訊息。 

15 大部分錯誤排除需視覺協助。 

16 大部分功能設定需視覺協助。 

17 視障者功能按鍵多以排列順序記憶。 

18 目前冷氣遙控器無統一排列規範。 

19 使用功能類型無明確排列區隔。 

20 一按鍵多功能增加記憶負擔。 

21 循環式操作無法得知現有情況與循環位置。 

22 視障者心智地圖輔助有限。 

23 訊息多以視覺傳遞，但視障者無法接收視覺傳遞訊息。 

24 聽覺判斷容易模糊不清。 

25 僅 BiBi 聲為即時訊息，傳遞資訊量少。溫度、風向等調整需配合即時資訊。 

26 一次設定完成後，再予以修正微調。 

27 身體感測為環境與身體狀況等之個人綜合評價，準確性低。 

28 修正後亦無法立即得知改變狀態，造成調整上困擾。 

29 
溫度設定多以視覺傳遞，但視障者無法接收視覺傳遞訊息。故多為他人代為設定操

作，或固定溫度。 

30 多擺放於固定位置，以免找不到。 

31 熟悉空間中且固定擺放位置，遙控器可輕易對準冷氣。 

32 因為安裝盒放置需小範圍對準固定，對視障者來說擺放困難。 

33 遇到障礙無法排除時，多數會採取重新開機動作。 

34 多數功能需視覺與記憶配合，故幾乎不使用附加功能。 

35 使用設定大多為明眼人協助。 

36 將功能拆開，使用許多按鍵。 

37 增加點字。 

38 使用既有控制器輸入規範，如行動電話。 

39 溫度採語音報讀。 

40 語音報讀常常不清晰。 

41 不同的環境下，有時候語音顯得太大聲。 

 

表四  冷氣機狀態與視障者建議 

冷氣機狀態 

(動作) 
目前訊息方式 視障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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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狀態 

(觀看目前狀

態、確認操

作完成) 

液晶螢幕 

機體燈號 

機體葉片位置 

風吹聲 

1、訊息多以視覺傳遞，但視障者無法接收視覺

傳遞訊息 

2、溫度、風向等訊息需配合視覺即時判斷調

整，但視障者無法接收視覺傳遞訊息 

3、溫度設定多以視覺傳遞，但視障者無法接收

視覺傳遞訊息。故多為他人代為設定操作，或

固定溫度 

4、溫度採語音報讀 

5、語音報讀常常不清晰 

6、不同的環境下，有時候語音顯得太大聲 

7、身體感測為環境與身體狀況等之個人綜合評

價，準確性低 

操作位置與

方式判定 

(判斷操作位

置與方式) 

液晶螢幕  

按鍵排列  

表面印刷字  

1、無法接收視覺上的操作提示 

2、按鍵形狀大多相同，無法提供操作提示 

3、大部分錯誤排除需視覺協助 

4、大部分功能設定需視覺協助 

5、按鍵形狀大多相同，無法提供操作提示 

6、視障者功能按鍵多以排列順序記憶 

7、使用功能類型無明確排列區隔 

8、使用設定大多為明眼人協助 

9、將功能拆開，使用許多按鍵 

10、增加點字 

11、溫度採語音報讀 

12、語音報讀常常不清晰 

13、不同的環境下，有時候語音顯得太大聲 

即時變化 

(用手指按壓

按鈕) 

液晶螢幕  

機體燈號  

機體葉片擺動  

按鍵凹陷 

風吹聲變化、

BiBi 聲 

1、無法接收視覺動態提示 (按鍵 + 螢幕) 

2、視覺動態顯示有助於學習操作，視障者無法

接收。 

3、BiBi 聲僅輔助提醒功能 

4、BiBi 聲為即時訊息，傳遞資訊量有限。溫

度、風向等調整需配合即時資訊 

5、語音報讀有助於提供資訊，但清晰度與環境

適切度需加強 

6、聽覺判斷容易模糊不清 

7、修正後亦無法立即得知改變狀態，造成調整

上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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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冷氣機狀態與視障者建議 (續) 

使用者學習與記憶 

1、冷氣使用具備季節性，故使用期間為間斷

的，容易忘記如何操作 

2、一按鍵多功能增加記憶負擔 

3、循環式操作無法得知現有情況與循環位置 

4、視障者心智地圖輔助有限 

5、多數功能需視覺與記憶配合，故幾乎不使用

附加功能 

6、使用設定大多為明眼人協助 

7、多擺放於固定位置，以免找不到 

8、熟悉空間中且固定擺放位置，遙控器可輕易

對準冷氣 

電子技術 

與 

錯誤訊息 

1、劣質紅外線無線傳輸常造成錯誤 

2、下達操作任務後，BiBi 聲反應時間過長 

3、電路保護措施需告知使用者 

4、大部分錯誤排除需視覺協助 

5、一次設定完成後，在予以修正微調 

6、遇到障礙無法排除時，多數會採取重新開機

動作 

使用規範 

與 

其他建議 

1、目前冷氣遙控器無統一排列規範 

2、因為安裝盒放置需小範圍對準固定，對視障

者來說擺放困難 

3、使用既有控制器輸入規範，如行動電話 

 

 

3-4 盲用冷氣遙控器設計改良方案 

由視障者需求意見歸納及分類之後，針對分項中視障者所提出現有冷氣遙控器在

使用上的問題點，對照冷氣機在該狀態下欲達到的目的，重新思考找出更適合視

障者在操作冷氣遙控器上的替代改善方式 (表五)。 

從表五中各項冷氣機狀態所對應之改良方案中，依據各種改良方案與產品設計的

關係，可大致分為語音、點字、層次與回覆、按鍵設計等四大設計重點，並藉此

設計重點將改良方案予以分項 (表六)。 

 

表五  冷氣機狀態與設計改良方案 

冷氣機狀態 (動作) 目前訊息方式 設計改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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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狀態 

(觀看目前狀態、確認操作完成) 

液晶螢幕 

機體燈號 

機體葉片位置 

風吹聲 

凹陷 浮凸 按鍵設計 

按鍵增加回覆鍵 

功能點字說明 

狀態語音報讀 

操作位置與方式判定 

(判斷操作位置與方式) 

液晶螢幕 

按鍵排列 

表面印刷字  

按鍵形狀多樣化 

功能按鍵浮凸圖像化 

功能按鍵區隔排列 

開/關、上選/下選，分鍵處理 

凹陷 浮凸 按鍵設計 

按鍵回饋感明顯化 

按鍵層次簡單化 

功能點字說明 

動態語音教學 

功能語音提醒 

BiBi 聲多樣化 

功能按鍵回饋聲區隔 

即時變化 

(用手指按壓按鈕) 

液晶螢幕  

機體燈號  

機體葉片擺動  

按鍵凹陷 

風吹聲變化 

BiBi 聲 

動態語音教學 

BiBi 聲多樣化 

凹陷 浮凸 按鍵設計 

使用者學習與記憶 

按鍵形狀多樣化 

功能按鍵浮凸圖像化 

開/關、上選/下選，分鍵處理 

凹陷 浮凸 按鍵設計 

按鍵層次簡單化 

按鍵增加回覆鍵 

功能點字說明 

狀態語音報讀 

動態語音教學 

電子技術與錯誤訊息 

按鍵增加回覆鍵 

功能點字說明 

狀態語音報讀 

 

表六  設計重點與改良方案 

設計重點 設計改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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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設計 

按鍵形狀多樣化 

功能按鍵浮凸圖像化 

功能按鍵區隔排列 

開/關、上選/下選，分鍵處理 

凹陷 浮凸 按鍵設計 

按鍵回饋感明顯化 

層次與回覆 
按鍵層次簡單化 

按鍵增加回覆健 

點字 功能點字說明 

語音 

狀態語音報讀 

動態語音教學 BiBi 聲多樣化 

功能按鍵回饋聲區隔 

 

 

3-5 設計案展開 

梁成一、姚彥廷、莊素貞 (民 98) 採用開放式問卷調查，訪談了 20 位視障者，得

到視障者對於冷氣機的功能較常使用的有電源、調整溫度、睡眠、風速切換、定時、

風向等六項。故本研究功能範圍依此六項功能，套用不同的設計計重點與改良方案

加以發展設計案 (表七 ~ 表十三)；本研究將研究重點放在層次與回覆、按鍵設計

兩項設計重點著手冷氣遙控器設計案發展，暫不討論點字附加及語音部份。 

本研究採用三種現有開關技術做為設計發展上的技術依據： 

1、兩段式開關：單數按鍵，具備上升與下沉兩種高度，按鍵下沉代表該設定啟動，

按鍵上升代表該設定關閉；按壓按鍵可切換按鍵高度，達到切換設定的目的。 

2、連動式開關：複數按鍵組合，每個按鍵均具備上升與下沉兩種高度，按鍵下沉代

表該設定啟動，按鍵上升代表該設定關閉；按鍵組合中僅有 1 個按鍵下沉，按壓任

一上升按鍵可同步連動下沉按鍵上升，達到切換設定的目的。 

3、無段式開關：單數按鍵，僅具備一種高度，按壓按鍵可切換至該設定值，達到切

換設定的目的。 

 

表七  電源：開啟或關閉冷氣機 

設計案 操作模式 

A  採兩段式開關，上升為開啟冷氣機，下沉為關閉冷氣機。 

B  採連動式開關，圓圈代表為開啟鍵，一橫代表關閉鍵。 

C  採兩段式開關，上升為開啟冷氣機，下沉為關閉冷氣機。 

設計重點與 
凹陷浮凸按鍵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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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方案 按鍵層次簡單化 

按鍵浮凸圖像化 

分鍵處理 

按鍵回饋明顯化 

 

表八  溫度：調整溫度設定 

設計案 操作模式 

A  
採無段式開關，左鍵為溫度調降，右鍵為溫度調升，中鍵為 

27 度設定。 

B  
兩側按鈕採連動式開關，中間三鍵採無段式開關，最常用的

溫度設定為 26、27、28 三種，左右兩鍵可微調溫度。 

C 
 

採連動式開關，具備 21~30 度十鍵控制。 

設計重點與 

改良方案 

按鍵層次簡單化 

凹陷浮凸按鍵設計 

按鍵浮凸圖像化 

分鍵處理 

按鍵回饋明顯化 

個別功能回覆鍵 

 

表九  定時：設定冷氣機在自動關機時間 

設計案 操作模式 

A  

採兩段式開關組合，按鍵上覆點字凸起；左側鍵為 0 表示

解除定時設定，向右分別代表為 1、2、3 及 6 小時，數字

相加即為設定小時數，如：設定 4 小時為按下 1 及 3。 

B  

採無段式開關組合，中間按鍵上覆點字凸起；中間二鍵為 8 

與 0 小時，再使用兩側鍵微調設定時間；若要設定 6 小

時，可按下 8，再按向下鍵兩次，表示降低 2 小時。 

C 
 

採連動式開關，具備 21~30 度十鍵控制。 

設計重點與 

改良方案 

按鍵層次簡單化 

凹陷浮凸按鍵設計 

按鍵浮凸圖像化 

分鍵處理 

按鍵回饋明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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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點字說明 

個別功能回覆鍵 

 

表十  風速：設定冷氣機風速的強弱 

設計案 操作模式 

A  

採連動式開關，由左至右代表低、中、高三種風速。 B  

C  

設計重點與 

改良方案 

按鍵層次簡單化 

凹陷浮凸按鍵設計 

按鍵浮凸圖像化 

分鍵處理 

按鍵回饋明顯化 

 

表十一  睡眠：開啟本功能冷氣機會隨時間調升冷氣設定溫度，可選擇開啟或關閉。 

設計案 操作模式 

A  採連動式開關，圓圈代表為開啟睡眠，一橫代表關閉睡眠。 

B  採兩段式開關，上升為開啟睡眠，下沉為關閉睡眠。 

設計重點與 

改良方案 

凹陷浮凸按鍵設計 

按鍵層次簡單化 

按鍵浮凸圖像化 

分鍵處理 

按鍵回饋明顯化 

 

表十二  風向：調整風吹出的方向，可選擇固定風向或韻律風向 

設計案 操作模式 

A  

左側兩鍵採連動式開關組合，控制韻律風向開關，圓圈代表

開啟鍵，一橫代表關閉鍵。右側兩鍵採無段式開關組合，可

在韻律風向關閉時微調風向。 

B  

中間鍵採兩段式開關，控制韻律風向開關，上升為開啟，下

沉為關閉。左右兩鍵採無段式開關組合，可在韻律風向關閉

時微調風向。 

C 
 採連動式開關組合，最左側鍵是韻律送風鍵，依序為風向

高、風向中間、風向低，共四種風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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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重點與 

改良方案 

按鍵層次簡單化 

凹陷浮凸按鍵設計 

按鍵浮凸圖像化 

分鍵處理 

按鍵回饋明顯化 

 

表十三  各功能之設計案展開總表 

 電源 溫度 定時 風速 睡眠 風向 

A       

B       

C       

D       

 

四、結論與建議 

現今冷氣機幾乎備有遙控器方便使用者控制冷氣，冷氣的資訊透過遙控器上的液晶

顯示器，告知使用者現在冷氣操作狀況為何，提供使用者做為操控時的依據；按壓

遙控器同時，冷氣機接受控制後發出 BiBi 聲和燈號閃爍做為回饋。使用者可以藉

由此控制與顯示之間密切的人機互動，輕鬆的使用冷氣機所提供的各種功能，這些

都是微電腦技術發展所帶來的便利性。 

然而這些功能的發展出的操作方式都需視力輔助才能完成方向的辨別、資料的讀取、

資訊的輸入、輸入位置的找尋等等，對於視覺障礙者，科技進步也同時造成視障者

另一方面的問題。現今冷氣機使用相當普遍的情況下，但卻沒顧及視障者在使用上

的問題點，以及冷氣機遙控器與機體所產生的許多回饋無法讓視障者完全正確接收，

可見得現今冷氣遙控器設計對於視障者的需求較為欠缺思考。 

本研究提出一套盲用冷氣遙控器之設計發想過程，過程中透過分析現有冷氣機操作

程序，經由人機界面分析方法，明瞭視障者再使用上可能遇到在操作上的問題，並

且經由詢問視障者需求與意見，取得視障者提供的第一手資訊；綜合現有冷氣機操

作分析結果及視障者需求與意見蒐集之後，更加確認了視障者在使用現今冷氣遙控

器的操作過程中，是哪些環節產生了問題，並根據各操作過程中所需達到的目的，

配合視障者的使用問題點，依操作程序發展的設計改良方案；由設計改良方案中，

選出合適的設計改良方案做搭配組合，依功能進行設計構想展開，提出數種盲用冷

氣遙控器之功能按鍵構想設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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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共提出六種功能，共 18 種盲用冷氣遙控器設計案。除日後可選擇適當

的研究方法，選出目前方案中最適合視障者使用的是哪一個之外，本研究的主要目

的為提供並呈現完整的設計流程，透過這套設計流程可確實明瞭視障者的需求，並

提出切合視障者需求之產品設計案，提供一個可供日後參考的視障控制器開發設計

流程。期待有朝一日亦能讓視障者隨心所欲操作大多數控制器，享受科技發展所帶

來的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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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關係之研究 

 

顏倩霞 

(台北縣三峽國小) 

 

本研究目的在整合父母依附、同儕依附、自我認同三種理論觀點，建

構視覺障礙青年之自我認同模式。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就讀一般高中職、

特殊學校及大專校院之視覺障礙學生為對象。研究工具包括父母依附量表、

同儕依附量表和自我認同量表。本研究主要結論如下:視覺障礙青年之父母

依附品質為普通程度；同儕依附品質則為普通偏高程度；而自我認同為普

通程度。女性視障青年在同儕依附有較高的溝通和信任；就讀大專校院之

視障青年與同儕的溝通程度較高，個人認同程度也最高；朋友數量愈多的

視障青年，其與父母親近、同儕溝通與信任程度較高，其關係認同、社會

認同與學業認同程度也較高；中途致障之視障青年，其與父母親近程度較

高；家庭屬中-高社經地位之視障青年，與父母依附的親近、同儕依附的溝

通程度較高；其自我認同之個人、關係及社會認同程度較高。視覺障礙青

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及自我認同之間均有密切關係存在。本研究所提的

「視覺障礙青年自我認同模式」，經線性結構關係(LISREL)的驗證和分析，

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修正後的模式顯示：父母依附會影響自我認同；同

儕依附會影響自我認同；父母依附會透過同儕依附影響自我認同；就對於

自我認同的影響力的比較來說，同儕依附的影響效果比父母依附還要大。 

 

關鍵字：視覺障礙、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自我認同、結

構方程模式 

 

壹、研究緣起與重要性 

一、研究動機 

人類因有所「不同」，因而產生「認同」的需求，個體常因為先天或社會分類

的因素，而有性別、種族、國別、職業、角色、身份等的「不同」，也因此有了性

別認同、種族認同、國家認同…等等各種不同認同需求的產生。對於身心障礙者來

說，可能因為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

動與參與社會生活（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007）。依據特殊教育法（2004）所

指之身心障礙係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顯著障礙，致需特殊教育和相關特殊教育服務措

施之協助者。是故，綜括來說，以上所稱之身心障礙者，可能在智能、視覺、聽覺、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D005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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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肢體、情緒、學習方面，確實與一般人有著程度上的個別差異。因此，身心

障礙者（視覺障礙者）便極有可能必須處理「自我認同」的問題。 

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認為自我認同與自我相關，自我認同來自主觀的自我意識，

而認同的出現與變化必須依據自我的發展來解釋 ( Jussim & Ashmore, 1999)。Nacci 

(1996) 也提出自我發展的階段（兒童期、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指出自我認同不僅

是一個人關於自我的概念，而且是自我概念的高級形式（在兒童期沒有的），這也

區分了自我認同和自我概念的不同。 

Marcia ( 1980) 提出「自我認同」的建構說，她認為自我認同是一種個人的驅力、

能力、信念、生活經歷等內在自我建構 (self structure) 而成的動態組織，這種結構

發展得愈好，則個人愈能察覺自己的獨特性及與他人的共同性，愈瞭解自己的優缺

點，而能在世界上開創出自己的道路；這種結構若發展得不好，則個人愈不清楚自

己與他人的異同，而愈須要依靠外在的評價。而國內學者江南發 (1991）亦將之詳

細詮釋說明如下，自我認同源自深刻的瞭解自己，所以不因別人優秀，而感到自己

不如人，也不因別人擁有，而感到自己匱乏；心中始終能維持將自己想成是「好的」

的動力，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身處何處」，知道「自己要往何處去」，

這就是對自己的認同。 

以青少年晚期來說，在美國通常將 18 歲以上尚在就讀大學或剛就業階段，界定

為初成年人口(young adults )。雖然在我國根據刑法第十八條之定義：滿 18 歲者觸法

即需負完全之法律責任，勞動基準法中亦規定 15 歲以上才能正式就業，然而由於我

國高等教育日趨普及，18 歲以上人口有愈來愈高的比例仍在學校就讀，此時有些面

臨初次離家的經驗或是與父母同住，事實上都尚未進入社會，亦未達到真正的成熟

與獨立。另一方面，在 Erikson 之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中，指出個體在青春期~成年前

期面臨自我認同或混淆的危機，能成功地獲得自我認同與職業的投入才能建立新的

「親密或疏離」的人際關係，產生「愛」的心理社會力量，由此可見，自我認同的

建立對於人格的建立具有承先啟後的功能。 

個體自我認同的過程，必須不斷的向外探索，在人際之中將自己與外在世界作

比較，以求深刻的瞭解自己。而不管認同達成與否，向外探索以建立自己獨立的價

值信念是必要的步驟。而家庭通常扮演一個安全據點的功能，家中成員間能彼此溝

通，青少年更有向外探索的意願，也就是說安全依附能提升個體自我認同達成的狀

態 (Marcia , 1988)。因此，良好的親子關係通常被認為是促進認同的重要因素(Allen & 

Hauser, 1996 ; Waterman, 1993)。依附理論主要的假設就是：兒童向外探索時，需要一

個安全的據點。健康的父母依附、良好的朋友關係都是促進自我認同的發展與成熟

的重要因素。研究也顯示，自我認同發展與依附類型有關，自我認同發展型態能預

測不同的（逃避或活動）依附類型 (Reich & Siegel, 2002)。 



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關係之研究 

 

~ 77 ~ 

 

目前國內外研究多發現父母親等家庭因素對於自我認同的發展影響甚大 (陳坤

虎，2001；戴薏珊，2003；Adams, Berzonsky & Keating, 2006; Anderson & Fleming,1996; 

Matos, Barbosa, De Almeida, & Costa, 1999; Samuolis, Layburn, & Schiaffino, 2001)，並且

同儕間的關係也與自我認同發展有相關存在 (戴薏珊，2003；Meeus, Oosterwegel, & 

Vollebergh, 2002; Reis & Youniss, 2004)。不過，至於同時探討父母依附與同儕依附對

於個人認同確定性影響的研究，則目前仍十分缺乏。 

依據Bowlby (1969; 1973; 1977; 1980)的依附理論，是假設當嬰幼兒與照顧者之間，

產生危險或威脅時，依附系統便啟動來維持彼此間親近的關係。反之，對於視覺障

礙兒童來說，視覺障礙嬰兒缺乏和母親互動的眼神接觸(eyecontact)，無法產生統整

的概念以區別父母和他人，以及確認自己安全與被接納，所以較易有依附感的障礙

（萬明美，1996）。而視覺障礙子女的家長往往會因安全的考量，而過度的保護與

掌控其子女在社交與環境上的互動 (Lang, 1996) 或是對於子女提供較多的肢體協助、

較多控制的策略以及說比較多的話 (Behl, Akers, Boyce, & Taylor, 1996)；或是對於弱

視子女的管教甚至出現過度保護或過度放縱的情形 (Martinez, 1994)。 

綜合上述文獻與研究可以發現，對於視障子女的家長來說，既是希望子女能藉

由不斷的向外探索，以建構的自我的認同，但卻因安全的考量而加以保護，這其中

似乎可能產生希望保護卻又期待探索的情形。相對來說，視覺障礙青少年也可能面

臨想脫離父母而獨立自主，卻又可能需要協助而怯於探索與承諾（自我認同）的狀

況。 

依據以上之研究動機以及研究者與視覺障礙者相處的實際經驗，研究者希望能

藉此研究提供一個視覺障礙青年自我認同的模式與框架，尤其是面臨自我認同與混

淆時期的青年時期，期望能提供實際資料與建議予視覺障礙學生本身、家長或是相

關輔導人員，作為其自我檢視、子女教養以及教學輔導之參考依據。 

 

二、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研究者提出了如下之研究目的： 

(一) 瞭解視覺障礙青年其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及自我認同之現況。 

(二) 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視覺障礙青年，在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及自我認同上之差

異。 

(三) 探討視覺障礙青年其父母依附與同儕依附之關係。 

(四) 探討視覺障礙青年其父母依附與自我認同之關係。 

(五) 探討視覺障礙青年其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之關係。 

(六) 視覺障礙青年其父母依附及同儕依附及自我認同間是否具有影響關係。 

(七) 建立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等變項之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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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 依附理論之探討 

「依附」(attachment) 係指人類對特定他人強烈情感連結 (affectional bond) 的傾

向 (Bowlby, 1977)。依附理論是以嬰兒期為架構，觀察個體與照顧者（通常是母親）

之互動，而發展他對自己及對他人之看法，進而影響日後人際關係中與人互動方式

與期望 (Bowlby, 1969)。茲將依附理論之重要名詞概念說明如下。 

1. 內在運作模式: 內在運作模式 (internal working model) 即個體內在對自己及他人

的看法。Bowlby (1973) 將依附之內在運作模式分為自我表徵與他人表徵，自我表徵

為個體內心中對自我的評價（自我概念）；而他人表徵則指個體與依附對象互動後，

內心對他人的主觀印象，個體以此機制預測與處理人際關係 (Bowlby, 1988；

Ainsworth, 1989）。並影響個人在人際關係中如何看待自己、是否感到自在、他人是

否可信任或依賴、是否害怕失去等 (Creasey & Hesson- McInnis, 2001)。 

2. 依附的階層結構 

Collins 及 Read (1994) 提出個體的內在運作模式，其如一個階層組織的認知結構，

將人際關係分為普遍的人際關係、親子／同儕關係、以及特定對象（好朋友、伴侶）

等數層。其中最上層是人際關係中普遍原理原則，早期模式主要為親子關係與同儕

關係兩大項，之後分化成較下層的特定對象，早期模式則會影響後續的模式發展，

內在運作模式說明早期的個人與照顧者之依附關係是如何影響個人人格的形成。 

3. 依附行為系統與照顧系統 

Fraley & Shaver (2000) 勾勒出依附行為系統的運作模式，依附行為是一個動態

系統，依附行為係指個體趨近依附對象的行為，而各種具有相似意義與功能的依附

行為組成依附行為系統 (Sroufe & Waters, 1977)。依附行為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乃是

經由演化為了提高存活機率而來 (Bowlby, 1969, 1988)。當嬰兒受到威脅，例如：離

依附對象太遠、離開太久或非預期地消失，則他會感到不安而出現哭、跟隨、黏人、

抗 議 等 依 附 行 為 ， 來 吸 引 依 附 對 象 的 注 意  (Bowlby,1969,1988; Crittenden & 

Ainsworth,1989)。 

4. 安全據點 

「安全據點」一詞源自 Blatz 之「安全理論」(security theory)，Blatz 認為在家庭

中安全感的體驗，是個體成長後向外探索發展新技能與興趣的基礎 (引自 Goldberg , 

2000)。Ainsworth 援用安全據點的概念，依附對象扮演著相同的功能，是孩子往外探

索的堅強後盾。與安全基地的連結可使孩子安心地離開照顧者，主動向外探索環境。

當孩子在途中受到威脅或害怕時，這種安心的探索會終止；孩子會發出不安的信號，

而盡快回到照顧者身邊，而依附對象提供安全據點般的保護，使孩子獲致安全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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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Ainsworth, 1989; Bowlby, 1969, 1977, 1988; Ainsworth, 1989)。 

 

二、依附關係之相關研究 

在不同的依附關係之間方面，父母依附可能與同儕依附呈正相關。文獻指出父

母的愛與關懷愈高，父母較能有效控管子女的同儕關係，青少年較不受同儕影響；

反之，若親子疏離且衝突，則青少年可能將人際關係轉移至同儕團體（黃德祥，2000；

張楓明，2005）。在人際關係層面，安全依附者在人際關係中較有自信，認為他人

是可信賴的、利他的，對世界持正向的看法 (Collins & Read，1990；Kerns, Klepac, & 

Cole, 1996)，同時，依附關係也可以預測人際關係，若是原生家庭依附關係具有溫暖、

安全且信任的特質，則可增進個體人際關係的情感層面，社會適應較佳。在朋友關

係方面，安全依附者較為安然自在，較少有衝突事件及攻擊性行為。 

 

三、自我認同之理論與相關研究 

自我認同 (self identity) 是指個人對自我狀況的知識與描述。心理學家認為個體

對自己所產生的身體意象，是根據生活中的經驗而來，身體意象是經驗學習的結果

（郭為藩，1996）。本節依序探討自我認同依附理論要素、型態、評量方式及相關

的影響因素，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自我認同之要素 

自我認同是個人對自我狀況主觀的描述。Bourne (1978) 將 Erikson 認同的概念

歸納成有以下幾個觀點：他認為自我認同是先天的 (genetic)：自我認同是兒童期的

結果，反應了早期發展任務的成功或失敗；是適應的 (adaptive)：是個體對社會環境

適應的反應；結構的 (structural)：指認同的混淆 (diffusion) 或崩潰 (breakdown)可能

性；動力的 (dynamic)：認同調節自我與他人、本我與超我，其形成是一種主動的歷

程；主觀的 (subjective)：認同幫助個人感到自己真實的存在；認同是一種心理的回

饋 (psychological reciprocity)：個體和他人發展一種互惠的關係；存在的 (existential)：

認同提供了對自我，對世界和成功生活的意義感。 

綜上所述要素，研究者認為「自我認同」可定義為：個體因處於社會脈絡中而

有不同的身份、角色、信念與價值觀，若因此個體在心理上產生懷疑、恐慌或衝突

的感受，個體心理為因應以上變化而不斷地分化、整合、統整與建構，最後獲致的

一種內在的自在感，稱之為「自我認同」。而此認同的過程可能出現在種族認同、

職業認同、性別認同、宗教認同和政治認同等不同的領域上。而且自我不僅只內在

的自我更含其存在的社會意義，自我認同則為內外在自我的分化、整合及適應後，

所產生之持續一致的承擔與承諾。其中「ego- identity」屬於不容易被意識到的內在

統合功能，而「self- identity」則強調個體經由互動過程意識到自己是個怎樣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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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二) 自我認同的理論 

1. Erikson 的社會心理發展理論 

(1) 自我認同與認同迷失 

Erikson 以社會心理的取向來瞭解認同 (identity)，他描述認同由個體的生理、心

理與社會認知間彼此交互作用而產生，同時亦包含個體對其所處之歷史脈絡所做出

的反應。他對於以上因素同等重視，同時也特別強調歷史文化脈絡的定義和其重要

性。 

自我認同是一種個人認同的的意識感 (a conscious sense of individual identity)，也

是內在個性的持續，但個體本身不自覺。最理想的認同感，不僅是一種社會心理的

幸福感 (well-being)，它明顯地伴隨一種身體內的自在感；一種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

的明確感；一種能被他人接受的確認感 (Erikson, 1968, p.165)。因此，自我認同是在

個人與團體的交互作用後，個體經自我綜合 (ego synthesis)，統整而成的屬於個人的

內在持續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Erikson (1968) 認為認同危機是人格發展中的核心

衝突，而穩固的自我認同必須需成功的解決七個小衝突 (part conflicts)，每個小衝突

分別受到兒童期的四個階段與成年期三個階段核心衝突的影響。 

 2. 自我認同之型態與歷程 

 (1) Marcia 之自我認同型態架構 

Marcia 最初以半結構訪談的方式，評定宗教、政治、職業三層面的自我認同中，

所作之相關的選擇、替代方案、價值觀、目標和信念，將自我認同的狀態分為四種

型態，自我認同（有探索、有承諾）、尚未認同（有探索、無承諾）、他主認同（無

探索、有承諾）以及迷失認同（無探索、無承諾）。 

(2) Berzonsky 之自我認同處理歷程 

Berzonsky ( 1997) 提出自我理論化 (self-theorizing) 模式，強調青少年在自我認

同分類上有不同的型態。他歸納出之三種處理導向為訊息導向 (information-oriented)、

規範導向(normative-oriented)、擴散/逃避導向(diffuse/avoidant-oriented) (Berzonsky,1989, 

1990)。  

(三) 自我認同之社會認同層面 

Erikson 的認同形成理論同樣來自社會互動的回饋。在認同形成之前，個體會不

斷將自我與社會標準(期望)作比較，嘗試去評估別人看待我們的方式，尋求社會回

饋，以逐漸形成認同。 

1. Kerpelman 等人之認同控制理論 

Kerpelman 等人(1997) 提出認同控制理論 (identity control theory)，有關於自我認

同的內部過程 (microprocess)，包涵三個內在因素與兩個外在因素，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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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在因素：包含自我知覺、認同標準與個人參考機制。自我知覺指的是個體對

社會回饋的自我詮釋；認同標準是自我的定義。而將自我知覺與認同標準比較則形

成和諧的個人自我機制。 

(2). 外在因素：包含社會行為與社會回饋。當自我知覺與認同標準出現差異時，會

促使個體嘗試改變詮釋的方式，或以不同的行為來產生新的社會回饋，或是調整或

修改認同標準來減少差異。 

2. Tajfel 之社會認同理論 

Tajfel (1981) 提 出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有 三 個 基 礎 概 念 分 別 是 ： 社 會 分 類 

(categorization)、社會認同 (identity)、與社會比較 (comparison)茲分述如下。 

(1). 社會分類 

社會分類是一個過程，當具有相同行為、意象、特質或價值觀的個體或事件聚

集時，類別化具有認知上重要的意義，它創造與定義個人在社會的定位，並且是區

分「我們」、「他們」的重要機制。最基本的一個社會類別的區分，是對自我 (self) 

與他人 (other) 的區分，其後則是「我們」(we) 與「他們」(they) 的區別。在社會認

同理論中，個體將自己視為某一群體內的成員 (in-group)，並與其他群體作區分，而

形成分類的結果，例如劃分不同種族 (Turner et al,1987)。 

(2). 社會認同 

社會類別經由社會比較連結到社會認同。認同是自我概念中，有關社會群體相

同的價值觀或情感依附的部分。社會認同理論指出社會生活中，個體會傾向於成為

某個團體的成員，因為在團體中獲得某項滿足；而若個體需求得不到滿足，則其可

能離開該團體，除非其衝突的價值為其可接受的自我形象 (self-image) 的一部份；

個體也會以改變自己觀點或解釋方式，而選擇留在某團體。換句話說，正向的社會

認同或重新解釋以及擴大的社會活動，都將獲得團體間比較的意義，因此社會中所

有的團體都不是單獨存在，均具有其相關的意義。社會認同理論即認為，人們可以

透過處理其自我認同與強化社會認同的方式來促進自我意象與自尊  (Leyens, 

Yzerbyt & Schadron, 1994)。 

(3). 社會比較 

在形成類別後，個體將評估自己的意見和行為，而與他人作比較。因此當個體

被歸類為某一類別時，常因類別間成員相對相似性(relative similarity) 的壓力，可能

會形成一種錯誤的知覺，可能較高或較低，但非實際的情形。社會認同理論者認為

社群間的評價基本上是相對的，人們藉著與其他社群的比較以估計自己社群的價值。

對於社會認同理論來說，所有的評價都是社會的。 

 

三、依附與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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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關係是影響依附與自我認同的重要因素。 

(一) 父母依附與自我認同之關係 

在安全依附方面，通常父母依附和整體認同有正向的關係。在早期的研究中， 

Quintana 和 Lapsley (1990) 的研究均提出父母依附和整體認同有著正向的關係。

Kroger 和 Haslett (1988)更發現認同達成者比其他的認同狀態有著更高的父母依附。

Lapsley、 Rice 和 Fitzgerald (1990) 大學生的父母依附可以顯著地預測個人認同與社

會認同。 

父母依附與自我概念、整體適應、人際關係以及自我認同具有關連性。劉修全

（1997）青少年的自我統合與父親關懷、母親關懷呈顯著正相關；青少年的自我統

合與與安全依附呈顯著正相關，與逃避依附呈顯著負相關。王仲匡(2004)發現，母親

依附類型、父親依附類型與自我概念皆有顯著的相關。蘇逸珊（2002）探討大學生

之情緒智力與人際關係之相關結果發現，安全依附愈高者，其情緒智力愈高，人際

關係也愈良好。而大學生的背景變項、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及同儕依附對自我認

同風格具有預測力；大學生的母親依附、同儕依附對其自我認同風格具有區別作用

（戴薏珊，2003）。 

在不安全依附方面，不安全的依附代表親子間低度的情感關係，子女感受到父

母高度的拒絕與認同迷失 (Adams, Dyk, & Bennion, 1990)。不安全的父母依附關係和

認同迷失呈正相關 (Frank, Pirsch, & Wright, 1990)。Schultheiss 及 Blustein (1994) 更發

現對父母的依附是女性認同狀態的指標。女性對雙親的依附與認同承諾呈正相關 

(Samuolis, Layburn, & Schiaffino, 2001)。認同的達成和青少年感覺自己是否被接受、

被信任相關聯 (Meeus, Oosterwegel, & Vollebergh, 2002)。 

(二) 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之關係 

依據少數相關的研究，同儕依附似乎會影響自我的認同。由於父母依附與學校

的聯繫 (school connectedness) 並無直接關係，但父母依附會影響青少年感受學校環

境的方式，而這樣的認知方式則會影響青少年對學校的連聯繫程度 (Shochet, Smyth, 

& Homel, 2007)。研究亦指出父母依附的品質會類化至子女與同儕的友誼與品質 

(Lieberman, Doyle, & Markiewicz, 2000)。  

同儕依附對於青年之影響的文獻不多。大致來說同儕依附對於女生的影響比男

生來的大；同儕依附對於個體適應的影響大於父母依附 （許明松，1997；張芝鳳，

2000；張秋蘭，2000；Laible et al., 2000）；同儕依附對於三種類型（訊息型、規範

型、迷失/逃避型）之的自我認同風格具有顯著的預測力（戴薏珊，2003）。 

Helsen、Vollebergh 及 Meeus (1999) 的研究針對測量特定面向(domain-specific) 的

認同與依附的關係，指出同儕依附與關係認同(relational identity) 呈正相關，而父母

依附與學校/工作認同相關亦呈正相關 (引自 Meeus, Oosterwegel, & Volleberg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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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ble, Carlo, & Raffaelli (2000) 認為父母依附與同儕依附對於青少年的適應具有類似

的功能；高父母依附與高同儕依附之青少年適應最好；低父母依附與低同儕依附之

青少年適應最差；但同儕依附比父母依附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三) 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 

青少年傾向於將學自父母的關係模式類化至同儕關係上。青少年的父母提供溫

暖、支持與接納的的態度，將教導青少年發展相同的同儕關係，所需的社會能力與

社會技巧 (Feldman & Wentzel, 1990; Rice, 1990; Fuligni & Eccles, 1993)。父母對子女的

影響包括，掌握子女的動向、遠離壞朋友、間接的影響子女的價值觀和行為 (Engel, 

Finkenauer, Meeus, & Decovic, 2001)。而許多青少年以及成人現今的依附型態，其實與

其同儕關係的品質呈顯著相關 (Simpson, Rholes, & Nelligan, 1992; Kerns & Stevens, 

1996)。 

Meeus, Oosterwegel 及 Vollebergh (2002) 研究提出在認同的選擇上，與青少年對

於友誼的信任有關；父母對於青少年未來的規劃具有影響；而同儕則關係對於青少

年當時的生活狀態影響較大。父母與青少年子女溝通愈多，會鼓勵青少年與其同儕

的溝通，轉而促進青少年對學校的認同 (Meeus, Oosterwegel, & Vollebergh, 2002)。 

 

四、視覺障礙者之自我認同 

視覺障礙之生理因素可能會對視障青年之自我認同造成影響。 

(一)、視覺障礙的影響 

Woodward (1997) 提到有限的能力（損傷）會影響身體的轉變，而能力的缺損就

像「有缺損的個人」的外在指標。Shakespeare 於 1994 年提出，身處社會情境中，失

去身體功能的人們變成了無足輕重的人，而相對於整體發展沒有缺損（感受、發展

過程）的社會而言，這個社會是無法應付這些殘障者的。而這樣的負面情緒也更加

深了大眾對殘障人士的印象（引自 Woodward, 1997）。 

依據上述，視覺障礙者是有可能產生此認知失調的情形，因此障礙者心理必須

加以調適，才有可能獲致認同的平衡狀態。Wright (1960, 1983) 提出障礙者心理的調

適過程，牽涉到四種價值觀的轉變：1. 擴大價值的範圍，而不是指看障礙帶來的直

接衝突；2. 降低對外表或體能的重視程度；3. 將障礙帶來的影響減至最低，不讓它

擴及至其他功能層面；4. 轉換與人競爭比較的內容，不與人比較自己限制或弱勢部

分，而是強調自己的優點與強勢部分。關於社會心理方面，視覺障礙的兒童或青少

年可能出現的社會心理問題，包括依賴他人、較低的親密感、較靜態的生活方式、

社會性較低以及朋友較少等等 ( Sacks & Wolffe, 1998)。另外，他們大多時間都獨自

在家 (Kef, 2002)，而且受到家長過度的保護；家長通常會限制他們社會接觸，因為

害怕發生意外 ( Beaty, 1992; Dor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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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障礙者的自我認同 

障礙者的自我認同大致上與一般人並無太大的差別，但在部分背景上仍有差異。

以生理障礙者（聽障/肢障）為研究對象的方面，蘇訓巧 (2005) 研究指出，不同性

別、聽力損失程度、自我認同的聽障成人其自我概念未達顯著差異。而與常模相較

之下，大學聽覺障礙和大學肢體障礙學生：在「生理自我」、「心理自我」、「家

庭自我」、「社會自我」和「學業自我」方面，比一般人消極。在「自我認同」、

「自我滿意」和「自我行動」三方面，比一般人較有不切實際的正向看法（洪宜昀，

2002）。而以學習障礙者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指出，高中職學障學生的自我概念，在

不同性別、學校類別（公私立）、年級和就讀學程均無顯著差異，但在不同社經地

位中，生理自我和全量表中的中、高階層，達到統計顯著差異，高階層自我概念優

於中階層自我概念（詹文宏，2005)。以視覺障礙者為研究對象方面，雖有部分研究

指出，視覺障礙青少年之自我概念與心理發展和其眼明同儕是十分相似的 (Gronmo 

& Augestad, 2000; Huurre, Komulainen, & Aro, 1999; Lifshitz, Hen, & Weisse, 2007)。但在

Konarska (2003) 的比較研究發現，愈是與家庭連結之視覺障礙青少年，其自我接納

程度愈低。而且 McCuspie 於 1992 年的研究以及 Verdego、Caballo 和 Delgado 於 1997

年的研究均指出對於視覺障礙或其他障礙的學生來說，學校氣氛通常是不太友善的

（引自 Lopez-Justicia, Pichardo, & Medina, 2005, p.306）。由此可見，視障青少年通常

面對較不友善的學校環境，而且因視力受限的關係，與家庭的連結度較高。 

 

參、 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文獻探討之論述，研究者歸結出視覺障礙青年之父母

依附與同儕依附應對自我認同具有影響的研究假設。因而提出「視覺障礙青年父母

依附、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之結構方程模式」，並於以下幾節就研究對象、研究工

具、實施工具以及資料處理方法作說明。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九十七學年度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 www. set. 

edu.tw/frame.asp) 最新統計資料中，就讀於全國公私立高中職以及大專校院之視覺障

礙學生，包含特殊學校及普通學校以及大專校院之視覺障礙學生為母群體，共計 1075

人。本研究進行視覺障礙青年依附關係與自我認同之問卷調查，取樣方法採立意取

樣，調查對象又分預試樣本與正式樣本。排除預試樣本 102 位視覺障礙青年，依學

校所在為準，再從北、中、南三個區域中依上述比例，抽取高中職視覺障礙學生 160

人以及大專校院視覺障礙學生 240 人，共計 400 人，約佔母群體 37％。 

二、 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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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之蒐集資料的研究工具均經由文獻歸納，再經由訪談視

覺障礙青年，以及與指導教授、視障教育專家(名單如表 3-3-1 所示)討論和修正後發

展而成。其中「自我認同量表」修改自 Creek、Smith 和 Tropp (2002) 所發展出來之

「自我認同量表」(Aspects of Identity Questionnaire, AIQ-Ⅳ) 為依據（已取得原編製者

同意，同意函請參見附錄一），正式量表包含以下四個部分：第一部份是「個人基

本資料」部分，第二部分是「父母依附」量表，第三部分是「同儕依附量表」，第

四部分則是「自我認同量表」。 

問卷回收後以 SPSS for Windows 11.5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將顯著性考

驗之 α 值訂為 0.05，以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統計分析 

肆、 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就問卷調查所得之資料，進行統計檢定，以期瞭解一、視覺障礙青年

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及自我認同之現況；二、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及

自我認同在個人背景變項上的差異程度；三、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及

自我認同之間的相關情形；四、驗證本研究所建構的的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

依附與自我認同之結構方程模式與所蒐集到的觀察資料是否適配。茲依序分別說明

如下。  

 

一、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及自我認同之現況： 

1. 在父母依附方面，本研究發現在父母依附量表整體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之結果

與張芝鳳 (2000) 的研究結果相似，均發現青(少)年與父母的依附關係，就整體來說，

具有中等程度以上的良好依附關係。 

2. 在同儕依附方面，本研究在同儕依附量表整體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之結果與

戴薏珊 (2003) 的研究結果十分類似，均發現大學生對於同儕有高的信任感、低的疏

離感以及良好的溝通，亦即視覺障礙青年知覺同儕能夠瞭解和尊重自己，不僅能關

心自己且能敏感地對自己的情緒狀態給予回應，因而令自己感到信任與安全。 

3. 在自我認同方面，本研究在自我認同量表各層面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結果與

陳坤虎 (2001) 的研究結果相似，均發現青少年後期（大學）生對於個人認同的確定

性最高，顯示視覺障礙大學生對於個人相關特質知覺確認程度最高，亦即瞭解自我

的特質、信念、個性、獨特性以及自我的能力。 

 

二、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及自我認同在個人背景變項上的差異程度 

(一) 不同性別的視障青年在本研究各變項之差異: 

1.在同儕依附方面，女性視障青年在「溝通」上和「信任」的得分上，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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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存在。此結果顯示女性視障青年比較能感受與同儕之溝通瞭解與彼此信任，感

受到朋友能敏感地回應自己的問題。以上結果與楊淑萍 (1995)以及張芝鳳(2000) 發

現，不同性別的青少年主要是在同儕依附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女生的同儕依附比較

高之研究結果相同。在相關研究中也發現，在同儕依附上，女性原本就顯著地優於

男性 (張秋蘭，2000；Armsden & Greenberg, 1987; Cohn,1988)。這也和 Lacome & Gay

（1998）以及 Marsh (1989)等學者的論點相符，其觀點為：女性自我認同有情感性

(emotional)與關係性 (relational) 傾向；而相對地男性的自我認同是朝向獨立個體方向

發展。 

(二) 不同教育安置的視障青年在本研究各變項之差異 

關於不同教育安置的視覺障礙青年在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和自我認同上的差異

情形，以下依研究結果予以討論之： 

1.在同儕依附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就讀「大專校院」視障青年的「溝通」關係

顯著高於「特殊學校」者。探究其原因，可能因為就讀於大專校院之視障青年，因

為就學環境氣氛上較開放，大學生活中各式團體活動與同儕互動的機會較多，溝通

與接觸的經驗也較多，而使其自我知覺的依附品質較高。 

3.在自我認同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大專校院」者的「個人認同」關係顯著高

於「一般高中職」，顯示視覺障礙大學生對於個人相關特質知覺確認程度最高，亦

即瞭解自我的特質、信念、個性、獨特性以及自我的能力。此與陳坤虎、雷庚玲和

吳英璋(2005)指出，在確定性的評量方面，大學生在四項自我認同確定性（包含整體

自我認同、個人認同、社會認同及形象認同）皆顯著高於國中生或高中生之研究結

果部分相似。其次，就讀「一般高中職」者又顯著高於「特殊學校」者，此與黃素

貞 (2002)發現，就讀一般高中（職）視覺障礙學生的自我概念顯著優於啟明學校學

生之結果類似。另外，結果發現「大專校院」者的「學業認同」顯著高於「一般高

中職」者。Pajares & Shunk (2001)認為是學業自我概念與學業成就，通常有顯著正相

關。因此，就讀「大專校院」之視障青年可能因為已確定有較高的學業成就，故在

學業認同的確認程度比還未上大學的高中職或啟明學校之視障青年來得的高。 

(三) 不同親近朋友數量的視障青年在本研究各變項之差異 

關於不同教育安置的視覺障礙青年在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和自我認同上的差異

情形，以下依研究結果予以討論之： 

1.在父母依附方面，結果發現朋友數量「6 人以上」者與父母「親近」上顯著高

於「0~3 人」者；朋友數量「0~3 人」者，與父母的「疏離」顯著低於朋友數量「6

人以上」者。依據 Hirschi (1969)之社會控制理論，在一般的情況下，個人只要與某

些傳統社會的連結愈緊密，便會與其他型式或種類的社會連結愈緊密。換言之，當

視障青年與父母愈親近，亦會愈依附於同儕，可能擁有較多的朋友；而當愈依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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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也會與父母愈親近。但也有文獻指出父母的愛與關懷愈高，父母較能有效控

管子女的同儕關係，使青少年較不受同儕影響；反之，若親子疏離且衝突，則青少

年可能將人際關係轉移至同儕團體（黃德祥，2000；張楓明，2005），這或可解釋，

本研究結果之較少朋友數量 (0~3 人)的視障青年，與父母較不疏離，可能因而受到

控制較高，與朋友接觸機會較少，其與父母的疏離感反而低於朋友多(6 人以上)者的

部分原因。 

2.在同儕依附方面，結果發現朋友數量「6 人以上」者的「溝通」與「信任」關

係都顯著高於「4~6 人」者，而「4~6 人」者又顯著高於「0~3 人」者；「6 人以上」

和「4~6 人」者的「疏離」都顯著低於「0~3 人」者。顯示有較多朋友的視障青年，

其知覺與朋友之間的溝通及信任品質愈好，較無不滿的負面情緒，疏離感也較低。 

3.在自我認同方面，結果發現「6 人以上」者的「關係認同」、「社會認同」以

及「學業認同」層面均顯著高於「0~3 人」，只有在「個人認同」上的得分則未達

顯著差異。顯示擁有「6 人以上」朋友的視障青年，自我知覺人際關係、外在形象

以及學習表現的確認度較高。推究其原因，可能因為「關係認同」、「社會認同」

以及「學業認同」同屬人際關係的不同階層，關係認同是與身邊親近朋友、家人的

人際關係，而社會認同牽涉到社會分類以及與價值標準，兩者相近似，只是程度與

範疇上有的差別。因此，可能有愈多朋友數量的視障青年會在與人際有關的部分確

認程度較高，而因為個人特質的確認程度，可能會依個人珍視自我的程度而有不同，

則與朋友數量的多寡較無關。 

(四) 不同發生障礙時間的視障青年在本研究各變項之差異 

關於不同致障時間的視覺障礙青年在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和自我認同上的差異

情形，以下依研究結果予以討論之： 

1. 在父母依附方面，研究結果發現中途致障的視障青年在與父母的「親近」上

顯著高於先天者，顯示中途致障的視障青年知覺到與父母親比較親近，父母親對其

情緒較能敏感地覺察與反應。推就其原因，可能是中途致障的視障青年，其視力狀

況是由有到無或是漸漸變壞，因而產生與父母較多的親近的依附需求，因而此層面

的依附品質比先天致障之視障青年來得較高。  

 (五) 不同社經地位的視障青年在本研究各變項之差異 

關於不同社經地位的視覺障礙青年在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和自我認同上的差異

情形，以下依研究結果予以討論之： 

1. 在父母依附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家庭屬中-高社經地位的視障青年在「親近」

上顯著高於低社經，顯示家庭屬中-高社經地位的視障青年，較能感受到父母親對其

親近、尊重、瞭解以及能敏感地覺察與回應子女問題，此與鄭雅玲(2005)指出，不同

家庭社經地位的聽覺障礙兒童在依附關係上，高家庭社經地位優於低社經地位之結



2009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 88 ~ 

 

果部分類似。  

2. 在同儕依附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家庭屬中-高社經地位的視障青年在同儕「溝

通」上顯著高於低社經。此結果表示家庭屬中-高社經地位的視障青年，都能感受到

同儕對其尊重、溝通與瞭解，並能敏感地覺察與回應其問題，此與郭春悅 (2005)發

現，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童的同儕關係較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童好之研究結果部分相

似。 

3. 在自我認同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家庭屬中-高社經地位的視障青年在「個人

認同」、「關係認同」以及「社會認同」得分上，有顯著差異存在。由此可知，家

庭的社經地位會影響視覺障礙青年的自我認同確認程度，以上結果與何英奇(1985)

的研究發現，家庭社經背景的不同會造成父母對子女教養方式與期待不同，而間接

影響子女的認同發展之結論新四。而在身心障礙類方面，此研究結果也與詹文宏 

(2005) 以高中職學習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結果部分類似，其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

位較高的高中職學障學生，其高階層自我概念優於中階層自我概念。 

 

三 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之關係 

(一) 視障青年之父母依附與同儕依附的關係 

在父母依附與同儕依附方面，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親近」與同儕依附之分

層面與總量表均呈正相關；而「疏離」則與同儕依附之分層面與總量表均呈負相關，

此結果與張芝鳳(2000)發現，整體而言，青少年的母親依附關係與同儕依附關係之間

呈現低度正相關；父親依附關係與同儕依附關係之間呈現低度正相關之研究結果有

著部分的類似。顯示視障青年愈是知覺到父母親近、尊重與瞭解，對於父母較少不

滿的情緒，其通常也會知覺到同儕的關心，對於同儕亦較少有不滿的情緒。 

 

(二) 視障青年之父母依附與自我認同的關係 

視障青年父母依附之「親近」與自我認同之分層面與總量表均呈正相關；而「疏

離」則與自我認同之「個人」、「關係」和「社會」呈負相關。其次，在父母依附

之總量表與自我認同之分層面與總量表，均呈顯著正相關，以上結果與劉修全(1997)

之研究結果大致相同，其其發現青少年的自我統合與父親關懷、母親關懷呈顯著正

相關；並與安全依附呈顯著正相關，與逃避依附呈顯著負相關。也和王仲匡(2004)

研究指出母親依附類型、父親依附類型與自我概念皆有顯著的相關之結果部分類似。

同時研究結果亦支持 Reich & Siegel (2002)之提出，大學生的安全型依附與高度認同

呈顯著相關的結果，也與 Zimmermann 和 Becker-Stoll (2002) 指出，安全型依附的安

全與認同達成狀態呈顯著的相關的結果相似。這顯示愈是知覺到父母對其親近、尊

重與瞭解之視覺障礙青年，在自我認同（個人特質、人際關係、外在形象及學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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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各個層面的確認程度愈高。 

 

(三) 視障青年之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的關係 

視覺障礙青年同儕依附之「溝通」、「信任」及「疏離」與自我認同之「個人」、

「關係」、「社會」與「學業」分層面與總量表均呈正相關。此研究結果支持了 Helsen、

Vollebergh 與 Meeus (1999)的發現，同儕依附與關係認同( relational identity) 呈正相關

的研究結果， (引自 Meeus, Oosterwegel, & Vollebergh, 2002)。顯示視覺障礙青年愈知

覺到同儕的關懷、溝通與尊重，愈能與同儕彼此信任，對於同儕較沒有憤怒不滿的

情緒，則對於自我認同（個人特質、人際關係、外在形象及學習表現）各個層面的

確認程度愈高。 

 

四、 視覺障礙青年自我認同結構模式適配度之驗證  

本研究是以 322 位視覺障礙青年為觀察對象進行模式適配度考驗，由上述統計

分析可知，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與實際觀察資料可以適配。惟仍有部分指標，

例如精簡適配度指標 ( PGFI) 以及精簡正規化適配指標(PNFI) 僅達中等程度，並非

十分理想的狀態。 

其次，在模式內在品質的評鑑方面，潛在變項之觀察指標的個別信度中，除「同

儕溝通、「同儕信任」、「個人認同」、「關係認同」、與「社會認同」之觀察指

標尚可外，其餘的觀察指標並不是很穩定，可能的誤差較大，而且三個潛在變項的

平均變異解釋量都在 0.5 的標準之下。依據前述的結果，研究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是

本研究對於「父母依附」（包括親近、疏離、保護），以及「自我認同」（個人認

同、關係認同、社會認同、學業認同）的評量自我認同內容，與之前大部分的研究

均以自我認同型態與歷程的評量向度不同；而且關於父母依附的部分，本研究依視

障青年的特質以及依附理論的內容，加入「保護」的因素，而以往之研究多非以身

心障礙者為研究對象，這亦可能是所選擇之觀察指標不夠理想的原因之一。雖然這

些觀察指標的個別信度不是很理想，不過參數估計值之 t 值大多達到顯著水準，符

合估計參數必須達到顯著水準的模式內在品質適配水準。 

再從三個潛在變項彼此之間的顯著效果觀之，「父母依附」對於「同儕依附」

具有直接正向的影響力 ( 0.30)，且達顯著水準。而「父母依附」亦正向影響「自我

認同」(0.25)。再者，「同儕依附」對於「自我認同」具有直接正向的影響(0.54)，

同儕依附對於自我認同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下圖一為統計分析之後，以最終標準化

解值的結構模式呈現「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模式」結果分

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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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模式建立的歷程，自理論推導產生假設的初始模式，經初步考驗結果的修

正指標之指示，而在刪除不適當的路徑、整併觀察指標，以及將部分觀察變相的殘

差連結後，產生修正自我認同理論模式，這個理論模式與所蒐集到的觀察資料均可

適配。就潛在變項的效果而言，模式中變項的因果關係均能獲得合理的解釋。以下

茲針對研究所得結果進行討論： 

首先，「父母依附」對於「同儕依附」具有直接正向的影響力的研究結果，與

Lieberman、Doyle 和 Markiewicz (1999) 以 267 位青少年（13~15 歲）的研究結果相似，

其發現父母依附的品質會類化至子女與同儕的友誼與品質。Meeus、 Oosterwegel 和 

Vollebergh (2002)認為父母依附和同儕依附有關，不過相關性較低；安全的母親依附

可以促進同儕依附，而父母依附以則透過同儕依附為中介變項，而預測對學校的認

同。因此本研究結果與 Meeus 等人(2002)的研究結果類似。由此可知，視覺障礙青年

知覺父母依附品質愈高者（親近與保護，較少疏離）者，同樣會知覺同儕間（彼此

溝通與信任，較少疏離）依附品質愈高。視覺障礙青年對於父母親的依附關係品質，

確實會影響其與同儕依附品質的高低。  

其次，「父母依附」對於「自我認同」有正向的影響力的結果，與 Quintana 和

Lapsley (1990) 的發現，父母依附和整體認同有著正向的關係；Lapsley、 Rice 和

Fitzgerald (1990)提出，大學生的父母依附可以顯著地預測個人認同與社會認同等的

研究結果相似。而此結果也支持戴薏珊 (2003）所提出，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及同

圖一  視覺障礙青年自我認同之 LISREL 修正模式結果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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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依附對自我認同風格具有預測力的結果，並且也和 Sartor 及 Youniss (2002)所發現，

父母的情感支持與社會活動監控能給子女安全感，能顯著預測子女的自我認同的結

果相同。研究結果發現，視覺障礙青年知覺父母依附品質愈高者（親近與保護，較

少疏離）者會具對自我認同（個人特質、人際關係、外在形象以及學習表現）有愈

高的確認程度。 

再者，關於「同儕依附」對於「自我認同」具有直接正向的影響力方面，與 Helsen、

Vollebergh 及 Meeus (1999)指出，同儕依附與關係認同(relational identity) 呈正相關的

結果部分相似。也與戴薏珊 (2003）之發現，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及同儕依附對

自我認同風格具有預測力的結果部分相同。此結果顯示，視覺障礙青年知覺與同儕

間（彼此溝通與信任，較少疏離）者，會對自我認同（個人特質、人際關係、外在

形象以及學習表現）有愈高的確認程度。 

最後，本研究發現，「父母依附」與「同儕依附」對於「自我認同」均有正向

的影響力，而且「同儕依附」比「父母依附」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以上結果與 Laible、

Carlo 與 Raffaelli (2000) 的發現有些許的類似，其認為高父母依附與高同儕依附之青

少年適應最好；低父母依附與低同儕依附之青少年適應最差；但同儕依附比父母依

附具有更大的影響力。根據以上結果，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青少年階段，個體

會想脫離父母變得更自主，發展更親密具支持性的友誼，因此會產生依附發展的變

化 (Laibel et al., 2000; Markiewicz, Doyle, & Brendgen, 2001)。在認同的確定上，Meeus、 

Oosterwegel、和 Vollebergh (2002)的研究指出，父母對於青少年未來的規劃具有影響，

但是同儕則關係則對於青少年當時的生活狀態影響較大，因此與父母溝通愈多，會

鼓勵青少年與同儕的溝通，並轉而促進青少年對學校的認同與確定。本研究顯示與

上述研究相同的觀點，視覺障礙青年的父母依附與同儕依附都對於其自我認同產生

影響，由於本研究自我認同的內容（個人、關係、社會與學業）是測量視障青年自

我在社會文化情境中感受到的確定程度，與當時周遭之生活狀態有關，因此同儕依

附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是十分合理的。 

本研究綜合前述學者論點，以「同儕依附」為潛在自變項，「父母依附」和「自

我認同」為潛在依變項，實際觀察資料也明顯支持「同儕依附」對於「父母依附」

和「自我認同」具有直接影響。此一結果發現支持了「自我認同」會受到「依附關

係」（包含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影響的相關理論。本研究並進一步證實，視覺障

礙青年的「自我認同」模式，同樣受到視覺障礙青年之「父母依附」與「同儕依附」

的影響。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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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及自我認同之現況 

1. 視覺障礙青年之父母依附品質以保護程度最高，整體為為普通程度 

在父母依附的三個層面中，視障青年所知覺父母親使其感受到「保護」的程度

最高，亦即父母對於其視覺障礙的子女多有擔心、保護的心態與行為，並且讓視覺

障礙的子女能感受到。其次，視障青年有時知覺到父母親與其「疏離」，即對父母

親有憤怒的情緒與想法，認為父母親不夠瞭解自己的生活與感受。最後，視障青年

與父母親「親近」的程度為略高於平均數，亦即其有時仍覺得與父母親是親近的，

父母親是關心、尊重自己的。 

2.同儕依附品質以信任程度最高，整體為普通偏高程度 

在同儕依附的三個層面中，視障青年所知覺同儕使其感受到「信任」的程度最

高，亦即視障青年知覺同儕能夠瞭解、尊重自己，而使自己感受到信任與安全。其

次，視障青年對於同儕很少感受到「疏離」，即視障青年與同儕相處，不會感受到

自己被分離或孤立，對於同儕朋友也沒有憤怒不滿等的負面情緒。最後，視障青年

與同儕「溝通」的程度為略高於平均數，亦即視障青年有時覺得與朋友之間，彼此

是親近的、溝通沒有障礙的。 

3.視覺障礙青年之自我認同以個人認同確認度最高，整體為普通程度 

在自我認同的四個層面中，視障青年對於個人認同的程度最高，即視障青年對

於瞭解自我的獨特性、情緒反應與思考模式有所確認，並能自我評價在內心獲得完

整感。其次，視障青年對於學業認同的確認度較低，即視障青年對於各相關方面的

學習能力與課業表現，較無成就感，自我感受確認程度也相對來得低。 

 

(二) 不同背景變項視覺障礙青年於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及自我認同之差異分析 

1. 女性視障青年對同儕依附有較高的溝通和信任 

在父母依附方面，男性和女性的視障青年對於與父母親在「親近」、「疏離」

和「保護」上的感受是沒有差異的，亦即不論男性或女性之視障青年都能知覺與父

母親親近，被其瞭解、尊重與彼此互相信任的程度，以及感受其所提供的照顧與保

護。而且不論性別為何，在不滿情緒的感受上是沒有差別的。其次，在自我認同確

認程度上，不同性別之視障青年，其個人認同、關係認同和學業認同沒有差異，但

女性之視障青年的社會認同高於男生，即女性視障青年較重視與社會標準（刻板印

象）的比較以及人際上互動，也感覺自己與同儕彼此溝通信任。 

2. 就讀大專校院之視障青年與同儕溝通程度較高，個人認同程度也最高 

在父母依附方面，男性和女性的視障青年對於與父母親在「親近」、「疏離」

和「保護」上的感受是沒有差異的，亦即不論男性或女性之視障青年都能知覺與父

母親親近，被其瞭解、尊重與彼此互相信任的程度，以及感受其所提供的照顧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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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而且不論性別為何，在不滿情緒的感受上是沒有差別的。其次，就讀大專校院

的視障青年，較知覺同儕能夠瞭解、尊重自己，而其對於自我的獨特性、獨特性、

情緒反應與思考模式的確認度，也較就讀高中職與特殊學校之視障生高。 

 

3.  朋友數量愈多的視障青年，其與父母親近、同儕溝通與信任程度較高，但也感

受疏離；其關係認同、社會認同與學業認同程度也較高 

在父母依附方面，朋友數量愈多的視障青年，愈能知覺與父母親親近，被其瞭

解、尊重與彼此互相信任的程度，以及感受到提供的照顧與保護，但有時仍有疏離

的感受。其次，朋友數量愈多的視障青年，愈是知覺同儕能夠瞭解、尊重自己，而

使自己感到信任與安全，但有時仍有疏離的感受。最後，朋友數量愈多的視障青年，

愈能維持與發展與朋友的關係、在隸屬團體內與人互動以及愈能確認自己的學習表

現。 

 

4. 中途致障之視障青年，其與父母親的親近程度較高 

在父母依附方面，先天或中途致障的視障青年對於知覺同儕能夠瞭解、尊重自

己、尊重，彼此信任以或是疏離感上沒有差別。在自我認同方面，不論先天或中途

致障的視障青年，都能確認瞭解自我的獨特性、維持朋友關係、在隸屬團體內與人

互動以及確認自己的學習能力表現。不過，中途致障之視障青年，較知覺父母親瞭

解、尊重自己，與父母親的親近程度較高。 

5.家庭屬中-高社經地位之視障青年，其父母依附的親近、同儕依附的溝通程度較高；

其自我認同之個人、關係及社會認同程度較高 

在父母依附方面，家庭屬中-高社經地位之視障青年感受到父母親瞭解、尊重自

己。在同儕依附方面，家庭屬中-高社經地位之視障青年，知覺同儕能夠瞭解、尊重

自己的程度較高。最後，在自我認同方面，家庭屬中-高社經地位之視障青年，對於

瞭解自我的獨特性、維持朋友關係、在隸屬團體內與人互動以及學習能力表現的確

認度較高。 

 

(三) 視覺障礙青年之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及自我認同之關係 

1. 對於父母依附程度愈高的視障青年，對同儕的依附程度也愈高 

   視覺障礙青年對父母親，愈是感受被父母親瞭解、尊重、以及照顧保護，其對同

儕的溝通、信任也愈好；對於父母親愈是疏離，其對同儕的信任也愈低，愈有不滿

與疏離的感受。 

 

2.  對於父母依附程度愈高的視障青年，自我認同的確認程度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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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障礙青年對父母親，愈是感受被父母親瞭解、尊重、以及照顧保護，其對

自我的獨特性、維持朋友關係、在隸屬團體內與人互動以及自己的學習能力表現之

確認程度都愈高。對於父母親愈是疏離，其對自我個人特質、維持人際關係、符合

社會標準與學業之確認程度都愈低。 

3. 對於同儕依附程度愈高的視障青年，自我認同的確認程度也愈高 

視覺障礙青年對於同儕，愈是感受到與同儕瞭解、尊重及信任，其對自我的獨

特性、維持朋友關係、在隸屬團體內與人互動以及自己的學習能力表現之確認程度

都愈高。對於同儕愈是疏離，其對自我個人特質、維持人際關係、符合社會標準與

學業之確認程度都愈低。 

 

(四) 視障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之結構方程模式 

1. 視障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之結構方程模式得到支持 

經過 LISREL 統計軟體分析之後，本研究所建構之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

儕依附與自我認同之結構方程模式，經過修改之後，在各項適配指標中，在各模式

基本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標準皆獲得支持。唯模式之內在適配度考驗不若外在

品質(整體模式適配度理想，但大致仍可接受，顯示本模式具有良好之模式適配度，

獲得統計分析之驗證。 

2. 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對同儕依附具顯著之直接正向影響力 

結構方程模式的結果顯示，父母依附對於同儕依附的直接效果為.30。視障青年

父母依附對同儕依附具顯著之直接正向影響力。 

3. 視障青年同儕依附對自我認同具顯著之直接正向影響力 

結構方程模式的結果顯示，同儕依附對於自我認同的直接效果為.54。因此，視

障青年同儕依附對自我認同具顯著之直接正向影響力。 

4. 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透過同儕依附對自我認同具顯著之間接正向影響力 

結構方程模式的結果顯示，父母依附透過同儕依附再影響自我認同之間接效果

為 0.16 ，而父母依附對於自我認同總效果值為 0.25。因此，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

附透過同儕依附對自我認同具顯著之間接正向影響力。 

 

5. 視覺障礙青年同儕依附對自我認同具有較大且正向的影響力 

結構方程模式的結果顯示，同儕依附對於自我認同的直接效果為.54，父母依附

透過同儕依附再影響自我認同之間接效果為 0.16 ，而父母依附對於自我認同總效

果值為 0.25。因此，視覺障礙青年同儕依附對自我認同具有比較大且正向的影響力。 

 

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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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以作為家長、學校相關輔導人員、學生

本人及未來研究應用之參考。 

(一) 對家長的建議 

1. 增多與視障子女親近、傾聽與分享的時間，以瞭解依附需求並適時的 

支持 

由於本研究發現視覺障礙青年之父母依附以保護程度最高，而與父母疏離程度

也較高；中途致障之視障青年，其與父母親的親近程度較高。由此可瞭解，視覺障

礙子女的家長容易對其子女過度的保護與關心，但是子女卻容易對家長有疏離不滿

等負面的情緒。因此建議視覺障礙學生的家長，能花時間多與視障子女相處，創造

共同的經驗與記憶，傾聽子女傾訴以瞭解其依附的需求，讓視障子女能感受父母不

僅提供保護的功能而已，更是心理上的安全堡壘與心靈的庇護所，藉此幫助視障子

女有向外探索的意願與勇氣，以達成更高的自我認同。 

 

2. 對於視覺障礙子女應有良好的管教態度，鼓勵子女發展同儕關係 

依據研究結果指出視覺障礙青年之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對同儕依附具顯著之

直接正向影響力；父母依附透過同儕依附對自我認同也具間接正向影響力。因此，

雖然視覺障礙子女之家長，因為其子女的視力狀況因素，難免會有保護的心態，但

是仍建議家長仍應保持良好的管教態度，不宜過度的保護溺愛子女，多多鼓勵子女

向外探索，真正瞭解自己的能力與限制，發展良好的同儕關係，以協助子女克服生

理的障礙，能回答「自己是誰？」「要往哪裡去？」的問題，經由自我認同的探索

的過程，最終能達成自我認同。 

3. 參與教養視障子女之親職教育課程或講座 

基於本研究結果發現，家庭屬中-高社經地位之視障青年，其父母依附的親近、

同儕依附的溝通程度較高；其自我認同之個人、關係及社會認同程度較高。因此，

建議視覺障礙學生的家長，能參與各式親職教育的活動，例如：閱讀相關書籍，相

同境遇家長的經驗分享以及壓力管理等講座與課程。特別是家庭屬低社經地位的家

長，能學習如何瞭解與尊重子女、覺察子女的情緒狀態以及如何正確的回應，以使

父母親瞭解與子女的依附關係良窳，將會對於子女的朋友關係和自我認同產生良性

的循環影響。 

 

(二) 對相關輔導人員的建議 

1. 將自我認同的議題納入輔導內容中，應用本研究之模式作為自我認同 

的檢視基準 

由於本研究結果發現，視覺障礙青年之自我認同以個人認同確認度最高，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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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認同確認度最低，其中又以就讀大專校院的視障學生的個人認同最高。因此，建

議普通高中職以及特殊學校之相關輔導人員可以將自我認同與依附理論等課程融入

輔導教學，以協助視障學生接觸不同的認同選擇與嘗試，瞭解認同的衝突與矛盾是

必經的過程，以使學生經由探索自我、面對衝突、接納自我進而到建立自我的認同；

另一方面，由於視覺障礙學生的學業認同程度仍稍低，建議相關課程的調整、輔具

的協助和課業的補強都需再加強。 

2. 開發視覺障礙學生多元學習領域，增加學習各式專長的機會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視覺障礙青年之自我認同以個人認同確認度最高，雖然在

學科學習確認度較低，但在特殊專長的確認程度是較高的。而本研究中的學業（習）

認同，包含各學科的學習及特殊才能的能力與表現，建議學校輔導課程可依據視障

學生的特質，不排斥也不限於傳統的生涯職種，開發多元的學習領域，例如：餐飲、

音樂等領域，都盡可能地嘗試、接觸與探索，才能協助視覺障礙的學生從探索自我

到對該選擇形成投入與承諾。 

3. 提供社交技巧課程或訓練，增多視覺障礙學生之社交機會 

本研究結果顯示，視覺障礙青年之同儕依附程度比對父母依附高；女性視障青

年對同儕依附有較高的溝通和信任；而朋友數量愈多的視障青年，其與父母親近、

同儕溝通與信任程度愈高，但卻也感受疏離；其自我認同（關係認同、社會認同與

學業認同）程度也較高；同儕依附對自我認同具顯著之直接正向影響力。由上可知，

同儕關係對於視覺障礙學生的父母依附與自我認同的影響力不容忽視，但是擁有較

多朋友的視障者，卻仍有疏離的感受，可能是互動的機會多，相對地也增多衝突的

機會，因此建議學校輔導單位，可以提供視障生關於傾聽、要求協助的技巧、如何

表達自我及瞭解他人感覺等的社交技巧課程，並舉辦各式的讀書會、慶生會與夏令

營等各式聯誼活動，以協助不擅長（男性視障生）或不願意的視覺障礙學生建立良

好的依附關係，藉由良好的同儕互動、友誼的形成，進而改善與父母、同儕依附的

疏離感，進而提高更高的自我認同。 

 

(三) 對視覺障礙青年的建議 

1. 建議視覺障礙青年擴大交友圈，參與各式不同性質的團體活動 

基於研究發現對於父母依附程度愈高的視障青年，對同儕依附、自我認同的程

度也都愈高；而同儕依附對於自我認同更是具有重大的影響力。由此可瞭解，視覺

障礙學生與父母、同儕依附關係都會影響到自我認同的確認程度，因此建議視障學

生應該勇於與父母分享自己的價值、信念、思考與心理情緒，藉由父母經驗的分享

與交流，作為自己探索、嘗試與選擇認同的支援與後盾，能更深度的瞭解與確認自

我。而以學習階段的視障學生來說，同儕關係更是能提供學習與生活的協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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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視障學生擴大交友圈，嘗試與不同領域的朋友相處交流，或許過程不盡然是順

利與美好，但是唯有經過不斷的嘗試與探索，才能不因別人表現好，而感到自己不

如人，也不因別人獲得，而感到自己失去，在自己心中能形成一種內在的持續與安

全感，也就是自我認同的達成。 

 

2. 建議視覺障礙青年應用本研究之模式作為自我認同的檢視基準，積極 

探索自我、瞭解自我，進而確認自我 

由於研究結果指出，視覺障礙青年之自我認同以個人認同確認度最高，但學業

認同確認度卻較低。因此，建議視覺障礙學生本身必須瞭解自己的的特質，發展自

己的興趣，瞭解社會傳統價值的標準，但不將自己受限於刻板印象中，盡量積極的

探索生活與學習，發展親密情感連結的父母依附關係與同儕關係，使自己不僅在自

我特質上能區別自己與他人，在朋友關係中能以正確的態度看待自己，在團體中更

能確認自己的社會角色與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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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視障學生的服務及支援 

 
冼權鋒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1. 康復對象及服務 

 

香港人口現約有 700 多萬，各類殘疾人士估計合共 36 萬。為切合社會需要，在

2007 年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中，工作小組確定主要的康復服務對象，殘疾類別

由以往的八項增至十項，以更能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服務及支援，這些殘疾類

別包括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聽障、智障、精神病、肢體傷殘、特殊學

習困難、言語障礙、器官殘障及視障。因應上述的殘疾人士的需要，政府各機構陸

續制訂政策、預算、服務及支援措施，以切合殘疾人士的需要。在醫療方面，工作

包括預防、識別和鑑定、與及醫療康復。在教育方面，工作包括學前訓練、教育服

務、就業服務和職業訓練。而在社區服務方面，工作包括康體和文藝活動、住宿服

務、日間照顧和社區支援。其他工作還包括自助組織的發展、無障礙的通道設施和

交通、無障礙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與及公眾教育。故此，各政府機構，如教育

局、社會福利署或衛生署等，聯同職業訓練局、宗教團體、慈善團體及非牟利團體，

為殘疾人士提供全方位的教育、訓練及服務。對殘疾學童來說，適切的教育支援及

服務，尤其是全人發展的重要環節。 

 

2. 視覺受損的定義 

 

在十項殘疾類別中，視障是一項很早已被確定的殘疾類別，故有關的服務及支

援，已見成熟及全面。以往這類殘疾人士，多指為盲人或失明人士，服務也見受限

制。不過，隨著醫學的進步，視障人士的視覺受損，可被鑑定為有不同程度的及類

別，因應不同的視覺功能，衍生不同的定義及服務。大致來說，視覺受損的定義可

分為完全失明及低視能。完全失明是指沒有視覺功能，即對光線沒有感覺。而低視

能 (low vision) 可分為下列三項程度: 

i. 嚴重低視能 — 視覺敏銳度（指視力較佳的眼睛戴上矯正眼鏡後的視力）

為 6/120 或更差，或視野縮窄，最闊的視野直徑對向 20 度或以下角弦（不

論視覺敏銳度如何）。 

ii. 中度低視能 — 視覺敏銳度為 6/60 或更差，但未達 6/120。 

iii. 輕度低視能 — 視覺敏銳度為 6/18 或更差，但未達 6/60。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2007) 

 

根據統計，在 36 萬殘疾人士中，視障人士約佔三分之一，約有 12 萬，遍佈不

同的年齡階層，視覺受損程度及原因盡不相同，呈現的殘疾亦有先天性及後天性之

分別，需要的支援及訓練也不一樣。視障學生因視覺受損程度，接受的教育服務及

支援也有不同的安排。 

 

3. 視障學生的數字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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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教育部 2007 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大陸的盲人學校共有 35 所，班級數總

計為 902 班，學生數目共有 41,520 人。而據台灣特殊教育部 2009 年頒布的數據，

視覺障礙學生人數總計為 1,272 人。然而，香港視障人士雖在殘疾人口內，佔很大

的比例，但視障學生的數目，較其他殘疾學生的數目相對為少。香港現有二所盲校，

隸屬同一辦學團體，一所主要收取智能正常的視障學生，班級人數為 15 人，而另一

所則專照顧一些視障兼具其他殘疾的學生，班級人數為 10 人。2008 年，就讀這兩

所的特殊學校學生，共有 154 人，數目不算太多。而一些主流學校，在融合教育計

劃下，都會收取視障融合生。2008 年的數據指出，中小學合共只有 31 人。不過，

為數不少的視覺受損程度較輕微的學生，透過新資助撥款模式及校本支援，成功地

就讀主流學校。但是，與其他類別學生比較，無論是就讀主流或特殊學校，都顯得

相對少。從開支預算來看，盲校學生的單位成本或是每位視障融合生的額外單位成

本，也相對較高。 

 

 
2006/07 2007/08 2008/09 

殘疾類別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視障 11 23 9 27 7 24 

聽障 40 51 28 46 28 44 

智障 156 46 150 58 128 50 

肢體傷殘 40 36 34 30 24 27 

自閉症 212 46 237 62 244 57 

總數 459 202 458 223 431 202 

 
661 681 633 

額外單位成

本 

(港元) 

$40,000 $38,500 $41,000 

(資料來源: 教育局回答立法會文件，EDB067，16/3/2009) 

 

 
2006/07 2007/08 2008/09  

學校類別 
學生 

人數 

單位成本 

(港元) 

學生 

人數 

單位成本 

(港元) 

學生 

人數 

單位成本 

(港元) 

班級 

人數 

視障  156 $148,000 154 $161,500 154 $173,000 15/10 

聽障  246 $165,500 204 $181,000 176 $192,500 10 

輕度智障  2795 $81,000 2836 $89,000 2927 $100,000 15 

中度智障  1552 $145,000 1576 $155,500 1602 $167,500 10 

嚴重智障 807 $206,000 775 $220,500 770 $235,000 8 

肢體傷殘 804 $191,000 801 $202,000 816 $212,000 10 

總數 6360  6346  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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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教育局回答立法會文件，EDB067，16/3/2009) 

 

4. 視覺障礙學生教育安排 

 

香港的九年免費普及教育，入學年齡為六歲，特殊學校學生可於十六歲後離校。

不過，由於學制的轉變，新高中學制架構在 2009/10 學年開始實施，故有些特殊學

校已可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六年小學教育及六年中學教育。政府現階段

的政策指出，「十八歲」是特殊學校學生的離校年齡，但是「十八歲」離校的措施

與完成「高中課程」的理念，仍存在不少爭議。 

 

香港現有的 61 所特殊學校，只有 2 間視障兒童學校，並設有寄宿服務。早於

1897 年，心光盲人院暨學校已創立，1956 年心光學校註冊為津貼學校。學校共開設

十班，包括預備班至中三。此外，學校也開辦視障學童支援服務，幫助主流學校融

合生或其他特殊學校內的視障學生。課程與主流學校相同，兼有視障復康訓練，如

感知訓練和定向行動訓練。 

 

恩望學校創立於 1978 年，也是隸屬心光盲人院暨學校，為視障兼智障及多種弱

能學生提供教育復康和住宿服務。學校開設六班，三班為中學組，三班為小學組。

學校近年致力發展具視障兼多種弱能特色之校本課程，為視障兼智障、聽障、身體

障礙等多種弱能學生提供適切之課程。學校課程主要以單元主題為教學基礎，分班

進行學習，配以小組及個別施教、流程教學方式和專業復康訓練。 

 

教育局根據特殊學校資助則例，為視障學校提供資助，包括教學人員、專職醫

療人員、社會工作人員、護理人員及宿舍部人員。此外，教育局每年亦有撥款以資

助由香港盲人輔導會經辦的中央點字製作中心，以提供點字讀物（包括學校課本）

給視障學童。 

 

在課程發展方面，1996 年教育局頒布《視覺弱能兒童課程指引》，闡述視覺障

礙學生的教育目標，例如 (1) 充分發展兒童在體格、心智和社交方面的潛能。(2) 鼓

勵兒童養成獨立、自力更生和適應社會的能力。(3) 培養兒童解決日常生活遇到問

題的技巧和自理技能，使他們具備良好的適應能力和自立能力。故此，香港的視障

學生教育，主要是由兩所學校提供，部份能夠適應主流學校課程的視障學生，透過

融合教育計劃或新資助撥款模式，早已融合於主流學校中，接受普通教育。 

 

5. 社區支援 

 

除學校教育外，政府在各層面提供評估、安置、加強支援及考試安排，例如衛

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部會為普通學校視覺障礙學生提供評估服務。教育局提

供幼稚園兼收弱能兒童計劃，協助視障幼兒就讀。教育局的特殊教育支援及學位安

排組，也會為視障學童提供支援計劃及學位安排。香港考評局亦會制訂政策及措施，

為視覺障礙學生提供特別考試安排。此外，視障學童也可使用一些社區資源，例如

香港盲人輔導會亦為視障人士，提供多元化的服務，例如普通眼科及低視能服務包

括三方面，「普通眼科及低視能中心」能為眼疾者提供診斷以及治療服務。「流動

視覺健康檢查車」的服務包括眼科專題講座、視覺健康概略檢查及低視能助視器驗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Itemid=18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9&Itemid=33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0&Itemid=34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0&Itemi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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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等。「視覺2020 - 低視能資源中心」則主要是供應多種價廉而高質素之助視器及

低視能檢查儀器和用具。下表列出一些對視障學生受惠的服務及支援: 

復康服務  

復康中心：提供各類課程訓練以及輔導服務 

社區支援及康樂服務：提供個人輔導，興趣班小組活動，社區教育服務 

視障弱智人士訓練服務：提供各類生活，專業，工作訓練  

視聽障人士復康計劃 ：提供各類資訊服務，社區教育及專題講座服務，

提供輔助儀器以及服務轉介。 

教育及社區支援服務 

訊息無障礙中心：提供專業圖書館服務，電腦通訊科技以及電腦訓練課

程 

中央點字製作中心：包括課本，政府文件，雜誌，試卷以及各類資料的

點字轉譯服務。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視障兒童家長資源中心：提供圖書館服務，

輔導諮詢服務，及教育講座。 

無障礙設施及支援服務 

暢道科技服務中心：提供「一站式」無障礙通道設施，包括產品研發與

生產 

輔助儀器服務：提供各類智能軟硬件產品 

視障人士用品售賣服務 

 

6. 教師培訓 

 

不少研究顯示，教師的特殊教育培訓，是一個急切的課題。很多家長也指出，

校內教師如缺乏應有的認知及技巧，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往往未能得到恰當

的照顧。事實上，在照顧課堂差異的層面內，教師起著重要的角色，這不但要求他

們有優化課堂教學的技巧，也要具備照顧個別差異的能力，並能有支援學生的特殊

教育需要的決心。但當部分教師都認為自己未能充分掌握特殊教育的知識及教導技

巧的時候，又或者認為自己未能滿足家長的期望時，這些情況都容易對教師造成困

擾。 

 

香港教育學院擁有一支強大的特殊教育教師培訓及科研隊伍，學院早已在中學、

小學及語文的教育榮譽學士課程內，開設認識處理學生差異的必修學習單元，而不

少課程也有特殊教育主修及副修科目，加強準教師如何處理不同特殊教育類別的學

生，並裝備他們學習多點辨別、預防、輔導及加強支援等技巧。此外，學院已開辦

特殊教育學士及碩士課程，提供更深入的學習及指導。融合教育既以全方位進行，

我們當然希望所有教師，都有接受特殊教育的培訓機會。可是，短期來說，確是辦

不到，而有關的特殊教育的培訓，內容、時間及模式，也有不同的觀點。 

 

自2007-2008年度起，教育局已為現職教師訂定了為期五年的專業發展架構，提

供有關特殊 育需要的系統課程，包括基礎課程（30小時）、高級課程（90時）及專

題課程（60小時）。教育局預期到2012-2013年度時，每間學校最少有10%教師完成

基礎課程，而最少三名教師完成高級課程。院內的教育研究學院，透過特殊學習需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1&Itemid=35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2&Itemid=19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2&Itemid=36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3&Itemid=37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0&Itemid=38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4&Itemid=39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5&Itemid=27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1&Itemid=46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2&Itemid=47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3&Itemid=48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6&Itemid=5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7&Itemid=52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8&Itemid=53
http://www.hksb.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6&Itemid=54#sb_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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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的安排及各學系的支援，協助教育局首三年的特殊教育培訓工作，

平均每年約有二千多位在職教師修讀上述各類課程。工作雖極具挑戰，但卻有意義

及影響深遠。然而，由於視覺障礙學生的數目較少，需要受訓的名額需求不太多。

07-08年度，因申請人數太少，未能開辦「視覺受損學生教育」的專題班。而08-09

年度，雖能成功開辦一班，但報讀的老師只有11 位，情況不甚樂觀。 

 

 

7. 結語 

 

在融合教育的發展下，所有的支援及服務工作，應是全方位進展，環環緊扣。

視障學生的教育需要是多方面的，例如鑑定和評估服務是重要的一環，這需要教師

的課堂診斷能力及專業的鑑認。此外，沒有醫療康復服務的協助，很多視障學生也

許未能克服其因殘疾而帶來的障礙。而有效的學前訓練，更有助學生盡快掌握前備

的學習技巧及社會適應能力，升讀主流小學。社會人士提倡整合的教育服務，以切

合視障學生的個別需要。社區支援可補充教育系統的不足，無障礙的資訊及通訊科

技設備可加強視障學生的學習效能，學生使用輔助儀器後，大大家提昇學習能力。

此外，社會共同創設無障礙的通道設施和交通，將有助培養視障學生的社會適應及

獨立能力。故此，各方面專業如能共同協作及發展，將更有助提升視障學生的服務

及支援。 

 

講者簡介 

冼權鋒博士，香港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輔導與學習支援系副教授，於中、小學

及特殊教育教師培訓課程中，專責教導融合教育、學習困難及情緒障礙兒童教育。

冼權鋒博士曾負責統籌特殊教育教師訓練課程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照顧不同學習

需要)的課程統籌主任。現為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主任。冼博

士除負責特殊教育教師培訓工作外，積極開展不同的專題研究。研究包括主流學校

學生違規行為、嚴重弱智學生多感官室訓練、融合教育教師培訓、適應有困難兒童

歷奇課程、弱智學生常識科課程發展、讀寫困難兒童訓練、自閉症學生想法解讀訓

練、特殊教育資訊科技及多重殘障學生的研究等。此外，冼博士常被內地及香港學

課程名稱 

07-08 

(已完成的 

訓練名額) 

08-09 

(計劃提供 

的訓練名

額) 

09-10 

(計劃提供 

的訓練名

額) 

1.「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基礎課程 1201 1000 1000 

2.「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級課程 240 280 280 

3. 「各類特殊教育需要」專題課程    

自閉症學生教育 158 160 160 

智障學生教育 82 40 40 

肢體傷殘學生教育 23 40 40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及有情緒及 

行為困難的學生教育 
162 160 160 

聽覺受損學生教育 0 20 20 

視覺受損學生教育 0 20 20 

言語障礙學生教育 39 40 40 

4. 為主流學校教學助理開設的「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工

作坊 
561 5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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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或團體邀請，主講融合教育、特殊教育資訊科技、教學策略、輔導技巧及課堂管

理等項目。近期更協助香港教育局，為推行融合教育的學校，進行教師培訓。此外，

冼博士亦協助澳門教青局籌辦不同的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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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者滿意度之調查研究 

 

莊素貞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特教系) 

施仁森  

(國立台中特殊教育學校) 

 

本研究主要在調查台灣地區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程度。重點主要

放在使用者對雙視點字教科書實體、功能、人際關係和學習成果等四向度

之滿意度，並以李克特五等量表計分。依據研究者訪查所得使用者資料，

共回收 116 份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 64％。利用問卷調查法與深度訪談以

瞭解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者滿意情形。 

研究結果主要發現：(1)依據使用經驗的問卷填答，有 95％填答者表

示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感到滿意(整體滿意度 3 分以上者)；(2)不同性別之盲

生其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但不同年齡、教育階段、學校

所在地區之盲生其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有顯著差異；(3)不同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與視障教育年資之盲生教師其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

差異；(4)不同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之盲生家長其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

沒有顯著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教育主管單位與相關教育人員未來教學與行政之

參考。 

 

關鍵字：雙視點字教科書、視障生、使用者滿意度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閱讀是一切教育與學習的核心」。閱讀能跨越時空的限制，拓展人類的視

野，透過大量閱讀累積許多常識、知識後，就能增廣見聞，使一個人具有足夠的辨

識能力，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證明，閱讀和聯想力、創造力、

感受力、理解力、記憶力、都有極大密切的關聯。由此推論，一個國家國民平均閱

讀能力越高，其未來在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力也越強，所謂「閱讀即未來」就是這個

道理。閱讀對明眼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只要翻開書本張開眼睛就可開始閱讀，

享受求知的樂趣。但是對視覺障礙學生而言，閱讀就不那麼輕鬆愉快。因視覺功能

受損，全盲學生獲取資訊的方式必須高度仰賴聽覺和觸覺，而其中點字摸讀是全盲

學生必要的學習過程，點字教科書更是此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學習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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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是專為盲人設計的一種利用六個凸點排列組合而成的摸讀系統，它是盲

人閱讀與書寫最重要的文字系統，對於盲人的教育、就業及社會生活的參與扮演極

重要的角色(Baker, 1989; Day, 2004; Donnelly, 1983; Hong, 2002; Koenig, 1997; Ross, 

2000; Sugg, 1990; Wedding, 1997; Wetzel, 1992; Wilson, 1991)。 

近年來，融合教育已成為世界特殊教育發展的主流，越來越多視障學生不分

全盲或弱視身心障礙，進入普通學校就讀。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 國民教育階段視

障學生就讀普通學校人數從民國 89 年 952 人 (約占全部視障學生 75%) ，到民國 93

年 1085 人(約占全部視障學生 87.5%)，短短四年時間，視障學生就讀普通學校人數

成長了 12.5%（教育部,民 94）。這群就讀普通班的視障學生，除了每週約 2~5 小時

接受視障巡迴教師的輔導,大部分時間是在原班上課,由導師或科任教師負責授課。

一般普通班的老師對於弱視學生的輔導尚可勝任, 但對於全盲學生的教學常因缺乏

視障教育專業，而心生恐懼，甚至排斥。 

全盲學生的教學是相當具挑戰的工作，除了要具備普通教師的專業知識，還

要懂得全盲生使用的點字教科書內容。然而，點字教科書對於沒有受過點字教育專

業訓練的普通班教師與學生家長來說根本是無字天書。這讓一般盲生的家長、普通

班老師或同儕無法提供學習中必要與立即性的協助與輔導。 

為協助普通班教師及家長輔導視障學生, 教育部於民國九十二年召開「國民教

育階段視障學生採用國字與點字對照排列教科書相關為題」會議後決議：雙視點字

教科書自 93 學年度，分三年實施。93 學年度先實施於國小一、二年級、國一；94

學年度擴大實施對象為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國一和國二；95 學年度則全面實

施雙視點字教科書於所有國小與國中階段的視障學生 (教育部，民 92。 

雙視點字教科書最大優點是有點字與國字對照排列，十分有利於普通班教師、

家長與同儕對視障生的輔導。然而，雙視點字教科書是點字教科書進化過程中的一

大步，它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設備、人力和技術，對於點字教科書製作的現狀可能

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教育部宣布這項消息後，各方有不同的看法。視障家長與

教師要求盡快執行實施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政策（黃雅鳳，民 94；鄭明芳，民 93；

鄭靜瑩，民 93）；然而有些機構或專家則強烈質疑其執行的必要性與價值性 (蘇清

富，民 92)。 

教育部於推動雙視點字教科書時面對正反二方的意見時，並無相關客觀的研

究報告可供參考。有鑑於此，本研究從使用者的觀點出發，試圖瞭解雙視點字教科

書在教育部開會決議後實施的現況與使用者滿意度，並進而探討雙視點字教科書的

存在價值與推行的可行性。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包括：(一) 分析不同使用者，雙視

點字教科書滿意度的情形；(二)分析使用者不同背景變項，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

度差異情形。 

依研究目的所擬定之研究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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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中與國小之盲生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滿意度為何？ 

(二)國中與國小盲生之教師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滿意度為何？ 

(三)國中與國小盲生之家長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滿意度為何？ 

三、研究假設 

(一)研究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盲生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1.不同性別之盲生，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2.不同年齡之盲生，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3.不同教育階段之盲生，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4.不同學校所在地之盲生，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二)研究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1.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2.不同年齡之教師，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3.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4.不同視障教育服務年資之教師，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三)研究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家長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1.不同性別之家長，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2.不同年齡之家長，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3.不同教育程度之家長，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四、重要名詞釋義 

(一)雙視點字教科書 

舉凡能一起呈現印刷文字與點字(Print and Braille)供盲人與明眼人閱讀的圖書，

均可稱為雙視點字圖書。 

本研究所稱之雙視點字教科書為九十三學年度國中一年級、國小一、二年級

所使用之國字與點字對照排列列印的教科書。除了保留盲生摸讀的點字外，還在點

字的上方逐行逐字對應，列印上國字、英文、數字以及各種標點符號，以方便明眼

人閱讀。 

 

貳、文獻探討 

一、雙視點字與全方位設計 

(一)全方位設計(Universal Design) 

「全方位設計」或稱「通用設計」的概念是在 1980 年代，由美國北卡羅來納

州立大學的 Mace 所提出。原本的目的是在建築設計時，需考量生命週期中的所有

人的需求，之後並延伸其概念至各類別的製造業者建立起「盡量以每個人都能方便

使用的設計原則，不論人種、體型、男女老幼或者是殘障與否，打造出每個人都能

享用共通的設備、用具以及生活環境」這樣的觀念。而「無障礙設計」、「福祉設

計」、「全人關懷」等影響就是全方位設計思潮興起的背景因素。 

如果說布萊爾點字的發明是對盲人無障礙的設計(Barrier Free Design)，讓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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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無障礙地讀寫；那麼雙視點字的發明就更像是點字書的全方位設計(Universal 

Design)。研究者將全方位設計之七點原則(取自 The Center for Universal Design 網頁)，

與雙視點字圖書之實現摘譯於表 1 中。 

 

表 1 全方位設計之七點原則與雙視點字圖書之實現 

原則 說明 雙視點字書的實現 

共用 

Equitable Use 

指設計對所有不同能力

的人皆是有用的。 

雙視點字書不但能使盲人閱讀，對明眼

人也是可以一起使用的。 

使用上具彈性 

Flexibility in Use 

指設計能包容個人的偏

好 和 能 力 於 更 大 的 範

圍。 

雙視點字書不論使用者是否具備點字能

力，亦或是點字能力尚待加強者都能使

用。 

簡單直覺的使用 

Simple and 

Intuitive Use 

不 論 使 用 者 過 去 的 經

驗、知識、語言能力或

目前的專注力，設計的

使用很容易去瞭解。 

雙視點字書點與印刷文字對齊列印，不

論過去是否學過點字、具備點字的知

識，都能很容易瞭解使用方法。 

可感知的訊息 

Perceptible 

Information 

不論周遭情況或使用者

的感官能力，設計有效

地傳達必要的資訊給使

用者。 

雙視點字書不論使用者的視力是明或

盲，都能將書中的訊息傳達給使用者。 

高容錯力 

Tolerance for Error 

設計將危險和意外與不

小心的不利結果降至最

低。 

雙視點字書在使用上幾乎沒有危險性。 

輕鬆不費力 

Low Physical 

Effort 

能有效率、舒適地、不

費力地來使用該設計。 

雙視點字書能讓明盲各取所需地使用同

一本書。明眼人能透過印刷文字更有效

率地指導盲生課業。 

大小與空間方便

取用(較偏向建築

設計取向) 

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 

不論使用者的體型、姿

勢和行動力，在進出通

道、肢體可及範圍、操

作和使用上提供適當的

尺寸和空間。 

雙視點字書提供與一般點字相同的大

小，點字的間隔，行距皆相同，。明眼

人所用的印刷文字印在點字二行之間，

充份利用紙張的空間，方便二種文字的

閱讀者。 

資料來源：http://www.design.ncsu.edu:8120/cud/univ_design/princ_ overview.htm 與本研究整理 

 

美國 1998 年的科技輔具未來發展中，提出全方位設計的觀念，目的是希望廠商在

設計產品時，除了考量讓一般正常人使用外，應將身心障礙者的因素考量在內。相反地，

當設計身心障礙者使用的產品，也將其他各種可能的對象考慮進去，讓更多人能使用該

設施或產品，造福更多人（CAST, 2001）。由上述原則可知，雙視點字書的設計雖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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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者設計的產品，也能使一般社會大眾受益。這是全新的角度，唯有產品透過更多

人的使用，才會有所進步，點字書在眾多明眼人使用後，或能激盪出更新的創新想法，

帶動點字書的改革。 

(二)雙視點字書的意義與研發動機 

雙視點字教科書適合的使用對象包括: 國小高、中、低年級與國中 1~3 年級的盲生

和普通班教師 (含導師與科任老師)、家長與同儕。傳統的點字教科書僅有凸點，沒有

接受過視障教育專業訓練的普通班教師與學生家長是無法看懂教科書內容。雙視點字教

科書（如:附錄一），除了保留盲生摸讀的點字外，還在點字的上方逐行逐字對應，列

印上國字、英文、數字以及各種標點符號，以方便明眼人閱讀。 

雙視點字教科書研發的動機主要包括: 1) 視障巡迴教師不在旁邊提供特教服務時，

安置於普通學校就讀的全盲生點字摸讀時常無人指導；2) 視障巡迴教師點字能力不佳

或甚至完全不懂，而導師、家長或同儕也不懂點字；3)利用視障輔助科技的技術替代家

長用手寫方式寫入國字，避免不必要的時間浪費；4)審定教科書的點字書中有相當的變

更與替代語詞（圖形與觀察）容易造成盲生學習極大的困擾(鄭明芳，民 93)。 

 

（三）雙視點字的製作流程 

目前製作雙視點字圖書的方法大致上有二種，茲說明如下: 

第一種方法是由國立台中啟明學校教師團隊所研發，以軟體控制現有的點字印表

機和雷射印表機，大量印製雙視點字圖書，其製作流程如下: 1) 取得文字檔；2)校對及

格式調整；3)轉譯成點字、校對及排版；4)先列印點國字；5)在列印點字。 

雙視點字是在傳統點字行間印上國字，視學生學習需求可選擇下列各種列印格式：

1)單面列印：空方空行、不空方空行、不空方不空行；2)雙面列印：空方空行、不空方

空行、不空方不空行。空方是指每一個由點字細胞所成的國字間，空下一格以茲辨識該

字的結束；空行則是指每一行字間空下一行的空間，以茲分辨上下行之區格，通常為點

字的初學者較需要空方空行。 

第二種是直接引進國外器材製作，程序上較為簡單，但是需另外購買設備。其製

作流程為：1)取得文章電子檔；2)校對及格式調整；3) 同時列印印刷文字與點字。由於

雙視點字圖書帶來的便利, 世界各國不斷投入研發, 日本目前已研發列印雙視圖書的機

器、美國亦有多家廠商投入研發，如 Telesoft 公司研發的雙「字」星點字列表機，目前

國內進口商也有代理多項類似產品。 

（四）雙視點字的製作時間 

雙視點字教科書宣布實施後, 持反對意見者認為製書單位可能會延遲交書時間，造

成學生開學時無法準時拿到點字教科書（(蘇清富，民 92)）。理論上，相較傳統的點字

教科書，雙視點字的製作技術難度較高，可能拉長製作時間導致製書單位開學後來不及

交書的問題。然而現在視障輔助科技非常精進、若能精準掌握製書作業流程、提高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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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量與質，製書單位於開學時準時交書似乎應是可行的任務。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針對臺灣地區國小及國中使用雙視點字教科書之盲生及其學業協助者為

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法進行全面普查之方式調查，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共得有

效問卷 74 份，如表 2 所示。 

 

表 2 正式問卷有效數統計 

研究對象 有效問卷數 

學生 40 

性別 

年齡 

年級 

學校所在縣市 

學  生 

點字圖書使用現況 

雙視點字教科書 

使用滿意度 

點字能力 

雙視點字教科書認知 

雙視點字教科書經驗 

實體滿意度 

功能滿意度 

人際關係滿意度 

學習成果滿意度 

身分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視障教育年資 

協助者 
使

用

者

背

景

變

項 

結

果

變

項 

歷

程

變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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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18 

家長 16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自編之「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問卷」並依對象之不同訂

製盲生用與協助者用問卷。 

(一)問卷內容有：「個人基本資料」、「點字教科書使用現況」及「雙視點字教科

書使用滿意度」三個部分。其中「點字教科書使用現況」共有三個向度，分別為點字能

力、雙視點字教科書認知與雙視點字教科書經驗。「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共有

四個向度，分別為實體滿意度、功能滿意度、人際關係滿意度與學習效果滿意度。 

(二)問卷填答方式採李克特式(Likert type)五點量尺，量尺上有五個選項，「非常滿

意」、「滿意」、「普通」、「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給予 5、4、3、2、1

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越高。 

(三)為瞭解本研究之研究工具「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問卷」的可行性，

並建立其內容效度，於是進行預試，並根據預試結果進行修正，主要的過程有下列幾項：

1.收集相關滿意度問卷，擬定問卷初稿；2.將問卷初稿送請學者專家審核，以建立問卷

本身的專家內容效度；3.根據學者專家所提供的相關意見，修正問卷初稿，並擬妥預試

問卷；4.選取適當預試樣本，進行預試，研究者於現場採質性研究題目的適當性；5.預

試問卷回收完成之後，再進行問卷本身的修正；6.根據預試情形，篩選適當的題目並再

經指導教授確認後再製成正式問卷。問卷初稿在經過學者專家審核，並與指導教授討論

之後，經指導教授、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審閱之「專家內容效度」考驗、再經預試後修

正而成，是以正式問卷具有內容效度。 

四、研究實施 

本研究實施程序包括：1 確定研究主題；2 蒐集、閱讀、分析、整理相關文獻；3

草擬問卷、訪談大綱；4 專家內容效度；5 預試問卷；6 修正問卷；7 正式施測；8 編擬

結構式訪談問卷；9 進行訪談；10 問卷回收整理並進行統計分析；11 做成結論並撰寫

研究報告。 

五、資料處理 

(一)量的部分：正式問卷施測完畢後，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1.0 版統計套裝軟體

程式進行資料的統計分析，使用之統計方法有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t-

檢定(t-test)、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ANOVA)。 

(二)質的部分：將所有受訪者之訪談資料，包括札記資料、訪談的錄音檔等內容轉

記為文字後，先對所有資料重複閱讀，隨時檢查資料，改正錯誤部分補充遺漏之處，最

後再對相關主題的概念依訪談大綱予以整理、分類，進而建構各類項資料之意義，並依

受訪者意見綜合分析，做為一步探討各種現象之依據。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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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分析 

(一)盲生填答者之性別：男生 21 人(佔 52.5％)；女生 19 人(佔 47.5％)。年齡：7 至

9 歲者有 18 人(佔 45％)；10 至 12 歲者有 3 人(佔 7.5％)；13 至 15 歲者有 19 人(佔 47.5

％)。教育階段：國小有 21 人(佔 52.5％)；國中有 19 人(佔 47.5％)。學校所在地區：北

部地區有 3 人(佔 7.5％)；中部地區有 34 人(佔 85％)；南部地區有 3 人(佔 7.5％)。 

(二)教師填答者性別：男性 4 人(佔 22.2％)；女性 14 人(佔 77.8％)。年齡：20 至 29

歲者有 4 人(佔 22.2％)；30 至 39 歲者有 8 人(佔 44.4％)；40 至 49 歲者有 3 人(佔 16.7％)；

50 至 59 歲者有 3 人(佔 16.7％)。教育程度：大學者有 15 人(佔 83.3％)；研究所以上者

有 3 人(佔 16.7％)。從事視障教育年資：5 年以下者有 9 人(佔 50.0％)；6 至 10 年者有 8

人(佔 44.4％)；11 至 15 年者有 1 人(佔 5.6％)。 

(三)家長填答者性別：男性 3 人(佔 18.8％)；女性 13 人(佔 81.3％)。年齡：30 至 39

歲者有 11 人(佔 68.8％)；40 至 49 歲者有 5 人(佔 31.3％)。教育程度：高中(含)以下 11

人(佔 68.8％)；大學 5 人(佔 31.3％)。 

三、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者滿意度分析 

(一)盲生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分析 

由表 3 可知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調查平均得分最高者為第 6 題，平均得分

最低者為第 3 題。可見對學生而言，雙視點字教科書最令其滿意的屬性為父母親指導的

便利性，但對圖表製作屬性仍然表示出相對的不滿意。第 9 題標準差最大，顯示出對本

題的看法差異性較大。整體而言，填答者對使用的滿意度明顯高於的「普通」的認同程

度，是為較正面的態度。

 

表 3 盲生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分析表 

題號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雙視點字課本的課文都印對，沒有印錯 3.75 .70 

2 雙視點字課本的點字印的很好摸讀 4.20 .91 

3 雙視點字課本的圖片印的很好摸讀 3.32 .91 

4 課本中貼的點或線的材料很容易分辨 3.77 .97 

 實體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15.05(3.76) 2.80 

5 雙視點字當成我用的課本 4.17 .81 

6 用雙視點字課本爸媽教我比較方便 4.53 .75 

7 用雙視點字課本老師教我比較方便 4.38 .74 

8 用雙視點字課本同學教我比較方便 4.02 .84 

 功能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16.80(4.2) 3.05 

9 用雙視點字課本大家可以一起看比較有趣 4.00 1.01 

10 用雙視點字課本大家比較知道我不懂的地方在哪 4.25 .93 

 人際關係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8.15(4.08)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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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雙視點字課本學習更有趣 4.05 .825 

12 我使用雙視點字課本後更愛看書了 3.82 .98 

 學習效果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7.77(3.89) 1.88 

 雙視點字教科書整體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47.77(3.98) 8.59 

(二)教師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分析 

由表 4 可知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調查平均得分最高者為第 1 題，平均得分

最低者為第 14 題，僅有 3 分。第 13 題標準差最大，顯示出對本題的看法差異性較高。

填答者對各題使用的滿意度最低平均 3 分，最高 4.3 分，明顯高於的「普通」的認同程

度，為較正面的滿意。

 

表 4 教師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分析表 

題號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點字與文字同時呈現的設計 4.38 .60 

2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版面配置 4.16 .70 

3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內容正確率 3.77 .81 

4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文字對齊精確度 3.94 .80 

5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文字的印刷品質 3.94 .73 

6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點字品質 3.88 .85 

7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文字字型 3.83 .92 

8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文字大小 3.94 .63 

9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文字色彩 3.27 .89 

10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紙張質感 3.83 .78 

11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紙張耐用度 3.61 1.03 

12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紙張大小 3.72 .95 

13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可觸摸的圖表充足完整性 3.17 1.07 

14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圖表製作品質 3.00 .86 

15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上黏貼的摸讀材料 3.05 .89 

16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之教學設計適用度 3.61 .77 

17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與原教材精神相符程度 3.66 .68 

18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從原教材轉譯所作的調整 3.38 .91 

19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交書時間 3.38 1.03 

20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出版商印象 3.55 .92 

 實體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72.44(3.62) 12.62 

21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當成教科書 4.11 .83 

22 雙視點字教科書對父母親指導功課的方便性 4.25 .68 

23 雙視點字教科書對老師指導功課的方便性 4.27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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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雙視點字教科書對同學討論的方便性 3.70 .91 

25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符合學生身心狀況 3.72 .75 

26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足學習需求 3.94 .87 

 功能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23.33(3.89) 4.43 

27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帶來的互動樂趣 4.00 .84 

28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與明眼人分享資訊的幫助 4.22 .73 

29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提高溝通效率 4.16 .78 

 人際關係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12.38(4.13) 2.27 

30 與一般點字書比較在學習效果方面 4.11 .67 

31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能提高學習樂趣 3.76 .90 

32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促進閱讀效率 3.70 .98 

33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促進學習效果 3.88 .85 

34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減少誤讀書本內容 3.88 .92 

 學習效果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18.50(3.7) 5.10 

 雙視點字教科書整體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126.67(3.73) 20.53 

 

(三)家長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分析 

由表 5 可知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調查平均得分最高者為第 28 題與 33 題，

各為 4.5 分；平均得分最低者為第 9 題 3.68 分。第 13 題標準差最大，顯示出對本題的

看法差異性較高。填答者對各題使用的滿意度最低 3.68 分，最高 4.5 分，明顯高於的「普

通」的認同程度，為較正面的滿意。

 

表 5 家長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分析表 

題號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點字與文字同時呈現的設計 4.37 .61 

2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版面配置 4.12 .61 

3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內容正確率 4.18 .83 

4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文字對齊精確度 4.31 .60 

5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文字的印刷品質 4.18 .54 

6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點字品質 4.25 .57 

7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文字字型 4.18 .65 

8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文字大小 4.06 .68 

9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文字色彩 3.68 .87 

10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紙張質感 4.06 .68 

11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紙張耐用度 4.06 .92 

12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紙張大小 4.0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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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可觸摸的圖表充足完整性 3.75 .93 

14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圖表製作品質 3.75 .85 

15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上黏貼的摸讀材料 3.93 .92 

16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之教學設計適用度 4.25 .68 

17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與原教材精神相符程度 4.31 .60 

18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從原教材轉譯所作的調整 3.93 .85 

19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交書時間 4.06 .85 

20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出版商印象 3.93 .77 

 實體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81.50(4.08) 11.66 

21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當成教科書 4.25 .68 

22 雙視點字教科書對父母親指導功課的方便性 4.56 .51 

23 雙視點字教科書對老師指導功課的方便性 4.31 .70 

24 雙視點字教科書對同學討論的方便性 4.25 .57 

25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符合學生身心狀況 4.37 .50 

26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足學習需求 4.50 .51 

 功能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26.25(4.38) 2.84 

27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帶來的互動樂趣 4.43 .62 

28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與明眼人分享資訊的幫助 4.50 .63 

29 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提高溝通效率 4.43 .62 

 人際關係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13.37(4.47) 1.82 

30 與一般點字書比較在學習效果方面 4.56 .62 

31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能提高學習樂趣 4.50 .51 

32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促進閱讀效率 4.43 .72 

33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促進學習效果 4.50 .73 

34 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減少誤讀書本內容 4.37 .71 

 學習效果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22.37(4.47) 3.00 

 雙視點字教科書整體滿意程度總分(五等量尺分數) 143.50(4.22) 17.76 

  

四、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者不同背景變項與滿意度之關係 

(一)盲生不同背景變項與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之關係 

1. 由表 6 可知不同性別的盲生除在實體滿意向度上達.05 之顯著水準外，其他各層

面的得分皆無顯著差異，顯示盲生使用者不會因性別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雙視點字教

科書整體滿意度。

 

表 6 不同「性別」之盲生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滿意度向度 
男(N=21) 女(N=19)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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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滿意度 14.09 3.30 16.10 1.62 -2.47* 

功能滿意度 16.42 3.38 17.21 2.67 -.80 

人際滿意度 7.85 1.93 8.47 1.80 -1.04 

學習滿意度 7.04 1.88 8.57 1.57 -2.77 

整體滿意度 45.42 9.51 50.36 6.77 -1.87 

*p<.05 

 

2. 由表 7 可知不同年齡階層之盲生在使用滿意各向度的得分中，僅在實體滿意向度

上未達.05 之顯著水準，在功能滿意、人際關係、學習效果及整體使用滿意等向度中，F

值達.05 顯著水準，經進一步雪費法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有顯著差異存在，顯示盲

生使用者會因年齡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使用滿意度感受。

 

表 7 不同「年齡」之盲生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程度比較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類別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雪費法 

事後比較 變異來源 
離均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實體滿意度          

7 至 9 歲 18 15.72 2.52 組間 31.10 2.00 15.55 2.09  

10 至 12 歲 3 12.33 4.62 組內 274.80 37.00 7.43   

13 至 15 歲 19 14.84 2.63 總和 305.90 39.00    

功能滿意度          

7 至 9 歲 18 18.72 1.53 組間 143.70 2.00 71.85 12.05* 1>2 

10 至 12 歲 3 12.67 6.66 組內 220.70 37.00 5.97   

13 至 15 歲 19 15.63 2.27 總和 364.40 39.00    

人際滿意度          

7 至 9 歲 18 9.39 1.33 組間 57.74 2.00 28.87 13.46* 1>2 

10 至 12 歲 3 5.67 2.31 組內 79.37 37.00 2.15   

13 至 15 歲 19 7.37 1.46 總和 137.10 39.00    

學習滿意度          

7 至 9 歲 18 8.94 1.47 組間 44.84 2.00 22.42 8.81 * 1>3 

10 至 12 歲 3 6.67 3.21 組內 94.14 37.00 2.54   

13 至 15 歲 19 6.84 1.42 總和 138.98 39.00    

整體滿意度          

7 至 9 歲 18 52.78 5.75 組間 959.09 2.00 479.55 9.24 * 1>2 

10 至 12 歲 3 37.33 16.77 組內 1919.88 37.00 51.89   

13 至 15 歲 19 44.68 6.65 總和 2878.98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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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3. 由表 8 可知不同教育階段的盲生在使用滿意度各層面的得分，除實體滿意度外，

其餘皆有顯著差異，顯示盲生使用者會因教育程度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雙視點字教科

書使用滿意度。

 

表 8 不同「教育階段」之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滿意度向度 
國小(N=21) 國中(N=19)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體滿意度 15.24 3.00 14.84 2.63 0.44 

功能滿意度 17.86 3.34 15.63 2.27 2.44 * 

人際滿意度 8.86 1.96 7.37 1.46 2.70 * 

學習滿意度 8.62 1.88 6.84 1.42 3.34 * 

整體滿意度 50.57 9.32 44.68 6.65 2.28 * 

*p<.05 

 

4. 由表 9 可知不同學校所在地之盲生在使用滿意各向度的得分中，F 值均度達.05

之顯著水準。但在功能滿意向度中經進一步雪費法多重比較分析，結果發現未有顯著差

異存在。綜合以上顯示，盲生使用者會因學校所在地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使用滿意度

感受。

 

表 9 不同「學校所在地」之盲生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程度比較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類別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雪費法 

事後比較 變異來源 
離均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實體滿意度          

北 3 11.00 3.61 組間 83.47 2.00 41.73 6.94* 2>1 

中 34 15.65 2.23 組內 222.43 37.00 6.01   

南 3 12.33 4.04 總和 305.90 39.00    

功能滿意度          

北 3 13.00 6.93 組間 57.12 2.00 28.56 3.44*  

中 34 17.26 2.42 組內 307.28 37.00 8.31   

南 3 15.33 3.06 總和 364.40 39.00    

人際滿意度          

北 3 5.00 1.73 組間 42.05 2.00 21.03 8.19 * 2>1 

中 34 8.56 1.64 組內 95.05 37.00 2.57   

南 3 6.67 0.58 總和 137.10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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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滿意度          

北 3 5.00 1.73 組間 30.78 2.00 15.39 5.26 * 2>1 

中 34 8.12 1.74 組內 108.20 37.00 2.92   

南 3 6.67 1.15 總和 138.98 39.00    

整體滿意度          

北 3 34.00 13.89 組間 818.74 2.00 409.37 7.35 * 2>1 

中 34 49.59 6.85 組內 2060.24 37.00 55.68   

南 3 41.00 7.94 總和 2878.98 39.00    

*p<.05 

 

(二)教師不同背景變項與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之關係 

1. 由表 10 可知不同性別的教師在使用滿意度各層面的得分皆無顯著差異，顯示教

師使用者不會因性別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表 10 不同「性別」之教師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滿意度向度 
男(N=4) 女(N=14)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體滿意度 77.25 17.56 71.07 11.32 0.86 

功能滿意度 25.75 4.35 22.64 4.36 1.26 

人際滿意度 14.00 1.41 11.93 2.30 1.69 

學習滿意度 17.50 8.81 18.79 3.96 -0.43 

整體滿意度 134.50 25.05 124.43 19.56 0.86 

p>.05 

2. 由表 11 可知不同年齡階層之教師在使用滿意各向度的得分中，均未達.05 之顯

著水準，顯示教師使用者不會因年齡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使用滿意度感受。

表 11 不同「年齡」之教師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程度比較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類別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分析 

變異來源 
離均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實體滿意度         

1、20 至 29 歲 4 67.25 14.43 組間 252.15 3.00 84.05 0.48 

2、30 至 39 歲 8 74.13 12.08 組內 2456.29 14.00 175.45  

3、40 至 49 歲 3 69.33 1.53 總和 2708.44 17.00   

4、50 至 59 歲 3 78.00 20.07      

功能滿意度         

1、20 至 29 歲 4 23.25 6.40 組間 1.04 3.00 0.3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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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至 39 歲 8 23.13 4.36 組內 332.96 14.00 23.78  

3、40 至 49 歲 3 23.67 1.53 總和 334.00 17.00   

4、50 至 59 歲 3 23.67 6.03      

人際滿意度         

1、20 至 29 歲 2 4.00 13.00 組間 5.07 3.00 1.69 0.28 

2、30 至 39 歲 3 8.00 12.63 組內 83.21 14.00 5.94  

3、40 至 49 歲 4 3.00 11.67 總和 88.28 17.00   

4、50 至 59 歲 5 3.00 11.67      

學習滿意度         

1、20 至 29 歲 2 4.00 14.75 組間 78.21 3.00 26.07 1.00 

2、30 至 39 歲 3 8.00 19.88 組內 364.29 14.00 26.02  

3、40 至 49 歲 4 3.00 20.00 總和 442.50 17.00   

4、50 至 59 歲 5 3.00 18.33      

整體滿意度         

1、20 至 29 歲 2 4.00 118.25 組間 446.42 3.00 148.81 0.31 

2、30 至 39 歲 3 8.00 129.75 組內 6725.58 14.00 480.40  

3、40 至 49 歲 4 3.00 124.67 總和 7172.00 17.00   

4、50 至 59 歲 5 3.00 131.67      

p>.05 

3. 由表 12 可知不同教育程度的教師在使用滿意度各層面的得分皆無顯著差異，顯

示教師使用者不會因教育程度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表 12 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滿意度向度 
大學(N=15) 研究所(N=3)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體滿意度 72.67 13.13 71.33 12.01 0.16 

功能滿意度 23.40 4.60 23.00 4.36 0.14 

人際滿意度 12.27 2.40 13.00 1.73 -0.50 

學習滿意度 19.47 4.19 13.67 7.51 1.94 

整體滿意度 127.80 22.05 121.00 11.14 0.51 

p>.05 

 

4. 由表 13 不同視障教育年資的教師在使用滿意度各層面的得分皆無顯著差異，顯

示教師使用者不會因視障教育年資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表 13 不同「視障教育年資」之教師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滿意度向度 5 年以下(N=9) 5 年以上(N=9)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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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體滿意度 69.00 12.50 75.89 12.47 -1.17 

功能滿意度 21.56 4.25 25.11 4.08 -1.81 

人際滿意度 11.67 2.24 13.11 2.20 -1.38 

學習滿意度 16.56 5.53 20.44 4.03 -1.71 

整體滿意度 118.78 18.49 134.56 20.36 -1.72 

p>.05 

 

(三)家長不同背景變項與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之關係 

1. 由表 14 可知不同性別的家長在使用滿意度各層面的得分皆無顯著差異，顯示家

長使用者不會因性別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的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表 14 不同「性別」之家長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滿意度向度 
男(N=3) 女(N=13)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體滿意度 77.67 5.69 82.38 12.66 -0.62 

功能滿意度 24.67 1.15 26.62 3.01 -1.82 

人際滿意度 13.00 1.73 13.46 1.90 -0.38 

學習滿意度 20.33 2.52 22.85 3.00 -1.34 

整體滿意度 135.67 10.69 145.31 18.89 -0.84 

p>.05 

2. 由表 15 可知不同年齡的家長在使用滿意向度上，除人際關係滿意程度、學習效

果滿意程度外，各層面的得分皆無顯著差異，顯示家長使用者不會因年齡的差異而表現

出不同的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表 15 不同「年齡」之家長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滿意度向度 
30 至 39 歲(N=11) 40 至 49 歲(N=5)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體滿意度 84.09 11.36 75.80 11.34 1.35 

功能滿意度 26.91 2.63 24.80 3.03 1.42 

人際滿意度 14.00 1.34 12.00 2.12 2.31* 

學習滿意度 23.64 1.96 19.60 3.21 3.14* 

整體滿意度 148.64 15.29 132.20 19.18 1.8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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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表 16 可知不同教育程度的家長在使用滿意度各層面的得分皆無顯著差異，顯

示家長使用者不會因教育程度的差異而表現出不同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表 16 不同「教育程度」之家長雙視點字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滿意度向度 
高中以下(N=11) 大學以上(N=5)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體滿意度 81.27 13.21 82.00 8.60 -0.11 

功能滿意度 26.18 3.06 26.40 2.61 -0.14 

人際滿意度 13.36 2.06 13.40 1.34 -0.04 

學習滿意度 21.91 3.33 23.40 2.07 -1.09 

整體滿意度 142.73 20.00 145.20 13.37 -0.25 

p>.05 

 

五、訪談結果分析 

(一)實體滿意度：從訪談中可以發現使用者對交書時間、列印品質、內容的正確性表示

滿意，但是在圖表方面的看法是不太一致的，有受訪者表示滿意，也有表示不滿意，在

紙張大小方面有一人表示不滿意。 

交書時間表示滿意，其中以南一出版商最快。「在開學的時候幾乎都可以拿到書」

(PN22021)。93 與 94 學年所使用的雙視點字書為數學與綜合活動，並無延遲交書的情況，

「不會太晚，是可以接受的時間」(BS31021)，家長更表示雙視點字是交書最快的，顯

示出製書單位並無因製作雙視形式的教科書而延遲交書，反而是「最迅速完成」

(PN32021)。 

雙視點字教科書點字列印品質佳「二年級與三年級來比較的話，二年級的比較好，

它的點比較凸，三年級的比較平」，二年級時是使用雙視點字，三年級則為一般點字，

因此，可以說明使用者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列印品質較為滿意。「雙視點字書內容的

正確性、點字的品質、點與線的材質」(BS42021)表示非常滿意， 

使用雙視點字教科書「沒有困難，它都有附圖，如果圖省略會造成困擾」(BS31021)。

學生最想使用雙視點字書的科目為地理，「因為它的圖表較多」(BS31021)，顯示出學

生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圖表充足感到滿意，另一學生表示對「圖片易辨性」(BS42021)

卻感覺普通，家長對「圖表」的滿意度也是相對較不滿意的(PN42021)，這表示圖表的

製作仍未達使用者心目中理想的境界，還需努力改進呈現的方式。 

家長對「紙張的大小相對較不滿意」(PN32021)，希望大小能改善符合需求，以方

便攜帶。 

(二)功能滿意度：從訪談中可以發現使用者對與他人共用的方便性表示滿意，並希望日

後能續用雙視點字教科書，其中有一學生反應雙視點字的功能滿意情況是因人而異，反

應出滿意度會與其指導共用的人相關。 

教師們並無使用雙視點字書當教材，但是表示「這是一個很好的點字書形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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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如有需要，對教師而言是相當方便的」。雖然有雙視點字教科書，但是因為年紀小

且除了有視覺障礙外，還有行為情緒問題，學習的情況尚未達國小二年級生之水準，因

此將雙視點字教科書束之高閣、閒置不用的情況。對於在特教班的盲生，「教科書較

不符合其心智年齡」(ST11022)，教師反而比較需要點字的訓練教材。有一家長覺得雙

視點字教科書有助於指導，一般點字書根本看不懂，比較不方便，「等於要她唸出來

我們才會知道。如果你自己看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PN22021)。非常肯定雙視點

字教科書所帶來的「方便性」，「雙視較好，每個人拿到都可以教她」，「教她的人

也適用，她自己摸不懂的地方我就可以教她」，整體的感覺是「與一般點字書來比是

很方便的」(PN22022)。另一學生對「爸媽教我就很方便」，而學校教師與同學較少與

其討論有關，「同學比較少和我討論」(BS31022)。其家長對「以雙視點字當教科書、

他人可以協助盲生的方便性」表示很滿意(PN32022)。另有學生對於是否使用雙視點字

教科書較無強烈的意願，只覺得「還好」。對父母親指導的方便性感覺「普通」，但

是教師、同學指導的便利性是「非常滿意」(BS42022)。 

家長表示「希望能繼續使用雙視點字教科書」，顯示出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滿意

度偏正向態度。 

(三)人際滿意度：從使用者訪談中可以發現使用者滿意雙視點字帶來互動的樂趣、幫助

溝通、提高效率、分享閱讀。 

學生覺得用雙視點字課本能「一起看比較有趣，別人知道自己的唸到哪」(BS22023)。

另一學生對「可以一起看書」「別人較知道我不懂的地方」是滿意的(BS31023)。還有

學生對「比較容易指出有問題的地方」表示非常滿意，但是「能一起閱讀」則只覺得

滿意(BS42023)。家長對人際關係滿意度也是很高的，「它有助溝通，互動方便」(PN22023)。

而另一家長對對雙視點字教科書「適合學生使用、互動便利、共同閱讀與提高效率」

表示非常滿意 (PN32023)。還有家長非常肯定雙視點字教科書的功能性，認為能「促進

明盲的溝通」(PN42022)。 

(四)學習滿意度：從使用者訪談中可以發現使用者對雙視點字書帶來的學習效果、學習

樂趣、學習效率感到滿意。 

學生表示用雙視點字教科書後「學習更有趣，也更愛看書」(BS22024)，另一學生

表示用雙視點字教科書學習會「更有趣」(BS31024)、也更愛看書了。還有學生表示「用

雙視點字學習比較有趣、也會更愛讀」(BS42024)。家長對「提高學習效果與學習樂趣」

(PN22024)方面給予滿意的評價。另一家長對「學習效果方面、提高學習樂趣、促進閱

讀效率、促進學習效果、減少誤讀書本內容」表示非常滿意。並指出是因「圖製作清

楚，能對照學習效果加倍」(PN32024)。還有家長對「學習效果非常滿意，期待每一科

都採用雙視點字教科書」(PN42024)，相信雙視點字教科書對於盲生在課業上有很大的

幫助。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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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1.滿意度較高的屬性有 

(1)學生平均得分最高者為第 6 題(爸媽教我比較方便)。 

(2)教師平均得分最高者為第 1 題(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點字與文字同時呈現的設

計)。 

(3)家長平均得分最高者有二，為第 28 題(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與明眼人分享資訊

的幫助)與 33 題(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促進學習效果)。 

2.滿意度較低的屬性有 

(1)學生平均得分最低者為第 3 題(雙視點字課本的圖片印的很好摸讀)。 

(2)教師平均得分最低者為第 14 題(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圖表製作品質)。 

(3)家長平均得分最低者為第 9 題(我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文字色彩)。 

3.滿意度差異度較大的屬性有 

(1)學生在第 9 題(用雙視點字課本大家可以一起看比較有趣)。 

(2)教師在第 13 題(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可觸摸的圖表充足完整性)。 

(3)家長亦是在第 13 題(我對雙視點字教科書可觸摸的圖表充足完整性)。 

4.國中與國小之盲生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滿意度 

整體滿意度共 12 題總分 47.77，平均每題 3.98 分。顯示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程

度偏向正面之態度。全體學生中僅有二位學生整體滿意度平均每題低於 3 分(感覺普通

之得分)，因此共有 95％學生表示高於普通程度的滿意度。 

5.國中與國小盲生之教師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滿意度 

整體滿意度共 34 題總分 126.67，平均每題 3.73 分。顯示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程

度偏向正面之態度。全體教師中僅有二位教師整體滿意度平均每題低於 3 分(感覺普通

之得分)，有 89％教師表示高於普通程度的滿意度。 

6.國中與國小盲生之家長對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滿意度 

整體滿意度共 4 題總分 143.50，平均每題 4.22 分。顯示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程

度偏向正面之態度。全體家長整體滿意度平均每題皆高於 3 分(感覺普通之得分)，100

％家長表示高於普通程度的滿意度。 

7.不同背景變項盲生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1)不同性別之盲生，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2)不同年齡之盲生，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3)不同教育階段之盲生，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4)不同學校所在地之盲生，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8.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1)不同性別之教師，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2)不同年齡之教師，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3)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4)不同視障教育服務年資之教師，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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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同背景變項家長對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1)不同性別之家長，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2)不同年齡之家長，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3)不同教育程度之家長，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 

二、建議 

(一)對行政方面的建議： 

1.雙視點字教科書滿意度偏正向態度比率甚高為 95％(總回收 74 份，整體滿意度低

於普通者 4 份)，因此雙視點字教科書在使用者的感受上是良好，建議教育主管單位持

續推動此政策，並全面實施到國中、小各年級。 

2.提供普通班教師，含導師與科任教師研習機會，讓所有上課的教師都能更瞭解如

何透過雙視點字教科書協助輔導視障生。 

 (二)對製書單位的建議： 

1.雙視點字教科書主要的功能之一是方便明眼人也可以閱讀，然當盲生要將點字教

科書帶回家與家人一起使用時，發現它還是太重，有的盲生還得使用登機箱搬運書籍。

因此建議可將雙視點字教科書分冊的頁數再減少一些，以減輕點字教科書的重量，方便

學生攜帶與他人共同分享閱讀。 

2.目前點字書的尺寸是固定的，然這是否為最佳的尺寸仍無法確定。依人體工學角

度而言，體形愈小之盲生其手臂也較短，因此可以適當修改教科書紙張之大小，更利於

小朋友用。 

3.多數回應所黏貼之材料不牢固，點字書的黏貼技術仍有改進的空間，可與其他專

業廠商合作，開發黏著力更好的黏著膠料。後續研究者可對黏貼技術的改良作深入的研

究，以改進此一問題。 

4.裝訂點字書的膠圈強度不足，經常脫落散開，可以更換其它裝訂材料，以防課本

於翻動時散落。 

5.雙視點字的理念為大多數人肯定，但是各年級的學習需求不同，呈現的方式也可

略作調整。高年級與低年級訴求的重點不同，身心理狀況也不同，如高年級學生可以不

必逐字對齊，逐行對齊即可，方便明眼人閱讀，印刷字的色彩也可改變豐富化等，雙視

點字教科書可依此改進呈現的形式。 

6. 圖表的製作雖然有所改進，但調查後仍有多數人覺得還不夠好，建議加強雙視

點字書圖表的研究發展，舉辦有關點字書圖表的研習會，提高圖表的製作水準。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本研究樣本有限，爾後研究可擴大至整個國中與國小的盲生，比較其差異性。 

2.本研究僅以問卷調查法與部份深入訪談，建議爾後之研究輔以觀察法來了解雙視

點字教科書在教師與學生上課互動時所扮演之角色與地位。 

  

(四)對使用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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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盲生：調查結果發現盲生有 75.5％對於可以使用雙視點字教科書的教育權並不十

分清楚，建議盲生平常除學習課內的相關知識，平常應多擴展社交範圍，與其他相關組

織交流，或上網查詢主管教育機關的公告，養成主動積極的態度，獲得更多相關的資訊，

面對未來的環境將更有自信。 

2.家長：對於雙視點字教科書之滿意度最高，也知道盲生可以要求使用雙視點字教

科書，但是實際爭取的並不多，多半是學校給什麼書就使用之，建議家長可以參與學生

教科書選用會議，並針對自身的需求提出看法，適時地將雙視點字教科書的使用情況提

供給教育主管機關瞭解，以利政策的推動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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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雙視點字範例 

  

 

 

取自 www.tele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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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視覺障礙兒童教育師資訓練課程演變 

--以視覺障礙教育與重建中心為例 

 

王亦榮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台灣特殊教育教師，在 1960 年之前，並無正式培育制度。1960 年至 1970 年之

間係以短期課程研習或訓練班方式，就有意願從事特殊育之合格普通教育教師加以

特殊教育訓練。因此設有「台灣省視覺障礙兒童師資訓練班」，培育視覺障礙教育

巡迴輔導所需師資；「台灣省智能不足兒童師資訓練班」，訓練國民小學智能障礙

特殊教育班所需的師資。 

從 1970 年起，特殊教師培育正式在專門培育國民小學師資的「師範專科學校」

（現今改制為教育大學），以設「組」方式，在「國教師資科」開設「盲童教育組」、

「聾童教育組」、「生理障礙兒童教育組」及「智能不足兒童教育組」開始培育。

中等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師資則於 1975 年起由彰化教育學院（現今改制為彰化師範

大學）開設特殊教育系開始培育。 

1987 年，「師範專科學校」改制為「師範學院」，各師範學院開始相繼成立「特

殊教育系」或於「初等教育系」下設「特殊教育組」培育特殊教育師資。至此，特

殊教育師資的培育工作完全進入師資培育系統中。 

1994 年，教育部公布「師資培育法」。該法規定，「師資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

之培育，除由師範院校繼續辦理外，各設有教育院、系、所或教育學程之大專校院

亦可實施之」。1995 年，公布「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明訂一般大學院校得依學

校特色及師資需要規劃開設教育學程。台灣一元化的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從此變為開

放且多元化的方式。 

台灣視覺障礙教育師資訓練班（現今改名為視覺障礙教育與重建中心）也從原

唯一肩負視覺障礙教育師資培育的機構，演變為特殊教育教師視覺障礙教育專業知

能進修的單位。茲就台灣視覺障礙教育師資訓練班緣起及師資訓練課程演變分析敘

述如下。 

一、視覺障礙教育師資訓練班緣起 

1966 年為平衡台灣南北的特殊教育發展，台灣省教育廳指定當時省立台南師範

專科學校 ( 現為國立台南大學 ) ，在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 American  Foundation  

for  Overseas  Blind，簡稱 AFOB )的協助下，成立「盲童師資訓練班」( 其後易名為

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師資訓練班，現今為視覺障礙教育與重建中心) ，以訓練推展

台灣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所需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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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之前，駐節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東南亞地區主任 Major 

Bridge 來台灣和當時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劉先雲先生洽商多次，劉司長應允在台

灣實施此ㄧ計畫，指示教育廳第五科科長何讓先生編列預算，準備當年即開始在小

學實施。後來 Major Bridge 發現在台灣小學是屬於國民教育司，故又與當時國民教育

司葉司長楚生商談之後，此ㄧ計畫之業務主管單位由社會教育司轉國民教育司，在

教育廳由第五科轉第四科辦理( 陳梅生，1975)。一直至 1991 年，教育廳調整業務，

由第一科處理特殊教育業務，視覺障礙混合教育工作也由第四科轉移第一科辦理。

1999 年 7 月台灣省精省之後，台灣省教育廳更名為「教育部中部公室」，視覺障礙

混合教育師資訓練工作仍由台南大學辦理，經費主要來源則為教育部特殊教育小

組。 

自 1966 年迄今，該中心依然辦理台灣視覺障礙教育相關工作，只從唯一的視覺

障礙教育師資訓練單位，因應變遷轉為服務普通教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視覺障礙教育

專業知能進修。 

 

二、師資培育課程演變 

    「視覺障礙教育與重建中心」（前身為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計畫師資訓練班），

從 1966 年迄今，其訓練課程之演變可分成四個階段敘述之。 

    （一）第一階段之課程 

第一階段之課程，主要是依據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遠東區辦事處派遣來台之顧

問卜修(S. E.  Bourgeault)所規劃之課程。 

該課程係依據「亞洲盲生師資培育課程會議」決議規畫。 

1969 年 11 月 18 日至 21 日，錫蘭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特殊教育顧問(Mrs. Frances 

Wiesenfeld)、菲律賓師範學院師資訓練班公共學校局教育科盲人教育計畫(Mrs. Inliet 

Alcampo Gregorio 與 Mrs. Dolores M. Pascual)、馬來西亞教育部特殊教育代表(Mr. Chua 

Tel）、台灣省教育廳第四科科長陳漢強先生與台灣省視覺障礙師資訓練班副主任張

訓誥等代表在臺中市召開「亞洲盲生師資培育課程會議」，各方代表研討師資培育

課程，認為ㄧ個視覺障礙教育教師應具備下列方面知識 (張訓誥，1970)： 

1. 兒童生長與發展及眼盲的影響。 

2. 眼盲的文化涵義、心理的適應。 

3. 各種教育方式、過程、學習原則、個別化教學。 

4. 準備及使用教學資料、點字常識、課程調整、特別器材的使用。 

5. 家長的諮商。 

6. 復健服務的範圍及可應用的社區資源。 

7. 眼睛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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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弱視兒童的特殊問題。 

9. 兒童ㄧ般眼疾及教育上的因應。 

  基於以上的認識，當時「台灣省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師資訓練班」設班初期，

訓練課程如下： 

1. 特殊兒童教育(2) 

2. 調查研究(4) 

3. 眼睛之構造與機能(3) 

4. 盲童之鑑定與評量(4) 

5. 國語點字法(4) 

6. 定向與移動(2) 

7. 高級點字法(3) 

8. 弱視兒童(2) 

9. 國校盲童教學法(4) 

10. 教學實習(4) 

由這組訓練課程可明顯看出當時推行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的時代背景。因當

時全台灣尚無培育特殊教育師資之特殊教育系所，該訓練班是唯一的視覺障礙教育

師資培育機構；又因開始推行「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計畫」，必須了解視覺障礙

學生的來源，然後加以鑑定評量，再進行教學輔導，所以課程設計的重點以國民小

學階段的盲童為主。接受視覺障礙教育訓練的教師為能具備盲童調查工作的能力，

因此在研究法上以「調查研究」為主；為能勝任教學，需學習與盲童教學有關的課

程，如：定向行動、點字、盲童教學法、教學實習。點字課程除了「國語點字法」

之外，尚有「高級點字」，高級點字是指「數學點字」（王亦榮，1995）。 

第一階段全部課程名稱：特殊兒童教育(二學分)、調查研究(四學分)、眼睛之構

造與機能(三學分)、盲童之鑑定與評量(四學分)、國語點字法(四學分)、高級點字法(三

學分)、定向與移動(二學分)、弱視兒童(二學分)、國校盲童教學法(四學分)、教學實

習(四學分) 

 

（二）第二階段課程 

    第二階段課程主要是在第一階段課程之原有架構上，變易課程名稱，同時加些

教學上的實用課程。這種變動，可能是受「師範專科學校課程標準」所影響。 

與第一階段課程相比較之下，第二階段課程加開了「盲童生理與心理研究」、

「認知發展與輔導」、「視障兒童美勞科教材教法」、「視覺障礙兒童輔導與諮商」

等課程。 

第二階段課程有一「視障兒童美勞科教材教法」課程，係迄今全台灣唯一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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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開設此課程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該師資訓練班所訓練的師資需從事巡迴輔

導。所輔導的視覺障礙學生皆在普通班級就讀，因此視覺障礙教育教師必需具備「美

勞科教材教法」的能力，以輔導視覺障礙學生進行美勞學習。 

第二階段課程為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教育研究法、眼科生理醫護學、教育診

斷、國語點字、高級點字、定向行動、弱視兒童教育、視障兒童教材教法、教學實

習。 

 

（三）第三階段課程 

    第三階段之課程主要是受「特殊教育教師登記及專業人員進用辦法」的影響。 

該法詳細規定「各類特殊教育人員」及「特殊教育專業人員」之任用資格及必

修科目。因牽涉受訓結業教師辦理特殊教師登記問題，所以在訓練課程名稱上配合

該辦法予以變更。 

例如，原來「視覺障礙兒童教材教法」課程，名稱變易為「特殊兒童教材教法」。

同時該訓練班考慮其宗旨是訓練視覺障礙教育專業教師，此階段在課程上含括了「視

覺障礙教育教師」與「定向行動專業人員」資格登記所需之所有必修科目。以便讓

該訓練班所訓練之教師，可同時辦理「視覺障礙教育教師」與「定向行動專業人員」

兩種資格的登記。 

第三階段課程名稱為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特殊教育專題研究、眼科學、特殊

兒童教育診斷、國語點字、數學點字、英文點字、音樂點字、弱視兒童教育、特殊

教育教材教法、特殊教育教學實習、定向與行動、定向與行動實習、視障教育工學、

視障兒童美勞教材教法、個別化教育計畫、認知心理學、視覺障礙教育英文教材選

讀。 

 

（四）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之課程主要是受「師資培育法」影響。依師資培育法，「特殊教育教

師教育學程」規定，特殊教育專業科目必修視覺障礙教材法（四學分）、教學實習

（四學分）。在視覺障礙組的選修科目中，定向與行動（二學分）、眼科學（二學

分）為建議先開設的科目，其他尚有點字學（二學分）、定向與行動實習（二學分）、

視障教育工學（二學分）、感覺與知覺（二學分），為各校依師資及發展特色自行

開設的課程，只需選修二至六學分。 

依「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規定，視覺障礙教育師資的養成除了視覺障礙組

專業科目十至十四學分外，尚需修習一般教育專業科目十學分；特殊教育共同專業

科目十六至二十學分，包括必修科目及學分（八學分）、特殊教育導論（三學分）、

特殊兒童鑑定與評量（三學分）、特殊教育教學設計（二學分）（含教學設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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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務、個別化教育方案、補救教學）。演變至此，該中心己從師資培育的角色變

為在普通教育教師進修視覺障礙教育專業知能，或特殊教育教師進修視覺障礙教育

專長的在職進修場所。因此，所開課程皆為視覺障礙教育專業課程。 

 

茲將「視覺障礙教育與重建中心」四階段之課程，整理列表如下： 

 

台灣視障教育師資訓練課程演變比較表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特殊兒童教育 
特殊兒童心理與教

育 
特殊教育導論  

調查研究 教育研究法 *特殊教育專題研究  

眼睛之構造與機能 眼科生理醫護學 *眼科學 眼科學 

盲童之鑑定與評量 教育診斷 *特殊兒童教育診斷  

國語點字法 國語點字 國語點字 點字 

高級點字法 高級點字 

數學點字 

音樂點字 

英語點字 

 

定向與移動 定向行動 
*定向與行動 

*定向與行動實習 
定向與行動 

弱視兒童 弱視兒童教育 弱視兒童教育  

國校盲童教學法 視障兒童教材教法 *特殊教育教材教法 視覺障礙教材教法 

教學實習 教學實習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視覺障礙教學實習 

  *視障教育工學 視障教育工學 

   感覺與知覺 

輔修科目：           #視障教育英文教材選讀       #視障兒童美勞教材教法 

                     #盲生教具製作               #多重障礙兒童教育 

                     #視障兒童心理與生理研究     #個別化教育計畫 

                     #兒童認知發展與教學(或認知心理學) 

                     #行為改變技術               #視障兒童輔導與諮商 

   * 記號者為「特殊教育教師登記辦法及專業人員進用辦法」所訂之必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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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記號者為輔助課程，開設與否視師資狀況而定。 

 

三、結語 

    綜觀視覺障礙混合教育師資訓練班之課程，可發現課程規劃，以 1966 年之課程

架構為主，並依據特殊教育人員任用相關法令及實際教學之需要與現有師資之考慮，

酌增其它輔助課程，以培育混合教育巡迴輔導員之教學輔導能力。師資訓練課程之

開設與上課時數之決定，除依相關法規之外，並依結業學員在教學輔導工作上反應，

增刪科目與時數。 

隨著時代的演變，相關法令的更迭，特殊教育的師培育由一元化變為多元化的

方式，視覺障礙教育師資培育亦然。目前視覺障礙教育與重建中心，不再是唯一的

視覺障礙教育師資培育單位，積極為特殊教育教師進修視覺障礙教育專業知能服務，

所開設的課程與學分數，尊循相關法令規定，依不同專業背景教師的需求，開設視

覺障礙教育相關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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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多障學生運用科技輔具在普通班級中之學習成效研究 

 

鄭靜瑩 

(中山醫學大學視光學系) 

 

摘 要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式探究科技輔具對視多障學生參與普通班之學習

成效。研究工具包括：「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評估表」、「學生班級參與能

力檢核表」、「學生班級適應能力檢核表」、電腦輔助科技軟硬體與訪談題

綱。研究者分別針對二位視多障併手部功能障礙學生進行評估、檢核與教學，

並訪談其家長、班級教師及資源班教師。 

    研究結果顯示，科技輔具的介入確實提昇二位研究對象的視覺掃瞄與搜

尋能力，而此二項能力的提升對學生班級參與（參與繳交作業、課堂評量、

參與之課堂數）方面有明顯助益。後續的追蹤觀察亦發現，學生的班級適應

能力，活動參與度，自信心與同儕關係均有所改善。文末亦對輔具設計、研

究方法、與未來的應用推廣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字：手部功能障礙、科技輔具、視多障學生、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學生受教權的重視以及科技的進步，特殊學生回歸到普通班並參與普通班

課程的人數愈來愈多，根據教育部95 年特殊教育統計年報的數字顯示（第75 頁），

在普通學校就讀的身心障礙學生（含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普通班接受特教服

務）佔所有身障生的79%之多（教育部，2006），這其中當然也包含了本研究的研究

對象－視多障併手部功能障礙學生。而融合教育之精神強調，應提供適當的支援給

就讀於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Ysseldyke, Algozzine, & Thurlow, 2000）。 

    視多障併手部功能障礙的學生融合於普通班，如何運用剩餘視覺、智力與手部

動作參與普通班級的課程與活動是一個重要的議題。Kochlar、West 與Taymans（2000）

認為科技輔具（含軟體或硬體）是融合教育能否成功實現的重要關鍵。且Zabala 也

引述國會1992 年的報告提到：有75%的身心障礙兒童可在科技輔具的支援下於普通

班就讀（吳武典，1998）。由此可知，融合教育與科技輔具同是特殊教育發展之重要

趨勢，而輔助科技的運用，可以提升部分身心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環境中的學習無

障礙程度（吳亭芳、陳明聰、王華沛，2000）。對於視障併智障又兼俱手部功能障礙

的學生，透過科技輔具的運用，一方面提昇其使用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的能力（E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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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1996），可使其學習與生活更有效率（Downing & Bailey, 1990）。另一方面也

藉著學習使用視覺掃瞄與搜尋的能力，讓學生可以參與普通班的課程與評量，進而

促進身心障礙學生參與普通班級課程及活動的機會。本研究以功能性視覺評估表（張

千惠、謝曼莉，1999）來評估兩位學生的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結果顯示兩位學生在

視覺掃瞄與視覺搜尋的能力均不佳，然而班級作業的繕寫以及班級活動之參與，均

需要使用視覺掃瞄與視覺搜尋的能力。因此本研究聚焦於探討視覺掃瞄與視覺搜尋

兩項能力之訓練，並欲探討這項訓練對於學生參與班級課程之應用成效。 

    有鑑於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透過科技輔具的介入，提昇視多障併手部功能

障礙學生的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並進而改善其參與普通班級的能力。因此研究問

題如下： 

一、科技輔具對於學生之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的應用成效為何？ 

二、學生之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的提昇對其參與普通班級之成效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 

    關於視覺掃瞄與視覺搜尋的訓練方面，視覺掃瞄（scanning）指的是依某個方向

前後移動在最清楚的視覺範圍內找一個或一列目標物（Hunnius & Geuze, 2004）。而

視覺搜尋（saccades or searching）則是指依不固定方向前後移動，在最清楚的視覺範

圍內找一個或數個目標物，且視覺搜尋會受到搜尋背景以及搜尋者的過往認知所影

響（Hunnius & Geuze,2004）。其中視覺掃瞄的訓練方法，根據Jose（1983）所提出的：

桌上排成幾列小東西，請學生按照順序一一命名，且掃瞄的環境訓練者可以調整其

距離與範圍；而視覺搜尋的訓練方法則是請學生在視力範圍內，尋找散置在桌上或

地面上的小東西，訓練者可設計適當的搜尋的環境，如色彩對比、亮度、光線、物

體大小等。 

    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是功能性視覺技能當中很重要的能力（張千惠，2002；莊素

貞，2002；Corn et al., 2003; Best & Corn, 1993; Blanksby & Langford, 1993; Bolduc & Gresset, 

1993;Lopez- Justicia & Martos, 1999）。國外學者Szlyk、Arditi、Coffey、Bucci 與Laderman

（1990）針對18 至100 歲的人調查，個人視覺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問題。

他們指出：發現、搜尋、掃瞄與追蹤等四項能力應列為評估功能性視覺能力的主要

項目。而最近國內研究者鄭靜瑩與張千惠（2005）對重度弱視學生，以教學融入普通

班級課程的方式，為重度視障學生進行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訓練，亦有不錯成果。

而國外學者Love（1994）亦對視多障學生進行視覺方面的訓練，結果亦有成效。 

    由上述文獻可以確知學生的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是可以訓練的。且Hall 與Bailey

（1989）認為不同的視覺訓練方案可以增進功能性視覺，一個豐富的視覺刺激環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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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強並鼓勵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在環境中的應用。因此研究者在評估學生的視覺

掃瞄與搜尋能力之後，考量學生班級課程與活動多以視覺掃瞄與搜尋兩種能力為主。

於是研究之訓練聚焦於探討視覺掃瞄與搜尋兩項技能之訓練。而為使研究的應用更

具廣度，班級中的學習應用亦不容忽視。因此在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的訓練前提之

下，學生在普通班的班級參與能力以及適應狀況亦列入本研究所必須探討的重要內

容。 

 

二、科技輔具在身心障礙學生身上的應用 

    目前國內已有許多科技輔具如替代性鍵盤可以協助肢體障礙者操作電腦，但這

些輔具多數較適合單一障礙者使用，而目前比較缺乏可供重度肢體障礙兼有視覺問

題的學生使用之科技輔具。視多障者因手部功能限制而無法操作一般滑鼠及一般鍵

盤，且其手眼協調能力亦需加強。再者，本研究者在查詢國內外科技輔具如替代性

鍵盤之相關文獻資料時，發現大部份研究都是對一般人、肢障者或腦性麻痺、與智

障者所做的研究，對視多障學生所做的替代性鍵盤之研究則無相關的資料。關於替

代性鍵盤的設計，若所需功能不多，且空間容許的話，每個按鍵僅代表一種功能是

比較好的設計，其優點為鍵盤容易學習與使用，而且可以清楚的標示符號在按鍵上，

使用者不因按鍵上的多重標示而混淆，更不需強記按鍵的順序或組合（施瓊斐，2002）。

此外，林柏志（1993）在其研究中指出，輸入法的鍵盤可根據字鍵敲擊頻率改變排列

位置來提高鍵盤輸入績效。陳詩捷（2001）在觸控式螢幕注音符號軟體鍵盤設計的研

究中發現，觸控式螢幕具有容易更換控制介面之優點，可以因應不同的使用需求，

進而更換成不同的控制介面，且該軟體在較大的按鍵上具有較佳的執行績效；再者，

該軟體所呈現之注音符號排列方式，以聲符、介符、韻符，先由上而下，再由左至

右依序排列，也可以有較佳的輸入績效。 

    目前電腦的輸入方式主要還是著重在鍵盤及滑鼠的操作，但由於肢障者本身的

活動能力受限，必須透過不同的輸入輔具來達成輸入動作。為了配合不同類型身心

障礙者在電腦使用上的要求與目的，許多相關輸入裝置便因應而生，包括以輸入文

字為主的鍵盤、控制游標移動的滑鼠裝置、以及聲控輸入等特殊輸入裝置等。例如，

謝明哲（2001）之研究以單擊及雙擊鍵法，將標準鍵盤簡化為二十六個英文字母為主

要按鍵，基本按鍵數由80 鍵減為34 鍵，並提供注音輸入法的替代性鍵盤，把標準鍵

盤的總按鍵數降至原來的42.5%以下，以便在與標準鍵盤相同大小的鍵盤版面上。同

時他發現，將二個相鄰按鍵的中心距離放大為1.53 倍，或將按鍵面積放大為2.35 倍，

可減少肢體障礙者在鍵盤上尋找與定位的困難。曾健智（2002）在整合式身心障礙者

替代性鍵盤的研究設計中，利用8051 單晶片微電腦來控制觸控式螢幕以達成輸入和

顯示的功能，他提供一個簡單且方便操作的介面來做英文、注音和倉頡等輸入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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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常用之快速鍵的切換及輸入。 

    另外張家漢（2004）則藉由觸控螢幕輸入的方式，讓不方便握的肢體障礙者有適

合的記事工具。林欣怡與李天佑（2002）則以觸控式螢幕點選「選取模式」提供給輕

度肢障者，而以「暫留選取模式」提供給無法使用滑鼠左鍵者，而「可移動滑鼠、

掃描式模式」則適合嚴重的肢體障礙者。陳明聰（2000）以大易中文輸入法字根的出

現率與聯結率，設計一個6×7的大易中文替代性鍵盤，經理論值的統計與分析，替代

性鍵盤的字根出現率與聯結率，以及手指移動量方面，均優於標準鍵盤。 

    在視障者可用的科技輔具方面，林柏榮（2002）以導盲鼠（操作標準鍵盤，具觸

摸及語音輸出功能）使視覺障者能夠操作中文微軟視窗系統，並能應用於Internet 

Explorer 瀏覽器來瀏覽網頁。對於視多障者而言，簡易的鍵盤以及語音功能的設計是

必須具備的。前述這些替代性鍵盤的使用目的，是為了取代一般標準鍵來來進行符

號與文字的輸入。而替代性鍵盤可分為兩種形式，一是硬體的替代性鍵盤，一是軟

體形式的替代性鍵盤。硬體的替代性鍵盤主要是以簡化標準鍵盤，另外開發出適合

的按鍵大小、較少的按鍵數目的鍵盤來代替。而軟體形式的鍵盤，就是寫出一套螢

幕鍵盤的程式，利用語音與觸控式螢幕來做為輸入的工具。因為是程式撰寫，所以

對於按鍵的安排與大小，比其它類型的鍵盤更具自由度。 

    在本研究中，研究對象是合併手部功能障礙的視多障學生，所以考慮使用觸控

式螢幕做為輸入的介面，一方面是應用現有的設備，無需另外製作硬體式的替代性

鍵盤。此外還考慮到觸摸是一種最直接的輸入方式，使用者可以用手或輔具去碰觸

螢幕來與電腦溝通。而使用大螢幕在輸入時，可增大觸摸可容錯範圍，能減少因輸

入錯誤所產生的挫折感。此外因為視覺的問題，語音的輸出能讓視障者在輸入時，

以聽覺再確認其輸入的正確性，利用該系統可以直接參與學習活動，讓視多障學生

的學習沒有落差。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共分四部份，首先介紹研究設計，第二部份說明研究對象與

研究參與者。敍第三部份說明研究工具與步驟。最後則述資料處理、分析與驗証。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式，結合特教教師、治療師、與科技輔具設計人員的協助，

研究內容包括學生能力評估、軟硬體之設計與應用、觀察與訪談等三部份。在學生

能力評估方面，研究者先請視障教育教師與物理治療師共同評估學生的能力，包括：

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以及手部動作能力。在科技輔具（含軟硬體）方面，亦延請

相關專業人員，如軟體設計教師與硬體設計工程師，以跨專業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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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disciplinary）的方式，針對學生的視覺掃瞄與 

搜尋能力與手部動作能力，討論較適合的科技輔具方案。 

    另一方面，研究者先以自行設計之「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評估表」、「學生班

級參與能力檢核表」與「學生班級適應能力檢核表」評估學生在研究介入前之視覺

掃瞄與搜尋能力、及學生參與班級的程度。並在軟硬體設計完成後，進行為期六週

（約十八次）的教學，接著再以上述三份評估表或檢核表來評估、檢核學生在科技

輔具教學介入後的各項能力的差異。同時研究者自行設計一份半結構式的訪談題綱，

訪談班級導師、資源班教師與學生家長，對本研究應用科技輔具訓練學生的視覺掃

瞄與搜尋能力與學生班級參與的看法。 

    本研究以質化研究的方式進行，原因乃在於本研究之焦點乃由最自然的教學環

境與學習情境中探討學生使用科技輔具參與班級課程之應用成效。故研究者未使用

需要事先控制各種變項之量化實驗研究或單一受試研究法。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參與者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兩位視多障併手部功能障礙之低年級學生，學生基本資料

簡述如下： 

1. 個案1：小憲 

    小憲是家中三胞胎中的老大，身心障礙手冊上的障礙等級為多重障礙重度。根

據醫生診斷書上記載，小憲的視力與智力均有某種程度上的限制，且亦併有輕度的

腦性麻痺。其注意力、手腳動作及肌肉的協調性均不佳，對於手指按壓一般的鍵盤

有很大的難度。目前就讀國小二年級普通班的小憲，同時亦接受視障教育教師與資

源班老師的輔導。小憲對於普通班的作業繳交與課程評量的參與度均不高。目前小

憲的拼音能力已有不錯的水準，可認讀聲符、韻符、結合韻與聲調，但無法認讀國

字。 

    在本研究之教學介入前，三次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評估的結果顯示，視覺掃瞄

的十個評估項目中，其能力平均可達評估項目的40%，而在視覺搜尋的十個評估項目

中，其能力均可達評估項目26.7%。在「學生班級參與能力檢核表」中，學生一年級

時在班級參與的七個項目中，其能力只可達到一項（參與升旗）。且小憲在一年級

時，完完全沒有參與班級的作業與評量。而在適應能力的七個項目中，其能力僅可

達到三項（安靜坐在位置上、與同學交談、表達自己的需求）。 

2. 個案2：小聖 

    目前就讀普通班一年級的小聖，出生時原為正常的嬰兒，在四個月大時遭褓姆

摔傷，腦部嚴重受損而導致視力、智力、情緒與肢體運動等方面的問題。其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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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手冊上的障礙等級為視障中度與智障中度。且因運動神經受損，亦使小聖的手部

功能受到影響，除右手無力外，左手亦無法順利的拿取東西且手部無法正確按壓一

般鍵盤。目前只能對單一的聲符與韻符做認讀，例如，ㄅ、ㄐ、ㄏ、ㄚ、ㄛ、ㄠ，

尚無法認讀結合韻與聲調。在本研究之教學介入前，三次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評估

的結果顯示，視覺掃瞄的十個評估項目中，其能力平均可達評估項目的10%，而在視

覺搜尋的十個評估項目中，其能力均可達評估項目前6.7%。在「學生班級參與能力

檢核表」的評估結果，學生初入學時，在班級參與的七個項目與班級適應能力的七

個項目中均無達成之項目。 

（二）受訪對象 

    本研究的受訪對象包括兩位學生的普通班導師各一人（t1、t2）、兩位資源班教

師（rt1、rt2）與家長（小憲的阿嬤p1 與小聖的媽媽p2）共計六人。訪談的時間在學

生使用電腦輔助科技教學介入之後，研究者以自行設計的半結構式訪談題綱，針對

上述的相關人員進行訪談。 

（三）研究參與者 

    本研究之研究參與者包括視障資源班教師、物理治療師、兩位科技輔具設計人

員等。其中視障資源班教師與物理治療師負責評估與設計教學課程、科技輔具設計

人員則針對軟體之設計與硬體之提供進行整合與試用。 

 

三、研究步驟 

    本研究共計進行七個月。（一）第一個月主要評估學生操作科技輔具介面之基

本能力。（二）接下來二個月的工作在設計科技輔具之軟體，並對其軟硬體之整合

進行試用與修改。（三）接著研究者進行一個半月的科技輔具教學介入，教學介入

的過程中，研究者仍持續進行學生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之評估。（四）最後之兩個

半月則是在教學介入結束後對學生的能力做後續評估，並對家長與教師進行成效問

卷之訪談。希望透過實徵研究，以探討科技輔具在視多障併手部功能障礙學生學習

上之效益。 

 

四、研究工具 

（一）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評估表 

    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評估表部份係研究者自編。研究者先以張千惠與謝曼莉

（1999）所設計之功能性視覺評估表針對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部分對二位研究對象進

行評估，而評估結果顯示二位學生在視覺掃瞄與搜尋的能力是待加強的。且學生在

班級中的課程活動與課業學習也偏重使用視覺掃瞄與搜尋的能力。因此研究者根據

上述兩項能力，再設計學生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的評估表，評估表內容有二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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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掃瞄與搜尋各佔十項，其內容如下表所列。 

（二）學生班級參與能力檢核表 

    本檢核表之項目內容係由研究者與班級導師共同擬定。在學生班級參與的部份，

經研究者評估班級活動與視覺掃瞄及視覺搜尋有關的項目，擬定以升旗、掃地工作、

繳交作業、下課動態性活動、上課參與、課堂評量、與月考評量七大項為檢核的內

容。以下舉例說明上述檢核項目與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之關聯： 

1.升旗：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搜尋）站好並對齊前方的同學（掃瞄）； 

2.掃地：能看到黑板上尚未抹除的字跡（搜尋）並擦拭乾淨（搜尋）、能撿起地上的

垃圾（搜尋）； 

3.繳交作業：能繳交部份作業如抄寫與填寫（掃瞄）、課文或故事書的預習與複習（掃

瞄）、繪圖與貼畫（搜尋）。作業內如容可細分為十四項，包括：生字語詞簿、課

文抄寫、聽寫、寫圈詞、國語習作、數學習作、國語科學習單、數學科學習單、數

學作業簿、戶外教學心得、小品作文、畫圖、美勞作品與練習考卷。 

4.下課動態性活動：下課會主動找同學玩或聊天（搜尋）、能使用戶外的遊樂設施（搜

尋）； 

5.上課參與：能看到黑板上的文字並予以抄寫或能跟著閱讀課文（掃瞄）； 

6.課堂評量：聽寫測驗方面，能將老師唸讀的語詞輸入於電腦螢幕上的直欄格子內（掃

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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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測驗卷方面在聽完電腦語音唸題後能將答案填入試卷的括號中（掃瞄或搜尋）

或圈選指定的圖畫與符號（掃瞄或搜尋）；課堂評量形式可細分：為口頭測驗、聽

寫國字注音、國語作業簿單元評量、數學作業簿單元評量、臨時小測驗卷（B5 或A4）、

與測驗卷（B4）六項。 

7.月考評量：在聽完電腦語音唸題後能將答案填入試卷的括號中（掃瞄或搜尋），或

圈選指定的圖畫與符號（掃瞄或搜尋）。 

（三）學生班級適應能力檢核表 

    而研究者在科技輔具介入後，持續對學生進行觀察，除了關切其視覺掃瞄與搜

尋能力以及其參與普通班的程度外，研究者針對學生需求亦設計一份學生班級適應

能力檢核表來檢核學生在班級中的適應狀況。內容包括：上課不會發呆無所事事、

不影響班級上課、可安靜坐在位置上、可以表達自己的需求、可與同學交談、會自

己拿取老師交待的東西、下課可以與同學一起遊戲等七項。 

（四）科技輔具（含硬體與軟體） 

1. 硬體部份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工具就是為視多障（中度弱視兼智能障礙）併手部功能障礙

之學生設計科技輔具教學媒介，以利學生接受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之訓練，並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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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參與班級的程度。對研究對象而言，傳統的科技輔具如鍵盤按鍵體積及其上方的

字體均太小，而研究團隊原先曾設計以簡化的替代性鍵盤來代替傳統的鍵盤，但因

開模費用與快速成型機之製作費用太高，加上學生手部動作與視覺問題，更加深其

眼睛在鍵盤與螢幕間來回移動轉換時的困難。因此經研究團隊討論後，改以觸控式

液晶螢幕（Touching LCD Monitor）做為本研究之硬體設備，學生只需要利用其剩餘

視覺找到目標，以手指頭輕輕觸碰螢幕即可。 

2. 軟體部份 

    本研究提供給視多障學生的軟體有三種，三種軟體的教學時間為每次二十四分

鐘。時間的設定乃根據黃惠聲（2000）提及的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訓練以20-30 分鐘

為理想。此三種軟體包括自行設計之有聲動畫繪本、巧虎系列互動式遊戲、以及李

天佑教授（2002）開發的螢幕協助鍵盤軟體。茲分別說明如下： 

（1）自行設計之有聲動畫繪本 

    本研究自行設計的有聲動畫繪本，乃結合powerpoint、flash、與文字mp3 三項軟

體設計而成，以訓練學生之視覺搜尋能力為主。故事內容有三篇，分別為「狐狸孵

蛋」、「蘋果樹」、與「小仙女」。研究者分別將故事每篇頁面掃瞄到電腦中，每

頁的文字以文字mp3 做成mp3檔，並在每個故事環結中，以flash 製作動畫讓學生掃

瞄與搜尋用，每篇故事指導時間為二週，每週三次，每次七分鐘。故事中設計讓學

生掃瞄與搜尋訓練的項目，例如： 

    「狐狸肚子餓了，東找找西找找，好不容易找到了一顆蛋。請你找找看，在草

堆中有一顆白色的蛋，用你的手按一下這一顆蛋吧。」 

    當學生正確觸碰到目標物，會有掌聲出現，若觸碰的位置有所偏離時，則會有

答錯的音效提示。 

    「樹上掉下來好多好多的蘋果喔，我們一起來撿撿看，看你可以撿幾顆？」 

    當學生在螢幕上碰觸到任何一顆蘋果時，電腦即刻產生吃蘋果的音效，且被碰

觸到的蘋果會在音效結束後消失。 

（2）巧虎系列互動式遊戲 

    巧虎系列互動式遊戲係由巧連智（2002）所出版，其遊戲內容有八種，分別為「巧

虎過生日」、「喜歡的東西」、「去遊樂場玩囉」、「剪刀石頭布」、「和巧虎玩

捉迷藏」、「大家來找錯」、「記憶翻翻牌」、「彩虹畫畫屋」、與「認識交通工

具」。每個遊戲的指導時間為二週，分為兩梯次進行，第一輪進行完畢後，再重複

練習一次，每次教學時間為七分鐘。此套巧虎系列互動式遊戲經所有研究參與者共

同評估後，一致認為適合訓練學生之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因故事中許多問句之設

計可讓學生運用視覺掃瞄及搜尋能力，例如：引導學生利用「視覺搜尋」能力之問

句有「找一找，松鼠妹妹躲在哪裡呢？」學生必須先用眼睛搜尋並以手觸碰到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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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任一選項時，會有不同的動物出現，並告訴學生是否找到松鼠妹妹。又例如，

引導學生利用視覺掃描能力之問句有「小朋友，和巧虎一起去遊樂園玩囉？你要去

哪一個地方玩呢？」學生必須先用手碰觸到任一選項，接著進入不同的畫面，例如

學生進入釣汽球區，汽球會由右往左慢慢移動，同時學生需要碰觸畫面上的釣竿，

接著就會釣到不同的東西，正確釣到汽球時，會有巧虎鼓勵的聲音出現。 

（3）師大資訊系李天佑教授開發的螢幕協助鍵盤軟體，配合擴視軟體予以應用。 

    螢幕協助鍵盤軟體係由李天佑（2002）所開發，因其鍵盤可選擇字體倍數與輸入

法，再配合聲音之輸出與擴視軟體的應用，學生可以在WORD 或NOTEPAD 中完成

打字的工作。且鍵盤的位置亦可配合學生視覺掃瞄訓練之進行。 

（五）運用科技輔具訓練學生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之教學課程表 

    綜合上面三項電腦輔助教學教材，搭配觸控式螢幕的使用，本研究設計的十八

次課程內容與時間如下表所列，其目標均以視覺掃瞄與搜尋為主。 

 

 

（六）訪談題綱 

    本研究之訪談題綱乃針對學生在電腦輔助科技教學介入六週後，對學生的班級

導師、資源班教師與家長所做的訪談。訪談題綱之編製過程則是由研究者先自行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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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待草稿完成後，請參與本研究的視障教師、物理治療師與專家學者共同討論內

容的適當性，最後完成本研究的訪談題綱。其內容包括科技輔具使用前後學生的改

變情況、科技輔具帶來的效益或缺失、以及教師是否因為科技輔具之介入而有所改

變之情形。 

 

五、資料之蒐集、處理與分析、驗証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利用多元的方式進行資料的蒐集，進而對相關資料做處理

與分析，並對資料進行驗証的工作，其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一）資料蒐集 

    本研究以評估、檢核、觀察與訪談等方式進行資料蒐集。由研究者以「視覺掃

瞄與搜尋能力檢核表」評估學生的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能力，並以「學生班級參與

能力檢核表」及「學生班級適應能力檢核表」檢核學生是否參與班級的各項活動與

事務，或學生是否在班級中有不當的行為或情緒表現等等。最後再以上述兩項研究

工具再一次評估檢核學生在科技輔具軟硬體介入前後之改變，並以「訪談題綱」訪

談學生的班級導師、家長與資源班老師，蒐集學生在科技輔具軟硬體介入前後，學

生表現與教師教學實務的狀況。 

（二）資料的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所蒐集的資料，包括量化資料與質性的資料兩種。資料的處理與分析過

程如下： 

1. 量化的數據資料 

    本研究量化的數據資料有二，一為「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評估表」的評估結果，

其二為「學生班級參與能力檢核表」及「學生班級適應能力檢核表」的檢核結果。

數據以學生達到該評估表或檢核表項目內容的百分比來表示。 

2. 訪談資料 

（1）訪談資料的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對訪談資料的處理方式分為接受錄音與不接受錄音兩種處理方式。訪談

中願意接錄音的受訪者，其訪談資料則以錄音筆所錄存的檔案為主，在訪談結束後，

研究者將所有錄音筆中的資料轉寫成逐字稿。而不願意接受錄音的受訪者，其訪談

資料則依訪談大綱的內容做現場手稿記錄。待訪談完畢後，再以複述的方式請受訪

者檢視研究者的記錄內容，核對所有記錄的內容是否詳實。 

    而研究的編碼過程包含三個階段。首先，研究者和協助編碼者在每次訪談後，

都馬上討論記錄內容的異同，接著核對每一份逐字稿，在轉錄的檔案上註明方式、

對象、時間，並在每一份轉錄的文件中，研究者與協助編碼者都各自將其中較重要

的意見先以開放性編碼（opencoding）的方式，以不同顏色的螢光筆標出重點，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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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討論兩個人標出重點的異同，並漸次的抓住資料的主題。待兩人形成共識之後，

再運用主軸編碼（axial coding）的方式，形成暫時性編碼系統，接著分析現象的條件、

脈絡、行動策略與結果，再將資料加以組織。 

    最後研究者與協助編碼者在另一份未劃記的逐字稿中，再依已分類完成之主題，

依據主軸編碼的結果，選擇一核心類目，以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的方式，

用不同顏色螢光筆標出不同主題的重點，並在每一個重點之後，依對象與時間標出

該份文件的代碼。前述代碼之編號型式舉例如下：p1-a、t2-c。第一個英文字母代表

訪談對象，代號（t）代表班級導師（p）代表家長，代號（rt）代表資源班教師，第

二碼數字則是代表學生（1、2）。在“ - ”之後的英文字母代表該訪談文件中的第幾

段。例如p1-a 代表第一位學生家長的逐字稿中第 a段。 

（2）訪談資料的驗證 

    本研究對質性資料的驗証工作分為「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之間（同儕檢核）」、

「訪問者受訪者之間」、以及「資料與受訪者之間」三部份。 

    在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之間，也就是同儕檢核的部份，研究者和協助編碼者在

每次訪談後，以討論記錄內容的異同、核對、以及標示重點主題的共識等方式來對

資料的內容確認。為使研究更具信度，研究者先與其中一位編碼校對人員先討論逐

字稿的內容，接著再慢慢的形成主題與編碼。而在形成主題與編碼的過程中，兩人

的意見如有不同之處，再請第三位人員予以認定。 

而在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則是針對在訪談過程中，不願意接受錄音之受訪者，研究

者則在訪談題綱中做記錄，並在訪談結束時，以複述的方式確認與談人員的談話內

容是否符合。最後在資料與受訪者之間的部份，研究者將結果分析報告交由三位受

訪人員，請三位受訪者詳閱訪談的報告後，針對內容的真實性做驗證，內容包括是

否正確陳述真實的運作過程、意見的歸類是否恰當、或是否有遺漏其他的重點等，

並將重要的意見反應出來。再者，研究者同樣請這三位人員針對其他受訪者的錄音

檔案內容，以每人抽聽一位的方式對結果分析報告做驗證。當抽聽的結果與逐字稿

相出入時，則請另一人予以認定。 

    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資料驗証在「研究者與研究參與者之間（同儕檢核）」方

面的信度為 .94、「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為 1、而「資料與受訪者之間」除了錯字

與國台語間的轉換外，其信度亦為 1。顯示本研究訪談所得的資料是可信賴的。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學生利用科技輔具提昇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與「學

生利用科技輔具參與普通班級」二個主題，以下依此二個主題之順序說明研究結果。 

一、學生利用科技輔具提昇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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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兩位學生使用科技輔具的過程，研究者均以研究工具中的視覺掃瞄與搜尋能

力評估表對學生進行評估，其中包括科技輔具技介入前的三次評估、教學介入過程

中每隔三週評估一次（共計六次）、最後在教學介入後二週再評估一次，總計每位

學生共評估十次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其評估記錄分別說明如下： 

（一）數據資料 

    小憲於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評估表的十個項目中，其視覺掃瞄能力在教學前的

三次評估之平均達成項目為4 項（40%）。在教學階段中的六次評估之平均達成項目

為8 項（83%）。在教學完成二週後的評估達成項目為10 項（100%）。而其視覺搜

尋能力在教學介入前的三次評估之平均達成項目為3 項（26.7%），在教學階段則進

步到7 項（68.3%），而在教學完成後二週的達成項目為8 項（80%）。 

    小聖於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評估表的十個項目中，其視覺掃瞄能力在教學前的

三次評估之平均達成項目為1 項（10%）。在教學階段中六次評估之平均達成項目為

5.5 項（55%）。在教學完成二週後的評估達成項目為7 項（70%）。而其視覺搜尋

能力在教學介入前之三次評估的平均達成項目不到1 項（6.7%），在教學階段中的

六次評估之平均達成項目則進步到4 項（41.7%）。在教學完成後二週的達成項目為

6 項（60%）。 

    由上述兩位學生在科技輔具介入的表現，足以證實學生在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

是有進步的。因此透過科技輔具的協助，確實改善此兩位視多障併手部功能障礙學

生之視覺掃瞄與搜尋的能力。 

（二）訪談資料 

    在後續的訪談中，相關人員亦表示學生在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上的改善。例如，

在學生的用眼習慣方面，家長表示：「小聖以前根本就是閉著眼睛，現在還會睜開

眼睛看一看書和電腦，有時候還可以找到老師指定的東西。」（p2-b）或是「……感

覺上他現在的視覺好像比較好，比較會用他自己的眼睛做事情。」（p1-a）家長也認

為除了科技輔具提升學生的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外，學生在家中的表現也可以看出

其視覺效能方面的改善。例如：「他會用老師教的方法找冰箱上面的磁鐵……」（p1-k）

「以前他找不到玩具的時候都會馬上叫我幫他找，現在我等很久都沒聽到他的聲音，

原來是他自己找到了。」（p2-f） 

    學生的資源班教師和導師亦表示學生閱讀上也改善，變得「比較有方法」（rt1-b、

t1-a），找東西也比較有規律（rt2-c）。「他知道要從左到右，或是從上到下慢慢找

仔細看，而不會像以前一樣亂找一通」（t1-l）。「你可以叫他拿抹布給我，也可以

叫他到桌子那邊拿筆或尺給我，他現在比較沒有問題，不然以前我叫他拿啊，不如

我自己走過去拿還比較快……」（rt2-v）「他可以幫我處理獎勵卡的工作，像如果我

說第二排加一分，他就會幫我把第二排的卡片往上移一格」（t2-t）。因此在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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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練成效不只應用在閱讀電腦螢幕與書寫閱讀上而已，對於學生參與普通班級與

平日生活活動亦有所助益。 

 

二、學生利用科技輔具參與普通班級 

    以下說明，研究者利用「學生班級參與能力檢核表」與「學生班級適應能力檢

核表」檢核學生在科技輔具介入前後參與普通班課程與活動之程度。並以「訪談題

綱」訪談教導學生之相關人員，蒐集相關人員對於科技輔具應用在學生參與普通班

級之看法。 

（一）班級參與方面 

    在學生參與班級的各項活動與事務方面，於評估表的七個項目中（升旗、掃地

工作、繳交作業、上課參與、下課動態性活動、課堂評量、與月考評量），小憲原

先只有參與一項（參與升旗，14%），在研究介入後進步到可參與七項（100%）。

而小聖則由原來的零項進步到後來的五項（掃地工作、繳交作業、上課參與、下課

動態性活動、課堂評量，71%）。而其中參與繳交作業、課堂評量、參與課堂數三項

因屬於班級之經常性活動，故研究者更進一步探討其成效： 

1. 參與繳交作業方面 

（1）數據資料 

    以小憲繳交作業的程度而言，在科技輔具介入之前，小憲繳交的作業多是同學

或家長代抄或代寫為主，參與繳交作業的程度佔十四個檢核項目中的二項（約14%）。

而在輔具介入後，小憲可以繳交生字語詞簿、課文抄寫、寫圈詞、國語科學習單、

數學科學習單、數學作業簿、戶外教學心得、小品作文、畫圖、與練習考卷等作業，

其繳交的作業提昇到所有檢核項目的十項（約72%）。由此可知，本研究所設計的科

技輔具對小憲參與繳交作業有很大的助益。 

    而小聖是在小學一年級開學後即開始接受科技輔具進行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之

訓練。本研究介入前他是就讀幼稚園，故當時無法接受國小「學生班級參與能力檢

核表」之檢核。而在訓練過程中，小聖能參與班級作業的能力是有提昇的（p2-o、t2-h、

rt2-l），且在訓練後，小聖參與作業的程度佔十四個檢核項目中的七項，約為50%（內

容分別為國語習作、數學習作、生字語詞簿、寫圈詞、聽寫、數學作業簿數數題作

業、美勞作品等。因此，本研究所設計的科技輔具對小聖參與繳交普通班級的作業

是亦有所幫助。 

（2）訪談資料 

    本研究之受訪者均反應學生在使用科技輔具之後，對於班級作業的繳交參與程

度是有很大的改善的，例如在完成作業的方式方面：「他雖然會認，但是不會寫……

以前他很多作業都是資源班老師和媽媽唸，然後再把他的答案寫下來，現在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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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打出來。」（t1-e）「現在他還是一樣要我幫忙唸，但科技輔具與視多障學生學

習成效研究是至少寫作業是他自己寫的……」（p1-d）「他可以自己看著課本的圈詞，

然後自己打下來，雖然他不會選國字，但是至少知道小朋友每天要做的功課，他也

是要做的。」（rt2-f） 

    又例如在受訪者的期待方面，受訪者認為科技輔具的效果超出預期：「我原本

以為他不可能自己做作業的，幸好他對電腦很有興趣，加上這個軟體和螢幕的幫助，

他現在可以交出一部份的作業，我覺得很高興……」（p2-d）「當初他要入學的時候，

大家都很緊張，後來在IEP 會議的時候，鄭老師給我們介紹這一套軟硬體後，大家

就比較放心了，他現在可以做得到一些作業……」（rt2-d）「他可以做的事比我想像

得多……例如自己列印作業、和同學討論電腦遊戲啊!」（t1-d）對教師而言，班級導

師認為學生繳交作業的次數以及參與班級評量的頻率均增多，且其作業內容的可信

度也有所提昇：「之前小憲交出來的作業很多有可能是爸爸媽媽自己代寫的，連唸

給他聽都沒有……現在交出來的東西品質雖然沒有父母代寫的好，但是至少是自己

的東西，這樣我改作業時也會比較用心改……」（t1-v）「從開學以來，你可以發現

他交的作業，用電腦印出來的東西愈來愈多，那表示他自己能做的作業也愈來愈多，

所以我在打平時成績時也比較有依據，而不是隨便用個分數填上去。」（t2-t） 

2. 參與課堂評量方面 

（1）數據資料 

    本研究設計的科技輔具對學生在參與課堂評量方面也有助益。小憲由一年級均

未參與的狀況（0%），進步到後來可達成6 項（100%）；而小聖也由初入學的零項

（0%），進步到教學介入後達成4 項（口頭測驗、聽寫國字注音、國語作業簿單元

評量、數學作業簿單元評量，67%）。學生參與課堂評量評估表中共有六項，分別為：

口頭測驗、聽寫國字注音、國語作業簿單元評量、數學作業簿單元評量、臨時小測

驗卷（B5 或A4）、與測驗卷（B4）六項。 

（2）訪談資料 

    本研究之受訪者認為學生於研究介入後，參與課堂評量的質與量均提高了，例

如，兩位班級導師指出：「至少他可以自己寫下答案來了，真實性比較高」（t1-j）。

「他可以在教室考試，像聽寫和造詞造句，有時我會給學生一些時間完成早自息或

是一些未完成的考卷，他也不會呆呆的坐在位置上不知道要做什麼」（t2-j）。而家

長也認為學生參與評量的程度較研究介入之前增加：「以前他成績都是資源班老師

給的，和班上的成績不太有關係，現在像國語科他參與得不錯，老師可以用他的平

時成績來給他打分數」（p1-k）。且資源班教師均認為這樣的方式對學生考試時的幫

助很大，例如：「這樣考試時對他們導師和他自己都比較好，不然導師總覺得資源

班給的分數不太實際，小孩子學到什麼程度老師也不知道」（rt1-l）。「自己寫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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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總是比較可信，不然有時候我們會被質疑是不是有給學生提示或作弊」

（rt2-k）。 

3. 參與之課堂數方面 

（1）數據資料 

    另外，檢核表中亦可看出學生所能夠參與之課堂數的改變，由教師與家長勾選

的項目中可看出，在科技輔具介入前，小憲參與的課程有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

與生活領域等課程，僅佔國小二年級總課堂數二十四節課中的八節（約33%）。在其

他課程小憲多是缺席、到資源班或視障班上課、做自己的事情、發呆、或做老師指

定但非課堂作業的工作。而在科技輔具介入後，學生參與的課程有國語課、數學課、

早自息、與閱讀課等，其參與課程的數量提昇至十八節（約75%）。 

    而在小聖部份，透過科技輔具的使用，小聖參與普通班級的課程約二十四分之

十二（約50%），分別為健康與體育、生活領域課程、國語課、與彈性課程，其他課

程多是到資源班或視障班上課、做自己的事情、或做老師指定但非課堂作業的工作

（本研究介入前小聖是就讀幼稚園，故無幼稚園階段參與節數的比較）。 

（2）訪談資料 

    受訪者一致認為，學生參與課堂數增加了，亦即，其參與班級課程的時間增加

了，且參與課程的態度也改善了。例如，資源班老師指出：「剛開始的時候，我們

抽離了很多節課，想說他能參與的能力不高，所以乾脆拉出來上課，但是後來發現

有一些課他是有在聽的，所以他們導師也要求要讓他回去上課……」（rt1-h）「開學

的時候，我們請實習教師入班陪同，剛開始效果不大，後來因為他可以在電腦上打

出和同學一樣的東西，像聽寫和聯絡簿……所以抽離的時間變少了，而陪同或是直

接在班上上課的時間就變多了……」（rt2-g）「我覺得再讓他熟練一點，他可以上課

會更多……。」（t1-g、p1-i） 

（二）後續的追蹤觀察 

1. 學生班級適應能力 

（1）數據資料 

    本研究的「學生班級適應能力檢核表」中七項：上課不會發呆無所事事、不影

響班級上課、可安靜坐在位置上、可以表達自己的需求、可與同學交談、會自己拿

取老師交待的東西、下課可以與同學一起遊戲，小憲在研究介入前僅達成三項（43%），

到介入後全部達成七項（100%）。     

    而小聖則由原先的零項（0%），進步到後來的七項（100%）。而由以下訪談，

還可以得知這兩位學童在其他班級適應方面的進展。 

（2）訪談資料 

    受訪者也提到學生因為參與繳交作業、課程與評量各方面均有所改善，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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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止於課業方面的改變，學生在「自我信心」以及「同儕的關係」方面也都有所

進展。例如在自我信心方面，有家長提到孩子對自己能力提昇的欣喜：「他現在回

家會很高興的告訴我，今天他用電腦做了什麼功課，也會告訴我考試考了幾分……

雖然考得不是很好，但是他也都會講，和以前回家都“電電”（沉默不語）不太一

樣……」（p1-o）另一位家長也提及相似的意見：「你問他會不會做寫作業？會不會

讀書？會不會……，他都會很大聲的說會。」（p2-o）且導師也認為學生變得比較有

自信（t1-m、rt1-n）。 

    本研究科技輔具的介入對個案的同儕關係也是有所助益的。受訪者一致認為，

參與班級課程與活動的多少，會影響學生的同儕關係，亦即，當身心障礙學生參與

的程度提升且參與的課堂數也增多時，愈多普通班同儕對身心障礙學生的認識度與

熟悉度提高（rt2-o、p2-m、t1-n、rt1-o）；另一方面則是普通班學生對身心障礙學生

態度亦轉變為正向之肯定（p2-n、t2-m、rt1-m、rt2-n）。因此同學們不再認為本研究

的對象是「異類」（t1-o）或是「資源回收場的廢物」（t2-n），因為他們會做和一

般學生一樣的事情，也因為如此學生彼此間的互動增加了（t2-o、rt1-p）。家長也告

訴研究者：「我們小憲每天回家都會跟我說今天誰誰誰和他一起玩……還吵著明天

要早一點到學校……」（p1-m） 

2. 研究的其他發現 

    本研究的其他發現包括：學童在班級活動的參與度，以及課程與教學方面。以

下分別敘述之。本研究中兩位視多障併手部功能障礙的學童在班級活動的參與度方

面也大大提升，資源班老師認為，科技輔具之協助不但提昇學生的視覺掃描與搜尋

能力，也進一步促進他們的班級活動參與度：「小憲可以自己唸讀課文了……」（rt1-r）

「有幾次他們老師還叫他起來唸課文給同學聽，同學都說小憲好厲害。」（rt1-q）「他

願意用眼睛就可以做很多事，除了上課之外，導師可以叫他掃地、幫忙擦黑板、撿

地上的紙屑到垃圾埇丟、幫老師發作業……」（rt2-p）。且家長也提到：「體育課玩

滾球的遊戲、還有123 木頭人，小聖都有一起上，上次美勞課的時候，他也有和大

家一起畫畫。」（p2-r）「這學期從第一次月考以後，他就有跟大家一起上美勞課，

因為資源班老師說他現在的狀況應該可以……」（p1-q）。除了上述資源班教師所提

之外，班級導師也認為學生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的提昇有助於班級活動的參與，例

如：導師提到，在研究介入後，學生可以到黑板前面選字卡和圖卡（t1-p）、可以在

自習課的時候用電腦看繪本故事書（t1-s）、戶外教學報告中呈現許多視覺的訊息，

如看到紅色的消防車經過（t2-r）。同時，教師們也認為科技輔具在課程與教學方面

也提供許多助益，教師認為科技輔具的協助不僅止於使用電腦作輸入，電腦的語音

輸出功能也為老師所運用，例如：「電腦會講話啊！有一些題目我不方便唸給他聽

的時候，我會請電腦唸給他聽……但是當然要實習老師幫忙啦。」（t2-s）「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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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課程，我會請學生自己找書看，然後寫出剛才看了什麼？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在

電腦中放一個短片給小憲看，然後再叫學生用你（研究者）的方法寫在記事本中……」

（t1-t）所以家長也對班級導師為學生特別設計的課程做出了肯定與感激之意：「我

知道我們小憲很麻煩，造成老師很多困擾，但是老師特別為小憲找了很多和電腦有

關東西，真得很感動……」（p1-t）「原先我以為小聖什麼都不能做，但是他們老師

在上補充教材的時候會給小聖一個檔案，讓他去聽去操作」（p2-s）。 

    另外，教師均認為在學生的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的提昇，對教師教學的公平性

是很重要的，例如，班級教師提到學生會計較身心障礙學生不用繳交作業（t1-x）、

不用參與考試（t1-w）、以及老師偏心（t2-z）等問題。而學生在使用視覺掃瞄與搜

尋能力的改善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另外班級教師與資源班教師認為學生視覺掃瞄與

搜尋能力的提昇對教師在教材呈現的考量上是有幫助的，例如：「他可以看就比較

不用顧慮到言詞的表達，我只要放大一點就可以了。」（t1-y） 

對於視多障學生在班上，教師之專業責任是協助學生參與普通班的學習活動。在本

研究中，教師認為科技輔具介入後，學生在各方面的進展，以教師本身協助學生參

與課程活動的機會增多，而感到略盡責任，例如：「……終於覺得為他做了一點事

了。」（t1-u）或「……這樣我會比較放心，好像盡到一點責任了。」（t2-u）且資

源班教師也反應，如果一直將學生抽離，對學生的幫助不多，而在無計可施時，面

對導師與家長時均感到壓力（rt1-s、rt2-t）。 

    對於科技輔具的介入，資源班教師認為有釋放壓力的感覺，例如：「……我知

道入班協助他用替代性鍵盤上課是最大的幫助，知道要做什麼最有效……那種感覺

真的很好。」（rt1-t）「比起抽離到我們班上課，入班協同指導他用電腦做事情似乎

比較有意義一點。」（rt2-v）綜合上述，科技輔具的使用對學生的班級適應以及教師

在處理課程與教學方面是有幫助的。除了學生的自信心與同儕關係的改善外，教師

也對課程與教學做出了調整，進而改善其班級經營以及教材的呈現。且對教師責任

付出與壓力釋放上亦有所幫助。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究視多障併手部功能障礙學生運用科技輔具軟硬體之成效，目的

是希望透過科技輔具的使用，來提昇學生視覺掃瞄與搜尋的能力，並進一步改善與

解決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困境。以下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學生利用科技輔具可提昇其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 

    本研究的兩位研究對象，其視覺掃瞄能力與搜尋能力在科技輔具的介入之下都

是有進步的。且受訪者也肯定科技輔具的介入對學生的視覺掃瞄與搜尋的能力的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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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的應用很廣，它可由學生對課本的視讀到黑板的抄寫、由

桌面物件到整間教室或房間的尋找、由學校課業延伸至日常生活的應用等。本研究

運用科技輔具做為訓練的教材，透過生動有趣的軟體，提昇學生學習的興趣，並使

用觸控式螢幕，解決學生手部功能及視動協調間的障礙，先提昇學生使用眼睛的動

機，進而指導其運用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的技巧，使學生在自然有趣的情境中學習，

達到本研究的目的。 

（二）學生利用電腦輔助科技參與普通班級 

    透過本研究對科技輔具的應用，兩位研究對象在參與普通班級的活動、班級作

業的繳交、課堂評量、參與課堂之數量與班級適應程度上均有所進展。且學生在自

信心及同儕關係上亦為受訪者所肯定。且受訪者均反應，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對學

生在課文的閱讀與班級工作的參與亦有正向的影響。 

    整體而言，利用本研究所設計的科技輔具軟硬體，最直接的影響是學生可以利

用電腦獨立完成大部份的班級作業與評量。而其後續的效應是，學生參與了作業與

評量後，加強了其對於課程內容的了解，進而對班級課程的參與是有所幫助的。加

上學生在班級中證明自己具備參與課程與作業評量的能力，在自信心與同儕間的關

係的改善下，更影響其整體的班級適應能力。由此也可以反應身心障礙兒童可在科

技輔具的協助下就讀普通班（吳武典，1998）。更突顯科技輔具的運用，可以協助身

心障礙學生提升其學習無障礙之程度（吳亭芳、陳明聰、王華沛，2000）。 

    而在後續的追蹤觀察中，除了學生之班級適應能力提昇外，其自信心與同儕關

係也有所進展，且教師（包括班級教師及資源班教師）在科技輔具介入前後，則有

課程內容與責任壓力的改變。且對於班級經營的公平性以及教材的呈現上亦有所助

益。顯示科技輔具對教師在教學與心理方面亦有實足的幫助。對大多數的普通班教

師而言，處理身心障礙學生的問題時，必須在確保身障學生能享受資源與福利的前

提下，維持班級中整體的公平性與秩序性。因此提昇身障學生本身的能力是最重要

的。本研究中相關的軟體與人力資源的介入最受普通班教師所重視，參與研究的教

師甚至認為：研究不需要一定要自創教材教具或自行研發軟體，任何能提升學生視

覺掃瞄與搜尋能力與電腦文字輸入的教材教具與軟體，都可以被應用於教學介入之

中。 

 

二、建議 

（一）在學生視覺掃瞄與搜尋能力方面 

    本研究所設計之科技輔具，對於視多障併手部功能障礙學生的視覺掃瞄與搜尋

能力有正向的提昇。科技輔具的應用除了可以節省輔導教師重複指導的時間外，學

生也因為對科技輔具軟硬體的興趣而提昇其運用視覺的動機。因此建議教師可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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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或從市面上採買「色彩鮮明且背景是單一色」並具聲光效果的遊戲軟體，提供

給視多障併手部功能障礙學生練習。另外本研究所配合的觸控式螢幕，對視多障併

手部功能障礙學生的視覺與手眼協調限制較小，頗適合此類學生使用。然因觸控式

螢幕價格較昂貴，並非一般家庭與輔具補助經費所能接受，建議政府應在觸控式螢

幕的研發或廠商的贊助上多做努力，以嘉惠此類身心障礙學生。 

（二）在學生參與普通班級方面 

    本研究所設計之科技輔具，對於視多障併手部功能障礙學生參與班級課程與活

動方面亦有相當的功益。因此建議學校應提供科技輔具相關之軟硬體，讓學生可在

班級中使用，教師於個別化教育計畫中，可訂定應用輔具之學習目標，設計適合學

生參與普通班課程與活動之指標。    再者，各縣市特教中心與資訊教育中心應合

作辦理特教教師科技輔具軟硬體應用之相關研習，目前辦理的研習均以提昇教師之

資訊能力為主，然而對於特教教師而言，有關市面上現有軟體或網路資源之應用方

面的研習更有實質應用意義，且對學生的學習應更具成效。同時本研究者亦建議，

普通班教師應積極為學生爭取科技輔具的介入，且教師本身必須學會應用該項輔具

的基本能力。特教教師應負責指導學生該項輔具的使用，以利普通班教師進行評量

與作業之指派。 

另外，科技輔具的介入應與班級活動與課程以及學生家庭生活做結合，則學生之獲

益將更豐碩。因此班級導師與家長應共同學習使用輔具與訓練的技巧，才能發揮團

隊合作最大的效益。 

（三）研究之限制與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之限制為研究對象只有兩位，因此無法推論至其他身心障礙者。且本研

究所設計的科技輔具僅針對視覺掃描與搜尋能力之訓練，建議未來可進一步發展視

覺追視與視覺注意力轉移等其他方面的功能性視覺能力訓練。同時，研究者亦建議

應尋求軟體設計人員的持續支持，以便對軟體內容做後續的更新與處理。最後，研

究者建議，類似的研究可試用在協助學障學生與智障學生在普通班參與學習（rt1-v、

rt2-x）。 

 

參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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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頂-枕皮質可塑性的腦神經機制 

 

陳光華*12 方俊明 1 

（1 華東師範大學學前與特殊教育學院，上海，200062； 

2 瀋陽師範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院，瀋陽，110034） 

 

摘要  現代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瞭解認知功能的神經機制，採

用神經成像和無創性方法對盲人大腦皮質的實驗，證實了盲人的枕葉皮質

在盲文閱讀時顯著啟動；經常進行盲文閱讀的盲人手指有更大範圍軀體感

覺皮質表徵；追蹤空間觸覺資訊在皮質之間的加工軌跡的實驗證明，皮質

之間功能連通性有助於解釋軀體感覺皮質-視皮質之間跨模組可塑性的神經

機制。這些研究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的機會來瞭解大腦皮層可塑性和行為補

償可能性的發生發展過程，並可能對重建某些喪失的功能和形成合適的教

育策略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關鍵字  盲人  頂葉皮質  枕葉皮質  可塑性 

分類號  

 

引言 

一直以來，可塑性都是現代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重點，但是關於可塑性的神經

機制問題卻沒有較為統一的解釋，因此得到了廣泛的關注。所謂可塑性（plasticity），

是指神經系統為不斷適應外界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自身結構的能力，包括神經組織的

正常發展和成熟，新技能的獲得，在神經系統受損以及感覺剝奪後的代償[1]。儘管失

明的感覺剝奪狀態為可塑性的研究提供了獨特的研究條件，而近代的認知行為研究

認為，失明並沒有對殘留感官的感覺絕對閾限產生影響，但使盲人在更複雜任務上，

例如盲文閱讀，顯著好於明人的成績[2]；直到 20 世紀末期開始的腦功能層面的研究，

借助腦磁圖（MEG）、事件相關電位（ERP）、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磁共

振成像（fMRI）和透顱磁刺激(TMS)等先進的研究手段，人們才認識到，盲人這種

補償的變化具有特異性，並不廣泛存在於所有皮質，主要發生在中樞神經系統的高

級水準或更中心的水準上。具體地說，盲文閱讀使盲人的頂葉模組（主要指是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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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皮質區）和枕葉模組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視皮層在閱讀盲文等非視覺

任務中顯著啟動，說明原來“喪失”功能的“視覺中樞”發生了跨模組重組

（Cross-modal reorganization）。本文擬從模組內部的改變和調整、模組間功能的聯

結和整合、皮質之間功能連通性等三個方面為切入點，來探討頂-枕皮質可塑性的神

經機制。 

2  模組內可塑性——觸覺加工手指的軀體感覺皮質表徵區的擴大 

毫無疑問，感覺-運動系統是進行觸覺任務時腦神經加工的焦點。有關動物觸覺

加工的研究表明，軀體感覺皮質區的改變會直接反應在感覺能力的變化上[3]；而盲人

學習的主要手段是使用盲文，盲文是專為盲人設計，靠觸覺感知的文字。因此，借

助於盲文閱讀任務的研究表明，觸覺經驗也可以改變某一身體部位的軀體感覺皮質

區，例如手的重複使用就會導致其皮質區的擴大。哈佛醫學院和 Beth Israel Deaconess 

醫學中心的 Pascual–Leone 和 Torres（1993） [4]比較了 15 名熟練的盲文閱讀者（每

天使用盲文超過 2 小時）與 15 名明眼被試（不熟習盲文）的軀體感覺皮質的可塑性

表現。對體感誘發電位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SEPs)的測量結果表明，與

明眼者比較，盲人閱讀手與大腦半球的對側皮層的相關性增高，也就是說，用右手

閱讀的盲人在大腦的左半球的軀體感覺皮質的表徵呈現出顯著的啟動，而且閱讀手

指比非閱讀手指在感覺運動區域有更大範圍的成像，如圖 1A 的下部。因此可以說，

為了適應盲文閱讀，手的運動使大腦的感覺運動區域增大了，感覺輸入增加和經常

使用使軀體感覺皮質的啟動區增大了。類似的結果也在 Pascual–Leone1996 年[5]研究

報告中得到更加確切的證實，見圖 1 的 B 部分。 

 

 

 

A 體感誘發電位        B 體感誘發電位       C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手指機械刺激）     （背側骨間肌肉）       （盲文閱讀） 

 

 

盲文閱讀 

訓練之前 

基線水準 

 

 

盲文閱讀 

訓練之後 

一年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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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早期盲被試經過一年盲文閱讀後，感覺皮質、動覺皮質和枕葉皮質的可塑性證

據(引自 Himilton R H，1998
[6]

) 

 

有研究者[7]將盲文閱讀應用於手部肌張力障礙病人（Dystonia，肌張力障礙是一

種由於身體骨骼肌的促動肌和拮抗肌的不隨意，間歇持續重複收縮致扭轉性運動或

姿勢性障礙為特徵的神經綜合征），每天大約 30-60 分鐘的盲文閱讀訓練，8 個星期

後，60%的病人縮短了書寫文字時間，增加了觸覺空間準確性，也減少了手部肌張力

的障礙。而且一位 20 周內持續練習盲文閱讀的人，肌張力達到了正常人的水準，這

些資料都明確指出，適當地使用盲文閱讀的確能幫助“提高”或“重獲”感覺區和

運動區的大腦皮質機能，並且可能因此導致觸覺定位能力的提高。                                                                                                                                                                     

對於這種因為持續的盲文閱讀活動，使得大腦感覺運動皮質的表現出巨大的調

整和變化的事實，有研究者[6]提出這樣的解釋：一種是快速的，動態的，暫時的皮質

區擴大，可能是因為突觸功能的增強，或是原來存在的聯結的去掩蔽化（unmasking）。

另一種是緩慢的，不明顯的，但很穩定的皮質區的擴大，在多通道的神經水準表現

出長久的結構的變化，是暫時聯結的固化。 

因此，盲文閱讀技能的獲得可能是因為感覺輸入的增加，或開展一項重要活動，

相應神經網路的使用率就會增強，大腦因而獲得新的能力來適應新的刺激的輸入，

導致暫態快速的改變，並在長期練習後，導致了長久的結構上的改變。但這也提出

另一個問題，如何評價失明在可塑性中的意義？是因為視覺的剝奪，還是因為閱讀

手指的練習造成相應皮質區擴大？因此需要進一步探討視覺皮質在觸覺加工中的作

用。 

 

3  跨模組可塑性——枕葉皮質在觸覺加工任務中的顯著啟動 

第一個關於盲人皮質跨模組重組的實驗資料來自於 Wanet-Defalque 等人（1988）
[8]的實驗，他們使用 FDG-PET 來研究早期盲人（早年失明者）的皮質，觀察到盲人

視覺皮質的血糖新陳代謝上升。由此引出許多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枕葉皮質的啟動

是盲文閱讀所必須的嗎？還是軀體感覺皮質功能增加，表徵區域擴大的一個副現象

(epiphenomenon)
[9]？因此，繼 Wanet-Defalque 等人的研究之後，研究者們紛紛利用

多種技術揭示了早期盲人被試在盲文閱讀時枕葉皮質啟動的事實[10,11,12]。 

最直接的證據來自美國國家神經異常和中風研究學院的 Cohen 等人（1997）[13]

針對盲文閱讀任務，澄清了枕葉皮質啟動的問題。盲人與明眼被試閱讀盲文或者凸

起羅馬字母，同時使用重複透顱磁刺激（rTMS）對 7 處頭皮位置施加‘損傷’，並

分離對早期盲被試進行盲文閱讀所必須的腦區。其中，枕葉皮質片刻失去活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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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盲人不能進行盲文閱讀，誘導閱讀錯誤的發生，甚至感受到幻像點（Phantom 

dots），如圖 2 的 A 部分。但同樣刺激並不影響明眼人對凸起羅馬字母的閱讀，如

圖 2 的 B 部分，這一結論充分說明視覺皮層參與了盲文和羅馬字母的觸覺感知，枕

葉的啟動對盲文閱讀是必須的，並不是一種副現象。 

 

A 早期盲（盲文閱讀）                        B 明眼被試（羅馬字母） 

 

錯                                                

錯 

誤                                            

誤 

率                                             

率 

 

 

 

 

 

                   

 

   圖 2 刺激盲明被試的大腦不同位置的錯誤率(空白條形表明對這個位置並未進行

刺激)(引自 Cohen 等人，1997
[13]

) 

 

但是關於枕葉啟動的問題並沒有結束，相反卻激發了更多研究者的興趣，後來

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啟動枕葉的具體定位問題，Buchel（1998）[11]採用了

PET 掃描結果表明，先天盲被試的初級視皮質缺少啟動，而外紋狀皮質在盲文閱讀

時啟動了；但是 Burton 等[14]與 Gizewski 等人[15]則證明瞭盲人在盲文閱讀時，初級

視皮質和高級視皮質（楔葉，前楔葉和雙側的枕中回，枕下回）都顯著啟動了。他

們對此的解釋是，盲文閱讀並不僅僅是一項動覺任務，也是一項語言和觸覺分辨任

務。因為高級視覺皮質是與語言相關的區域，盲人大腦的可塑性在一個具有複雜和

高級的腦功能交疊區開始，並擴展到初級視區二級視區（V2）和一級視區（V1）。 

其次是枕葉啟動的關鍵期問題，根據一些動物研究的經驗[16]，大範圍的腦功能

跨模組重組只限於發生在未成熟的神經系統中，但是對人類的研究的結果表明，盲

人的可塑性改變甚至可能發生在童年期之後。Cohen 等（1999）[17]研究發現，14 歲

後失明的被試在閱讀盲文時，枕葉視皮質啟動是較弱的或是沒有啟動，而先天盲人

和早期盲人（在出生後一年左右）的 V1 區和外紋狀皮質都啟動了。Burton 用盲文閱

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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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的流暢性來解釋這種啟動水準上的差異，先天盲和早期盲被試是更熟練於盲文閱

讀，這使他們使用 MT/V5 區進行動作選擇加工的效率要更好，因此早期盲被試在初

級和高級區域表現出更多的啟動。而 Sadato 等 （2002）[18]
 認為，從出生到 16 歲是

初級視覺皮質能夠從加工視覺刺激向加工觸覺刺激的功能轉變的關鍵期。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枕葉的啟動還有面對著更多的挑戰。如 Pascual-Leone

（2005）[19]把明眼被試戴上 5 天眼罩，進行完全的但是暫時性的視覺剝奪，結果表

明，5 天足以導致初級視覺皮質用於觸覺和聽覺加工了，即視皮質因為盲字辨認、觸

摸和聽覺而啟動。明眼人的這些功能改變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於大家認為完全

不可能發生的新的皮質之間的聯繫建立起來了。這些結果表明，對非視覺資訊的加

工，並不一定要在失明的情況下，才能導致枕葉皮質的啟動。還有 Burton（2006）[20]

對兩名沒有盲文閱讀技能的盲人，採用聽語音和語義任務的實驗結果表明，這兩個

後天失明的盲人的初級視皮質和高級視皮質都顯著啟動了。這似乎說明非視覺的資

訊輸入任務都會增強跨模組的啟動水準，而盲文閱讀只是其中之一。 

綜上所述，失明並不意味著視覺中樞本身變成無功能皮層，大腦不同的神經通

路、皮質參與了盲文的閱讀，人的大腦本身會適應和重新建構以彌補視覺的缺損。

至少早期盲或先天盲的盲人被試，在盲文閱讀時，在初級皮質的啟動外，都表現出

二級視區甚至更高級視區的啟動。也就是說，今後我們應對不同能力和不同學習策

略的盲人，按照不同時間發生視覺損失的情況，對皮質可塑性進行調查，而不能統

一劃齊年齡對視覺皮質可塑性的影響。 

4  頂-枕皮質功能連通——跨模組可塑性的神經機制 

嚴格地說，如上兩個方面的研究的潛在前提在於腦功能定位(functional 

localization)的基本假設，即人腦中各皮層功能區是模組化的，其相關的認知功能成

分和功能活動過程是相對獨立和可以分離的，也就是尋找與特定認知任務相關的某

一塊或者一組大腦皮層功能區。而現代的腦功能研究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研究的腦功

能定位問題，開始逐漸重視人腦神經網路的並行性以及不同腦區之間的資訊流動來

描述大腦的功能整合(功能連通性)，即描述特定腦功能區域間的交互作用以及這些交

互作用如何受認知任務的影響，並開始把功能整合作為功能定位的補充和修正，來

更全面和深入地探索腦功能的機制。 

根據 Friston 等人[21]的定義，功能連通性是指“空間上的遠距神經生理事件之間

的時間相關性”，表現為腦皮層中不同神經模組之間完成認知任務時的協調反應機

制。鑒於簡單的功能交互作用，關聯可能來自其他的因素，因此研究多採用有效連

通性（由一個神經系統對另一個神經系統的影響）的兩種方法：時間優先性(temporal 

precedence)和幹擾研究(perturbation studies) 來研究皮質之間的功能連通狀態。 

Pascual-Leone 等人（2000）[22]
 利用幹擾研究的模式來探討了頂-枕皮質之間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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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重組的神經機制。實驗使用 TMS 的方法對三位先天盲被試進行了空間資訊在頂

-枕皮質加工的軌跡進行追蹤。實驗使用特別設計的盲文刺激器，讓被試食指的指尖

觸摸有意義和無意義的點字刺激，稱為周邊刺激（PS）。單脈衝的 TMS 分別在不同

時間間隔後作用於軀體感覺皮質和枕葉紋狀皮質，稱為皮層刺激（CS），如圖３所

示。 

 

周邊刺激 PS          軀體感覺皮質 CS1              枕葉皮質 CS2 

 

                   或 

                                     

盲            

文 

刺 

激 

的 

數 

 

 

圖 3 對不同皮質區進行 TMS 刺激產生的盲文覺察（空心圖形）和辨別結果（實心圖

形）（引自 Himilton R H，1998
[6]） 

 

研究結果表明，在 PS 刺激後的 20-40 毫秒，TMS 對軀體感覺皮質進行刺激，被

試沒有覺察到 PS，但他們能覺察到 PS 時，都能正確的判斷那是有意義盲文或是無

意義的點，並能說出盲文所代表的意義。這說明對軀體感覺皮質的幹擾，影響了對

觸覺刺激的覺察。而當 TMS 在周邊刺激後 50-80 毫秒後對紋狀皮質進行幹擾時，與

軀體感覺的研究結果相反，盲人被試一般都知道是否有一個 PS 曾經出現過。但他們

不能說出這個符號是有意義盲文或是無意義的點字，無法判斷是否是以前呈現過的

某個特別的盲文。這說明 TMS 沒有幹擾觸覺刺激的覺察，但卻幹擾了刺激的知覺。

根據觸覺編碼在大腦皮質進行加工的時間順序和軌跡，表明了盲人的頂-枕皮質分別

執行的覺察和分辨功能，並在加以整合後才能完成整個盲文閱讀的認知任務，這一

實驗不僅說明瞭特定腦區被啟動的數量和強度變化，而且更強調皮層區域之間的網

路和連通性關係，這也正是“視覺中樞”發生跨模組重組的神經機制所在。 

在研究腦皮層區域之間功能連通性的同時，解剖連通性也一直是研究者感興趣

的問題．因為高解剖連通性的區域，即白質纖維束直接聯繫明確的區域間，通常相

應會顯示高的功能連通性，例如，左右半球相應的運動皮層之間在解剖是相互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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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研究證明也的確存在著對應的功能聯繫 
[23]，因此借助動物視-觸研究的成果

[24,25,26]，盲人的頂-枕皮質也存在解剖連通的可能性，在體感覺或視覺區的第五層，

神經元接受區域間特定細胞的傳入，形成固定的聯繫，併發展出早期長距離投射。

在較弱的聯結中，存在著強的皮質內亞單位聯結，這些弱聯結提供了潛在的突觸強

化和網路可塑性基礎。具體來說，明眼人觸覺通道中傳遞的空間資訊，要通過一級

軀體感覺皮質 SI—二級軀體感覺皮質 SII—腦島—邊緣系統，而經過長期訓練和特別

注意的早期盲被試中，加工的線路可能是一級軀體感覺皮質 SI—7 區—19 區的背側—

紋狀皮質 V1—枕顳區—上顳葉—邊緣系統，也就是說，盲人的頂-枕皮質之間（SI—

7 區—19 區的背側—紋狀皮質 V1）原來弱聯結借助可塑性能力固化成另一條神經通

路，達到了同樣的辨別盲文的目的，進而從解剖結構的角度闡明瞭盲人跨模組可塑

性的神經基礎，但這種推論還需要使用彌散張量成像方法在盲人大腦中得到獲得白

質的解剖連通性的進一步證據。 

4  小結 

從失明到盲文閱讀技能的獲得，大腦需要經過適應性的調整，這一複雜的過程

包括兩種不同的加工過程，一是盲文閱讀手指的軀體感覺皮質表徵區的擴大，這是

快速的非掩蔽的皮質間聯結和慢速的持久的皮質神經聯結固化的結果。二是在早期

盲被試上，枕葉視皮質（包括一級皮質和高級皮質）在盲文閱讀中發揮著重要的作

用。皮質與皮質之間的功能和解剖的連通可能是枕葉皮質所以參與盲人的觸覺加工

過程的神經基礎。盲人跨模組重組是個十分複雜的過程，已有結果使得我們對此有

了一定的思路和假設，但還需要採用認知任務和腦功能成像技術緊密結合的研究手

段，更深入地揭示大腦活動的動態改變的內在機制。大腦能進行重組這一事實證明

瞭成年人中樞神經系統的具有可塑性，為後天盲和那些視力正在減退的人，也對那

些發展性的障礙者，中風和交通事故的受害者提供了樂觀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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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echanism of Plasticity Between Parietal and Occipital Cortex for the Blind 

Chen guanghua
12

  Fang junming
1
 

(1 College of Preschool and Special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2 Teacher Development College，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110034) 

Abstract   The Main aim of Modern neuroscience is to know the mechanism of 

cognitive tasks. the studies of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and non-invasive methods, which 

proved that the activation of occipital cortex is devoted to the Braille stimulation; In 

addition, a large area of the sematosensory cortex is devoted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finger in Braille readers. However,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underlying the 

enhanced cortio-cortical connectivity till th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was used 

to track the flow of spati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related cortexes, which provide an 

unique opportunity to investigate how the regions of Parietal and Occipital cortex undergo 

cross-modal plasticity change as well as the behavioral compensation, which would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visual prosthesis and available educational 

strategies. 

Keywords  Blind, Parietal cortex, Occipital cortex, plas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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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 

盲人頂-枕皮質可塑性的腦神經機制 

陳光華 12 方俊明 1 

（1 華東師範大學學前與特殊教育學院，上海，200062； 

2 瀋陽師範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院，瀋陽，110034） 

 

摘要  現代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瞭解認知功能的神經機制，採用神經成

像和無創性方法對盲人大腦皮質的實驗，證實了盲人的枕葉皮質在盲文閱讀時顯著

啟動；經常進行盲文閱讀的盲人手指有更大範圍軀體感覺皮質表徵；追蹤空間觸覺

資訊在皮質之間的加工軌跡的實驗證明，皮質之間功能連通性有助於解釋軀體感覺

皮質-視皮質之間跨模組可塑性的神經機制。這些研究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的機會來瞭

解大腦皮層可塑性和行為補償可能性的發生發展過程，並可能對重建某些喪失的功

能和形成合適的教育策略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關鍵字  盲人  頂葉皮質  枕葉皮質  可塑性 

 

The Mechanism of Plasticity Between Parietal and Occipital Cortex for the Blind 

Chen guanghua
12

  Fang junming
1
 

(1 College of Preschool and Special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2 Teacher Development College，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110034) 

Abstract   The Main aim of Modern neuroscience is to know the mechanism of 

cognitive tasks. the studies of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and non-invasive methods, which 

proved that the activation of occipital cortex is devoted to the Braille stimulation; In 

addition, a large area of the sematosensory cortex is devoted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finger in Braille readers. However, th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underlying the 

enhanced cortio-cortical connectivity till th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was used 

to track the flow of spati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related cortexes, which provide an 

unique opportunity to investigate how the regions of Parietal and Occipital cortex undergo 

cross-modal plasticity change as well as the behavioral compensation, which would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visual prosthesis and available educational 

strategies. 

Keywords  Blind, Parietal cortex, Occipital cortex, plas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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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之研究 

 

杞昭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為探討低視力學童的語言發展狀況，採用林寶貴等人於 2008 年

修訂完成的「修訂學齡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以臺北縣市共 76 名低視力

學童為對象。探討低視力學童的語言發展狀況。研究結果顯示：  

1. 低視力學童在施測時間方面從 21 分鍾到 80 分鍾不等，平均花費 44 分

鍾，比一般學童 15-30 分鐘多花費一些時間。 

2. 低視力學童表現出正確音的有佔 68.4%(52 個人次)、有錯誤音的佔

31.6%(24 個人次)。 

3. 低視力學童在語言發展量表上的表現，無論在語言理解、或口語表達

乃至於整個語言發展，男女生間、不同兄弟姐妹數、不同年齡、不同

年級、父母親不同學歷、家中使用不同母語等變項間，並沒顯著差異。 

4. 無學前經驗低視力學童在語言發展量表上的表現優於有學前經驗學

童。 

5. 各年齡層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平均數和常模比較均低於普通班學童。 

6. 低視力學童在語言理解、口語表達、語言發展方面，隨年齡、年級增

加而有遞增趨勢，達.05 的顯著水準，而在趨勢分析中呈直線趨勢，顯

示年齡越高或年級越高，語言理解與口語表達量表的得分也越高，因

此可以看出低視力學童的語言發展和年齡及年級有密切關係。 

 

關鍵詞：低視力（Low Vision）、語言發展(Language Developmen) 

 

壹、緒論  

語言是人類用來溝通思想和表達情感的工具，它是學習與思考的主要工具。語

言同時也是促進幼兒社會行為和智力發展最重要的媒介；因此，語言可說是學習的

重要主體。語言發展主要的因素有三：1.對兒童的溝通行為提供正向增強。2.提供兒

童一個說話的模仿對象。3.提供兒童語言探索的機會(McShane，1980)。而 Van Riper

和 Emerick 於 1984 年提出五個說話發展的指標：1.兒童動作神經的發展、2.兒童聽覺

系統的發展、3.兒童情緒的發展、4.兒童的認知發展、5.兒童的文化刺激。張正芬、

鍾玉梅(1986)認為語言的發展奠基於學前階段。同時，兒童早期語言發展的遲速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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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影響學習的效果，對兒童社會關係的健全與健全人格的發展都有極大的影響。

Bernstein 和 Tiegerman（1989）認為兒童的語言知識主要表現在語言理解與語言表達

兩方面。 

林寶貴(1994)指出，正常的說話與語言的發展需要兩方面的配合：1.與生具來的

天賦能力。2.適度刺激的語言學習環境。因此有學習論（如母親對嬰兒的增強越多，

嬰兒說出的話越接近標準話語）和自然天賦論（如海倫凱勒）兩個不同的理論觀點。

同時林寶貴指出，影響兒童語言發展的因素有：年齡、智力、性別、兄弟姐妹數、

家長社經地位、親子互動、家庭中主要的使用語言、接受學前教育經驗、城鄉等九

個。而蔣雅文(2000)認為兒童動詞發展是以人們的五種知覺範疇，觸覺、視覺、聽

覺、味覺以及嗅覺，作為動詞發展的基本。人們在動詞的習得先後上應該是以發展

基本層次動詞為先，而後才由人們具體知覺經驗延伸到抽象動詞的習得。黃佳蓉

(2001)探討兒童敘事評論能力之發展，指出認知發展和家庭社會的影響，與兒童敘

事評論能力發展的密切關係。除了兒童語言能力的增長外，更重要的是家庭環境及

兒童個人的社交經驗皆會影響兒童語言表達能力的發展。 

李家汎(2007)指出詞彙是兒童語言能力的基礎，詞彙能力的發展深切影響兒童

日後語言能力的表現。臨床上，語言治療師多以評估兒童的詞彙廣度知識，來瞭解

語言發展遲緩兒童的詞彙能力。語言遲緩組兒童在各項詞彙廣度知識和詞彙深度知

識的測驗結果均明顯低於正常組。研究結果也顯示遲緩組兒童的各項詞彙能力會隨

年齡增長而提升。但是整體而言，遲緩組的詞彙能力和正常組仍維持一定程度的差

異，並沒有隨著年齡增長而顯著改善。劉明倩(2008)探討親子互動溝通訓練方案對語

言發展遲緩兒童的語言發展與學習成效，並將此訓練方案視為提昇兒童語言發展的

一種有效的治療方式。 

關於身心障礙兒童語言發展之研究，呂淑如(1993)以台灣區公、私立啟聰教育

機構 451 名三至八歲聽障兒童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1.聽障兒童之語言理解、口

語表達及語言發展能力均比普通學前兒童明顯落後。2.聽障兒童的語言障礙類型中，

除語言理解、口語表達及語言發展異常的類型外，以構音異常的出現率最高；其次

是聲調、聲音、語調及語暢異常。3.聽障兒童最常出現的前十個錯誤音為：「ㄗ，ㄓ，

ㄎ，ㄘ，ㄙ，ㄔ，ㄑ，ㄊ，ㄐ，ㄍ」。4.聽障兒童因接受學前教育經驗、在家主要使

用語言家庭社經地位、認知推理能力及父親教育程度之不同，在語言發展、語言理

解、口語表達及構音異常方面，有顯著差異存在。5.不同年齡聽障兒童在語言發展、

語言理解及口語表達方面有顯著差異。6.聽力損失程度不同之聽障兒童在語言發展、

語言理解及構音異常方面有顯著差異。7.母親教育程度不同之聽障兒童在語言發展、

口語表達及構音異常方面有顯著差異。8.認知推理能力、在家主要使用語言、聽力損

失程度、接受學前教育經驗、父母教育程度及年齡等六個變項可以有效預測聽障兒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94%A3%E9%9B%85%E6%96%87&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BB%83%E4%BD%B3%E8%93%89&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BB%83%E4%BD%B3%E8%93%89&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D%8E%E5%AE%B6%E6%B1%8E&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5%91%82%E6%B7%91%E5%A6%82&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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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語言發展」能力。9.認知推理能力、聽力損失程度、家庭主要使用語言、接受學

前教育經驗、年齡等五個變項可以有效預測聽障兒童「語言理解」能力。10. 認知

推理能力、接受學前教育經驗、母親教育程度、家庭主要使用語言、聽力損失程度

及年齡等六個變項可以有效預測聽障兒童「口語表達」能力。11. 認知推理能力、

聽力損失程度、年齡、母親教育程度及接受學前教育經驗等五個變項，則可有效預

測聽障兒童「構音異常」情形。 

許月琴(2000)探討臺北市五歲兒童特定型語言障礙(SLI)之盛行率、語言發展情

形，及影響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語言發展的相關因素。以八十八學年度就讀臺北市

公立幼稚園滿五歲的兒童為對象，抽取公立幼稚園大班為樣本共有 999 名兒童，其

中男生 546 名，女生 453 名。結果發現：1.臺北市五歲兒童 SLI 的盛行率為 3.03％。

2.學前 SLI 兒童其口語表達能力明顯低於語言理解能力。3.學前 SLI 兒童的語言特徵

如：聽知覺處理、聽覺記憶困難、字彙的提取技巧有困難、使用新字有困難、語法

的錯誤、語用的異常、自述故事的能力差、使用語彙的數量較少及有尋字困難等。

4.在語法方面，說話時的句型結構常有省略、顛倒、及不合文法的現象。5.在語用方

面，有說話不合情境及答非所問的現象。6.學前 SLI 兒童在不同個人背景中，男生比

女生高出 2.7 倍；有兄弟姊妹者居多；家中主要使用語言以國台語居多；家庭社經

地位以中低社經地位者居多。.7.學前 SLI 兒童的語言理解能力、口語表達和語言發

展能力方面，在性別、家中兄弟姊妹、家中主要使用語言方面的差異，並未達顯著

差異水準；但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則有顯著差異存在。8.學前 SLI 兒童的語言理解能

力，與家中兄弟姊妹數、家中主要使用語言兩變項，並未達顯著相關；但與性別及

家中主要使用語言兩變項則有顯著相關。 

    近幾年探討兒童語研發展趨向以新住民為對象，如顏麗娟(2006)探討越南籍新

住民子女的語言發展能力及不同背景因素的越南籍新住民子女在語言發展方面的差

異情形。結果顯示：越南籍新住民子女語言發展能力現況(語言理解能力，全體幼兒

平均得分21.34、標準差4.36，百分等級39；口語表達能力，全體幼兒平均得分23.31、

標準差 4.43，百分等級 46；.語言發展能力，全體幼兒平均得分 44.66、標準差 7.66、

百分等級 46；構音能力，幼兒的年齡越大能正確發出 37 個注音符號的比率越高，

全體幼兒發出錯音總數為 31 個，平均每位幼兒發出 0.97 個錯誤音。錯誤音種類：

ㄈ音 5 次，ㄩ音 4 次，ㄘ、ㄙ各有 3 次，ㄏ、ㄔ、ㄕ各有 2 次，ㄊ、ㄌ、ㄎ、ㄒ、

ㄖ、ㄗ、ㄛ、ㄝ、ㄡ、ㄦ各有一次。構音異常型態：構音錯誤的型態大多為使用替

代音，例如ㄈ音以ㄏ音替代、ㄩ音以一音替代，全體幼兒的語暢、語調、聲音、聲

調能力均正常。五歲組幼兒的語言理解、口語表達、語言發展、構音能力均高於四

歲組。不同性別、兄弟姊妹數、四足歲前學前教育經驗、家庭社經地位的幼兒，其

語言理解、口語表達、語言發展、構音能力無顯著差異。在語言學習對象方面，.家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A8%B1%E6%9C%88%E7%90%B4&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A1%8F%E9%BA%97%E5%A8%9F&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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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常使用國語溝通的幼兒，其口語表達能力高於使用其他語言者，但是，在語言

理解、語言發展、構音能力方面無顯著差異。  

    張慧君(2007)探討新移民女性子女的語言發展與其家庭環境、母親語言能力，

以及學習環境等因素的關係。以一名語言發展遲緩之新移民女性所生子女為研究對

象，以質性研究方法，採用訪談、觀察的方法蒐集資料，進行分析與詮釋，以瞭解

影響研究個案語言發展遲緩的因素。研究發現個案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其家庭因

素對他語言的發展所造成的影響是最大的，而幼稚園以及醫院則是另一個影響其語

言發展的因素，在個案未接受語言治療，以及就讀幼稚園之前，家庭方面的因素對

他語言發展的影響佔了最大的部分，諸如家庭社經地位、家庭學習環境、家人間的

互動以及家人的語言能力等等，都深切的對個案的語言發展造成影響。辜玉旻(2008)

則以橫斷發展性研究之方式，探討新移民家庭子女口語敘說能力的發展情形，結果

發現，新移民家庭子女的連貫能力表現並未隨著年齡增長而不同，且較一般家庭子

女表現來得差；母親的社經地位越高，新移民家庭子女之口語敘說整體能力越好。 

至於視覺障礙兒童的語言發展，是否受限於視力而有所影響，林寶貴、張宏治

於 1987 年以台灣區 341 名視障學生為對象，進行國語注音符號單音測驗，結果發現

構音正確度男女有共同一致的趨向，但男女生構音能力，男生比女生錯誤率高。在

72 位學生中，構音異常有 33 位，佔 45.8%，錯誤語音中替代音占 54.5%，歪曲音占

40.6%，省略音占 4.8%。林寶貴、黃玉枝、黃桂君、宣崇慧(2008)在「修訂學齡兒童

語言障礙兒童評量表指導手冊」中，指出身心障礙兒童在該測驗的表現，比一般兒

童差且達.05 的顯著差異；各年齡組以平均數 1.5 個標準差，做為切截點來篩選語言

障礙的發生率，使用該測驗可以篩選出 6%左右五歲至十二歲具有語言障礙的兒童；

南女生間的語言發展沒有顯著差異；在聲音方面通過率 97.5%，在語暢方面通過率

99.4%、語調方面通過率 100%、聲調方面通過率 99.1%、構音方面正確率達 90%以上；

學前經驗超過三年以上，在語言理解能力才有明顯差異；父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學

齡兒童，其語言發展有顯著差異；不同兄弟姐妹數的學齡兒童，其語言發展並沒有

顯著差異；家中使用不同母語之學齡兒童，其語言發展有顯著差異。 

目前國內特殊教育的發展已達一定的水準，視障教育也水漲船高，不管是師資、

教材、教法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臺北市更在普通國小、國中和高中職設置視障

重點學校，讓視障學生可以就近入學，不必把啟明學校作為唯一的選擇。近幾年，

提供的特殊教育支援，有定向行動訓練、視覺功能評估、點字教學以及口述影像服

務。在專業評估方面，如生活自理能力評量、認知發展能力評量、定向行動能力評

估、書寫媒介評量、視覺功能評估、電腦素養評估以及語言發展評量等等，也都有

長足的進步，惟對於視障學童的語言發展，少有人進行研究。 

國內編製的「語言障礙兒童評量表」以及「口語理解測驗」，受限於有些圖片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5%BC%B5%E6%85%A7%E5%90%9B&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BE%9C%E7%8E%89%E6%97%BB&fiel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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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作適當的影像口述服務，導致於全盲學童無法適用。在語言發展量表方面，目

前林寶貴(2008)剛修訂完成的「修訂語言障礙兒童評量表」，並未考量到視覺障礙學

童的特殊需求。全盲學童對於學齡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有所限制，在構音方面得將

圖片改成實物來測試，如蘋果圖片需要以真實的蘋果替代，但低視力兒童可沒這種

困擾，他們可以和明眼學童一樣接受評量，為探討視覺障礙學童的語言發展狀況，

且受限於評量工具的可行性，本研究乃採取林寶貴等人編製的「語言障礙兒童評量

表」，先以低視力學童為對象作個 pilot study，瞭解施測的可行性，除瞭解低視力學

童的語言發展狀況，更想進一步探討國內低視力學童在語言理解和口語表達的發展

情形。 

基於上述，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是： 

一、瞭解「修訂語言障礙兒童評量表」應用在低視力學童的可行性。 

二、瞭解低視力學童語言理解、口語表達、語言發展、構音/聲音/語暢/語調/聲調發

展情形。 

三、解不同背景因素（如年齡、性別、兄弟姊妹數、父母教育程度、家庭使用語言

等）對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之影響。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視障教育教師、特教教師、家長、語言治

療師等之參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施測對象，係以臺北縣市就讀國小的低視力兒童為對象共 152 位，隨

機抽取二分之一共 76 位，其中臺北市 44 位、臺北縣 32 位(如表 1)。 

 

表 1 臺北縣市國小低視力學童背景資料一覽表 

向                   度 男童(n=45) 女童(n=31) 小計 N=76 

家中兄弟姐妹數     一位 

                   二位 

                   三位 

                   六位 

                   沒有 

        20 

        14 

         3 

         1 

         7 

          8 

         11 

          4 

          0 

          8 

         28 

         25 

          7 

          1 

         15 

年齡               七歲 

                   八歲 

                   九歲 

                   十歲 

         4 

         7 

         9 

         8 

          8 

          4 

          2 

          3 

         12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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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歲 

                 十二歲 

         2 

        15 

          8 

          6 

         10 

         21 

母親國籍           台灣 

                 菲律賓 

        43 

         1 

         31 

          0 

         74 

          1  

越南          1           0            1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6 

         8 

        10 

         4 

         6 

        11 

          8 

          5 

          0 

          7 

          5 

          6 

         14 

         13 

         10 

         11 

         11 

         17 

學前教育經驗         有  

                   沒有 

        36 

         9 

         28 

          3 

         64  

         12 

父親的教育程度     不知道 

                   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11 

         1 

         0 

         4 

        13 

         4 

         9 

         3 

         18 

          0 

          0 

          1 

          4 

          4 

          3 

          1 

         29 

          1 

          0 

          5 

         17 

          8 

         12 

          4 

母親的教育程度     不知道 

                   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10 

         5 

         0 

         6 

        15 

         1 

         5 

         3 

         16 

          0 

          0 

          1 

          7 

          4 

          3 

          0 

         26 

          5 

          0 

          7 

         22 

          5 

          8 

          3 

家庭主要使用語言   國  語 

                   閩南語 

        38 

         7 

         27 

          4 

         65 

         11 

 

由上表可知：男童 45 位、女童 31 位；臺北市 44 位、臺北縣 32 位；家中兄弟姐

妹數方面：沒兄弟姐妹的有 15 位(佔 19.7%)、有一位兄弟姐妹的有 28 位(佔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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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位兄弟姐妹的有 25 位(佔 32.9%)、有三位兄弟姐妹的有 7 位(佔 9.2%)、有六位兄

弟姐妹的有 1 位(佔 1.3%)；年齡方面：6 歲有 0 位(0%)、7 歲的有 12 位(15.8%)、8 歲

的有 11 位(14.5%)、9 歲的有 11 位(14.5%)、10 歲的有 11 位(14.5%)、11 歲的有 10 位(13.2%)、

12 歲的有 21 位(27.6%)；母親國籍方面：大部分為台灣(74 位)，有一位是菲律賓人，

一位是越南人；就讀年級方面：一年級有 14 位(18.4%) 二年級有 13 位(17.1%)、三年

級有 10 位(13.2%)、四年級有 11 位(14.5%)、五年級有 11 位(14.5%)、六年級有 17 位

(22.4%)；接受學前教育經驗方面；大部分都接受過學前教育的有 64 位(84.2%)，只有

12 位(15.8%)未接受過學前教育；父親的教育程度方面：不知道者有 29 位(38.2%) 不

識字者有 1 位(1.3%) 國中有 5 位(6.6%) 高中(職)有 17 位(22.4%) 專科有 8 位(10.5%) 大

學有 12 位(15.8%) 研究所以上有 4 位(5.3%)；母親的教育程度方面：不知道者有 26

位(34.2%) 不識字者有 5 位(6.6%) 國中有 7 位(9.2%) 高中(職)有 22 位(23.9%) 專科有

5 位(6.6%) 大學有 8 位(10.5%) 研究所以上有 3 位(3.9%)；家庭主要使用語言大部分

為國語(65 位，佔 85.5%)，使用台語為主要語言的有 11 位(14.5%)。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系採用林寶貴教授於 2007 年修訂的「修訂學齡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

該量表係根據教育部（1999）所公佈之語言障礙定義及類型而編訂，其主要目的在評

量 6 至 12 歲 11 個月學齡兒童之口語理解能力、口語表達能力及構音、聲音、語暢情

形，以進一步確定其是否具有溝通上的困難或障礙，並做為篩選或鑑定學齡兒童有

無語言障礙或語言發展遲緩之工具。該量表共有四個分測驗，分測驗一共 5 題，用

來與兒童建立良好的關係，以便順利進行下面的評量工作，並瞭解兒童的聲音是否

正常，說話是否流暢，語調是否正確。分測驗二共 32 題，用來瞭解兒童的語意理解、

語彙、或語法能力。分測驗三共 13 題，用來分析兒童構音、音韻、聲調是否正常，

錯誤類型為何；分測驗四共 23 題，用來瞭解兒童的口語表達、語彙、語法、語用、

仿說、造句、說故事能力，以便進行語言矯治或溝通訓練。 

  實施程式方面以個別方式實施。全部測驗時間每生約需 15~30 分鐘，視兒童的

語言能力而定。對於容易分心、疲倦的受試，可分段實施。 

 

參 研究結果 

一、低視力學童施測使用時間方面 

本研究以國小低視力學童為對象，在施測時間方面從 21 分鍾到 80 分鍾不等，平

均花費 44 分鍾，比一般學童需多花費一些時間。 

二、在聲音、語暢、語調方面 

    低視力學童在聲音、語暢、語調方面的表現，大部分都正常(達 93%以上)，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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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有異常現象。 

表 2 低視力學童在在聲音、語暢、語調表現狀況一覽表 

向                         度 正常 異常 

1.「你叫什麼名字？ 你今年幾歲？你家裡有些什

麼人？」 

聲音 73  96.1% 3   3.9% 

語暢 75  98.7% 1   1.3% 

語調 76  100% 0    0% 

2.「請你自我介紹一下」 聲音 74  97.4% 2   2.6% 

語暢 72  94.7% 4   5.3% 

語調 74  97.4% 2   2.6% 

3.「你說『ㄚ----』，越長越好。」 聲音 76   100% 0    0% 

語暢 75  98.7% 1   1.3% 

語調 75  98.7% 1   1.3% 

4.「你喜歡看什麼電視節目?為什麼？」 聲音 71  93.4% 5   6.6% 

語暢 71  93.4% 5   6.6% 

語調 72  94.7% 4   5.3% 

5.「你說說早上醒來後到現在，做了哪一些事？」 聲音 73  96.1% 3   3.9% 

語暢 74  97.4% 2   2.6% 

語調 74  97.4% 2   2.6% 

6.在聲音、語暢、語調方面整體評量結果 聲音 73  96.1% 3   3.9% 

語暢 72  94.7% 4   5.3% 

語調 74  97.4% 2   2.6% 

 

三、在語言理解方面 

語言理解量表分測驗共 40 分，評量結果低視力學童得分從 1-40 分，除兩位得一

分外，其餘分佈在 14-40 分之間，平均分數為 30.78 分；男生平均為 31.62 分，女生

29.58 分(如表 3)。 

 

表 3 低視力學童在語言理解量表表現狀況一覽表 

題

號 
施測內容 

正確 

(人數/百

分比) 

錯誤 

(人數/百

分比) 

1 「你先點點頭，再把眼睛閉起來」(內容、次序皆對) 73(96.1%)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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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 「這張圖有沒有手機？」（沒有） 76(100%) 0(0%) 

3 「請指出可以吃和可以喝的東西」（蘋果、香蕉、牛奶）

『3/3』 

69(90.8%) 7( 9.2%) 

4 「你只要指出手錶、香蕉、杯子，其它的不要指。」 

（手錶、香蕉、杯子）『3/3』  

73(96.1%)  3(3.9%) 

5 「請指出在杯子上面的圖片。」（香蕉） 64(84.2%)  12(15.8%) 

6 「請指出在蘋果下面的圖片。」（手錶） 70(92.1%)  6(7.9%) 

7 「請指出手錶上的分針。」（分針） 53(69.7%)  23(30.3%) 

8 「把所有日用品全部指出來」（手錶、杯子、報紙、手

套）『4/4』 

34(44.7%) 42(55.3%) 

9 「如果這裡有猴子，你就指香蕉；如果沒有猴子，你就

指蘋果」（蘋果） 

64(84.2%) 12(15.8%) 

10 「哪些圖片上有紅色的東西？」（蘋果、杯子、牛奶、

報紙）『4/4』 

24(31.6%) 52(68.4%) 

11 「哪些東西是長方形的？」（牛奶、報紙）『2/2』 52(68.4%)  24(31.6%) 

12 「請指出在手套和報紙中間的東西。」（牛奶） 65(85.5%)  11(14.5%) 

13 「把食物全部指出來」（蘋果、牛奶、香蕉）『3/3』 58(76.3%) 18(23.7%) 

 

14 「可以補充營養的是哪些東西？」(蘋果、牛奶、香蕉)

『3/3』 

55(72.4%) 21(27.6%) 

15 「請指出清潔用品。」（肥皂） 50(65.8%) 26(34.2%) 

16 「請指出人造的東西」（機器人、氣球、雨傘、肥皂、

卡車）「五項以上」 

36(47.4%) 40(52.6%) 

17 「我先指雨傘以後，你再指草莓和氣球」（在雨傘之後

指草莓和氣球）（內容、 次序皆對） 『2/2』 

71(93.4%) 5(6.6%) 

18 出可以在天上飛的東西」（蝴蝶、氣球）『2/2』 59(77.6%)  17(22.4%) 

19 「老虎的頭部朝向哪一張圖片？」（卡車） 

 

65(85.5%)  11(14.5%) 

20 「請指出氣球、草莓、和雨傘以外的四樣東西」（肥皂、

耳朵、老虎、機器人、蝴蝶、卡車）『4/6』 

57(75.0%) 19(25.0%) 

21 「那一個圖片代表儲蓄？」（錢筒） 55(72.4%)  21(27.6%) 

22 「那一個圖片代表分工合作？」（工程） 57(75.0%) 1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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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那一個圖片表示愛護動物？」（右下方的小朋友） 72(94.7%)  4(5.3%) 

24 「哪一個圖片有人發生糾紛？」（左下方的二個人） 70(92.1%) 6(7.9%) 

25 請你跟我重述數字「8-3-2-9-6-4-7」（次序、內容全對） 50(65.8%)  26(34.2%) 

26 小華好快樂，小明好憂愁，誰比較悲傷？（小明） 66(86.8%) 10(13.2%) 

27 大雄很慷慨，小丸子很吝嗇，誰比較小器？（小丸子） 63(82.9%)  13(17.1%) 

28 「哥哥有五百元存款，妹妹有一千元存款。誰比較富

有？」(妹妹) 

61(80.3%)  15(19.7%) 

29 下面哪一句話比較通順？第一句：「他被窗戶打破了」；

第二句：「他把窗戶打破了」（第二句） 

71(93.4%)  5(6.6%) 

30 「火車馬上就要開了」這句話的意思是「火車已經開

了」，對不對？ （不對） 

58(76.3%)  18(23.7%) 

31 「小明和媽媽要去動物園玩，他們想要坐火車去，爸爸

就開車送他們去火車站。」請問： 

(1)「小明和誰要去玩？」(媽媽)  

74(97.4%)  2(2.6%) 

32 (2)「他們要去那裡玩？」(動物園) 69(90.8%)  7(9.2%) 

33 (3)「他們想要坐什麼車去玩？」(火車) 70(92.1%)  6(7.9%) 

34 (4)「這個故事的他們指的是誰？」(小明和媽媽)『2/2』  

48(63.2%)  

 

28(36.8%) 

35 (5)「他們怎麼去火車站？」(爸爸開車) 70(92.1%)  6(7.9%) 

36 「我家門前有一條小河，從前這條小河很清潔，但是，

自從大家亂丟垃圾之後，就變成一條骯髒的小河了。鄰

居王伯伯是一位很慈愛的好人，他看見了這個樣子以

後，立刻請了許多工人把骯髒的垃圾清出去，使骯髒的

河水又變成了乾淨的小河。」 

(1)「我家門前有什麼？」（小河、一條小河）『1/2』 

72(94.7%)  4(5.3%) 

37 (2)「從前小河的水是什麼樣子？」（清潔或乾淨）『1/2』 65(85.5%)  

 

11(14.5%) 

38 (3)「小河的水為什麼會變髒？」（亂丟垃圾、大家亂

丟垃圾）『1/2』 

68(89.5%)  8(10.5%) 

39 (4)「鄰居的王伯伯是什麼樣的人？」（慈愛的好人） 47(61.8%)  

 

29(38.2%) 

40 (5)「王伯伯請誰把河水變乾淨了？」（工人） 59(77.6%)  1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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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視力學童表現出正確音的有 52 個人次(68.4%)、有錯誤音的有 24 個人次

(31.6%)(如表 4)。在 37 個構音中，其中構音正確的男生平均為 35.46 個，女生平均為

33.03 個；在構音方面，正常者為 70 位(92.1%)、異常者為 6 位(7.9%);在聲調方面，正

常者為 71 位(93.4%)，異常者為 5 位(6.6%);在錯誤聲調方面，陰平錯誤者 3 位(3.9%)、

陽平錯誤者 1 位(1.3%)、上聲錯誤者 2 位(2,6%);構音錯誤類型中，替代音有 17 位(22.4%)、

省略音有 3 位(1.3%)、添加音有 1 位(1.3%)、歪曲音有 2 位(2.6%)、整體含糊不清者有

3 位(3.9%)。其中替代音錯誤最多者，如ㄕ發音為ㄙ、ㄓ發音為ㄗ、ㄔ發音為ㄘ。 

 

 

五、低視力學童在口語表達方面 

低視力學童在口語表達量表總分 57 分中，其評量結果得分在 9 到 57 分之間，平

均分數為 39.80 分，其中男童為 41.82 分、女童為 36.87 分；其表現現況如表 4。 

 

表 4 低視力學童口語表達量表表現狀況一覽表 

題

號 
施測內容 

正確 

(人數/百

分比) 

錯誤 

(人數/百

分比) 

1 「雨傘是做什麼用的？」（和遮雨、遮太陽、當柺杖等

有關者）『1/3』 

74(97.4%)  2(2.6%) 

2 「我們可以去哪些地方買菜，請至少說出兩個地方。」

（菜市場、超級市場、果菜市場、大賣場、路邊攤等）

『2 項以上』 

58(76.3%) 18(23.7%) 

3 「如果不小心踩到別人的腳要說什麼？」（和道歉有關

者，如對不起、很痛嗎？）『2 項以上』 

56(73.7%) 20(26.3%) 

4 「我用牙刷刷牙，你用什麼掃地？」（掃把、畚鬥、吸

塵器等）『2/3』 

46(60.5%) 30(39.5%) 

5 「過馬路的時候要注意什麼？」（車子、人、紅綠燈、

交通號誌等）『3/4』 

43(56.6%)  33(43.4%) 

6 「便利商店賣些什麼東西？」（和吃、喝、玩等有關者）

『3 項以上』 

68(89.5%) 

 

8(10.5%) 

7 「電話是做什麼用的？」（和溝通訊息有關者）『2 項

以上』 

55(72.4%)  

 

21(27.6%) 

8 「垃圾車是做什麼用的？」（收垃圾、資源回收等）『2

項以上』 

28(78.4%)  4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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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病人和醫院，學生和﹍﹍？」(學校) 46(60.5%)  30(39.5%) 

10 「進步和退步，漲價和﹍﹍？」（跌價、降價）『1/2』 31(40.8%)  45(59.2%) 

11 「破壞和建設；消極和﹍﹍？」（積極） 14(18.4%)  62(81.6%) 

12 幸福的相反是什麼？（不幸、悲慘、苦命等）『1/3』 41(53.9%)  35(46.1%) 

13 「手套和手錶有什麼地方不一樣？說出兩者性質、功能

不相同的地方」（戴的位置、形狀、大小、用途等都不

一樣）『2 項以上』 

45(59.2%)  31(40.8%) 

14 「蘋果和香蕉有什麼地方不一樣？說出兩者性質、功能

不同的地方」（顏色、形狀、軟硬度等）『2 項以上』 

51(67.2%)  25(32.9%) 

15 「我們去醫院看病，那去郵局做什麼？」（寄信、寄錢、

存錢、買郵票、寄包裹等）（3/5） 

37(48.7%)  39(51.3%) 

16 「仿說句子」：我現在要說一些話，我說完後，你要跟

我說一遍例：施測者：「我有一個球。」受試者：「我

有一個球。」（請盡量說說看）（1）「我用眼睛看，

你用耳朵聽。」（我、用、眼睛、看、你、耳朵、聽）

『5/7』 

71(93.4%)  5(6.6%) 

17 （2）「老師叫我們要常常到操場運動。」（老師、叫、

我們、要、常常、到、操場、運動）『6/8』 

67(88.2%)  9(11.8%) 

18 （3）「姊姊很想看電視節目，可是媽媽不讓她看。」

（姊姊、很想、看、電視、節目、可是、媽媽、不讓、

她）『6/9』 

72(94.7%)  4(5.3%) 

19 （4）「倪安寧是一個精通多國語言的美國奇女子，1978

年 12 月攜帶著簡單的行李，來到了台灣。」（倪安寧、

精通、多國、語言、美國、奇女子、1978 年 12 月、攜

帶、簡單、行李、來到、台灣）『3/12』 

42(55.3%)  34(44.7%) 

20 （5）「在協助孤兒的過程中，他深深體會到孩子那種

無助、徬徨的心情，便產生愛烏及烏的博愛精神。」（協

助、孤兒、過程、深深、體會、孩子、那種、無助、徬

徨、心情、產生、愛烏及烏、博愛、精神）『3/14』 

36(47.4%) 40(52.6%) 

21 （6）「父親的話語不多，喜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農耕生活，不管怎麼搬家遷徙，總是想辦法租借一塊田

地來種菜。」（父親、話語、不多、喜歡、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農耕、生活、不管、怎麼、搬家、遷徙、總

是、想辦法、租借、一塊、田地、種菜）『4/18』 

36(47.4%) 4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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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請你說說看，她在做什麼？」 

（她早上從床上醒來，看見太陽公公在窗戶外對著她微

笑。）（1）人物：能說出一項主詞(如：她、我、小朋

友、小妹妹、小孩子等) 『1/5』 

69(90.8%)  7(9.2%) 

23 （2）地點：能說出(在房間、在床上) 『2/2』 52(68.4%)  24(31.6%) 

24 （3）時間：能說出(早上、太陽出來的時候、睡覺醒來

的時候) 『2/3』 

50(65.8%) 26(34.2%) 

25 （4）物品：能說出(窗戶、床、拖鞋、棉被、枕頭、窗

簾、鬧鐘) 『4/7』 

52(67.1%)  

 

25(32.9%) 

26 （5）氣候：能說出天氣如何？(晴天、出太陽、太陽公

公在微笑) 『2/3』 

37(48.7%)  39(51.3%) 

27 （6）構句：至少能說出一句合乎題意的完整句子。 62(81.6%) 14(18.4%) 

28 「請你說說看，她在做什麼？」 

（她起床後穿著睡衣到浴室刷牙、洗臉） 

（1）時間：能說出(起床後、早上、吃完東西) 『2/3』』 

43(56.6%)  33(43.4%) 

29 （2）地點：能說出(在浴室、在洗臉台前、在衛生間、

在廁所裡面) 『2/4』 

46(60.5%)  

 

30(39.5%) 

30 （3）物品：能說出(牙刷、牙膏、漱口杯、肥皂、毛巾、

水龍頭) 『4/6』 

52(68.4%)  

 

24(31.6%) 

31 （4）動作：能說出(穿著睡衣、在刷牙、在洗臉) 『2/3』 39(51.3%) 37(48.7%) 

32 （5）構句：至少能說出一句合乎題意的完整句子。 58(76.3%)  18(23.7%) 

33 「請你說說看，她在做什麼？」 

（她下床穿/換衣服、穿/換裙子、穿襪子）（1）時間：

能說出(刷牙後、起床後) 『1/2』 

48(63.2%) 

 

28(36.8%) 

34 （2）地點：能說出(在房間、在床前) 『1/2』 61(80.3%)  15(19.7%) 

35 （3）物品：能說出(裙子、衣服、床、襪子、枕頭等) 『4/5』 51(67.1%)  25(32.9%) 

36 （4）動作：能說出她正在做什麼？（換/穿裙子、換/

穿衣服、穿襪子) 『2/3』 

52(68.4%)  24(31.6%) 

37 （5）構句：至少能說出一句合乎題意的完整句子。 61(80.3%) 

 

15(19.7%) 

38 「請你說說看，她在做什麼？」 

（她穿/換好衣服、裙子、襪子、鞋子、背著書包、上

學去）（1）時間：能說出(穿/換好衣服後、準備出門、

47(61.8%)  

 

2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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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上學) 『2/3』 

39 （2）地點：能說出(在門口、在門前) 『1/2』 53(69.7%)  23(30.3%) 

40 （3）物品：能說出(門、書包、墊子、鞋子、襪子、鞋

櫃) 『4/6』 

45(59.2%)  31(40.8%) 

41 （4）動作：能說出(背書包、出門、上學、去學校) 『3/4』 44(57.9%)  32(42.1%) 

42 （5）構句：至少能說出一句合乎題意的完整句子。 62(81.6%)  14(18.4%) 

43 「這個小朋友是小美，請你從圖卡四-1 到圖卡四-4，從

頭到尾再說說看，她在做什麼？」 

（小美早上起床後，去浴室刷牙、洗臉、換衣服、背書

包、上學去）（1）故事是否切題？（與小美早上起床

後做什麼事有關者） 

65(85.5%) 

 

11(14.5%) 

44 （2）是否有邏輯性？（敘述有先後順序的概念） 61(80.3%)  15(19.7%) 

45 （3）是否能至少說出二句合乎題意的完整句子？ 65(85.5%) 11(14.5%) 

46 「今天是小寶的生日。媽媽幫他準備一個巧克力鮮奶油

蛋糕，姊姊和弟弟也一起祝福他生日快樂。」 

至少能說出二句合乎圖卡五-1 內容的完整句子。 

例：今天是小寶的生日。 

例：大家在慶祝小寶的生日。 

67(88.2%)  

 

9(11.8%) 

47 「小寶收到好多生日禮物，有尖尖的高帽子，還有裝在

大盒子和小盒子裡的禮物，以及一台藍色腳踏車。藍色

腳踏車的把手上還綁了一個好漂亮的紅色氣球。」 

至少能說出二句合乎圖卡五-2 內容的完整句子。 

例：小寶收到好多生日禮物。 

例：生日禮物有帽子、大盒/小盒禮物、藍色腳踏車

等。 

65(85.5%) 11(14.5%) 

48 「小寶好高興喔！他馬上跳上腳踏車，騎著腳踏車出去

外面玩。紅色氣球在腳踏車前面飄呀飄。」 

至少能說出二句合乎圖卡五-3 內容的完整句子。 

例：小寶很高興馬上跳上腳踏車。 

例：小寶騎腳踏車出去外面玩。 

67(88.2%)  9(11.8%) 

49 「小寶騎呀！騎呀！突然間紅色氣球繩子鬆了，從腳踏

車的把手上飄走了。小寶好難過喔。」 

至少能說出二句合乎圖卡五-4 內容的完整句子。 

例：紅色氣球繩子鬆了。 

71(93.4%)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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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紅色氣球飄走了。 

50 不看圖片，至少能重述圖卡五 1-4 的其中二句內容。  9(90.8%)  7(9.2%) 

51 自由說故事 

「請你試試看，說一個你聽過或你最喜歡的故事，或描

述一件印象最深刻或最特別的事情。」內容是否有主

題？ 

63(82.9%) 13(17.1%) 

52 內容是否有順序性？ 62(81.6%) 14(18.4%) 

53 內容是否有邏輯性？ 59(77.6%) 17(22.4%) 

54 內容是否有頭、有尾？ 53(69.7%) 23(30.3%) 

55 內容是否自編或自創？ 48(63.2%) 28(36.8%) 

56 能夠說出故事或事件發生的意涵。 50(65.8%)  26(34.2%) 

57 是否至少有一句是完整的句子？ 66(86.8%)  10(13.2%) 

 

六、不同性別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差異性考驗 

 

表 5 不同性別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平均數與標準差 

項  目     男 童(n=45)  女  童(n=31)        常模(男 n=424)  常模(n=423)     

           M     SD   M     SD     t 值  M     SD      M    SD 

語言理解  32.40   5.80  30.87   6.95   1.04  33.21   4.82    33. 33   4.80 

口語表達  41.97  11.35  36.87  12.74   1.83  42.10   4.89    42.41   7.75 

語言發展  74.22  15.61  67.77  19.15   1.61  75.31  12.29    75.73  11.44 

    如表 5 所顯示，低視力學童在語言發展量表上的表現，無論在語言理解、或口

語表達乃至於整個語言發展，男女生間並沒顯著差異。但和常模比較，則稍為落後

一些。 

 

七、不同兄弟姐妹數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差異性考驗 

 

表 6 不同兄弟姐妹數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的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語言理解     組間            88.19       4       22.04      .541 

             組內          2891.00      71       40.71 

口語表達     組間           496.37       4      124.09      .837 

             組內         10520.78      71      1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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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發展     組間           924.83       4      231.21      .761 

             組內         21569.51      71      303.79 

   由表 6 顯示，不同兄弟姐妹數的低視力學童，其語言發展並沒有顯著差異。 

 

八、不同年齡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差異性考驗 

 

表 7 不同年齡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的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語言理解     組間           267.00       5       53.40      1.37 

             組內          2712.19      70       38.74 

口語表達     組間           779.18       5      155.83      1.06 

             組內         10237.97      70      146.25 

語言發展     組間          1851.07       5      370.21      1.25 

             組內         20643.28      70      294.90 

由表 7 顯示，不同年齡的低視力學童，其語言發展並沒有顯著差異。 

九、不同年級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差異性考驗 

表 8 不同年級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的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語言理解     組間           375.81       5       75.16       2.02 

             組內          2603.38      70       37.19 

口語表達     組間           812.17       5      162.43      1.14 

             組內         10204.98      70      145.78 

語言發展     組間          2234.73       5      468.47      1.54 

             組內         20259.62      70      289.42 

    由表 8 顯示，不同年級的低視力學童，其語言發展並沒有顯著差異。 

 

十、有無學前經驗級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差異性考驗 

表 9 有無學前經驗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平均數與標準差 

項  目       沒學前經驗(n=12)      有學前經驗(n=64) 

               M       SD        M        SD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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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理解      35.08     2.74       31.15      6.59       2.02*  

口語表達      46.58     7.86       38.64     12.40       2.13*  

語言發展      81.66     9.79       69.70     17.81       2.25* 

*P<.05 

有無學前經驗的低視力學童，其語言發展在語言理解和口語表達方面有顯著差

異。 

 

十一、父親不同學歷之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差異性考驗 

表 10 父親不同學歷之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的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語言理解     組間           276.94       6       46.15      1.17 

             組內          2702.25      69       39.16 

口語表達     組間          1277.60       6      212.93      1.50             

組內          9739.55      69      141.15 

語言發展     組間          2821.21       6      470.20      1.64 

             組內         19673.14      69      285.11 

 

由表 10 顯示，父親不同學歷之低視力學童，其語言發展並沒有顯著差異。 

 

十二、母親不同學歷之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差異性考驗 

表 11 母親不同學歷之視力學童語言發展的變異數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語言理解     組間           325.91       6       54.31      1.41 

             組內          2653.28      69       38.45 

口語表達     組間           856.96       6      142.82       .97 

             組內         10160.19      69      147.24 

語言發展     組間          2247.05       6      374.50      1.27 

             組內         20247.30      69      293.43 

 

由表 11 顯示，母親不同學歷之低視力學童，其語言發展並沒有顯著差異。 

 

十三、家中使用不同母語之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差異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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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家中使用不同母語之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平均數與標準差 

向    度      國     語(n=65)       閩  南  語(n=11) 

               M        SD       M          SD         t 值 

語言理解      31.92     6.21       30.90      7.03         .49 

口語表達      40.04    12.21       39.00     11.09         .26 

語言發展      71.87    17.24       69.90     18.49         .34  

 

由表 12 顯示，家中使用不同母語之低視力學童，其語言發展並沒有顯著差異。 

十四、各年齡層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 13 各年齡層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平均數與標準差 

項  目           語言理解     語言表達     語言發展 

                 M    SD      M    SD     M    SD 

七  歲          28.75  6.64    34.16  12.05   63.00   17.69 

八  歲          30.09  3.75    38.18  10.09   68.27   10.97 

九  歲          32.27  6.31    37.54  11.31   69.81   15.51 

十  歲          31.27  7.60    40.81  13.58   72.09   20.71 

十一歲          32.30  8.24    42.50  13.31   74.80   21.22 

十二歲          34.14  4.98    43.23  12.03   77.38   16.19 

整體語言發展    31.77  6.30    39.89  12.122  71.59   17.31 

    由表 13 顯示，各年齡層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平均數和常模比較均低於普通班學

童。普通班學童從七歲組到十二歲組的平均數依次為 68.82、73.35、76.47、80.33、82.59、

84.15(林寶貴、黃玉枝、黃桂君、宣崇慧，2008)。 

 

十五、不同年齡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得分之趨向分析 

 

表 14 不同年齡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得分之趨向分析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語言理解     組間           267.00       5       53.40      1.37 

             直線           205.30       1      205.30      5.29* 

             二次              .19       1         .19       .00 

             三次            15.46       1       15.46       .39 

             組內          2712.19      70       38.74 

口語表達     組間           779.18       5      155.83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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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線           688.30       1      688.30      4.70* 

             二次            9.42        1       9.42       .06 

             三次            2.71        1       2.71       .01 

             組內         10237.97      70      146.25 

語言發展     組間          1851.07       5      370.21      1.25 

             直線          1699.09       1     1699.09      5.78* 

             二次            12.16       1       12.16       .04 

             三次            18.87       1       18.87       .06 

             組內         20643.28      70      294.90 

*p<.05 

   

由表 14 發現，語言理解、口語表達、語言發展得分隨年齡增加而有遞增趨勢，

達.05 的顯著水準，而在趨勢分析中呈直線趨勢，顯示年齡越高，語言理解、口語表

達、語言發展量表的得分也越高，因此可以看出低視力學童的語言發展和年齡有密

切關係。 

 

 

 

 

 

 

十六、不同年級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 15 各年級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平均數與標準差 

項  目           語言理解     語言表達     語言發展 

                 M    SD     M    SD     M    SD 

一年級          28.50  6.30   36.00  13.01   64.57  18.69 

二年級          30.46  4.73   37.84  10.61   67.76  12.25 

三年級          33.10   6.34  38.50  10.73   71.60  15.15 

四年級          30.45   8.37  38.45  13.80   68.90  21.71 

五年級          35.09   5.62  45.72  12.93   80.81  17.45 

六年級          33.41   5.22  42.64  11.28   76.05  15.97 

整體語言發展    31.77   6.30  39.89  12.12   71.59  17.31 

    由表 15 顯示，各年級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平均數現況。 

 



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之研究 

 

~ 189 ~ 

 

十七、不同年級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得分之趨向分析摘要表 

表 16 不同年級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得分之趨向分析摘要表 

向度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語言理解     組間           375.81       5       75.16      2.02 

             直線           258.53       1      258.53      6.68* 

             二次            16.09       1       16.09       .43 

             三次              .51       1         .51       .01 

             組內          2603.38      70       37.19 

口語表達     組間           812.17       5      162.43      1.11 

             直線           651.51       1      651.51      4.46* 

             二次              .52       1         .52       .00 

             三次            32.54       1       32.54       .22 

             組內         10204.98      70      145.78 

語言發展     組間          2234.73       5      446.94      1.54 

             直線          1778.21       1     1778.21      6.14* 

             二次             8.61       1        8.61       .03 

             三次            36.84       1       36.84      1.27 

             組內         20259.62      70      289.42 

*p<.05 

由表 16 發現，語言理解、口語表達、語言發展量表得分隨年級增加而有遞增趨

勢，達.05 的顯著水準，而在趨勢分析中呈直線趨勢，顯示年級越高，語言理解、口

語表達、語言發展量表的得分也越高，因此可以看出低視力學童的語言發展和受教

育的年數有密切關係。 

 

肆、結論 

一、低視力學童在施測時間方面從 21 分鍾到 80 分鍾不等，平均花費 44 分鍾，比一

般學童 15-30 分鐘多花費一些時間。 

二、低視力學童表現出正確音的有佔 68.4%(52 個人次)、有錯誤音的佔 31.6%(24 個人

次)。 

三、低視力學童在語言發展量表上的表現，無論在語言理解、或口語表達乃至於整

個語言發展，男女生間、不同兄弟姐妹數、不同年齡、不同年級、父母親不同

學歷、家中使用不同母語等變項間，並沒顯著差異。 

四、無學前經驗低視力學童在語言發展量表上的表現優於有學前經驗學童。 

五、各年齡層低視力學童語言發展平均數和常模比較均低於普通班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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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低視力學童在語言理解、口語表達、語言發展方面，隨年齡、年級增加而有遞

增趨勢，達.05 的顯著水準，而在趨勢分析中呈直線趨勢，顯示年齡越高或年級

越高，語言理解與口語表達量表的得分也越高，因此可以看出低視力學童的語

言發展和年齡及年級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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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by Low Vision School Children 

 

Chi, Chao-A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by low vision 

school children. With “Revised Scale for the Language Barrier of School-Age Children” 

revised by Lin Bao-gui in 2008, and 76 low vision school children in Taipei City and 

Taipei County as subjects, it explored the situation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by low vision 

school children.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The low vision school children spent 21 to 80 minutes for the test, the average time is 44 

minutes, more than ordinary school children who spent 15 to 30 minutes;  

68% of low vision school children voiced correct sound whereas 31.6% voiced wrong 

sou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performance by low vision school children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scale in variables of language understanding, oral expression or 

even language development,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different numbers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different ages, different grades, different education of parents and different native 

languages at home;   

The performance by school children of no pre-school experiences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scale was superior to those who had pre-school experiences;   

Comparing with norms, the average number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low-vision 

school children in each ag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school children of ordinary classes;    

The language understanding, oral expression, language development by low-vision school 

children would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and grade and reached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0.5. In the trend analysis, it displays linear trend. That means the higher age 

or grade is, the higher scores of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oral expression on the scale 

will be. Therefore, we could se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by school children with their ages and grades.  

Keywords: low vision, languag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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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視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實施狀況 

 

袁東 

(寧波盲童學校) 

 

摘要   本文是浙江省實施視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 10 年（2000 至 2009）

的回顧與總結。本文詳細介紹了浙江省 3 所盲校對視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

劃的理解以及實施狀況，客觀評論了各個盲校個別化教育計劃的特點，系

統總結了浙江省視障教育專業人員科學評估視障兒童需求的過程，列舉了

部分自制研發的非正式校本評估量表，指出了目前盲校師資結構的不足，

要建立多學科、多領域和跨專業的視障教育專業人員團隊，認爲個別化教

育計劃是一種爲視障兒童量身定制的特殊教育技術策略之一，提出了制訂、

執行和評鑒視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基本流程。 

關鍵詞    視障兒童  個別化教育計劃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特殊教育出現了跨越式大發展。隨著國家“十一五”中西

部地區特殊教育學校建設規劃項目（2008—2010）的實施，國家將投入 6 億元人民

幣在中西部建設 1150 所特殊教育學校，基本實現在中西部地區的地級和 30 萬以上

人口以上或殘疾兒童少年較多的縣有一所獨立設置的綜合性或單一性特殊教育學校，

基本滿足中西部地區適齡殘疾兒童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的需求。近二年首先是要重點

建設 190 所特教學校。東部地區則實施了省級合格特教學校建設、特教學校現代化

建設、殘障學生免費義務教育、特教教師專業化培訓等項目。 

2009 年 5 月 7 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業發展意

見的通知》[國辦發（2009）41 號]，要求加強特殊教育針對性，提高殘疾學生綜合

素質；加強特教師資隊伍建設，提高教師專業化水平。5 月 11 日，第四次全國特殊

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由教育部、民政部和中國殘聯聯合召開的，會

議明確提出了特殊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總體目標、主要任務和具體政策措施，強調了

政府發展特殊教育的責任。5 月 17 日是第 19 次全國助殘日，主題是“關愛殘疾孩子，

發展特殊教育”。 

各地在重視特教學校硬件的同時，提高特教教師專業能力等內涵建設猶爲迫切。

近幾年來，浙江省提出了“提高特教教師專業能力”的繼續教育培訓，浙江省盲教

育資源中心自 2005 年成立後，連續幾年在暑假期間，進行了定向行走、有效教學等

提升全省盲教育教師專業基本能力的培訓。 

最近，浙江省視障教育界提出：爲每一位視障學生提供適合的負責的教育。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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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浙江省視障教育要實現大跨越、大發展，提高教育質量是重點！視障兒童無論在

普通學校，還是在特殊學校，都需要解決“學得好”的問題。目前，盲校生源不足、

障礙程度加重，已是一個客觀事實。因此，研究和關注視障兒童個案，已經成爲每

一名浙江省視障教育工作者所關心的主要問題。 

當前大力宣傳和推廣視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已是特殊教育發展的必然。回顧

浙江省視障教育工作者 10 年來探索、研究、實踐和總結視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

已經總結出部分可操作的基本模式。 

 

一、浙江省對視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的理解 

浙江省是中國的教育強省，普通學校中小學教育已經出現了精致、高效、小班

化、個性化、有特色、有質量、有素質，浙江省各地盲校起步晚、人數少、規模小，

大多實行封閉或半封閉管理，辦學效益不明顯、教學質量不盡人意，主要問題是學

生差異大、教學難度大、學段多、單班運行、辦學成本高，一味強調在班級授課制

框價下提倡有效教學、提高課堂教學質量，難免出現貌似神離、顧此失彼的現象。

因此，爲有特殊需要的視障兒童（理想狀態是爲班級內的每一名視障兒童）制訂、

執行、評價和評鑒個別化教育計劃，是一個值得嘗試的特殊教育技術策略之一。 

1、個別化教育計劃的起源 

爲學生制訂個別化教育計劃，不是一個“舶來品”，它起源于中國古代教育，

大約在春秋戰國期間，當時大教育家孔子就提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孔子

一生桃李滿天下，他對學生都是因人而異施行教育，根據學生的志向、思想、言行

等方面進行分析，除年齡、出身等差異外，還有注意到智力、性格、氣質、才能、

志向等差異。孔子曾說過：“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顔回能“聞一知十”，子貢只能“聞一知二”；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師也過，商也不及”、“由也果”、“賜

也達”、“求也藝”等。針對學生的實際狀況，靈活變通、因材施教。這些在《論

語》中都有詳細記載。但是當時的教育是口口相傳，至今我們並沒發現記載完整的

當時的個別化教育計劃。 

目前國內特殊教育界所了解到的個別化教育計劃（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簡稱 IEP），出自于美國“全體殘疾兒童教育法”（The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of 1975，簡稱 EHA，又稱 P.L.94-142 公法）的一項規定，

旨在保證美國殘障兒童接受免費的、適當的、公共的特殊教育和滿足他們獨特需要

的相關專業服務。美國的殘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有一整套法律和流程來在保證正

確實施，而且這些法律隨著時代的發展有不斷修正，大型的修正案就有 4 次，分別

是 1986 年的 99-457 公法[即《身心障礙教育法案修正案》（EHAA，1986）]、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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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01-476 公法[即《障礙者教育法》（IDEA，1990）]、1997 年的 105-17 公法[即

《障礙者教育法》（IDEA，1997）]和 2004 年的 108-446 公法[即《障礙者教育促進

法》（IDEA，2004）]（黃裕惠等譯，2008）。盡管法律條文有增有減，但是 20 多

年來唯一不變的是美國殘障兒童 IEP 是必須要制訂、而且要優質、要高效，這是一

個必須要遵守的法律規定。 

2、視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的理念 

（1）個別化教育計劃的發展 

在美國，隨著一系列法律的頒布與修正，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個別化教育計劃已

經演變爲系列化的終生教育計劃，具體有（袁東，2002a）： 

個別化家庭服務計劃（Individualized Family Service Plan，簡稱 IFSP）——爲所有 0

～5 歲殘疾嬰幼兒享受到早期幹預； 

個別化教育計劃（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簡稱 IEP）——爲所有有特殊需

要的學齡兒童享受到特殊教育； 

個別化轉銜計劃（Individualized Transition Plan，簡稱 ITP）——爲幼兒園大班、小

學六年級、初中三年級和高中（職高）三年級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少年、青年）提

供轉銜服務； 

個別化職業計劃（Individualized Vocational Plan，簡稱 IVP）——爲小學/中學畢業的

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少年、青年）提供職業訓練輔導； 

個別化書面康複計劃（Individualized Written Rehabilitation Plan，簡稱 IWRP）——爲

離開學校的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少年、青年）提供職業、技能、矯正、訓練和康複

服務； 

個別化生活技能計劃（Individualized Life Skill Plan，簡稱 ILSP）——爲所有有特殊

需要的兒童（少年、青年）提供生活技能訓練和輔導服務（袁東，2002b）； 

個別化輔助科技計劃（Individualized Assistive Technology Plan，簡稱 IATP）——爲

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少年、青年）提供終生的輔助科技服務，促進學習、生活

和職業的發展； 

（2）視障兒童 IEP 理念（李翠玲，2007；黃瑞珍等，2007；林素貞，1999，2007；

吳淑美，1999） 

IEP 著眼于視障學生一生發展，爲他們的幸福人生奠定基礎； 

IEP 是有價值、有能力、有專業、有力量、有精神、有幫助、有方法，爲視障學生量

身定制的特殊教育科學策略之一； 

IEP 是優質視障教育指標之一，是以視障學生實際需求爲導向進行設計和管理； 

IEP 是視障兒童就讀學校（普通學校或特殊學校）全面質量管理體系之一，體現了視

障兒童的學習尊嚴，真正實現以人爲本，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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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P 是爲個體專門設計的一系列教學方案，即視障學生學習的法定文件，也是視障教

育專業人員團隊的工作指南； 

IEP 需要一組人（視障教育工作夥伴和相關專業人員團隊）協同服務，而不是一些人

（如僅僅是教師）、一個人（班主任或學科教師）孤獨工作； 

IEP 的制訂、執行、評價、修改和評鑒需要一個完整、科學的工作流程，是一個開放

的變化體系； 

IEP 的目標必須是務實的、可執行的、對視障學生的發展有成效的； 

IEP 不僅僅是一個記載視障學生身心發展的書面檔案，也是一個有效的書面契約，需

要有全面質量監督； 

IEP 之前，需要視障教育專業人員團隊進行科學、專業、實際、合作和詳細的評估，

以確定視障兒童的真實需求； 

IEP 可以使用電腦化格式、進行電腦化管理，但 IEP 有隱私權，不能隨便公開； 

IEP 可以是優勢利導、潛能開發，也可以是滿足需求、扶助弱勢； 

IEP 是個 EP（Individualized 個別化），不是組 EP，絕不是班 EP。 

 

二、浙江省實施視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狀況 

1、初步實施 

二十一世紀視障教育工作者重要專業技能之一，是能夠科學和准確的制訂視障

兒童 IEP，這需要紮實的專業知識、高超的專業技能，IEP 制訂過程十分繁難，需要

專門學習和培訓。 

值得慶幸的是，在國內視障教育領域，最早實施 IEP 的是 2000 年，在浙江杭州，

主辦單位之一是浙江省盲人學校，而且是以 4 名浙江省盲校學生爲 IEP 對象。 

2000 年 7 月 19 日至 23 日，愛德基金會（南京）、浙江省教育學會特教分會和浙江

省盲校（杭州富陽）合作在杭州成功舉辦了爲期 5 天的“全國盲童個別教育計劃師

資培訓班”，培訓班聘請了中國北京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和美國費城盲校的 2 位專

家授課，來自北京、青島、哈爾濱、烏魯木齊、成都、南京、寧波、溫州、福州、

浙江省等 10 所盲校/盲聾啞學校，以及杭州聾校、南京特教師範的領導和骨幹教師

47 人，分 4 組專業人員團隊，分別對浙江省盲校不同年級的 4 名盲生和低視生制訂

了可操作的 IEP，大家共同確定了中國特色的視障兒童 IEP 項目與表格。 

培訓期間，盲校教師們有很大的爭論，爭論焦點是 IEP 能否在國內真正實施？

因爲 IEP 是以視障兒童個案爲對象，教學也必須有“一對一”策略，而目前國家實

行的是班級授課制，是以一批人（國家規定盲校班額爲 12 人）爲教學對象，IEP 與

班級授課制有沖突，不合國情。因爲當時培訓教師有一部分爲盲校教學管理人員（業

務副校長和教導主任），他們持反對意見，如南京盲校和浙江省盲校的教導主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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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爲 IEP 根本無法推行，僅僅是紙上談兵。但是也有一部分盲校教師認爲 IEP 是提

高視障教育的突破口，是研究視障兒童個案的開始，美國盲校推行 IEP25 年，已經

是遵法守法的教學行爲，正確的是應該如何改良美國 IEP，使其適合在國內生存和使

用。以寧波盲校和成都盲聾啞學校等教師團隊 12 人爲代表，持贊成意見，堅持按照

修改後的美國費城盲校 IEP 格式，認真評估、協商、討論和填寫，用了整整 2 天時

間，最後保質保量完成了視障兒童小磊 IEP，這個充滿集體智慧的 IEP，當然得到所

有培訓教師以及授課專家的一致好評。 

因爲盲童個別教育計劃師資培訓在全國是首次，當然不可能盡善盡美，主要問

題是評估技術沒有突破，專業人員團隊單一，IEP 理念有待宣傳，實際操作和執行 IEP

有困難等。培訓班所提供的評估表僅僅只有 8 個，而且智力評估只有兒童適應行爲

評定量表（農村本）一種，在培訓班中就不適合評估城市長大的盲童。專業人員團

隊很單一，僅僅是視障教育學科教師團隊，各種評估暫時由學科教師施行（這些評

估教師中有的對自己所評估的內容不熟悉，邊學邊測，有些則根本不了解），各地

盲校缺乏心理評估人員、定向行走人員、眼科醫師、視覺光學技師等專業技術人員。

IEP 理念僅僅是專家講授，沒有內化爲個人教學觀念。因爲 IEP 是一組人合作工作，

在實際操作和執行中，是需要得到盲校教學管理體系的協調和支持，但是在培訓中

卻遭到許多資深教學管理人員的一致反對。盡管這樣，4 名視障學生的 IEP 最終還是

完成了，而且培訓班邀請浙江省盲校對 4 個 IEP 執行一學年。 

2、深入研究 

從 2000 年至 2009 年，近 10 年時間，浙江省視障教育工作者團隊一直在思考和

探索 IEP 在浙江省的實施和推行。 

在 2000 年的全國盲童個別化教育計劃師資培訓班中，參加培訓的全體教師有 47

人、專家 3 人，其中浙江省參加者 23 人，占培訓者的 49%，具體人數如下表： 

學校名稱 校長 教導主任 教師 小計 

浙江省盲人學校    1     2     13  16 

寧波市盲童學校    ∕     ∕     1   1 

溫州市盲人學校    1     ∕     3   4 

杭州市聾啞學校    ∕     1     1   2 

    總 計    2     3     18   23 

 

這些人力資源優勢爲推動和發展浙江省視障教育 IEP 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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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兒童 IEP 在浙江省盲人學校（杭州富陽）的實踐 

2001 年，浙江省盲校成立了視障兒童個別化訓練室，正式開始對 3 名盲兼智力

落後學生進行每周 3 次的個別輔導，這是浙江省盲校個別化教育實踐和研究的正式

開始，也是多重殘疾兒童教育的開始。2002 年 3 月 22 日，美國柏金斯盲校專家來學

校考察多重殘疾兒童教育狀況；6 月 7 日，浙江省盲教育教學研討會在學校舉行，主

題爲“盲校課堂教學改革”和“多重殘疾兒童教育”，浙江省盲校展示了盲兼智力

落後學生個別化教育的狀況和資料。2002 年 9 月，根據國內外專家的意見，個別化

訓練室改爲開設資源班（多重班），同時，浙江省盲校資源班加入中美合作“盲學

前和盲多重教育”國際特教合作項目。 

根據浙江省盲校的介紹以及當時（2002 年 3 月）公開的個案（小軍）台帳資料

顯示： 

1、浙江省盲校並沒有使用 2000 年培訓時的視障兒童 IEP 格式和項目； 

2、浙江省盲校根據國外資料，使用了自己設計的視障兒童 IEP 格式； 

3、浙江省盲校視障兒童 IEP 有分項評估報告、綜合評估報告、學生個別化教育計劃

和學生階段性進展報告。 

4、分項評估報告內容有功能性視覺評估、功能性聽覺評估、功能性觸覺評估、認知

發展、運動技能、自我料理能力、定向與行走、行爲與社會化八個方面； 

5、綜合評估報告有背景資料、家庭資料、評估結果一般描述、分項評估結果（文字

描述）和建議五個方面； 

6、學生個別化教育計劃分爲基本資料、計劃執行時間、計劃制訂時間、本學期安置

建議、參與制訂計劃人員和教學目標（分爲生活自理、社會適應技能、溝通、運動

技能和認知發展五個領域）； 

7、個案學期安置形式爲：普通班（手工、生活指導）和個別訓練（生活技能、社會

適應技能、溝通、認知發展四個領域）相結合； 

8、參與制訂計劃人員：7 人（分管副教導主任 1 人、個別訓練人員 3 人、普通班學

科教師 3 人）； 

9、學生階段性進展報告有認知發展、運動技能、生活自理、行爲與社會化四個內容

以及下階段訓練建議； 

10、另外還有單元授課計劃和綜合活動計劃。 

評論： 

1、2002 年浙江省盲校的視障兒童 IEP 基本反映了個別化評估、安置、教學與訓練、

階段性評價等方面的內容； 

2、視障兒童 IEP 前的個別化評估有八個方面，大致能了解個案的身心發展狀況； 

3、參與制訂計劃人員有 7 人，基本做到視障教育教師團隊合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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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項評估報告內容有八項，但評估人員僅爲 2 人；綜合評估報告有五項，但評估

人員也是 2 人（其中一人與分項評估重複）。評估人員顯得單薄，而且僅僅是視障

教育教師，缺乏精通各個項目的各類專業人員，而且缺乏醫師人員、治療人員、職

業訓練人員（個案小軍當時爲 17 歲）、教育科研人員等專業人員的參與。評估報告

沒有醫學報告內容，僅僅爲本校的教育學評估內容； 

5、評估報告（分項和綜合）僅僅爲觀察與描述，主要是主觀質性描述爲主，缺乏客

觀評定、缺乏量化數據，沒有得到專業教育科研人員的支持和肯定； 

6、校長沒有審閱整個 IEP，沒有簽名； 

7、沒有見到整組 IEP 人員的討論記錄，特別是教學整合和反思，僅僅爲 3 名的個別

訓練人員（有的是兼職）的少量評價記載； 

8、從整個個案資料中可以看出，浙江省盲校只是吸收了 IEP 精華，並沒有認同形成

共識的 2000 年杭州 IEP 格式和項目，而另外設計了浙江省盲校的 IEP。 

2001 年，浙江省盲校把“視障學生個別化教育計劃的構建與實踐研究”確立爲一項

重大研究課題，由黃柏芳校長親自負責，申報並確立爲杭州市教育科學規劃 2001 年

度重點課題以及浙江省教育科學規劃 2002 年度研究課題。 

但是，在 2002 年之後的幾年裏，根據研究者多次訪問、觀察和訪談了解到，由

于個別化訓練室改爲開設資源班，3名教師的個別訓練工作結束了，調任普通班工作，

資源班教師爲新任的見習教師，以及後來資源班教師的 2 次更換，均爲新任見習教

師，IEP 的執行、評價、重新制訂、執行，顯得非常困難，主要原因是資源班教師並

非盲教育專業畢業的教師，也沒有視障教育經驗，更沒有專門培訓和學習過 IEP 技

能，盡管多次參加過多重殘疾兒童項目培訓，但是落實和實施 IEP 還是很艱難。至

少，從 2002 年 9 月至 2009 年 5 月，浙江省盲校沒有在省內外公開發表過 IEP 的論

文和多重殘疾教育的論文。 

 

視障兒童 IEP 在寧波盲童學校的實踐 

寧波盲校從 1990 年開始就對盲多重障礙學生進行觀察、教學。2002 年 9 月至

12 月，3 位教師、1 位家長和 2 名學生一起合作對 1 名伴隨自閉症的全盲學生進行觀

察、初評（袁東，2003），2003 年 5 月，由自閉症盲學生評估小組集體評估，評估

小組成員有盲校教師、盲教育研究人員、生活輔導老師、家長等，並征求了醫學專

家的意見，形成了書面的評估結果。教學團隊制訂了簡單的 IEP，有少量的個別教學，

盡管教學上有一些針對性，但總體還是班級授課爲主（袁東，2004a，2004b，2004c），

也就是說對自閉症全盲學生的訓練是在課外進行的，並沒有專門實施課內的一對有

一的教學。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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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寧波盲校個案評估團隊有 6 名人員（包含教師、家長和學生），得到校醫、外聘

醫學專家的支持，評估過程有觀察、評估、測試和分析，有質性描述，也有量化數

據，評估較爲准確。寧波盲校專業教師還研發了一系列非正式校本評估量表； 

2、寧波盲校個案 IEP 比較詳細、完整，基本參照 2000 年杭州 IEP 格式； 

3、寧波盲校個案 IEP 得到家長的支持、參與和幫助。因爲個案有一個外婆一直在學

校陪讀，在生活、學習、訓練和活動等方面，都給予合作。無論是評估，還是教學，

家長都大力配合。事實上，個案外婆起到了教師助理的作用。另外，個案外婆有宗

教信仰（信奉基督），堅信教育會改變個案身心發展； 

4、盡管個案自閉症狀況隨著年齡的增長有反複，但是個案在盲校 6 年卻是變化最大，

身心發展有很大改善，人際關系也很融洽； 

5、通過個案 IEP 的研制，鍛煉了寧波盲校教師團隊 IEP 制訂能力和專業水平； 

6、個案 IEP 的執行還是有困難。因爲個案 IEP 是融合于班級授課之中，個別化一對

一教學只能在有限的課堂教學時段之內，訓練的時間和質量都不夠； 

7、寧波盲校領導不了解也不認同 IEP 的實際操作，缺乏教學行政管理體系支持，因

爲這一名自閉症全盲學生當時是作爲試讀生招收入學的，並不作爲正式學生對待； 

8、寧波盲校領導集體對自閉症全盲學生個案的安置有很大爭議，認爲自閉症全盲學

生還是安置在康複中心較爲合適，安置在盲校是暫時之策。 

 

視障兒童 IEP 在溫州盲人學校（永嘉）的實踐 

溫州盲校創辦于 1997 年 9 月，視障學生中多重障礙者較多，基于實際需求和現

狀，學校自 2002 年春開展了盲多重障礙兒童特殊班級——實驗班（後稱康複班），

並進行課題研究。2001 年 11 月，教師團隊對 1 名伴隨自閉症的全盲學生進行觀察、

初評。2002 年 4 月，由學校申報的“多重障礙兒童少年教育訓練研究”，被國家教

育部基礎教育司批准爲“十五”特教立項課題，學校建立了課題領導小組（3 人），

下設專家指導小組（11 人）和課題研究工作小組（17 人）。學校對參加課題研究的

人員進行專業培訓（上崗培訓），學校安排了專題培訓 4 次，邀請寧波盲校袁東老

師來溫州主講，特別是 2002 年暑假，全體課題組成員冒著酷暑，集中學習兩次，共

16 天。2002 年 6 月至 7 月，由學校多重障礙學生 IEP 工作小組（評估小組）集體評

估，評估小組成員有盲校校長、盲校教師、聾校教師、培智學校教師、盲教育研究

人員和生活輔導老師等組成，並征求了家長、醫學專家、教育科研人員的意見，形

成了書面的評估結果。學校對 6 名學生制訂了 IEP。經過 2 年教學，每個盲多重障礙

學生都有不同程度的進步，實驗班學生在日常生活情景中基本上能使用禮貌用語，

碰到老師他們會主動問好。同學之間團結，懂得愛護公共財物。住校生能按時起床，

按時上學；上課時基本能做到專心聽課；基本能完成教師指定的任務；大部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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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自理日常生活（袁東，2004b；陳友彥等，2008a，2008b）。 

該課題設計實施方案榮獲溫州市 2003 年度基礎教育優秀課題設計方案一等獎、

2003 年度浙江省小學教師教育科研專題培訓“省級優秀課題設計方案”一等獎。參

加研究的幾位教師所撰寫的 6 個學生 IEP 分別獲“中國特殊教育網”論文評比二等

獎 2 篇、三等獎 4 篇。陳友彥校長撰寫的論文《淺談多重障礙兒童少年教育訓練》

獲得國際視障教育學會（ICEVI）東亞區中國分區執委會組織的 2003 年度“全國視

障教育優秀論文評比”一等獎。2004 年 12 月 6 日，在北京“第二屆中國特殊教育與

康複論壇”上，陳友彥校長進行了《多重障礙兒童少年教育康複訓練研究》的專題

報告，受到領導與專家的一致好評。 

2004 年 12 月 23 日，中美合作盲校項目中方評估專家來到溫州盲校實地考察，

經過考核評估，認爲溫州市盲人學校符合美方項目的要求，並已達成協議，溫州盲

校順利加入中美合作“盲學前和盲多重教育”國際特教合作項目。 

目前，課題研究仍然延伸，已經被列入浙江省教育科學 2009 年度重點課題（編

號 SC603）（陳友彥，2008c）。 

溫州盲人學校實踐和研究 IEP 時間長達 7 年，逐步形成了溫州特色視障兒童 IEP

模式（陳友彥等，2008a）： 

1、科學地制訂和執行 IEP。溫州盲校成立了盲多重學生評估小組，成員有學校行政

管理人員、教學管理人員、任課教師、生活老師、專業人員和學生家長等。通過文

獻檢索、專家咨詢和校本研制，評估小組所形成和采用的評估量表共有 26 種，內容

涉及到兒童的優勢、兒童的需求、教學的重點領域，認知、基本生活能力、社會適

應能力、問題行爲、定向行走、短時記憶廣度、聽覺學習發展水平、聽覺與言語技

能發展、觸覺技能、觸覺學習發展水平等。針對評估結果，評估小組經過分析，先

分類繪制曲線圖，再分類寫出個別化評估報告，然後再彙身心發展綜合評估曲線總

圖，了解盲多重學生的優勢和劣勢，找出其獨特的教育需求。 

2、實行多學科專業人員團隊合作。溫州盲校進行了教學工作組協同教學的嘗試，教

學工作組的成員有行政人員、教師、教師輔助人員、醫師、治療師、訓練師和家長

等。這種合作體現爲教師合作，有盲校教師、聾校教師、培智學校教師、學前教育

教師、普通學校教師等，一門課程一學期的教學計劃集體備課、討論，一堂課的教

案集體備課、討論，課堂教學由兩位教師（主教、輔教）共同配合教學。醫教結合，

溫州盲校聘請了溫州醫學院眼視光系、溫州醫學院附屬醫院（第一醫院、第二醫院、

眼視光醫院和兒童醫院）的教授、醫師爲學校指導教師，指導學校多重障礙兒童少

年的教育、訓練和康複工作。家校合作，溫州盲校做到尊重家庭，讓家長積極參與，

重視學校、家庭、社區的直接聯系。教師團隊尊重多重殘疾兒童的父母，與家長合

作，共同觀察和訓練。教師與專家的協作，溫州盲校多重殘疾兒童研究和 IEP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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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聘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特教專家，浙江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特教幹

部方張松老師、全國智障教育專家洪佳琳校長、溫州市教育局教研室特教教研員趙

娟蘭老師、寧波盲校袁東老師等特教專家/行家，來學校指導課題研究工作、培訓師

資。特別是得到中美合作“盲學前和盲多重教育”國際特教合作項目（即美國希爾

頓•柏金斯項目）的大力支持，中央教科所心理與特教部彭霞光副主任兩次親臨學

校培訓師資、指導工作，2005 年 6 月，美國柏金斯盲校資深教師夏洛特•庫斯曼女

士、上海盲校陳敏老師、北京盲校郭利英老師 3 人來學校培訓老師，效果非常明顯。 

3、實行教育、訓練、康複和支持相結合。溫州盲校采用班級教學、分組教學、協同

活動、個別教學等教學形式，以個別教學和分組教學爲主。教師帶學生去公園、綠

地進行訓練，運用大型遊樂器具進行感統訓練，寓教于樂，以促進學生社會化發展。 

4、借助輔助器具、康複設備進行訓練。溫州盲校在 2002 年就多重班的開辦，專門

采購了價值 3 萬多元的學具、玩具和教具，在教學中實行“做中學、學中做”，每

年都組織學生進行春遊、秋遊，以更好地深化主題；在公園裏、遊樂場裏進行感覺

統合訓練、運動訓練。 

5、開展社區化教學活動。因爲投資 1.2 億元人民幣、占地 165 畝的溫州特殊教育學

校正在新建之中（計劃 2009 年 9 月部分工程落成），溫州盲校現租用居民小區裏的

一個小庭院，處于城鄉結合部，有豐富的社區資源。周圍有工廠、超市、商店、醫

院、學校、銀行、郵局、農貿市場等，後面有農田，有菜園，前面有公園等。學校

就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對學生實地教育和訓練。 

評論： 

1、溫州盲校 IEP 制訂與實施總體較好。溫州 IEP 雖然起步落後于杭州和寧波，但是

後來者居上，是因爲有一開始有 IEP 專業人員的支持，有國內外相關專家的技術幫

助，溫州盲校特別注重培訓與學習，而且基本按照 IEP 去執行和評價，所以 IEP 效

果較好，IEP 促進了多重障礙學生身心發展。 

2、溫州盲校 IEP 加速了多重障礙師資團隊專業成長。目前溫州盲校的師資很一般，

教學水平有的還很低弱，專業教師也很少，校舍、設備等硬件很落後，但是開展多

重障礙教育、實施 IEP 以來，盲校教師團隊在視障教育專業理念、知識、技能等方

面進展迅速，他們學中教，教中學，教學與研究相結合，逐步適應了多重障礙學生

的教學、訓練和康複工作，形成了專業、高效、精幹的多重障礙師資團隊。如陳友

彥校長被評爲全國優秀特殊教育工作者和全國優秀教師，目前已經成爲浙江省和溫

州市著名的視障教育專家、多重障礙教育專家；教導主任陳建樂老師雖然在 2002 年

9 月才調來，但是勤學苦練視障教育技能，已被評爲溫州市中小學學科骨幹教師。 

3、溫州盲校 IEP 前的評估，采用教學觀察、量表評估、團隊討論與分析，有文字、

數字和圖表，個案評估仔細、客觀、准確、專業和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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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溫州盲校有一個多學科、多專業的教學工作組團隊。盲校教師、聾校教師、培智

學校教師、學前教育教師和普通學校教師等教師團隊充分合作。部分科目的課堂教

學由兩位教師（主教、輔教）共同配合教學。 

5、溫州盲校 IEP 的評價和評鑒還很落後，需要詳細的書面記載。 

6、個案 IEP 安置需要根據個案身心發展的變化而變化，需要一個多元化彈性的安置

體系，如多重班是否是最佳的安置場所、如何在特殊學校和普通學校進行隨班就讀、

如何建立 IEP 的校內外資源中心和支持體系等，溫州盲校需要進一步思考。 

7、個案 IEP 的書面記載與教學的實際執行的需要一致，IEP 理念落實在日常教學中，

成爲教師團隊自覺內化行動，在這個方面，溫州盲校還需要不斷努力。 

8、個案 IEP 的電腦化與全面質量管理還很欠缺，IEP 系統管理還很薄弱。 

 

三、浙江省科學評估視障兒童需求 

經過 10 年努力，浙江省視障教育工作者團隊已經形成了科學評估視障兒童需求的系

列體系。 

1、視障兒童評估流程 

（1）制訂個案評估計劃，列有評估目的、評估內容、評估方式、評估工具、評估人

員、評估時間、評估地點和評估過程； 

（2）評估方式：正規測驗、醫學檢查和診斷、觀察、訪問盲學生家長/夥伴、收集盲

學生作業/資料/檔案、非正式評估表/檢查表/對照表、動態評估、生態評估和校本評

估等； 

（3）評估工具：家訪記錄單、觀察記錄和非正式評估表/檢查表/對照表等； 

（4）評估人員：盲校個案評估教師和相關的特殊教育專業人員組成的評估團隊； 

（5）評估時間：每學年開學後 2 周內（9.1～9.15）； 

（6）評估地點：學校會議室 

（7）評估過程 

①教學觀察 

評估人員最好是熟悉視障學生的人員，如班主任老師、任課教師、生活老師等，平

時要對這一個視障學生個案很熟悉、很了解。若是團隊人員（如校長、校醫、外聘

專家等）對評估對象不熟悉，除了查看資料、訪談相關教師、家長和學生外，評估

組長還需要深入到評估對象的教室、宿舍和家庭，需要實際觀察，與評估對象朝夕

相處至少完整 1 天，充分了解這一名視障學生身心狀況。 

②量表測試 

可以分爲標准量表、非標准量表，需要各個量表所屬的有測量資格的學科專業人員

來測試和解釋。基于標准化的視障兒童專用量表非常缺乏（即使有國外的量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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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修訂和試用），所以，浙江省視障教育教師團隊認爲，目前暫時推薦使用非正

式的校本評估表較爲合適，但這也需要培訓過的各類專業人員來操作。 

③學校專業人員團隊（學校行政管理者、教師、醫師和各類專業人員等）討論、分

析、總結和歸納。 

④咨詢科研人員和相關專家。 

⑤評估團隊負責人（如班主任老師）把收集到的評估資料，如醫學資料、測驗結果、

訪談記錄、觀察記錄、動態評估和非正式評估結果、咨詢意見，整理和歸納成簡要

書面報告。 

⑥評估團隊負責人通知評估團隊成員或者相關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家長/盲學生開會，

由評估人員介紹評估情況，大家分析、討論簡要報告，集體通過和確定個案評估報

告（文字或圖片）。 

2、視障兒童的評估層次 

研究者認爲評估視障兒童的需求，大致要分四步（袁東，2005）——篩選評估、全

面評估、領域評估和專項評估。 

首先是篩選評估——找出需要幫助的視障學生（主要是盲多重障礙學生、有特別表

現的視障學生和處于“中間狀態”的視障學生），主要是學校人員（教職員工和學

生）平時觀察和家長提供線索，如同“醫療初篩”。 

其次是全面評估——全面了解視障兒童個案身心發展狀況，如同“醫療體檢”，確

定視障兒童的優勢和弱勢（需求），確定 IEP 大致框架。 

（1）生理健康醫學評估：醫院的醫療體檢報告。  

（2）視覺評估：遠視力、近視力、視野和色覺的客觀評估，視覺主觀評估（眼科醫

學測量、日常觀察和記錄學生的視覺反應）、視覺功能非正式評估。 

（3）聽覺評估：客觀醫學評估、主觀評估（日常觀察和記錄學生的聽覺反應）、聽

覺（聽力）和聽覺功能的非正式評估。 

（4）觸覺評估：客觀評估和主觀評估（日常觀察和記錄學生的觸覺技能狀況、使用

觸覺的主觀評估表）。 

（5）記憶評估：盲童短時記憶廣度評估表（數字類）（周苗德，1989）。 

（6）智能評估（宋永甯、袁東譯，2009）：標准盲童智力量表——盲人學習性向測

驗（杞昭安，1991；張勝成等，1992）、視障學生“柯氏方塊組合能力測驗”（張

勝成等，1993）、視障兒童非語文智力測驗（杞昭安，1994）、視障學生圖形認知

測驗（杞昭安，1998；杞昭安，1999）；智能障礙盲童類別對照表（袁東，2002）。 

（7）個性心理評估[興趣、需要、動機、態度、理想、情感、性格（人格）、能力、

道德和世界觀等]：視障學生學習態度調查表（黃成隆等，1990）、視障學生學校態

度調查表（黃成隆等，1990）、視障學生價值觀調查表（黃成隆等，1990）、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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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自評量表（SCL—90）（中文版）、明尼蘇達多相個性測查表（MMPI）、艾森

克個性問卷（EPQ）、缺陷兒童人格量表（PIH）（中文版，上海常模）、情緒障礙

評定量表（中文版）和盲人情緒（焦慮）量表（中文版）。 

（8）學業評估：平時成績、聽課反應、師生學習互動狀況、考試成績、自我學習評

價、非智力學習領域（藝術、體育與勞技、家政）狀況。 

再次是領域評估——專門了解視障兒童的優勢或弱勢，如同“醫療專檢”。優勢，

是需要學校和教師積極關注、開發潛能、張揚個性的領域；弱勢，是他（她）所要

滿足的最迫切的教育需求，也是 IEP 要確定的目標領域，對某一個或幾個領域（如

學業、心理、行爲、定向行走等）進行教育幹預。 

（1）視功能評估表 

功能視力量表（學業）（鍾經華 譯，1992）； 

功能視力量表（體育資料）（鍾經華 譯，1992）； 

低視力兒童印刷體規格評估表（一）（中文）（袁東，2002）； 

低視力兒童印刷體規格評估表（二）（英文）（袁東，2002）； 

低視力兒童功能視力綜合測試（蔔修，1988）； 

幼兒視力（視覺功能）檢查記錄表（毛連塭，1982）； 

台灣盲多重障礙兒童功能視力評估表（杞昭安 譯，2002）； 

美國德州功能視覺對照表（莊素貞 譯，2001）。 

（2）聽覺（聽力）評估表和聽功能評估表 

聽覺（聽力）評估表 

兒童聽力損傷簡易推薦表（家長或者教師使用）； 

兒童聽覺和言語發展進程表； 

兒童聽力損傷影響交流能力情況表； 

兒童聽力損傷與可能出現的障礙以及需要的關系； 

小學低年級盲學生聽力評估項目表（鍾經華等，1989）。 

聽功能評估表 

兒童聽覺學習發展水平表（Barraga，1983 年，李季平譯，1989）； 

視障兒童聽覺—言語技能發展表（鍾經華 譯，1992）； 

視障兒童傾聽技能表（鍾經華 譯，1992）； 

（3）觸覺評估量表 

盲童觸覺技能日常觀察和記錄表（袁東，2002）； 

兒童觸覺學習發展水平表（Barraga，1983，李季平譯，1989）； 

中國盲校盲學生盲文點字摸讀標准（袁東，1996）。 

（4）言語評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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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階段語言學習困難學童檢核表（锜寶香，有修改）； 

說話檢核表（引自林寶貴等，2000）； 

運動言語障礙評鑒表（台北榮民總醫院）； 

言語障礙診斷測驗； 

學齡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林寶貴，2002）； 

語言障礙鑒定表（林寶貴，2002）。 

（5）行爲評估表 

中國盲童基本生活技能簡易對照表（四大類 151 項）（袁東，2002）； 

台灣小學一年級盲學生基本生活能力評估表（五大類 209 項）（楊振隆，1987，有

修改）； 

台灣盲多重障礙兒童社會適應能力記錄表（含生活技能方面）； 

盲童問題行爲觀察表（表一、表二、表三、表四）（袁東，2002）； 

兒童適應行爲評定量表（農村本）； 

台灣盲多重障礙兒童社會適應能力記錄表（潘德仁，1979）； 

台灣多重障礙兒童發展問題行爲檢核表（李翠玲，2001）； 

盲童/盲多重障礙兒童行爲障礙問題調查表（牛文如，2000）。 

（6）學業評估表 

學習障礙傾向盲童的教學觀察表（表一、表二）； 

才能超常的盲童的教學觀察表（表三、表四）； 

基本學習能力簡易評定表（郭爲藩，1982） 

學習評估表（郭爲藩，1982） 

學習習慣評估表（邱淵等譯，1987） 

學習態度觀察評量表（李寶珍，2001） 

美國學習障礙兒童檢查表（PRS）（周平等譯，1996） 

日本學習障礙兒童的行動項目檢查表（周平等譯，199 

美國兒童創造力檢核表 

（7）定向行走評估 

盲童定向行走自然觀察表（袁東，2002） 

盲童定向行走調查表（彭霞光，2000） 

美國皮博堤定向行走調查表（鍾經華 譯，1992） 

香港盲童定向行走大肌肉評估表（關育健，2005） 

香港盲人定向行走訓練評估表（陳梁悅明，2007） 

定向行走訓練評估表（沈劍輝，2008） 

低視力兒童行走能力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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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學生定向行動技能檢核表（張千惠 譯，2002） 

台灣盲童定向行動能力檢核總表（12 個小型測試表）（杞昭安，2000） 

盲童生理成熟測試表（視知覺、聽知覺、觸知覺、嗅/味知覺和本體感覺）； 

盲童概念發展測試表（身體方向、空間位置、量的概念 1、量的概念 2、幾何概念、

時間速度、空間概念、顔色概念、交通、序列概念和保留概念）； 

盲童感覺技能測試表（偏向知覺、距離知覺、角度知覺、空間知覺、嗅/味知覺、聽

知覺和身體動作知覺）； 

盲童人導法技能測試表（功能、聽從指示 1、聽從指示 2 和應對）； 

盲童獨走技能測試表（上手保護、直線行走、室內外獨走和尋找失物）； 

盲童手杖法技能測試表（基本技能、運杖技巧、各種必要技能、應用和注意事項）； 

盲童生活應用測試表（室內安全、室外安全、乘車技能、居家技能、通訊設施和休

閑技能）； 

盲童心理成熟測試表（自我接納、容忍、環境適應和心理平衡）； 

盲童社會技能測試表（應對能力、自信、待人態度 1、待人態度 2 和應變能力）； 

盲童專用設備測試表（空手行走、運用設施、電腦設施、盲文標志、模型標志和助

視設施）； 

盲童交流技能測試表（談話禮儀 1、談話禮儀 2、交友技巧、活動參與和合理反應）； 

盲童基本生活技能測試表（飲食、儀容、個人衛生、家事處理和經濟）。 

（8）自閉症評估表 

孤獨症/自閉症兒童症狀對照表（郭蔔樂，2001） 

孤獨症/自閉症兒童早期行爲表現對照表（郭蔔樂，2001） 

孤獨症兒童身心發展評估表（北京六院，1999） 

自閉症兒童問題行爲調查表（張正芬，1997） 

自閉症兒童基本溝通行爲評量表（張正芬，1997）、 

克氏行爲量表（宋維村，1982） 

孤獨症兒童行爲檢核表（台灣版） 

最後是專項評估——有針對性的、有最大效果的訓練項目，如同“醫療特檢”，

既可以在優勢方面，也可以在弱勢方面，根據個體實際狀況決定，如觸覺訓練、視

功能訓練、生活技能訓練、音樂治療、遊戲治療、運動治療、物理治療、感統訓練、

轉銜服務和生涯輔導等。專項評估表，特別教育康複部分，限于國內技術原因，還

有待研制。 

3、視障兒童的評估報告內容 

（1）視障學生障礙描述（尤其是伴隨其他障礙的分析）； 

（2）視障學生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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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視障學生目前學習的長處和短處； 

（4）視障學生目前能力的優勢和弱勢； 

（5）視障學生未來發展的潛能； 

（6）視障學生獨特的教育需求； 

（7）視障學生的教育重點和適宜發展的能力； 

（8）滿足視障學生教育需求的策略和措施。 

 

四、浙江省視障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團隊合作 

視障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指的是參與視障兒童個案評估、安置、輔導、教學、訓

練、矯正和康複等活動一系列多學科、多專業、多角色的工作人員，有教師、醫師、

治療師、訓練師、社會工作師、社區代表、家長、學生（甚至學生本人）等，組成

一個跨專業的工作團隊（袁東，2007）。 

跨專業工作團隊一般是視障教育教師爲個案管理員，班主任老師爲團隊召集人

和記錄人。 

視障兒童 IEP 專業人員團隊一般有校長、教導主任、學科教師、學校醫師、生

活輔導員、心理輔導教師等。根據需要，還可以增加：社會工作師、言語治療師、

戲劇表演指導員、美工創作指導員、音樂治療師、遊戲治療師、舞蹈治療師、藝術

治療師、體療師、理療師、感知運動統合訓練師、朗讀員、轉銜服務教師、生涯輔

導教師、眼科醫師、視光學技師、輔助科技人員等。 

視障兒童 IEP 的實施和推進，目的是要改變目前中國盲校單一的師資結構（僅

僅只有教師、校醫和職工）（目前，校醫屬于醫務人員，執行學校衛生監督和學生

常見病治療，基本上不參與盲校日常教學活動），引進所需要的專業技術人員，實

行教師、治療師、訓練師、技師和家長等多專業的團隊人員的合作，共同參與 IEP，

並形成持之以恒的制度，實現教育學、醫學、治療學、康複學、社會學、心理學、

倫理學、藝術學等多學科合作，全方位服務于視障兒童。 

 

五、浙江省合理制訂與嚴格執行視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 

制訂 IEP 階段 

學校建立 IEP 小組、制訂 IEP 草案、舉行 IEP 會議。 

1、確定目前的教學安置和相關專業服務： 

（1）福利院的特教班級、多重障礙班級； 

（2）盲校的普通班級、隨班就讀、多重障礙班級或定期走讀； 

（3）普通學校的特殊班級、隨班就讀的普通班級； 

（4）提供教育輔導、技能訓練、行爲矯正和康複指導等相關專業服務，安排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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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訓練時間、地點和人員。 

2、確定學年目標（年終目標）和學期目標（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 

（1）視障學生在能力上所發展的範圍； 

（2）視障學生適應環境所需的各種能力（即視障學生是否學習了足夠的技能來享受

或提高生活品質）； 

（3）確定各類教學目標（年終目標、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 

（4）根據客觀標准（家長期望、視障學生興趣、適合年齡、功能性標准等）來安排

教學順序； 

（5）安排教學人員（盲校教師、醫師、治療師、訓練師、指導員和相關專業人員等）。 

3、說明評估標准、方法和重評日期： 

每日一次記錄、每周一次反思、每月一次小結、期中一次總結、每學期一次重評。 

撰寫 IEP 階段 

填寫研究者所提供的 4 個 IEP 表格（各個盲校可以選擇，也可以修改）： 

1、美國盲童/盲多重障礙兒童 IEP（費城盲校版）（牛文如，2000） 

2、台灣盲童/盲多重障礙兒童 IEP 一（杞昭安，1987，有修改） 

3、台灣盲童/盲多重障礙兒童 IEP 二（引自萬明美，2001，有修改） 

4、台灣盲童/盲多重障礙兒童 IEP 三（杞昭安，2001，有修改） 

任課教師填寫各個領域的長期、短期目標和評估方法、標准等；班主任填寫其

他部分，如視障學生基本資料、家庭情況、現狀描述、生理和心理障礙對學習和生

活的影響、行爲問題的處理方式、特殊教育以及相關專業服務、視障學生參與班級

（盲校的普通班級、多重障礙班級、普通學校的特殊班級、普通班級）的項目、時

間和轉銜服務內容等。 

寫完 IEP 後，請盲校 IEP 組組長和班主任全面檢查，是否有疏漏之處，如有可

能召開一次各方人員參加的 IEP 審定會議，獲得一致意見後，取得家長/視障學生的

同意，報請學校教導主任和分管校長審核並簽名，IEP 才有效，最後將 IEP 複印給相

關教師、相關專業服務人員和家長來執行和監督。 

執行 IEP 階段 

IEP 只有在實際教學中認真執行才能體現其重要價值，初次書寫、執行 IEP，不

可能十分完美，也許因評估不准確、書寫不完整、執行不恰當和大家對 IEP 很陌生，

而造成教學偏差，但是堅持一年、二年，認真按照 IEP 去教學，一定會有效果的，

要信任科學、信任 IEP、信任專業人員團隊的智慧。 

執行 IEP 是一項新的視障教育專業技能，需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經驗積累、不

斷學習的過程。執行 IEP，是需要得到盲校行政管理的有力支持（主要是校長），特

別在教務管理上，應該實事求是，不要讓 IEP 成爲書面記載、成爲教學上的“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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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設”，或是僅僅制訂 IEP，而不執行 IEP，說這套而做那套；或是執行部分 IEP，

損耗 IEP；或是減少和合並 IEP 內容。要知道，書面的 IEP 只有在執行中才會發現問

題、解決問題。執行 IEP 是 IEP 成效的關鍵，也是難點和重點。 

評鑒 IEP 階段 

評鑒目的是通過收集視障學生學習資料，了解孩子是否達到長期、短期目標；

檢查整個 IEP 內容是否恰當、是否發揮了教學作用；爲制訂下一年 IEP 和其他學生

IEP 作參考。 

評鑒的意思是評價和鑒定，IEP是否有效需要專業人員團隊齊心合作、經常反思。

評鑒有 3 種： 

1、形成性評估，又稱持續性評估：一般是 2 周一次檢查，1 月一次小結； 

2、總結性評價：一般是 1 學期一次總結，可以修改計劃，調整項目、內容和教學人

員。 

3、全程性評鑒：主要是對整個 IEP 方案實施情況的鑒定、評價，根據評鑒結果，提

出下一年 IEP 方案的框架。 

IEP 的宣傳、實施和推廣，是需要視障教育工作者的勇氣和膽識。因爲特殊教育

需要更精細、更人性，特殊教育要坦然面對個體的差異，有價值、有水平的去面對

巨大挑戰！要改變當前國內視障教育無力、無能、無助、低質、低效的現狀，要滿

足視障兒童獨特的、合適的、個性的特殊教育需求，IEP 是有能、有力、有助、有質、

有效的，爲視障兒童/視多障兒童量身定制的特殊教育專業技術策略之一。 

10 年時間轉瞬即失，但是浙江省視障教育工作者團隊卻勇于探索、努力進取、

開拓奮進、大膽實踐、不斷創新、勤于總結，已經初步創造出符合國情、符合省情

的視障兒童個別化教育計劃的模式，期待全國各地有更多的 IEP 拓荒者、實踐者和

創新者，共同提高中國視障教育質量、開創中國視障教育新天地而攜手共進、再創

輝煌！ 

（因版權關系，測驗量表與非正式評估表只列出研制者姓名和研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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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Situation of Visual Disability Children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n ZheJiang Province  

 

                              YUAN DONG 

（Ningbo School for the Blind，Niingbo，Province，315012）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ten-year（from2000 to 2009）

practice situation of visual disability children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IEP）in 

ZheJiang province of China. It made an introduction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situation of visual disability children IEP in three blind schools， objectively commenting 

on the respectively feature of each school，summarizing the procedure of scientific 

requirement assessment to visual disability children conducted by education faculties，

Listing some self-made informal，school-based assessment tools, Pointing out the 

disadvantage of teacher structure in blind school. The paper advised that it important to 

construct a trans-disciplinary blind educational teacher team，and the individual 

educational plan is one of educational and technical strategy according to each visual 

disability children’s difference. It also put forward the basic program to design，execute 

and evaluate IEP. 

Key words  visual disability children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I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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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定向行走訓練效果評估標準研究 

 

徐洪妹 

(上海盲校) 

 

一、引言 

根據 2006 年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報告顯示，推算我國現有視力殘疾人為

1233 萬人，占殘疾人總人數的 14.86%。視力殘疾可能使人自由行走和參加社會活動

受到制約，導致他們喪失了作為社會成員應該享有的權利以及尊嚴。定向與行走是

盲人克服視覺障礙並且實現順利行走達到生活自理、重返社會的最基本的技能。定

向行走不僅對促進盲人的心理健康、身體、學習與言語等方面的發展有積極的作用，

而且對日常生活技能、就業、真實感等方面的社會適應也有積極作用。在視力殘疾

人士中普遍開展和推行盲人定向行走訓練是視力殘疾人士康復的重要工作之一。視

力殘疾人士進行定向行走的訓練的目的旨在説明他們掌握定向與行走的技能，使他

們在相對熟悉的環境中能夠安全、有效、獨立、自然地行走。 

正是定向與行走技能訓練對盲人的身心發展和社會適應的重要意義，上個世紀

九十年代初，國內一些盲校開展定向行走教學。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社會服務指導中

心從 2002 年底開始在全國挑選了上海、無錫、青島、長沙、洛陽五個城市各兩個區

作為試點，開展城市盲人定向行走訓練服務。上海市從 2002 年底開始，培訓定向行

走指導員，定期訓練盲人，參加不同級別的考核。2007 年，盲人定向行走訓練指導

師成為國家新職業，相應的職業標準已經獲得通過，即將出版培訓教材。隨著盲人

定向行走訓練規範化，如何制定一套可靠而有效的標準作為評估的依據就顯得至關

重要了。訓練效果評估標準作為定向行走訓練服務的一個重要環節，既要評估盲人

定向行走技能，也要考核定向行走訓練服務的效果。 

本研究將根據定向行走訓練的目標和內容，制定盲人定向與行走訓練效果的評估標

準，確定訓練效果評估的一級和二級指標及其權重，並確定主要的觀測點。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法 

通過收集各類文獻資料，對國內外定向行走訓練的目的和內容及評估方法進行

研究，作為本課題的參照，確保本課題制定的盲人定向行走訓練效果評估標準的科

學性。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最新的定向行走訓練指導師的國家標準和相關的

培訓教材，制定定向行走訓練效果評估的指標和評估專案。 

（二）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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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出考察與專家諮詢 

課題組成員全面總結了上海五年的定向行走訓練和考核情況，總結了城市盲人

定向行走的評估標準。在此基礎上，課題組成員還專程赴四川瀘州和雲南昆明考察

農村定向行走的訓練情況，和當地的專家和訓練員進行了多次訪談，也走訪了 10 多

家山區農民家庭，深刻地感覺到定向行走訓練提高了盲人的生活品質。在考察過程

中我們收集了較多有關評估方面的資料，為我們制定新標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回

到上海後，我們又召開了定向行走指導員和盲人會議，對他們又進行了訪談。我們

又專程赴北京諮詢有關的專家，專家們給了我們良好的建議。 

2．問卷調查 

為了確定定向行走訓練效果評估的指標及相應觀測專案的權重，課題組調查了

40 位指導員、54 位視力殘疾人士和 12 位專家，讓他們對定向行走訓練效果評估標

準的一級和二級指標賦予權重，並按照重要程度對主要觀測點進行排序，以確定必

測項目和任選觀測專案。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定向與行走訓練效果評估指標體系的確定 

根據研究結果，課題組最終確定三個一級指標、十一個二級指標以及若干個觀

測點，基本涵蓋了定向行走訓練服務的主要內容。 

表 1  定向與行走訓練效果評估指標體系 

一

級

指

標 

二級指

標 
主要觀測點 

基

本      

技

能      

技

巧 

定向技

能 

方向、方位、陽光、內時鐘、外時鐘、六點盲文、線索、路標、

觸覺地圖、心理地圖、建築物、街道門牌編號系統 

導盲隨

行 

基本技巧、一人導多盲換邊隨行、改變方向、過狹窄通道、進出

門、隨行上下樓梯、引導入座、接受和拒絕幫助  

獨行技

巧 

上部保護法、下部保護法、沿物（牆）行走、垂直定位、穿越空

間、尋找失落物、獨行上下樓梯 

盲杖技

巧 

兩點式觸地（滑行）行走、斜杖而行、點擊法、三點式觸地行走、

觸地辨別、探索障礙物、持杖上下樓梯、持杖上下滾梯、短杖技

術、攜杖置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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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個人衛

生 

洗臉、刷牙、洗澡、洗頭、剪指甲、刮鬍子、皮膚護理、口腔衛

生、眼睛衛生、用餐衛生、用廁衛生、青春期衛生、衣物穿戴搭

配、擦皮鞋等 

家務勞

動 

如打掃整理、洗晾折衣服，燒倒開水、餐前準備、燒飯燒菜、餐

後處理、禽畜餵養、田地勞動、安全使用水火電煤氣等 

休閒娛

樂 

廣播、影視、書籍、唱歌、跳舞、樂器、編織、種花草、養寵物、

打牌、下棋、上網、運動健身、旅遊等 

社

會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道路行

走 

人行道、盲道、社區道路、天橋、地道、石子路、泥土路、田間

路、山路、橫過馬路、過十字路口等 

交通工

具 

公車、地鐵、輕軌、計程車、輪船、人力車、畜力車、火車、飛

機等 

目的地 

商場、超市、商店、菜場、集市、醫院、衛生所、公園、花園、

社區、郵局、銀行、證交所、餐館、理髮店、學校、工作地、影

劇院、體育場館、農田、菜地、居委、村委、火車站、機場等 

溝通能

力 
請求説明、語言表達、社交禮儀、禮貌用語、完成任務等 

表 1 顯示： 

1．一級指標中的第一部分為“基本技能技巧”，包括 “定向技能”、“導盲隨行”、

“獨行技巧”、“盲杖技巧”等四個二級指標，這是盲人能安全、獨立、有效、自

然行走的重要基礎。如果沒有經過訓練，僅憑自己經驗進行行走則會存在安全隱患

或者效率不高等。 

2．一級指標中的第二部分是“家庭生活中的應用”，包括 “個人衛生”、“家務

勞動”、“休閒娛樂”等三個二級指標，這些內容能使一個盲人達到生活自理、提

高生活品質的目的。 

3．一級指標中的第三部分是“社會生活中的應用”，包括 “道路行走”、“交通

工具”、“目的地”、“溝通能力”等四個二級指標，這些是一個盲人達到走出家

門、融入社會的必要條件。 

（二）定向與行走訓練效果評估指標的權重確定 

本課題通過問卷調查和專家諮詢的方法來確定定向與行走訓練效果評估標準各

指標的參考權重。定向與行走訓練效果評估的滿分為 100 分，“參考權重”為二級

指標各部分所占分數，滿分為 100 分。指導員和視力殘疾人士的問卷調查結果與專

家調查和諮詢結果有所差異。 

通過 94 份問卷調查所得到的平均參考權重分別為：“基本技能技巧”，3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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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活中的運用”，33；“社會生活中的運用”，30。問卷調查得出的比例接近為

40:30:30。專家組調查和諮詢後所得到的參考權重分別為：“基本技能技巧”，40；

“家庭生活中的運用”，20；“社會生活中的運用”，40。兩者在“基本技能技巧”

方面賦予的權重無顯著差異，但在後面兩個部分存在比較大的分歧。 

為了最終確定一級指標的權重，我們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分析後發現：第一，問卷

調查的主要對象是盲人和指導員，他們同等關注於技能在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

運用，這可能與盲人現在實際情況有關。因為盲人比較普遍存在就業困難，他們的

主要活動場所在家裡或在機構中，它們都是封閉性的。雖然他們也注重定向行走技

能在社會生活中的運用，希望能夠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因此，盲人和指導員在確定

定向行走技能在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運用中的權重時，賦值接近，甚至家庭生活的

賦值略高於社會生活。第二，專家更注重定向行走技能在社會生活中的運用。定向

行走技能訓練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希望盲人能走出家庭，更加廣泛地參加社會生活。

事實上，社會生活中的物理和社會環境更加複雜，更具有不確定性，對定向行走的

相關技能要求更高。因此，專家認為，為了鼓勵盲人及基地全面參與社會生活，在

社會生活中定向行走技能應該得到更高的權重。 

最後，課題組在基於殘疾人“平等、參與、共用”的社會融合理念下，確定了

定向行走技能評估的一級指標的權重分別為：“基本技能技巧”，40；“家庭生活

中的運用”，20；“社會生活中的運用”，40。二級指標的平均權重分歧較小。定

向與行走訓練效果評估指標的權重參見表 2。 

表 2  定向與行走訓練效果評估指標的權重 

一級指標 參考權重 二級指標 參考權重 

基本技能技

巧 
40 

定向技能 10 

導盲隨行 10 

獨行技巧 10 

盲杖技巧 10 

家庭生活中

的應用 
20 

個人衛生 10 

家務勞動 6 

休閒娛樂 4 

社會生活中

的應用 
40 

道路行走 10 

交通工具 10 

目的地 10 

溝通能力 10 

（三）定向與行走訓練效果評估的主要觀測點及評定等級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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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二級指標下都有若干個主要觀測點，基本包括了定向行走訓練服務的主要

內容。我們根據 106 份調查問卷所得的排序結果（按重要程度排列），選擇最重要

的兩項作為“基本技能技巧”的必評項目，在其他的主要觀測點中任意選擇三個作

為評估的內容（參見《定向行走訓練效果評估表》）。在“家庭生活中的應用”的

二級指標中，“個人衛生”選擇了兩個必評項目和三個任選項目；“家務勞動”選

擇了一個必評項目和二個任選項目；“休閒娛樂”則為二個任選項目。在“家庭生

活中的應用”的二級指標中，“溝通能力”選擇了一個必評項目和一個任選項目。

以上每個專案評分均為 2 分，根據評估標準 A、B、C 三級分別評 2、1、0 分。 

在“家庭生活中的應用”的二級指標中，“道路行走”、“交通工具”、“目的地”

的評估項目則分別為：“難度”、“定向”、“行走”和“平時”，各項得分均為 3

分，根據評估標準 A、B、C 三級分別評 3、2、1 分。 

我們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評估等級標準分為 A、B、C 三級（參見《定向行走訓

練效果評估標準》），其中，A 級：熟悉該項定向技能，知道使用範圍，經常並能

熟練使用該項定向技能在一定的環境中準確運用；B 級：知道該項定向技能但不熟

悉使用範圍，能使用該項定向技能在部分環境中運用；C 級：不熟悉定向技能及使

用範圍，基本不能使用該項定向技能在多數環境中運用。 

四、總結 

本課題在結合多種方法，反復論證的基礎上，形成的最終成果包括《盲人定向

與行走訓練效果評估標準》（參見附錄 1）和《盲人定向與行走訓練效果評估方案》，

其中後者包括《盲人定向與行走訓練效果評估表》（參見附錄 2）及《盲人定向與行

走訓練效果評估表使用說明》（參見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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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背景下師生身心和諧發展的幾點思考 

 

   黃振民 

(山東省濱州市特殊教育學校) 

 

【摘  要】人本背景下師生的身心和諧是特殊教育學校現代化學校管理和人

本特教值得思考的本質問題之一。本文從視障學生的身心和諧、教師的身心

和諧、家庭學校社會外部環境的影響等幾個方面探討特殊教育學校師生身心

和諧應該關注的幾個問題，目的在於呼籲廣大教育教學工作者以及全社會對

師生身心和諧發展的高度重視，從而實現學校人本辦學的理想目標。 

【關鍵字】人本  師生  身心和諧   

 

人本背景下的新課程改革，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現代化學校管理，現代化學校管

理無非是“人”的管理，而“人”的管理，主要就是學生的管理、教師的管理。在

“人人都有特殊需要，人人都需要特殊教育；人人都關心特殊教育，人人都享有特

殊教育”的“人本特教”新理念的引導下，特殊教育學校如何實施現代化管理，如

何做到人本管理，真正把“人”作為學校管理的核心，關注師生身心的全面和諧發

展，是當今特殊教育學校教育教學管理中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 教育教學中以學生為本，注重學生身心的和諧發展 

特殊教育學校培育身體健康、人格健全、有一定專長的身心和諧發展的學生是

一所特殊教育學校發展的根本。學校的一切教育教學工作都應以學生的發展為根本

出發點，注重學生主體地位的落實，強調學生主體精神的張揚，積極創造條件確保

學生的主動全面和諧發展。 

 

⒈ 多管道多層次科學運作，保證學生心理健康發展 

由於先天生理的原因，絕大多數盲生都必須面對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由於視力

殘疾而帶來的諸多困難；二是由於自身殘疾所造成的他人對自己的歧視與不平等的

待遇；三是他本人能否從以上兩種困難中建立起自信、自強等能力的問題。 

特殊學校作為一個特殊的共同體，要建設和諧的學校氛圍，必須構建心理健康教

育的系統模式、系統組織，並且要做到層層把關層層落實，真正把和諧放在首位，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學校和諧發展、科學發展的大背景之中去。 

為此，學校應制訂心理健康教育計畫；開設專業心理諮詢室；培養心理諮詢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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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隊伍，結合心理健康相關課題，定期進行團體輔導、實施個別疏導個別調適；注

重活動中調適，注重學科滲透，在學校教育的全過程中滲透心理健康教育。 

對心理問題較重的學生，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觀察，觀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自然條件下的生活情況、情緒變化等等，並及時進行記錄、跟蹤、分析。通過對在

校學生進行不間斷的談話和問卷調查，對廣大學生心理進行實際調查。對應“盲生

基本生活心理疏導”、“盲生青春期心理疏導”、“盲生學習心理疏導”、“盲生

社會適應心理疏導”等內容，通過“視障兒童心理健康調查家長問卷”、“盲生青

春期心理狀況調查問卷”、“盲生學習心理調查問卷”、“盲生社會適應能力問卷”

等形式，進行系統的問卷調查，掌握第一手資料，並從中確定典型個案，有針對性

地分析其產生心理問題的原因。本著預防、發展和調適相結合的原則；主體性原則；

尊重和理解的原則；漸進性原則；賞識教育的原則；面向全體、注重典型個案的原

則等，將團體輔導與個別輔導相結合。從研究中發現問題、分析成因，及時制定措

施，運用“現狀調查——問題界定——篩選分析——教育物件—— 教育行動——回

饋評估——追蹤教育”的基本程式和“調查、個案分析、行動研究、經驗總結”等

方法，有的放矢地開展各種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使面向每個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都具有針對性。形成獨具特殊學校特色的學校心理健康輔導模式，最大限度地保證

盲生以積極健康的心態面對生活面對學習。 

 

⒉多方位多角度注重學生個性的充分發展 

特殊學校的課程設置本身體現了尊重特殊學生的原則，每個學校還應結合學生

實際建立適合學生個性充分發展的課程設置。設置使學生思想素養和文化素養達標

的基礎型課程；設置發展學生個性特長的拓展型課程；設置讓學生實現學習方式和

思維方式的優化，讓學生學會主動探索的研究型課程。三種課程相輔相成，相互促

進，才能讓學生走上個性可持續和諧發展的道路。 

教育教學中要樹立多元多維評價觀，充分尊重學生個性。認真觀察、仔細研究，

確定哪些是屬於他們生理缺陷的問題，哪些是屬於生理缺陷帶來的認知缺陷，哪些

是屬於他們的智慧缺陷。科學地分析他們的智慧結構特點，使我們的教育教學有目

的性和針對性，使我們盲教育教學方法的確立有可靠的依據。 

教學中還要採用多元教學方法全面發展學生的各種智慧。教師從備課起就應開

始關注每個學生的個性特徵，分層次、分類別、全方位多角度地調動他們的學習積

極性和主動性。“揚其長，補其短，使有特長的學生充分展示才華，有學習的成就

感；使有不足的學生吸收到欠缺的營養，有學習的收益感，真正實現主體的全面、

主動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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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 尊重差異注重學生創造力的培養及潛能的開發 

一切教育活動的效果，如知識技能的掌握，潛能的挖掘與培養，學習積極性的

調動與發揮，美好情感的培養與激發，以及頑強意志的培養與鍛煉，無不取決於學

生當時的心理狀態。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心理素質就是提高學生整體素質的基礎。

而對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同時又是培養學生創造力進行潛能開發的重要前提。 

任何人的個性思維特徵無絕對的好壞之分，就像不能以單純的數理邏輯思維來

評價一個人是否聰明是一樣的道理。當我們認真的去觀察每個視障學生，你會發現

每個孩子身上都具有他人不具備的多種個性特徵和相關的個性潛能。所以，教育教

學活動中，首先要尊重學生的個性差異，立足于每個學生的心理、智慧差異制定適

合於每個特殊學生的個別化教學計畫和與之相適應的策略。在尊重學生個性差異的

前提下，培養學生的創造力，發展每個學生的個性潛能。 

教育教學中還要注重發展個性優勢，補償個性劣勢。利用每個學生的個性化優

勢去挖掘每個學生學的個性潛能。當學生的個性得到尊重時，每個學生的創造力、

個性潛能都會在其客觀自我的基礎上彰顯出來，學習中的多元化狀態也就會全面的

展現出來 。 

 

二、學校管理中以教師身心發展為前提，促進教師全面發展 

學生心理智力能力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教師，教師的工作價值通過學生的成長發

展來實現，學生的成長發展又促進了教師的身心和諧發展，所以堅持雙向育人的思

想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特殊學校的教師由於長期處於相對封閉的環境之中，再加

上長時間與殘疾學生朝夕相處，教師身心發展的過程中，產生問題的機率相對普通

學校要高。所以，在培養學生身心和諧發展的同時，關注教師身心和諧是實現和諧

教與學的關鍵，也是現代化學校管理應關注的重點之一。 

 

⒈從管理藝術出發關注教師心理素質在教育教學中的作用 

學生的心理健康除家庭、社會、自身殘疾等各方面的影響之外，無論從情緒的

互相影響還是從團隊心理的相互滲透來看，教師的心理健康程度都是直接影響他們

的一個重要因素。 

教師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會通過自身的言行為學生塑造一個藉以模仿的完美

形象，使學生心理在其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所以要促進學生身

心和諧，一定要重視提高教師的心理素質。 

面對性格能力複雜的教師隊伍，學校領導首先要有良好的心態，重視學校人文

氛圍的營造和軟環境的建設。引領教師隊伍向著民主平等、真誠友善、集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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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向上的方向發展，是學校領導藝術水準的體現，也是學校領導優秀人格魅力的

精彩展示。教師在這樣的氛圍中會自然地積極構建良好的個性心理，為教育教學健

康順利進行鋪就良好的心理之路。 

 

⒉人文關懷中充分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 

目前特殊教育學校生存的危機、社會學生家庭對特殊學校教師的高期望等諸多

因素，都會給特校教師帶來心理壓力。再加上教師聘用制、轉崗分流、職稱評聘、

各種評優等因素的影響，教師的心理壓力可想而知。如果處理不好其中的關係，教

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就很難調動，甚至會產生一系列負面情緒，從而影響學生的心

理和情緒。 

所以，學校管理者應注重對教師的人文關懷。走進他們的現實生活，走進他們

的內心世界，主動和他們交流、溝通，努力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和現實工作、生活

中的問題，真誠地傾聽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力所能及地為他們分憂解難。在校園內

構建和諧的人際環境、和諧的人文環境、和諧的工作環境、和諧的學習環境、和諧

的競爭環境等，都是保證教師身心健康和諧發展，充分調動教師的積極主動性的有

力保證。 

 

⒊關注教師個性化成長積極宣導多元化教學 

學生的個性特徵的尊重是開發學生學的個性潛能的基礎，老師的個性特徵也同

樣是開發教師教的個性潛能的基礎。 

教師個性特徵的不同，會表現為對教材內容理解、把握、處理的不同；對教學

方法選擇、使用的不同；對施教物件感受、情感、期望的不同，從而形成各具特色

的教學風格，各具特色的個性風格必定帶來豐富多彩的多元化特色教學。如果教師

的個性特徵得到充分尊重，那麼“教學要點切入多元化、知識教學情境化、教學主

體多元化”等多種多元互動化的教學模式就會真正體現出來。 

為此，學校要通過多種管道為每個層面的老師制定適宜的目標，還要針對每個

層面的實際情況和教育教學的需要，定期進行分層培訓，為各層次教師提供良好的

學習土壤，以滿足各層次、各種特性教師自身發展的需要，從而實現教師身心的和

諧發展，教師隊伍整體水準的不斷提高。 

 

三、家校社會多位一體，為師生身心和諧發展打造有利環境 

師生身心的全面和諧與一系列和諧發展的教育力量和一系列和諧發展的教育情

境密切相關。所以，要達到師生身心的高度和諧，打造有力的外部環境也是十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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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 

 

⒈優化學校環境，為師生身心和諧發展開闢良好的心靈土壤 

學校環境是師生身心和諧的土壤。學校要注意彰顯學校文化的多元價值，以學

生實踐為主體，夯實德育；以學生發展為本位，把准智育；以全面發展為目標，搞

活體育都是讓學生在身心愉悅中和諧發展自我的要素。此外，建設學校精神文化，

打造優美、平安、民主、文明的校園氛圍，又是讓每個師生都充分獲得“心理幸福

感”，確保師生身心和諧發展的要素，也是師生和諧共處的重要前提，更是確保學

校穩定有序發展的環境基礎。 

 

⒉家校聯合，為學生身心和諧發展打通互助路徑 

大部分學生的心理障礙都與其父母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對於視障學生來說，

雖然家庭對孩子的學習輔助能力是有限的，但對孩子人格構建的影響卻是無限的。 

加強學校和家庭的聯繫，利用盲生家庭調查問卷瞭解學生成長經歷；通過家長

入課堂活動，讓家長瞭解學校教學情況、孩子心智發展的狀況；通過特殊家訪，瞭

解特殊貧困生、因意外後天突然失明等特殊學生的家庭教育現狀等管道，加強家校

溝通，探究學生心理問題歸因尋找心理問題解決的對策。為家長提供心理諮詢服務，

提高家庭教育的科學性、實效性，開闢學生身心和諧發展的家校互助育人路徑。 

 

⒊社會參與，為師生身心共和諧創造有利外部環境 

對於特殊教育的認識，特別是對特殊學校的教師、特殊學校的學生的認識，社

會許多領域、許多人士還有較多偏頗。比如許多人把特殊學校教師看得能力低人一

層，把特殊學校的學生看成不能融入社會的一部分人等等。這些問題都可能給特殊

學校師生身心和諧發展帶來一定阻礙。所以，要讓特殊學校師生身心充分和諧、師

生身心共和諧，還必須與社會這個大課堂緊密聯繫在一起。讓更多的人瞭解特殊教

育，瞭解特校教師，瞭解特校學生。 

學校可以給學生提供社會各方面資訊整合的機會。如通過走進社區等形式加強

對社會的切身體驗.。這種機會既是學生認識社會的機會，也是社會人士認識特校學

生的機會。另一方面，通過多種形式的技能培訓、預防心理培訓，培養學生社會生

活的適應能力。只有充分利用社區及社會的教育力量和教育資源，使學校、家庭、

社區、社會等各種教育力量和諧共振，才能確保學生健康順利地成長。 

對於教師來說，通過參加各級行政部門組織的師德演講、各種教育教學技能大

賽等大型活動，讓更多的人從心理上真正認識特殊學校教師，樹立特殊學校教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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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尚的社會形象、知識技能全面的社會形象，才能為特校教師融入社會大環境打

下堅實的基礎。 

綜上所述，師生身心的和諧發展與現代化教育教學的思路，與以人為本的管理

理念密不可分，與學生家庭、社會的關注密不可分。人本特教需要全方位的提升特

教相關理論與實踐的高度，需要學校家庭社會全方位的通力合作，需要對特校師生

身心全方位的關注。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師生的身心和諧才能得以實現。學生、

教師身心和諧發展到一定高度了，師生身心的共和諧就會在春風化雨中自然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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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特色建設  加快盲校轉型 

 

郭鴻 

(沈陽市盲校) 

 

我校創建於 1902 年,是集九年義務教育、職業中專教育為一體的學校。學校現有

學生 165 名，教職員工 59 名。進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素質教育的全面實施和盲人

學校自身發展的需要，學校的變革轉型問題越來越引起特殊教育工作者的關注。要

使特教學校突破單一性的發展模式，轉變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具特色的新型

發展狀態，必須走出一條適合自身實際的特色立校、特色強校、特色興校的發展道

路。現就我校在創建學校特色方面的思索與實踐向大會做一交流。 

一、盲校學校特色內涵 

學校特色是學校在全面貫徹國家教育方針的前提下，根據自身的傳統和優勢，

運用先進的辦學理念，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逐步形成的辦學思想、培養目標、教育

管理、課程內容、師資建設、教學方法以及學校文化、環境、設施等多方面綜合的

辦學風格和特徵，是一個學校獨特的、穩定的並帶有整體性的個性風貌。 

盲校的辦學特色應該包括：在辦學思想、辦學理念、價值規範上的特色；在制

度、模式、結構等行為方式上的特色；在文化課程體系、教學模式、教學方法方面

的特色；在物質環境、校容校貌建設等方面的特色。這個特色應遵循四個特性，即：

獨特性，區別于其他兄弟盲校的個性；優質性，優秀的校園特色；穩定性，來自于

個盲校長期積澱形成的穩定特徵；發展性，學校特色一旦形成，不是一成不變的，

而是可以發展的。 

二、瀋陽盲校學校特色的構建 

特色需要反映學校特點，但不能一味地追求學校特點的唯一性，並不見得其他

學校有的我們就不能再去做。可以將這種“特”推向極致，特色是人無我有，人有

我優，人優我強。別的學校雖然做了，但如果我校的發展的確需要在這些方面下功

夫、做文章，也完全可以發揮我們的後發優勢，有所作為。並且特色不是獨立存在

的，而是要和實用、務實結合在一起。從目前的狀況看，盲校的特色主要表現在兩

方面：一是人員，二是專案。人員表現為品牌的校長、特色的教師和富有特點的學

生群體；項目表現在某一學科、某一活動和某一行為。 

盲校的學校特色應先在區域範圍內行成學校特色，再做大作強全國特色。盲校

創建學校特色要有一支素質優良、個性特色鮮明的骨幹教師隊伍和特色核心的領導

班子。 

（一）、統一思想認識 



注重特色建設  加快盲校轉型 

 

~ 225 ~ 

 

我校開展了以提高現代盲校教育理念為主的校級領導培訓。為了提高校級領導

的特殊教育理論素養，增強特色學校建設的策劃能力、思考能力、執行能力，使他

們逐步發展成為具有全球視野，掌握當代特殊教育理論和專業知識，擁有特色學校

建設戰略性領導理念的領導。抓住瀋陽市教育局與北京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院聯合

舉辦“特殊教育理論高級‘研修班’”的有利契機，在培訓過程中，聆聽了國內特

殊教育界著名專家學者講課、考察遼寧省內辦學特色鮮明的學校、開展關於學校發

展的理論方法和特色學校創建策略的研討等，使學校上下達成共識：評價一所盲校

辦學品質的重要標準是培養教育出的學生是否能獨立生存，是否能融入社會，是否

能實現自身的價值、提升生活品質。 

（二）、每一個教師都是優秀的 

學校發展必須落實到教師的優先發展上，積極探索教師專業成長的有效途徑，

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是每一所學校發展的源泉。我校在對盲童實施九年義務制教育過

程中，對教師提出了“有愛無障、教育康復、和諧發展”的教學理念，並把這一理

念很好地體現在教育工作中，老師們真誠地關愛每一個孩子，為他們提供了融教育

康復為一體，有利於殘疾兒童全面發展的優質教育。 

學校本著“以科研促教學”的理念，以教師專業發展為著力點，以“問題解決”

為基本範式，切實推進科研型教師的快樂成長。 

1、“九五”期間，學校曾組織實施教科研課題研究，收穫了一些“亮點”，但

我們也不無遺憾地發現，此舉並未帶來所期望的研究熱潮和大面積改善教育教學的

喜人成果。這引起了我們的反思：“研究”對普通教師意味著什麼？教師發展需要

怎樣的“課題”？我們在探索一段時間後，進一步認識到：對於教師的研究來講，

重要的不是‘證實’，獲得某種固定不變的真理，而是建構，是在教學實踐中，建

構著新的教育‘現實’。“課題”即是教育教學中的“問題”，“課題研究”即“問

題解決”。為深化認識， “十五”期間我校承擔了市級課題《盲校創新教育課堂教

學模式的研究》、省級課題《提高盲生創新意識基實踐能力的實驗研究》。“十一

五”期間我校組織教師參與《在生活中培養學習能力的研究》，《盲校資訊技術與

學科整合實驗的研究》。 

同時加強與國內兄弟盲校、國際盲校的合作，我校與德國漢堡大學開展了低視

力研究項目，與美國費城盲校共同進行輔助教學在各學科中的應用實驗項目研究，

通過研究開闊教師視野，提高教師的研究意識和能力。 

2、在研究過程中，我們轉變研究方式：從“撰寫論文”到“關注敘事”，教師

的專業生活實質上就是若干個教育事件的集合，因此，本真的教育研究應當是教師

按照教育情境作出智慧行動，講述教育故事，進行反思提升的過程。教師在上課時

關注問題，不回避教學矛盾，積極想辦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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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一名走出瀋陽盲校的學生成為殘而不廢、自食其力的優秀盲殘青年。 

一名殘疾兒童，經過十幾年的培養、教育，能否融入社會，靠自己雙手為自己

撐起一片藍天，實現自身的價值，關鍵在於他是否具備融入社會的條件，條件的重

中之重是要有健康的心理。 

在學校教育中，班主任對學生成長的引導作用舉足輕重，班主任是播灑陽光的

人，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愛是一屢金色陽光，凡缺乏愛的地方，無論是學生的

智慧，還是品格都得不到充分或自由的發展。”作為班主任，應該是一個“播灑陽

光的人”，用關心、信任和激勵，把陽光的種子撒進學生的心田。多年來我校精心

設計系列化的主題教育活動，以此為平臺和紐帶，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

生觀和價值觀。 

1、“愛”讓生命神采飛揚。生命對於一個人來說是有限的，但是，當我們擁有

對生命的尊重、敬畏、欣賞之心時，世界就會在我們面前曾現出無限生機，我們會

時時處處感受到生命的高貴與美麗。在我校開展“對面朗讀”、“迎奧運促和諧”、

“健殘和諧同行，共創愛心校園”等系列活動增加在孩子心裡播灑陽光的機會，讓

盲童揚起燦爛的笑臉。 

2、責任感在體驗中生成。成功者必備條件之一就是責任感，隨著學生一天天長

大，責任作為一份厚重的禮物落到了他們稚嫩的肩上。緊密結合學生的思想和生活

實際，開展責任意識主題教育活動。在“學雷鋒爭做文明學生”、“校園文明我先

行”通過這些活動，培養學生勤奮學習，努力成才的責任；完善品格、全面成長的

責任。 

3、永存感恩的心。一顆感恩的心，就是一粒愛的種子。當一個人懂得感恩時，

便會將感恩化作一種充滿愛意的行動，實踐於生活中。因為感恩不是簡單的報恩，

它是一種責任、自立、自尊，是一種追求陽光人生的精神境界！在“感恩讓我們成

長”、“愛在今秋”、“心手相牽 共建和諧”通過這些活動，幫助學生理解成長

過程中家庭、社會所付出的代價，從而激起他對學習、對前途、對人生的理性思考。 

三、我們存在的困惑： 

1、單一盲殘學生的減少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多重殘疾學生比例增加，學校

缺少專業康復教師。 

2、盲生就業管道相對單一。 

以上彙報如有不當之處請各位專家和同仁給與批評指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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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中醫啟心音，國粹德師育英才 

                      ——哈爾濱市盲聾啞學校盲人職業教育經驗總結材料 

 

孟君 

(哈爾濱盲童學校) 

 

發展特殊學校的職業教育，有利於提高殘疾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就業能力，

有利於提高殘疾人社會地位，有利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它不僅是特殊教育

學校的重要任務之一，而且是特殊教育學校蓬勃健康發展的基礎，更是一項利在

當代，功在千秋的崇高事業，2008 年國家基礎教育司特教處謝敬仁處長提出了

“特殊教育即職業教育”的先進理念，大力發展特教職業教育的重要意義己被越

來越多的人所認識。但是，隨著人類跨入依靠知識經濟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二

十一世紀，隨著我國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日趨激烈的社會

競爭給明顯處於劣勢的殘疾人群體，給承擔殘疾人教育的特教學校的職業教育帶

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固有的職業教育體制和辦學模式受到強烈衝擊。從我校

開展盲人職業教育的實踐也可以說明這個道理，多年來我校一直強化職業教育的

改革，經過艱苦努力，大膽實踐，學生就業率達到了 100%，贏得了學生、家長、

社會的普遍好評。我們認識到只有在職業教育的思想理念、管理模式上勇於改革，

大膽探索，不斷開拓創新。才能走上加快職業教育發展，推動學校工作全面向上

的新路子。 

 

一．全面推進三個建設 

（一）職教教師隊伍建設 

近些年來，隨著國家對特教事業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校的職業教育辦學水

準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物質條件逐步得到改善，學生就業管道得到有效擴展。然

而，教師的專業化發展仍然是一個長期困擾職業教育發展的重大問題。如何推進職

業教育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成為促進學校辦學水準整體提高的關鍵環節。根據時代

的需要，特教學校職業教育教師在職專業提高應把注意力轉入個人長處和自我的知

識更新上、轉入幫助教師增強專業決策和解決專業實踐問題的能力，幫助教師拓寬

從事專業活動的知識來源。 

首先，實施精心規劃的分層次教育。 

以往特教學校職業教育教師的培訓大多集中在學歷的提高上，也就是重視不合

格學歷教師的培訓，而忽視合格學歷教師的培訓，目標比較單一。為了對職教教師

進行有效的在職培訓，使所有教師都能在原有的知識、能力以及綜合素質方面有進



2009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 228 ~ 

 

一步的提高，使教師在每一發展階段上的已有水準同客觀要求之間的矛盾成為他們

不斷發展的動力，我校根據教師發展的連續性與階段性特徵，規劃教師的在職教育，

給予教師以適時適當的援助，創造適當的“生態環境”支持教師走出困境。對新教

師進行教材和崗位培訓；鼓勵青年教師要勤于思考，嘗試總結經驗，形成自己獨到

的教學風格；提倡中年教師根據學生特點進行靈活有效的教學。 

其次，實施人性化的教師在職培訓。 

所謂人性化的培訓，就是根據教師在不同階段專業發展的實際需求和工作實踐，

把培訓目標確定在提高教師的工作品質和生活品質上，確定在增強教師的職業愉悅

感上和認同感上。即“為工作而學習、為發展而學習”。在特教學校從事職業教育

的教師有一個共同的困惑，就是所教的學生文化基礎薄弱，感知和理解能力低下，

對所學專業的前景期望值不高，學習目的性不強，要和普通的職業學校相比，自己

的教學過程總顯得不倫不類。加上教具和專業資料等資源匱乏的客觀原因，不得不

採取紙上談兵的做法。我校在理解教師的苦衷的同時，為他們的教學和專業發展提

供了盡可能足夠的教學資源，還給他們提供學習進修的機會，充分發揮了管理的保

障和服務作用。 

第三．加強教師素質培養，強化教師科研能力 

1.    注重教師培訓。教科研歸根結底要靠教師，教師的素質決定著教科研的

高度。因此，近年來我校加大對教師科研培訓力度，給教師提供外出學習機會，加

強學習，為教師科研工作提供各種便利條件，保護教師搞科研的積極性。  

2. 開展校本教研。特殊教育學校的教育改革需要教科研，這就要求我們必須

根據學生特點，遵循學生心理形成和發展規律，探索特教改革的途徑和方法，擬定

教研課題，有步驟的開展教研工作。為此，我們進行了一些嘗試：（1）舉辦課程研

討活動。從 2004 年開始，學校就組織該項活動，每學期讓教學經驗豐富、教科研成

績突出的骨幹教師搞專題講座或做示範課，並利用每週業務學習時間進行討論學習。

其他教師針對教育觀念、教學行為、教學手段等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種學術思

想的交流，促進了教師間的瞭解與溝通，既有利於互相取長補短，也有利於增強教

師隊伍的凝聚力。（2）“讀書筆記”日集月累。要求每位教師每學期讀一本教育理

論專著，摘錄五千字的讀書筆記，可以從網上摘錄，可以從報刊上摘錄，可以結合

自己的感悟，寫出讀書筆記，周周檢查，查漏補缺。（3）每位教師要參加現代教育

技術的培訓。（4）基本功考核活動。學校每年都要舉行盲文及教育教學理論考核等

活動。 

第四．結合實際認真開展教科研活動，增強教育科研實效 

    1、設置多層次的課題。我校根據教學需要和教師條件，選擇安排了不同層次的

教研課題：（1）省、市級課題。這些課題改革步子大，研究週期長，操作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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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間，我校承擔省、市各一個，全部立足於各個教研組的工作實際，盲

部結合學校情況和學生特點，確定了《通過盲生學練易筋經來提高按摩專業技能的

效果研究》等課題；（2）根據教師自身特點及班級實際制定個人研究專題，我校既

強調教師基本功的訓練，又強調一專多能，充分給教師自由馳騁的空間，讓教師總

結本專業、本學科教學規律，進行針對性的教研，事實證明，這樣能調動全體教師

的教研積極性。 

    2、開展多層次的教科研活動。與教研專題相結合，近年來，我校開展了下列常

規活動：（1）上好每一節課，寫好教學設計、教學實錄、教學反思。每學期，我校

要求每位教師上一節公開課，由同教研組教師及教研組長、教務主任參加聽課、評

課，形成了人人評教的局面。在此基礎上，每人上交 1 篇教育教學論文。（2）每年

推薦優秀教師參加國家、省、市級優質課，推薦優秀論文參加各級論文比賽，多年

來我校有很多教師的優質課和論文獲得了各級獎勵。（3）積極參加上級業務部門組

織的業務活動，選出優秀科研成果向國家、省、市級推薦，為教師提供展示教研成

果的機會。 

第五．注重師德培訓。 

重視教師隊伍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良好師德形象的樹立，不斷提高教職工的

職業道德水準，充分利用各類會議組織學習，要求教師用規範的言行、高尚的品質、

完美的人格、高雅的精神影響並教育學生。 

第六．“雙師型”教師培養目標 

學校要求每一位專業教師，既要能擔任專業理論的教學，又能勝任專業技能的

操作訓練工作，指導學生進行實習，還要能參與學術方面的活動，現我校按摩專業

的教師均能夠獨立出診，並且有一人取得博士學位。 

特教學校職業教育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是一個促進教師個體教育觀念、知識技

能和教育實踐能力的提高過程，更是一個培養學習型、研究型、協作型教育團隊的

過程。與改善學校的辦學條件、拓寬殘疾兒童少年未來的就業管道相比，這是一項

長期的、極其艱巨的任務。只有切實推進教師的專業化發展，特教學校的職業教育

才能從根本上實現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使特殊教育事業的生命力得到提高。我們

有能力、有決心，為實現這根本性的轉變而努力奮鬥。 

（二）教材建設 

目前特教學校的職業教育，由於起步較晚和專業設置比較繁雜的原因，課程設

置尚未形成一定體系，甚至有些專業是各校根據各校的經驗進行實踐性的教學，沒

有形成理論體系，這是抑制特教學校職業教育的一大瓶頸，好多學校在設置專業課

程時主要借鑒普校的課程設置情況，這很難與盲聾學生的特點相融合，形成一定的

脫節。與課程設置相伴隨的是教材建設問題，這是更為突出的一個問題，由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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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編寫了義務教育階段的特教教材，而職業教育階段是個空白，這使得特教學校職

業教育中教材的使用呈現一種比較混亂的現象，基本上是由任課教師到書店選取普

校教材，缺乏系統性和銜接性。針對這些問題我校做了如下嘗試： 

1、 開發校本課程，突出學生的個性發展。 

“校本課程”是在實施國家課程、地方課程的前提下，在明晰了學校的辦學宗

旨、育人目標的情況下，通過對本校學生的需求進行科學評估，並充分利用當地社

區和學校的課程資源進行開發的、多樣性的、可供學生選擇的課程，是針對地區、

學校、教師、學生差異性，著眼于儘量滿足學生的個性發展需要，也有利於滿足教

師自身的專業發展需要，能與國家課程、地方課程整合，起補充的課程。個性的發

展是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特教學校開發“校本課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幫助學

生找到一條最能發揮他個人的創造性和個性才能的道路。校本課程是一種具有濃郁

的人文主義色彩的課程，在這裡盲聾學生的個性可以得到張揚。在職業教育中，為

了充分發掘學生的個性潛能優勢，促進學生的個性全面和諧的發展，我校在開發校

本課程時把握了三個立足點：一是突出學校的特色；二是展現教師的個性；三是發

展學生的個性，其中學生的個性是校本課程開發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2、優化教學過程。課程改革最終還是要融入教學過程。所以優化教學過程也是十分

重要的，我們主要從以幾個方面著手：一是以人為本，使學生樂學。（1）引導學生

插上理想的翅膀；（2）關愛問題學生；（3）堅持對學生進行賞識性評價，使其感

到自己也是有優點的。二是以學為本，在傳授學生知識的同時，教會學生學習。（1）

以學為標，因材施教；（2）以教為例，以學為果；（3）為學服務，注重學生回饋，

為學生的努力指明方向；三是以發展為本，促進學生全面提高。（1）全體發展，關

愛差生和問題學生，樹立他們提高、深造的希望和自信；（2）特殊發展，鼓勵學生

發展興趣、特長，樹立“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觀念；（3）和諧發展，用成功教育思

想幫助每一位學生生，使學生在專業知識、文化知識、情感、能力等諸多方面得到

和諧發展。 

（三）實習基地建設 

實踐教學是職業教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

重要環節，也是提高學生社會職業素養和就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實習基地建設，

是進行實踐教學的根本保障，是學校事業發展和實現辦學目標的需要，也是學校與

社會互動的需要。隨著我校辦學規模的擴大，近兩年我校加大投入，建設了以摸擬

實習為主的校內實習基地，它是開展實踐教學的重要保障，也是我校實習基地的重

要組成部分，並根據專業的需求，購進了多種先進教具，不斷地完善校內實驗基地。

另外，我校還採取了校企結合的方法，選擇一些符合條件的成功畢業生創辦的按摩

醫院建立校外實習基地，既給學生提供了實踐的機會，又讓他們在成功學長身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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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希望，讓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二．內容選擇具有針對性 

（一） 針對經濟發展需要，轉變教育觀念，明確教育思想，構建使殘疾學生

順利回歸主流社會的職業教育體系。 

江澤民總書記曾經指出：“教育應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為現代化建設提

供各類人才支持和知識貢獻，這是面向二十一世紀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方向。”作為

基礎教育組成部分的盲聾學校職業教育，也必須順應時代潮流，主動適應社會變化，

圍繞提高盲生就業競爭力這一根本目的做出全新的努力。盲生雖然生理上有缺陷，

但他們都有潛能，只要有“天生其才必有用”的思想，對他們因材施教，就能為每

位盲生鋪設起通向成功的坦途。同時，要想使這些盲孩子由殘疾人順利回歸主流社

會，真正實現服務主流社會的人生價值，必須構建起學文化、學技術與成才就業相

聯繫的三位一體的一條龍職教體系，才能真正解決學生學用結合問題，才能使特教

職業教育充滿活力，才能解除來自各方面的後顧之憂。 

    在發展職業教育的實踐中，那種只抓文化課教學，不發展職業教育的特殊教育是殘

缺的教育，而只抓職業技術教育，忽視文化課教學的行為，也可以說是一種徒有虛

名的短期行為。所以說，構建“學文化、學技術、成才就業”三位一體的職教體系，

是全面提高殘疾學生綜合素質，實現就業成才根本目標的最佳選擇。 

    1.幫助學生不斷克服心理和生理障礙，認真搞好文化課教學，向學生多管道傳播文化

科學知識，幫助他們廣泛地接觸各種文化，理解其豐富的文化內涵，不斷提高他們

的科學文化素質。 

    2.加強職業技能訓練，強化盲人按摩手法訓練課，定期舉辦講座、職業技能競賽等活

動。首先是打好基礎，使學生在學習掌握某種專業技能時，掌握基本要領和操作過

程，扎扎實實練好基本功；其次是強化實踐訓練，在反復訓練中錘練技能，並強調

學生動腦思考、動手操作、有目的地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和創新精神，使學生熟練

掌握某種技能，切實掌握一技之長。 

（二） 針對盲聾學生實際，改革傳統的課程設置和課時安排．造就職業課與

文化課的安排有利於職業教育發展的最佳組合 

    為突出特殊教育學校職業教育學文化、學技術兩項重點，遵循殘疾學生身心發展的

特點和教育教學規律，我們對傳統的課程、課時安排進行了重新調整組合，形成了

新的教學模式。------“個性生長，共性發展” 

職業教育階段文化課與職業課並重，文化課以語文、數學、政治為主，職業課則

因人而異，因材施教，向專業化、系統化、技術化引伸發展。主要是把所學的技能

與日常生活中的職業聯繫起來，側重應用和操作，以培養學生的“就業能力”為主，

強化學生適應社會就業需要的勞動技能和專業技術的訓練。這一階段是職業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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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時期，整個教學過程注重專業技術的熟練掌握，使每個學生徹底掌握一至二門

實用技術，切實成為有一技之長的人才，畢業後最終能夠就業，成為社會主義的建

設者，實現回歸主流社會的目的。 

我校針對盲聾學生的實際情況，分別確定了培養目標。盲部根據社會需求，與

哈爾濱市職工醫學院聯辦了盲人中醫按摩中專，教學過程中強調講練結合，手把手

教學，使學生能夠真正學到一技之長。另外從去年開始，我校將“雙證制” 納入到

盲人按摩中專教學計畫，要求每名學生畢業要取得學歷證和按摩師資格證，去年報

考的學生 100%拿得了雙證。 

（三）針對教師隊伍建設，揚長避短 

專業教師是開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因素。為了使職教教師隊伍更加專業化，根

據我校職業教育開設的課程，我們分別從黑龍江中醫校大學、長春大學引進了

三名本科畢業生作為盲生按摩專業的專職教師，其中一人現已拿到博士學位；

另外，我們還聘請醫學院的專業教師承擔部分學科的教學和指導任務，可以說

我校的教師隊伍已經步入了專業化。 

三．強調三個教育 

（一） 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和良好心理素質培養。 

針對殘疾學生性格孤僻，自暴自棄，易違紀違法等問題，必須把思想素質提高

的教育滲透到職業教育全過程。使他們樹立自尊，自強，自立的信心，教育他們幹

一行。愛一行、愛崗敬業的思想。同時還要結合社會實際進行就業指導，使學生充

分地認識社會、瞭解社會、適應社會，找准自己的人生座標，努力實現自己的人生

價值。 

（二） 適應市場經濟競爭的教育 

當前,國家正大力推行教育改革,以適應市場經濟及社會發展的要求。而對於勞動

者的培養基地——各類各級學校來說，如何教育管理好學生，把他們培養成為能適

應市場經濟的、具有高競爭力的高素質的勞動者，是一個艱巨任務和重大課題，是

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重中之重。 

1. 教育學生要用競爭意識去戰勝自己的對手。 

人有了競爭意識，就會始終保持高昂的精神狀態，必勝的戰鬥信念，就會最大限

度地發揮自己的潛能。競爭，就要善於發現自己的潛能，並不斷加以培養和提高。

培養學生的競爭意識有利於更好地開發學生潛能，發揮學生的特長。競爭不僅僅是

鼓勵學生去爭幾個名次，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具備一種勇於克服困難、百折不撓、

事必爭勝的競爭心態，今天戰勝同學，明天戰勝同行，使自己始終成為事業上的出

類拔萃者。我們堅信，有強烈的上進心，又有競爭意識的學生將在今後的工作中、

生活中、在市場經濟的各種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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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育學生用合作精神去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 

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人們崇尚的是個人的奮鬥和“單打”式發展策略，知識

經濟則鼓勵合作與交換的“網路”式發展策略。我們處在競爭與合作共存的時代，

更加強調與人相容，合作共處。今天的事業是集體的事業，今天的競爭是集體的競

爭，與他人相容，善於合作的人成功機會就更大。只有競爭意識而無合作精神，往

往會形成單槍匹馬、孤軍奮戰的局面，一支獨秀難成春。某些日本人曾說，日本人

與中國人單個較量，必敗；若十個日本人與此同時十個中國人較量，則必勝。這從

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合作精神的重要性。為此，我們在教育中要讓學生認識到：大家

一定要相互幫助，攜手共進，讓人人享受成功的樂趣。 

（三） 自立、自強、自信心的教育 

自強、自立精神是求生存，圖發展的一種志氣，一種自信力，是我們中華民族

的靈魂。培養盲聾學生自強自立意識是國家課程規劃中規定的培養目標之一。盲學

生的自強自立的意識是比較差的，有相當多的學生存在比較重的自卑和依賴心理，

做事需要別人督促。這種不健康的心理，加上社會上少數人對殘疾人的歧視，容易

導致他們產生畏縮或怨天怨地的情緒，極個別孩子甚至會自暴自棄。因此，對盲學

生進行自強自立的教育是十人重要的。如何培養學生獨立自主和不斷進取的精神

呢？ 

一、大力宣傳和學習自強不息、身殘志堅殘疾人的事蹟，激起奮發向上的信心。  

盲孩子因視覺障礙，對事情的看法會比較偏激，所以貼近他們生活的教育最能

打動他們的心靈。學習殘疾人自強不息、身殘志堅的事蹟，他們奮鬥與創業過程中

的艱辛和堅強，會使學生感同身受，引發共鳴。盲學生的心思比正常人細膩，因此

要與他們仔細分享殘疾人不斷進取、超越困境、挑戰自我的感人故事。比如：美國

著名的盲聾女作家海倫·凱勒，華夏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少年讀本《自強之歌》記載

的：書寫黃土壯歌的侏儒的劉笑；挑戰極限人生沒手沒腳沒左眼的革命英雄朱彥夫；

雙目失明嘗盡百草的陝西神醫董應龍等，都是自強不息、身殘志堅的模範。通過觀

看電影、聽成功學長講座等形式，讓盲學生深入體會他們充滿辛酸的奮鬥歷程，使

學生明白，只有樹立不怕困難、身殘志堅信心才能在社會上立於不敗之地，誘發學

生奮起拼博，創造事業的雄心，抹去他們的自卑心理，幫助他們樹立信心和決心。  

二、優化職業教育，學好職業技能。  

只有掌握過硬技能本領，盲聾學生才能有自強自立的堅實基礎。因此，我們要

認真做好職業教育。首先，職業開設要結合市場和當地實際，做到有針對性和實效

性，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職業教育要努力使學生一專多能，教學可能採用分流

教學模式，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其次，要抓好實習工作。實習是優化職業技能

教育的關鍵。我們要建設好實習基地，把好實習關，為盲學生就業過渡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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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循序漸進，由易到難，由簡單到複雜，由校內到校外，既重視理論的傳授也要

做好實際操作訓練。老師要全程指導，根據回饋改進教法，説明學生及時糾正錯誤，

總結教訓，積累經驗。切實讓學生專業知識學得牢，用得好。實習還是學生展現自

己才能的舞臺，增強學生參與社會競爭的信心。幾年來，我校的畢業生遍佈大江南

北，很多畢業生已經獨立開店，還有一些成為自立自強的典範，現在我校的畢業生

已經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喜人局面。  

四．強化三種能力的培養 

多年來，我校一直宣導培養學生的三種能力，即“生活自立能力、適應社會能

力、服務社會能力”，這是我校培養人才的宗旨，也是我們一直遵循的教育原則。

學校根據盲聾學生的特點，開設了認識、家政、勞技、家政、定向行走、手工、電

腦、心理輔導等特色課程，讓學生在生活上學會自理、在心理上適應社會、在能力

上服務於社會，讓他們走出校門以後能夠真正地溶入社會。 

特殊學校的職業教育，正處在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挑戰與機遇並存。為了使我

們的學生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展需求，我們要更加開闊視野，不斷改進舊的教學摸

式，大力促進文化課教學，抓好職業技術教育，積極開拓學生就業管道，在完善和

發展這種“三位一體、一條龍”的職教體系中，努力實踐、勇於創新，為更高、更

快、更好地完成育殘成才大業，為推進特教事業健康發展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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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視障隨班就讀巡迴指導模式的實踐探索 

 

劉麗波 武懷海 李慶忠 

(北京市盲人學校) 

 

摘要：隨班就讀是融合教育在中國大陸的一種重要實踐形式，而巡迴指導是殘

疾兒童隨班就讀工作中的重要環節，但目前我國大部分省市尚沒有開展真正意

義上的專業化巡迴指導服務。北京市視障兒童隨班就讀工作以北京市盲人學校

為依託，已經開展巡迴指導十餘年，我們吸收國外先進經驗，選派專業教師定

期對北京地區的隨班就讀視障兒童進行視功能評估、助視器驗配、視覺環境評

估、課堂教學指導、學生和家長心理指導、隨班就讀教師專業培訓等工作，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為國內隨班就讀巡迴指導模式的普遍建立積累了經驗。目前，

我國的隨班就讀支持體系特別是巡迴指導體系尚處於初級階段，需要從法規上

肯定隨班就讀巡迴指導模式，保障相應的人員編制、資質和資金支持，在區縣

一級建立相應的巡迴指導專業支持體系，以便為殘疾兒童隨班就讀提供有效的

專業化服務。 

關鍵字：北京市 視障 隨班就讀 巡迴指導 

 

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的思想對國際特殊教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殘

疾兒童回歸主流學校成為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國際特殊教育的重要潮流。中國大陸

的隨班就讀作為融合教育的一種符合國情的重要實踐形式開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末。1989 年中國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家教委等八部委《關於發展特殊教育的若干

意見》，提出了“以一定數量的特殊教育學校為骨幹，以大量的在普通學校附設的

特殊教育班和隨班就讀為主體”的特殊教育發展格局。從此，“隨班就讀”成為我

國對學齡視障兒童的主要教育安置方式。目前在盲校和其它特殊學校或特殊班級就

讀的視障學生僅占我國適齡視障兒童的少部分，大部分視障兒童（主要是低視力兒

童）在普通學校隨班就讀。以北京市為例，２００５年隨班就讀的殘疾學生占全部

入學殘疾兒童的 61.9%i。據瞭解，我國大陸許多省、市已經建立了隨班就讀的管理和

指導機構。在隨班就讀工作中，特殊學校起著骨幹中心作用，巡迴指導教師主要由

特殊學校的資深教師擔任。儘管我國大陸目前尚沒有巡迴指導教師這樣的專業崗位，

但在隨班就讀體系中必須有人承擔類似的職責。根據國外的經驗ii：巡迴指導教師的

職責是幫助培訓隨班就讀教師、家長和相關人員，對隨班就讀學生進行檢測評估和

指導等。隨班就讀巡迴指導制度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相當完善，具有相應的法規、

人員、經費保障。比較而言，我國在隨班就讀方面還處於初級階段，巡迴指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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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地區還沒有真正實行，部分地區正在積極探索中。相對于其它類型殘疾兒

童的情形，視障殘疾兒童生源少而分散、專業師資更缺乏，因此隨班就讀巡迴指導

工作面臨更大的挑戰。 

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建立系統完善的隨班就讀支持體系已經成為擺在特教工

作者和教育主管部門的重要課題。而建立和落實巡迴指導制度則是完善隨班就讀支

持體系的重要環節。如何建立巡迴指導機制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在實踐的

基礎上不斷總結，不斷完善的過程。通過不斷探索，找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隨班

就讀和巡迴指導的路子。 

北京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全國較早開展了殘疾兒童隨班就讀工作。視障兒童

的隨班就讀業務指導主要由北京市盲人學校教師兼職負責，有關教師擔負的職責實

際上就是巡迴指導教師的職責。近年來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北京市隨班就讀取得

了顯著進步，視障兒童的巡迴指導工作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同時也暴露出許多需

要解決的問題。 

一、 關於視障兒童隨班就讀巡迴指導體系 

北京市在多年前已經形成隨班就讀的綜合教育模式iii。這個模式的主要組織架構

是“市－區、縣－學校－教師”分級管理，校內和校外（家庭）綜合教育。由市教

委特殊教育師資培訓中心負責，下屬三個隨班就讀教研組（智障組、聽障組和視障

組），教研組是由各區縣推薦的隨班就讀兒童所在班級的教師所組成，一般每個區

縣分別選派一名教師參加三個教研組；另外各區縣分別設特教視導員和專職教研員

各一位，視導員一般由區縣教委幹部兼任，負責特教事務包括隨班就讀工作的行政

管理，專職教研員負責特教方面的業務指導。視導員和專職教研員受市特殊教育師

資培訓中心和區縣教委的雙重領導。在這一工作網路中，教研組負責人和各區縣的

專職教研員都負責對隨班就讀教師、學生、家長的專業指導諮詢，分別擔負著市級

和區級巡迴指導教師的職責。 

本文主要從前者的角度來總結。這種自上而下的組織結構為隨班就讀工作提供

了較好的組織基礎，教育行政人員的參與提供了較好的行政保障作用，特別是目前

隨班就讀工作還沒有成為一項學校非常重視的常規化工作的情況下其作用是明顯

的。 

在實踐中我們發現存在的問題有如下幾個：各區專職教研員雖然擔負各校的巡

迴指導工作，但因為要面對不同殘疾類型的兒童，他們的專業知識往往不夠全面，

難以為隨班就讀兒童提供更專業的服務，如視障兒童的視功能評估、助視器的驗配

等，而具有專業化知識的市巡迴指導教師由於精力有限（一般是特殊教育學校的兼

職教師）難以兼顧全市的隨班就讀學生；另一方面，由於有關的法律法規不夠完善，

市級巡迴指導教師在開展工作時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協調工作，影響了工作的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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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二、關於巡迴指導教師的工作內容 

幾年來，作為北京市視障隨班就讀巡迴指導教師的職責承擔人，我們在完成特

教中心工作要求的基礎上，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創造性地開展了許多工作。 

1、為視障兒童提供全面的教育評估和諮詢服務。 

視障隨班就讀兒童的根本問題在於視覺障礙，對兒童做視覺測查和評估是實施

有針對性教育的基礎。我們設計了兩種方案，一種是視功能的測查，主要包括眼病

資訊、視力、放大需求、遠用和近用助視器驗配等客觀資訊；另一方面是對視功能

非正式評估。在後一項測查中，教師通過和學生、家長和教師的訪談、現場測查發

現學生在學習和生活中的偏好、視功能特點、存在的問題等。在測查和訪談的基礎

上，為學生、家長和教師提出諮詢建議。 

助視器和放大材料是幫助視障隨班就讀學生的直接和有效的手段，而目前能完

成這一工作的專門機構很少。我們巡迴指導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為學生驗配助視器，

目前我們為學生配備的注視器主要有近用注視器和單筒望遠鏡，前者主要是幫助學

生閱讀，後者主要是幫助學生觀看板書和戶外活動，這些注視器都是免費提供。對

於其他類型注視器（如ＣＣＴＶ注視器、可擕式電子注視器），我們會為家長提出

購買建議。實踐證明，注視器是幫助視障兒童提高學習能力和生活能力的有效手段。

此外，我們根據評估的結果也會為家長和學校提出放大教材和購買檯燈的建議。 

除了對學生進行視功能等方面的評估之外，我們還對視障兒童在學校和家庭中

的整體表現和環境條件進行全面關注。為此我們結合國外先進經驗和實際需要設計

了專門的評估方案，通過和學生、教師、家長的面談，結合實際觀察和測量，對學

生的學習困難、校園視覺環境、家庭和學校對學生的支持態度等做出評估（見附一），

根據各項的評估情況寫出諮詢建議報告。 

２、 開展隨班就讀研究課和教研員培訓活動。 

課堂是教育教學的主戰場，因此為了指導教師有效地開展隨班就讀教學工作，我

們每學期組織市隨班就讀教研組開展二至三次研究課活動。在每次研究課之前，我

們要到學校對隨班就讀兒童做詳細的評估，在此基礎上再和教師一起備課，制定符

合學生實際的個別教育計畫。在組織教研員聽課、評課的過程中，使大家的隨班就

讀的觀念和技能得到提升。另外通過研究課擴大了隨班就讀工作的影響，帶動了各

區縣和學校的相關工作，特別是對於普通學校領導和教師的觀念轉變發揮了重要作

用。 

利用研究課或專門的時間，我們對教研員和專職教研員進行系統培訓。當然研究

課本身就是一種培訓活動。這樣結合理論和實踐，使教研員學以致用，在理論和實

踐方面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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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開展多種形式的指導諮詢工作。 

在開展以上工作的同時，我們還開展了形式靈活的諮詢活動，如通過教研員和其

它途徑公佈了我們的聯繫方式，因此會經常接待來到盲校進行諮詢的學生和家長，

也經常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和家長、教師聯繫。此外，我們已初步建立了隨班就讀

指導網站，隨著網站的完善網路媒體必將在指導工作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４、為北京市參加中考和高考的學生提供特教支援 

  近些年來隨著國家教育事業的發展和特教意識的增強，政府越來越關注隨班就

讀學生的需求，北京市政府分別於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批准低視力隨班就讀學

生在統一中考和普通高考中使用大字試卷。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考試院授權北京市

盲人學校為申請中考或高考的隨班就讀學生進行視覺評估鑒定、注視器佩戴鑒定和

放大需求鑒定。幾年來，我們同時承擔了這些學生大字試卷製作的工作。這些工作

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為視障學生和普通學生一起參加國家統一考試創造了很好

的先例。 

在工作中我們體會到，儘管北京市是教育發達地區，但視障隨班就讀的專業資

源還是非常不足的，許多相關人員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我們認為，視障隨

班就讀的工作重點是建立具有專業知識的師資支援體系。因此，需要加強培訓工作，

特別是對各區縣專職教研員的培訓，以便使他們真正擔負起各區縣的巡迴指導工作；

其次要對家長進行培訓，因為家長是影響兒童成長的最重要的人，而家長的特教知

識往往非常缺乏。“十一五”期間，北京市將建成大量的隨班就讀資源教室，因此

需要對資源教師進行培訓，資源教師是隨班就讀學生的日常輔導者。這樣隨班就讀

的師資支持體系會逐漸完備。 

三、 關於巡迴指導的工作方法 

上面已經涉及到了巡迴指導工作模式和方法方面的問題。在當前巡迴指導力量

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巡迴指導工作要積極創造新的模式和方法，總的原則是要不斷

提高隨班就讀指導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使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 

１、爭取各方支援，提高工作效果。 

如上所述，我們到各校巡迴指導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針對視障學生個體進行評

估和諮詢；另一種是開展研究課或評優課活動。在第一種情況下，要邀請學生家長

和有關教師參加，因為這是一個通過實踐對有關人員進行培訓的機會，另一方面若

沒有教師和家長對諮詢建議的認可和支持，這些建議和教育計畫就不可能得到落實。

在開展教研活動時，要積極和區縣視導員、專職教研員協調，儘量讓他們當成區縣

自己的活動，這樣“你搭台，我唱戲”，學校的支持力度會大大提高，活動組織中

的具體困難會很容易解決，同時由於領導重視，便於組織區縣和所在學校的有關教

師參加活動，活動的效果會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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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理論結合實踐，提高培訓效果。 

由於隨班就讀教師都是一線骨幹教師，工作非常繁忙，不可能有大量的時間參加

非常系統的和特別專門化的培訓，因此要求培訓內容要精練和實用。我們一般通過

研究課的形式，結合實例向教師傳授實用的教學策略和技能。即使在專門的培訓課

上，也要讓教師多動手和多動腦，以加深體會和理解、提高興趣，如讓教師戴眼罩

和模擬眼鏡體會“盲”和“低視力”的感覺，讓教師結合自己學生的實際情況提出

解決問題的辦法等。 

３、指導工作要靈活多樣。 

由於北京地區幅員廣闊、遠郊區縣交通不便，為了有效地開展指導工作，除了到

各校巡迴指導外，必須開展多種管道的指導活動，如請學生和家長到盲校進行指導、

電話和網路指導、散發宣傳材料等等。在諮詢內容上不要拘泥于視覺康復和文化學

習，而要關注相關的各個方面，如學生的生活、家庭、心理、人際關係等。這樣才

能對學生起到真正有效的幫助。 

“隨班就讀”是一個涉及許多方面的複雜體系，它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教

育事業的整體發展而逐步完善的。從北京市視障隨班就讀巡迴指導的工作經驗看，

我們認為應該形成一個更加專業化的團隊，這個團隊除了有低視力專家外，還應該

有眼科醫生、定向行走和各種康復方面的專業工作者；在制度上，應該逐步建立和

完善有關人員編制、職責、待遇以及配套制度，明確設立市級巡迴指導教師崗位，

強化各區縣教研員特別是專職教研員職責，強化學校在隨班就讀方面的責任；在機

構建設方面，作為首都北京應該建立相對獨立的、專門化的視障隨班就讀資源和指

導中心，這樣便於積累資源優勢，便於統一管理。特殊教育是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

視窗，我們期待作為我國特殊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隨班就讀工作能不斷發展，儘快

達到世界先進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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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北京市视障随班就读学生评估 

       测试时间：         测试人： 

一、基本情况 

学生名：  区县：    性别：    年龄：   年级： 

学校： 

眼病简史： 

视觉状况 

1. 戴镜情况（是  否）  眼镜类型（近视  远视  散光）  

2. 近视力：  左____     右____   双眼____ 

3. 远视力：  左____     右____   双眼____ 

4. 视野：               5. 色觉： 

6. 反差视力：           7. 夜盲和暗适应 

8. 放大需求：       建议佩戴助视器：近用 D   远用： 

9. 眼睛其它问题： 

三、阅读和学业： 

四、人际交往： 

五、定向行走和生活能力： 

六、心理和适应能力： 

七、家庭和学校态度： 

八、视觉环境： 

九、助视器和照明： 

十、其它方面：

 

  



以人為本，大力發展殘疾人職業教育 

 

~ 241 ~ 

 

以人為本，大力發展殘疾人職業教育 

 

蔡悅祥 

(山東省濱州市特殊教育學校) 

 

【摘要】發展殘疾人職業教育，對於殘疾學生及其家庭和建設和諧社會都

有著重要的意義，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我校堅持“以人為本、

按需施教、發展潛能、育殘成才”的辦學理念，構建了“康復—教育—就

業”於一體的辦學模式，並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殘疾人職業教育發展的市場

化運作形式。 

 

【正文】 

發展殘疾人職業教育，是促進殘疾學生成才的基本形式和有效途徑，是適應市

場經濟需求、提高殘疾人職業技能和整體素質的重要途徑。在特殊教育中滲透職業

教育，有利於提高殘疾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就業能力，有利於提高殘疾人的社會地位，

有利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不僅是特殊教育的重要任務，而且是特殊教育學

校蓬勃發展的基礎，更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業，是特殊教育學校培

養學生的最終目標。目前，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重要意義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共

識。但是，隨著人類跨入依靠知識經濟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二十一世紀，隨著我

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日趨激烈的社會競爭給明顯處於劣勢的殘疾人

群體，給承擔殘疾人教育的特殊教育學校的職業教育帶來前所末有的挑戰，固有的

特殊教育體制和辦學模式受到強烈衝擊。  

我校是魯北地區最大的一所集盲、低視力、弱智教育、腦癱兒童康復訓練、殘

疾人職業教育和就業於一體的寄宿制特殊教育學校。始建於 1999 年，前身是濱州市

盲童學校，主要對市區內適齡視力殘疾兒童實施九年義務教育。隨著學生年齡的越

來越大，他們不滿足於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更渴望獲得一技之長和更大的發展空間。

學校本著“對殘疾學生終身負責”的教育理念，從學生需要出發，2007 年 11 月，學

校正式更名為“濱州市特殊教育學校”，並開設了學生嚮往已久的推拿按摩專業。

一大批大齡學生帶著創業的激情開始了他們為期三年的職業學習。為了讓學生能夠

把所學按摩技術運用到臨床治療上去，學校投鉅資建設了高標準的按摩實習基地和

保健按摩師職業技能鑒定基地，學生足不出門就能學到一門專業技術，並順利就業。

2008 年，為滿足有藝術特長的學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學校又開設音樂藝術專業，

並邀請濱州學院音樂系的教授和研究生親自授課。職業教育的開展，為殘疾學生回

歸主流奠定了堅實基礎，解決了殘疾學生完成義務教育後沒學可上的問題。學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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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本、按需施教、發展潛能、育殘成才”的辦學理念和“康復-- 教育- -就業”

於一體的辦學模式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及認可。 

學校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堅持“以學生為本”，以實現學生的全面發展為目

標，從學生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學生的成長需要，切實保障

學生權益，讓學校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學生及其家庭。 

07 級按摩班學生張式猛，今年 20 歲，母親和兩個哥哥都是視力殘疾。15 歲入

學以前，在家遊手好閒，食指上那殘缺的一截，證實了他在家經常與欺負他的人打

架，並打賭剁掉手指的事實。入學後的一段時間，處於多年形成的習慣，他跟老師、

同學也總是抱著一種敵視的態度，時常與同學起衝突，甚至揚言要拿轉頭拍死同學。

班主任老師每天都在監督他，並與他進行心與心的交流，有針對性的對他進行心理

疏導。老師的善解人意和體貼關懷，使得充滿警惕的他體會到了學校大家庭的溫暖，

慢慢變得愛學習，而且課堂表現積極踴躍，性格也變得開朗活潑，身邊有了一大堆

好朋友。2006 年，他憑藉自己扎實的游泳基本功得以參加全省殘運會，頑強拼搏，

不負眾望，品嘗了人生第一次得冠軍的驕傲和喜悅。獎金剛拿到，他就給從未穿過

新衣服的媽媽買了一件漂亮的唐裝。學習之餘，他堅持寫作，《致中國盲童文學的

一封信》、《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先後在《中國盲童文學發表。2007 年，早就渴

望學到一技之長的張式猛，如願成了學校第一屆推拿按摩專業的學生並擔任班長。

經過近兩年專業化的學習，無論是在醫學理論還是在實習操作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寒暑假期間，他先後到各縣區、濟南市的按摩門診打工，一個月收入近兩千元，大

大改善了以往窮困的家庭條件，體弱多病的爸爸再也不用到建築工地打工。在他的

帶領下，28 歲的大哥張士意也學會了按摩技術，並被按摩院聘用，收入可觀。2008

年 7 月，張式猛又把他喜歡音樂的二哥接到了學校就讀於音樂藝術專業。二哥一到

校就能熟練書寫、摸讀盲文，流暢的吹奏笛子，這是他假期教授的效果。二哥的腿

患有類風濕，一到犯病的時候，就躺在宿舍的床上，痛苦不堪。每到這時，張式猛

就毫不猶豫的背起哥哥從宿舍三樓到教學樓五樓，親自為他針灸、拔罐、推拿按摩。

有了及時的治療，哥哥的腿明顯比以前好多了。張式猛打算畢業後和大哥開一家推

拿按摩門診，治病救人，施展才華，真正實現殘疾人創業的夢想。這個懂得感恩的

孩子，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支撐起了家庭的一方晴空。 

在張式猛的成長過程中，學校不僅為它提供了生存發展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磨

練了他不屈不撓，頑強拼搏的精神。是學校“以人為本、按需施教、發展潛能、育

殘成才”的辦學理念，給他的生命賦予了新的希望。他曾經深有感觸地說：“是學

校救了我們一家，沒有學校沒有我全家的幸福生活啊！”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學

校協調可持續、又好又快發展的軌跡，更看到了大力發展殘疾人職業教育的成果直

接惠及了殘疾學生及其家庭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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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世界技術與職業教育培訓大會提出了“特殊教育學校的職業技術教育要

改造為適應經濟發展，面向個體學生全程的開放式教育”。這一教育模式的提出，

為特殊教育設置了一個重要的課題，這就要求特殊教育學校儘快轉變教育觀念，找

准市場的切入點和熱點崗位，有目的地對殘疾學生進行職業培訓，在培訓專案的選

取上還應該解決創收問題。特殊教育學校開展職業教育必須以一定的物質條件做基

礎，學生實習操作、技能訓練各環節要耗損大量的材料，要承擔這一筆耗費，單靠

學校經費實在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長期以來必將使職業教育陷於困境而舉步維

艱。因此，開展職業教育必須面向市場，面向社會，參與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在

我校推拿按摩基地的建設中，實現“經營型”與“實習型”的有效結合，把職業教

育從純消費轉變為以職養職、直至發展到以職養教的市場經濟行為。這樣做不僅增

強了學生的實際操作機會，也擴大了宣傳，經受了市場經濟的考驗，更重要的是為

學校搞了創收，拓寬了路子，從而進一步發展特殊教育事業。 

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

面發展。殘疾人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殘疾人事業既是人

道主義事業，也是人權事業。在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統籌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

加大對殘疾人事業的投入，不斷縮小殘疾人與健全人生活水準的差距，使貧困殘疾

人共用社會發展帶來的物質和文化的成果，是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之一 。大力

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大力發展殘疾人事業，保障殘疾人合法權益，以殘疾人為本，

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努力構建和諧社會，在全社會宣導理解、尊重、關心、幫助

殘疾人的良好風尚，大力營造扶殘助殘、扶弱濟貧、和諧相處的社會氛圍，使全社

會人人關心、個個動手，努力為殘疾人做好事、辦實事，讓殘疾人切實體會到社會

大家庭的溫暖，使健全人與殘疾人互幫互助、平等友愛、融洽相處，感受弱勢群體

的感受，理解弱勢親屬的理解，是我們的歷史使命。然而，如何整合全市殘疾人職

業教育資源、特教資源，形成更加濃厚的助殘扶殘氛圍，激發社會成功人士的愛心，

爭取各級政府更加有力的支持，則是我們必須思考的主題。 

胡錦濤主席指出：殘疾人事業是崇高的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

組成部分。發展殘疾人事業，對於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形成和諧友愛的人際關係、

營造充滿活力的社會氛圍、維護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要以

人為本，以殘疾學生的根本出路為本，積極探索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特殊教育的生存

方式——殘疾學生職業教育的市場化運作，努力實踐、勇於創新，為更好、更快的

完成育殘成才的崇高事業，為推進濱州市特殊教育事業健康發展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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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十年、實在精彩 

                                            ～把我們的孩子帶起來 

 

劉學萍 

(楠梓特殊學校) 

 

壹、楠特緣起 

一、設校緣起 

全國第一所綜合性特殊學校 

全國第一所獨立式中途學校 

二、治校理念 

創校林校長朝號： 

「每個孩子都是不相同，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一個地方是他學習與立身所在，

楠特提供了這種功能，希望能把每一個孩子都帶上來！」 

張校長秋蘭： 

「愛，就是在他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一個人的價值勝過整個世界」 

「作之親、作之師、作之友、作之僕」 

 

貳、楠特現況 

一、服務對象（2-3-4）（2 校、集中式與巡迴服務及三類四學部） 

校本部學生係由高雄市鑑定安置輔導委員會統一分發，入校學生個別差異懸

殊，有養護型、就業輔導型、升學及特殊性向才能型及視聽障巡迴輔導類型之各

類型學生。學生需求各異，以至課程設計、教學安排倍感挑戰。現行階段針對養

護型學生強調以療育與生活自理為課程核心；就業輔導型學生課程安排以獲取職

業證照為目標、訓練多元職業基礎能力及支持性就業方案鼓勵學生進入社會職場；

升學及特殊性向才能學生則安排跨校合作課程（新莊高中音樂班、三民家商）、

校內跨類跨階段課程之適性分組教學；巡迴輔導類型則提供視聽障學生專業教學、

教師專業知能諮詢、協助班級經營輔導等。寒暑假期間辦理各項營隊及輔導活動，

如安排海科大資管系電腦營、安排大學生擔任志工提供額外之教學，鼓勵學生課

後參與輔導課程。 

瑞平分校學生則是經由法院裁定後，各縣市政府社會局安置至本校（目前安

置南部各縣市高高屏最多）。 

簡易分類及說明如下： 

（一）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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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中班，計有三類四學部，分別為學前部（不分類）、國小部（視多障

轉型為不分類）、國中部（視多障轉型為不分類）、高職部（啟智、

啟明、啟聰）。 

2.巡迴班分別為國小啟明、國中啟明、國中啟聰、高中職啟明、高中職啟

聰。 

（二）瑞平分校 

依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專門安置從事性交易之兒童或少年，目前僅

安置女性。設置國中三個年段及三個實用技能學程（餐飲、資訊應用、美容美髮

學程）。學生入校期程不定，入校後全年全日住校，安置以兩年為期。 

 

二、組織與員額 

全校共設置有十處室，校本部為 7 處 15 組，瑞平分校為 3 處 7 組。分別為教

務處、學務處、實習輔導處、研究發展處、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瑞平教務

處、瑞平學務處、瑞平輔導室。 

校本部員額編制教師 80 人、職員 21 人、工友 15 人、其他 14 人，小計 130 人；

瑞平分校員額編制教師 24 人、職員 4 人、工友 1 人、其他 12 人，小計 41 人。全

校員額編制共計 171 人。 

 

三、課程與教學 

為提供各類、各階段、各障礙程度學生獲得適性之教育另因應學生需求之差

異，使教師能於專業領域提供學生個別化多元學習，兼顧學生身心發展、生活輔

導、情緒管理更臻完善，以增加適性分組教學時數、協調分配教師助理、志工人

員入班協助教學等作法達成上述之目的。各階段、各障礙類別程度之教學安排分

述如下： 

（一）學前部、國小部 

1.課程採大單元統整並依學生之個別差異，採個別、分組、團體之教學型

態。 

2.課程內容採發展性與功能性之課程並包含認知、語言溝通、生活自理、

知覺動作、社會技能等五大領域設計課程。 

3.針對多障之學生融入專業治療服務課程，由專業人員指導教師將所需治

療項目設計於課程及教學中。 

4.下午時段進行團體課程活動，設計主題活動課程，並依學生障礙程度不

同，強調讓不同障礙程度之學生能加強互動與活動之教學。 

5.每學期安排三至四次校外教學活動，並結合社區資源，增加社會生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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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二）國中部 

1.依學生程度進行分組教學，結合專業服務課程，由專業人員指導教師將

所需治療項目設計於課程及教學中。 

2.課程安排除分組教學外，另著重生活訓練、知動訓練、社會適應及溝通

訓練等教學內容 

（三）高職部（啟智類、啟明類、啟聰類） 

1.啟明類學生以按摩職業證照，啟聰學生以電腦丙級檢定、中英打檢定為

課程重點之一。 

2.高職部職業教育課程依個別需要，以彈性時數原則規劃高職階段職業教

育課程的時數，並隨年級職業教育課程，及增加社區實際職場訓練，

以增進其職業生活能力。 

3.啟智類高一階段的職業訓練以訓練職業基本能力為主，培養學生的工作

體能、服從督導的習慣，並引導學生認識社區中未來合適的就業職種

與職業興趣試探。 

4.啟智類高二及高三階段配合學生獨立生活能力、體能及社區的工作機會，

安排特定的職種進階訓練，訓練重點包含職業基本操作能力、工作態

度、工作耐力及相關職業生活能力。 

5.安排年段與領域分組節數，提供各年段與領域間更充裕之人力，教學安

排能更加靈活。 

6.透過教育部補助款申請-增加高職部職業教育校內外實習之協同/分組教

學時數，加強學生職業技能及良好工作態度之養成，提升職業生活適

應能力。 

（四）特殊性向才能及升學導向之學生 

1.與新莊高中音樂班進行跨校合作，由該校提供音樂課程及師資，由本校

支付相關鐘點。 

2.安排跨類、跨階段之適性分組課程提供學生所需之升學科目，如英文、

數學、專業科目之課程。 

3.安排海科大志工提供有升學需求同學之陪讀及專業科目之教學（計算機

概論、商業概論、經濟學、會計學、、、等）。 

（五）國小、國中、高中職視聽障巡迴輔導班 

1.國小、國中、高中職階段設有視障巡迴輔導班，國中、高中職階段另啟

聰巡迴輔導班。 

2.巡迴輔導班主要提供視聽障學生專業教學（如點字、定向、溝通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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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輔具訓練、教具製作等各項）、教師專業知能、班級經營輔導等

協助。 

參、改變與挑戰 

一、改變與挑戰 

（一）特殊學校安置學生數逐年減少，且安置重度學生為主。因應現階段特

殊教育回歸及融合教育政之思潮及政策，本市三所特殊學校以招收重

度學生為主,而全市高中職以下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學校者，佔

84%強，安置於特殊學校、教養機構及在家教育者僅佔 14%左右；且就

學年齡越低，就讀於特殊學校學生人數越少(國中 8%，國小 5%，學前

3%)。 

（二）高雄縣設置特殊學校，部分安置對象與本校重疊。以本市身心障礙學

生出現率及安置情形，特殊學校數似已超出實際需求量，本校地理位

置偏北, 緊鄰高縣，88 學年起高縣特殊學校正式招生，已直接衝擊本

校學生數。 

（三）「高雄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類學生就學安置」，學生可參

考學測成績及面談結果，安置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學生以

就近社區學校安置為原則，高中職普設資源教室，此亦為特教另一發

展政策對本校視聽障礙類班級衝擊頗大。為有效整合現有特殊學校及

普通學校師資、設備，本校聽障視障巡迴班勢必面臨挑戰，學校應調

整相關經費、工作內涵及人力編配，以有效照顧融合教育身心障礙學

生之受教權、發揮學生潛能。 

（四）校舍空間資源可供多元運用。本校創校之初，校舍空間規劃超過學生

安置需求，為有效運用現有資源，與民間合作經營特殊教育早期療育

或辦理身心障礙人士成人補救教育，多元發展學校教育目標，應為未

來可行之規劃方向。 

 

二、目標及策略 

（一）逐年調整教師與專業人員教師助理比例，加強落實重度多障學生之教

育及療育。 

（二）規劃教師專長及專業分工合作機制，發揮協同教學之個別化教育精神。 

（三）拓展民間、學術合作模式，有效落實學生復健、就業及教師專業成長

目標。 

（四）逐步擴充聽障視障巡迴教育服務內涵，整合普通學校資源，落實融合

教育精神，維護身心障礙學生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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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續參與社區化高中職方案，與鄰近高中職進行課程與師資合作。 

（六）發展重點社團，充實學生休閒能力，訓練學生體適能增進身心健康。 

（七）配合本市成人特殊教育服務，開設體適能班、陶藝班、資訊應用班等

成人教育班。 

（八）配合教育部課綱修訂，本校各類高職部課程進行研討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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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處逢生的復原力之展現：四位中途失明成人的經驗分析 

 

郭孟瑜 

(基隆市立信義國中) 

 

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中途失明成人的復原動力、復原阻力及

復原助力，分析其展現復原力的具體行動，以及瞭解其復原力的展現情

形。本研究係採用質化研究取向的個案研究法，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

取四位適應良好的中途失明成人為研究對象，並藉由深度訪談的方式，

蒐集研究所需的資料。本研究的重要研究發現歸納如下：1.中途失明成

人的復原動力、復原阻力及復原助力皆涵蓋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及社會

因素三大層面；2.中途失明成人的復原行動可區分成問題焦點的因應與

情緒焦點的因應兩大類；3.復原動力、復原阻力、復原助力及復原行動

會交互影響中途失明成人的復原力展現；4.中途失明成人的復原力展現

在情感、認知、態度及行為上的轉變。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綜合討論，

針對中途失明者、政府相關單位及未來研究等方面，提出數點建議，以

供參考。 

 

關鍵詞：中途失明、復原力、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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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of Resilience in Crisis: A Case Study of Four Adults with Acquired 

Blindness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resilient motives, 

obstructions and advantages of adults with acquired blindness, to analyze the 

resilient action of adults with acquired blindness, and to understand the resilient 

circumstances of adults with acquired blindness. To achieve the purposes above, 

this study adopted the case study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4 

well-adjusted adults with acquired blindness were selected as the samples of the 

study through purposive sampling.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collected the necessary data.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resilient motives, resilient obstructions and resilient advantages of adults with 

acquired blindness all included the personal, familial and social factors; (2) 

resilient action of adults with acquired blindness comprised problem-focused 

coping and emotion-focused coping; (3) resilient motives, resilient obstructions, 

resilient advantages and resilient action interactively influenced the display of 

resilience of adults with acquired blindness; (4) the resilience of adults with 

acquired blindness displayed transformation in emotions, cognition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a 

number of specific suggestions to people with acquired blindness, the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followers who would like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some 

relating studies. 

 

Keywords: acquired blindness, resilience,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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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在不同年齡階段失明的人，其所面臨的困境自然有所不同，不過，一般而言，

視覺記憶愈清晰者，其所需的心理重建時間就愈長，困難度也就愈高（萬明美，

2000），而對於正處在人生多重角色階段的成人而言，中途失明變故所帶來的嚴峻

考驗不言而喻。突如其來的沉痛打擊，難以承受的心靈創傷，接踵而至的艱難困

境，不斷地挑戰個體的抗壓力與生命力。萬明美（2000）在一項中途失明成人致盲

原因及適應歷程的研究中，針對國內兩所重建機構的受訓學員所進行的深度訪談

發現，一般中途失明者在因故失明後，通常會經歷失業失學及人際疏離的階段，

亦即從自卑、自我封閉到與外界疏離，而從長期呆坐家裡到走出陰霾，通常需花

上1到32年不等的時間，且其中有四成的人，其調適期超過10年之久。不僅如此，

一般雇主也較不喜歡雇用盲人，且部分雇主甚至會將盲人的工作能力與視力狀況

畫上等號，因而增加盲人謀職的困難度（曾凡慈，2000）。 

中途視障者中的全盲者（the blind）與低視力者（the low-visioned）亦有其差距，

有研究指出，全盲者較難適應失明所帶來之喪失感的心理困境，但也有研究認為，

低視力者其內心往往還抱著一絲復明的希望，在自我認同上，既非過去眼明時代

的明眼人，但亦無法將自己歸類在盲人之中，因而成為遊走於兩端的邊緣人，反

而不像全盲者那般「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踏實感來得容易適應（戴銘怡，2001）。

換言之，對某些中途失明者而言，危機往往就是轉機，視力喪失雖然會給生活帶

來諸多的不便與改變，但這絕不表示人生已全然無著力之處，反倒心念一轉，生

命意義的探尋與務實人生的實踐往往就此展開。然而，為何有些人會在遭遇逆境

時自暴自棄、一蹶不振，而有些人則是會在逆境中掙扎求存，甚至超越自我呢？

學者們普遍認為此與個體的復原力（resilience）息息相關（蕭文，2000；Grotberg, 2000；

Hernandeze, 2002；Lauer, 2002；Miller, 2002；Rutter, 1993；Turner, 2001；Tusai & Dyer, 

2004）。復原力乃是個人具有或學習到的某些特質，這些特質或行為會因個人與環

境的互動，而保護個人不受壓力或挫折情境的影響，使個人重新獲得自我控制的

能力，並因之發展出健康的因應行為（蕭文，2000）。 

Rutter（1993）認為，復原力並非是一種絕對的能力或固定的特質，個體擁有

復原力並不表示就能抵抗所有的壓力或險阻，因為單純的復原力並無法在所有的

危機情境中充分發揮，其展現與否端視個人內在條件與外在環境資源相互運作的

結果，亦即，復原力是一種流動的能量，會隨著個體與環境的變動而有所改變。

Winfield（1994）亦提到，復原力並非是指一固定的特質，而是指一種能夠協助個

人調整其對危險情境之反應的機制，它對於個人的一生發展具有轉捩點的功效。

Parr, Montgomery 與 DeBell（1998）於其研究報告中指出，在逆境中能夠展現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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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者，通常具備以下諸項條件：1.擁有良好的社交技巧，2.對人生抱持正向的期待，

3.對未來充滿願景與希望，4.勇於冒險與承擔責任，5.富有創造力與幽默感，6.具備

情緒調節的能力，7.擁有領悟力與覺察力。Walsh（2002）則從家庭發展脈絡的觀

點，主張可藉由家庭的信念系統（belief systems）、組織型態（organizational patterns）

及溝通過程（communication processes）之分析，瞭解家庭在遭逢逆境時，家庭成員

如何克服艱難、突破困境，以達成個人與家庭的復原目標。 

復原力是一種複雜的現象，無法以單一的特性或指標來表示，Hawley 和 DeHaan

（1996）認為，復原力的探究應包含以下三個面向：其一，復原力只有在面對逆境

時才會顯現出來，它是個體回應逆境的一種形式。其二，復原力帶有從逆境中反

彈的特性，以達到甚或超越危機前的水準。其三，復原力通常是以健康正向的角

度描述，而非以病理的角度描述，它強調的是力量而非缺陷。Miller（2002）亦主

張，在探討復原力的本質時，不應只是關注個體在面對負向生活事件時所顯現的

心理障礙或脆弱一面，而是要強調個體所具備之優勢能力及自我價值感的重要性。

換言之，隨著正向心理學（positive psychology）及健康心理學（health psychology）

的興起，心理健康模式逐漸獲得重視，而相較於主張心理病理模式者，倡導優勢

觀點的學者們不僅打破因果決定論的迷失，尤其強調個體尋求什麼是恰當的（What 

is right）？什麼是可行的（What is working）？及什麼是有助益的（What is improving）？

等等的內在積極力量（Sheldon & King, 2001）。職是之故，本研究欲從積極正向的

角度出發，洞悉成功適應之中途失明成人，是如何從創傷的低谷中，掙扎蛻變，

絕處逢生？又是如何重新自我認同，自我超越，進而自我實現？據以幫助憂鬱沮

喪、徬徨無助的中途失明者，在艱苦的失明逆境中，獲得新的人生體悟，從而展

現生命的彈性與韌性。 

綜合上述，本研究藉由個案研究法，深入剖析四位中途失明成人身心調適的

心路歷程，據以達成下列研究目的： 

（一）探討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動力、阻力及助力。 

（二）分析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具體行動。 

（三）瞭解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情形。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採用質化研究派典中的個案研究法，進行探索性研究。 

一、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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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係採用合目標取樣（purposive sampling）的方式，選取四位適應良好之

中途失明成人作為本研究的個案，而為了切合研究主旨與研究需要，本研究的四

位個案乃符合下列諸項條件：1.年齡介於20至60歲之間，因意外傷害或生理病變導

致視覺功能喪失的全盲成人。2.在中途失明之前，即從出生到青少年階段，視力正

常者。3.在簡瓊珠（2003）所編製的生活適應量表上之得分符合適應良好之要求者。

4.具備自我敘說意願與動機者。5.願意配合訪談錄音、文稿被謄寫及協助勘誤等研

究之需要者。茲將四位中途失明成人的基本資料以表一說明之。 

 

 

表一 研究對象基本資料一覽表 

研究對象 

編號 

性

別 

年

齡 
學歷 

失明

年齡 
失明成因 

失明前工

作 

目前工

作 

婚姻 

狀態 

訪談 

重要他人 

個案 A 男 41 專科 35 
視網膜 

剝離 

業務 

人員 

輔具 

銷售員 
已婚 

母親、 

妻子 

個案 B 女 38 大學 28 

視網膜 

色素病

變 

兒童美語 

班主任 

社福人

員 
未婚 

姊姊、 

朋友 

個案 C 男 50 高職 39 
視網膜 

剝離 

雜貨店 

老闆 
催收員 已婚 

妻子、 

兒子 

個案 D 女 42 高職 30 
化學灼

傷 

報關行 

行員 
按摩師 已婚 

女兒、 

朋友 

 

二、資料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深度訪談做為主要的資料蒐集來源，並輔之以其他相關文件及檔案

記錄的蒐集。研究者於每次訪談後，會儘速將深度訪談的錄音帶內容謄成逐字稿，

並隨即進行訪談札記的撰寫，以記錄訪談過程的互動觀察、心得感想及可能的新

發現，藉此幫助研究者在研究資料剖析上，更為透徹且周延。而研究資料彙整之

後，則著手進行四位成功適應之中途失明成人的復原動力、復原阻力、復原助力、

復原行動及復原情形。 

三、信度與效度檢核 

研究者藉由訪問研究對象的重要他人（如家人或朋友），進行不同資料來源

的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以檢核研究對象自陳報告的真偽程度。其重點包括：

1.比較不同時間的深度訪談所得資料之一致性，2.比較研究對象與其重要他人的深

度訪談所得資料之一致性，而且，在研究後期，研究者亦會邀請研究對象一同檢



2009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 254 ~ 

 

視訪談資料的分析是否真實反映出其個人經驗，據以提高研究資料的信度與效

度。 

四、研究倫理 

在研究對象參與本研究之前，研究者會先明確告知參與研究的相關訊息，以

便研究對象能夠充分瞭解參與研究的意義和權利，進而自行決定是否願意參與本

研究。而研究期間，為了實踐保密原則，研究者對於訪談所得的錄音資料和文字

記錄，以及研究對象所提供的相關文件或檔案記錄，均予以妥善保管，另外，在

訪談資料的處理與研究報告的呈現上，一律採用匿名的方式，並改以代號表示，

據以充分保障研究對象的隱私權益。 

 

 

 

結果與討論 

以下分別就復原動力、復原阻力、復原助力、復原行動及復原情形，剖析四

位中途失明成人由失明創傷到成功適應的復原力展現經過。 

一、個案 A 的復原經驗分析 

中途失明改變了個案 A 原有的生活習性和偏愛的生活模式，因而對其造成莫

大的衝擊。 

衝擊比較大是因為，之前的工作是每天必須跟活力十足的業務人員相處在一起，

每天好像有著充沛的活力…，所以我突然間看不見，對我來說，我常形容，好

像在高速公路上，快速開車，突然間，可能引擎熄火了，但是車停不下來，所

以這個衝擊很大。【A1-1003】 

（一）復原動力 

逃避事實，將自己封閉起來，與外界隔離，不想面對，是個案 A 遭遇失明創

傷初期的因應方式。 

腦海裡只想到以前，那當然更冀望說會有奇蹟出現，眼睛會看得到，所以我也

不太願意面對這個事實…，這個時間大概維持有四年，而且之前我接收到任何

有關視障方面的消息時，其實我都很排斥。【A1-1006】 

這四年之間，我每個月只有出門一次，就是說我外出的鞋子一個月只穿一次…，

至於在那段時間，學習的部分是完全封閉。【A1-1008】 

故接受事實是需要時間一點一滴累積的，只不過每個中途失明成人所需的時

間長短不一罷了。 

其實我想時間到了喔！該轉變自然而然會轉變，當時時間久了，自己也慢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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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然後也就比較敢在自己家裡附近，甚至在路上拿著手杖，就是比較敢去

坦然面對。【A1-1013】 

（二）復原阻力 

1.在乎別人的眼光 

無助和鬱悶使個案 A 將自己封閉起來，與外界隔離。 

我認為那時候可能自己心裡非常的鬱悶，因為不知所措，那家人也不知所措，

那我的朋友也不知道怎麼來應對我，所以在那種情形之下，我是與外界幾乎完

全斷絕關係。【A1-1004】 

而在乎別人的眼光，不願意拿手杖，其實是個案 A 自我封閉，足不出戶的主

因之一。 

其實那時候，我不敢拿手杖，甚至從我家中庭走出去的時候，都很怕人家看到

我拿手杖，那時候其實心理壓力還是很大的。【A1-1021】 

2.重建資訊的缺乏 

缺乏盲人重建的相關資訊是個案 A 之所以徬徨無助、不知所措的重要因素之

一。 

在心靈重建上面，其實在那個階段是最需要建立的，但是在社會機制上面，那

時候完全沒有任何的協助，所以以致於自己茫然不知啊！【A1-1005】 

3.無法察言觀色 

由於失去視力，以致個案 A 在工作職場的人際互動上，無法觀察到對方的面部

表情和肢體語言，進而隨時掌握互動的狀況，並做出適當的回應。 

我覺得跟以前最大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在跟別人交談的時候，或者說開會的時

候，我沒有辦法看到對方的臉部表情，光靠聲音，其實我是沒辦法判斷的，我

覺得這是視障朋友最吃虧的地方，所以常常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或誤解，或者

是沒辦法第一時間立即掌握到一些交談之間的方向。【A1-1029】 

跟明眼人的工作互動上面，一路走來，其實是很辛苦的，比如說：如何面對客

戶？如何在開會中掌握適當的 timing，發表正確的言論，我覺得現在就是比較

難以掌握。【A1-1032】 

4.缺乏安全感 

無法察言觀色也讓個案 A 在與明眼人的互動過程中，有種敵暗我明的感覺，以

致缺乏安全感。 

過去所謂明盲之間的探討，明眼人跟盲眼人之間的互動探討，我覺得這可能是

永遠解不開的結，我也不太想去深究這個問題，我只能說，盲人在明眼人的團

體裡面是比較吃虧的，好比說，敵暗我明的感覺，我們必須隨時去防範、去提

防。【A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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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原助力 

1.伴侶的扶持 

妻子的一路陪伴與扶持，使個案 A 得以順利重返職場。 

我只能說，我從家裡跨出大門，重新回到社會，進入這個環境，其實導引我的

也是一個盲人，那就是我的老婆，她帶我去適應盲人的生活，給我很多很多的

方向、鼓勵和意見，所以在適應環境上，因為有她這樣一路的陪伴，這樣的付

出，我才有這個機會，離開家裡，重回職場，甚至還可以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

否則在此之前，我很難想像除了去做按摩，我還能做什麼？【A1-1048】 

此外，個案 A 也分享了自己之所以選擇盲人妻子為終生伴侶的想法。 

是我太太給我轉變的契機，我常在想，如果今天是一個明眼人擔任這個角色的

話，她未必會做得很好，當然我們視障朋友有很多的另一半是明眼人，他們在

生活方面當然會比較方便一點，不像我們會碰到很多的困難，但是我們會做這

樣的選擇，個人覺得說，至少心靈方面會比較踏實，心靈比較能夠互通。

【A1-1050】 

2.主管的器重 

工作職場上，主管的器重與鼓勵，有助於中途失明成人的職業重建和能力提

昇。 

這一路走來，我在工作上其實也碰到很多的問題、困難，那我們董事長對我們

視障朋友會比較包容，他對我也很包容，會鼓勵我，而且給我這樣的工作機會，

我很珍惜。【A1-1060】 

3.不畏懼艱難 

勇敢接受挑戰的過程，讓個案 A 找回昔日的活力與自信。 

其實跟失明以前的工作有滿類似的地方，就是在做業務推廣，初期其實是不需

要到處跑…，那後來有個機緣巧合，我就自告奮勇到台中、高雄去推廣大眼睛，

但是因為我們經費有所限制，所以我就單槍匹馬的去中南部，那甚至自己搭飛

機，到那邊轉乘計程車到目的地，我這樣跑了三、四個月，就是每個禮拜到中

南部去，彷彿又回到了以前…，畢竟可能比較喜歡面對人群，所以比較喜歡行

銷方面的工作。【A1-1019】 

（四）復原行動 

1.重新學習 

學習盲用電腦幫助個案 A 重新出發，積極投入新生活。 

一開始想說怎麼可能用聽的操作電腦，後來大眼睛盲人語音系統剛引進國內，

才剛開始要推，但還沒真正開始推的時候，我就成為，可能應該也不是第一批

啦！就說前面的一些測試者，所以我申請之後，就在家裡自己摸索，也新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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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腦，看說要怎麼摸索。【A1-1016】 

2.把握機會 

當機會來臨時，個案 A 懂得把握，勇敢嘗試，並在著手進行的過程中，持續

的學習與成長。 

應該說學習電腦對我來說是一個契機，那轉變當然就是從聽到心橋雜誌裡面介

紹大眼睛的系統，所以開始接觸大眼睛，因為這樣，很快的就進入學習的狀況…，

上課的過程當中，也認識這邊的工作人員，那時候大眼睛需要一位業務推廣的

人員，對視障朋友做推廣宣導，那因為我以前做過業務的關係，所以呢，跟董

事長面談之後，他就同意我在這裡工作，所以我就開始重回職場，這也是我在

看不見後第一份找到的工作。【A1-1017】 

（五）復原情形 

經歷失明創傷及艱苦重建的過程，一路走來，悲喜參半，然而，雨過天晴之

後，在此時，個案 A 的心裡是平靜坦然、輕鬆自在、不卑不亢及篤定務實的。 

以前看得到的時候，其實每天追求的就是獎金、業績，反而看不見以後，過得

比較坦然。【A1-1054】…四年的調適，我覺得現在的心境是比較踏實、比較

平靜，當然我是因為碰到大眼睛軟體，甚至碰到我老婆，才有這樣的轉變。

【A1-1056】 

當你放空了以後，你會發覺其實獲得是更多的，我不能說我是完全放下，但是

跟以前比較起來，很多慾望和名利我確實是放下的，當我放下的時候，其實我

是很踏實的面對我現在的生活，比較輕鬆自在！【A1-1092】 

其實我現在擁有的已經比以前多了，我現在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好高騖遠，尤其

在重回職場的時候，我發現就心態上，真的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會更清楚

的掌握自己這輩子想要的東西。【A1-1088】 

另外，個案 A 也在身心調適的過程中，逐漸理出一些頭緒、一些脈絡及一些

人生目標，並努力從中取得自我認同和自我定位。 

我的個性基本上是比較樂觀，但是難免也會有情緒低潮，尤其是那段期間，不

過我覺得我不喜歡讓自己坐困愁城，會想說要怎樣為自己找一些方向，…我希

望我的尊嚴、我的位置、我的角色是別人無法取代的，我要盡好自己的本分，

藉由這份工作找到自己的定位。【A1-1052】 

因為曾經經歷過，所以感同身受，此為成功復原之個案 A 想以親身經驗幫助

相同遭遇者的最大動力。 

在過去三年，我接觸很多視障朋友或看不見沒多久的中途失明者，我們之間的

互動其實就比較沒有距離，我比較能夠感同身受他們的一些想法，那相對的，

如果他們面對的是其他社福機構的社工，我都覺得那個距離其實還是非常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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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他們只能在學習上面，甚至工作上面提供協助，但是真正心靈調適的部份，

我覺得做的都不足，…所以我也很努力的去協助一些人，啟發開導他們的想法、

觀念，讓他們能夠更樂觀一點。【A1-1082】 

 

二、個案 B 的復原經驗分析 

中途失明必然直接影響了個人的行動自主能力，而行動不便自然也阻礙了中

途失明成人各個生活層面的發展和適應。 

沒有視力，那很多事情，原本的一些使用模式都要去改變，譬如說：我還滿愛

走路的，我會去看百貨公司的目錄，我喜歡看目錄，心情不好的時候，我就會

去逛書店，去書店看笑話，可是後來看不見，行動不便，我的這些休閒就會有

所影響。【B2-1089】 

傷心無助，加上對未來的擔心，使得徬徨的個案 B甚至有了輕生的念頭。 

當時很想自殺，很想一口氣把所有看眼睛的藥吞完，看看會不會死掉？因為我

會覺得失明以後怎麼辦？能做什麼？感覺很無助。【B2-1035】 

（一）復原動力 

希望能夠找回以往的生活技能獨立謀生，是推動個案 B 積極投入重建任務的

主要因素。 

我是覺得要把行動力跟一些生活能力找回來，你有了這些能力，你的自信心就

會恢復，甚至你會想說，是不是可以再克服一些問題，再做一些突破發展，挑

戰一些事情。【B2-1263】 

（二）復原阻力 

1.家人的負向態度 

弟弟的極度抱怨，無形中增加了個案 B 的挫折感及無助感。 

原則上，剛失明的時候，家裡面不太能夠接受，尤其我的弟弟，他們會覺得說，

妳畢業了，為什麼不去工作？為什麼要把補習班讓給別人？妳失明以後，姊姊

又不在家，那家裡的擔子是不是都要我擔？我們曾經有過很激烈的爭吵。

【B2-1211】 

2.人際的疏離 

難以解釋自己的視力狀況而疏遠朋友是個案 B在失明之初所遇到的困境。 

從前我比較常互動的對象是朋友，所以一下子我會不知道怎麼跟我朋友講我的

視力問題，因為我自己都還不太敢出去，所以我就跟朋友漸漸疏遠了。【B2-1096】 

（三）復原助力 

1.獨立的個性 

獨立不依賴的個性使個案 B 遇到問題或挫折時，會自我評估，並且想辦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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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我本來就是很獨立，所以其實一路上，無論是就醫或是一些重建，我盡量不影

響到家人。【B2-1036】 

我想我應該是比較 A型人格，我比較獨立，碰到問題會想辦法解決，會接受挑

戰，我覺得我這些特質可能滿明顯的，像有人會覺得說，妳幹嘛這麼刻意，可

是我不是視障之後才刻意要顯示我的獨立，因為我原本就滿喜歡那種自在的感

覺。【B2-1200】 

2.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 

遇到困難時，會想辦法解決，這是適應良好之中途失明成人的共通特性之一。 

我的視力是慢慢惡化的，所以我之前去美語班上課時，看書是很吃力的，不過

我不會當場看，我那些書幾乎都是自己在家先背過、先讀過，所以我上課是不

拿課本的，當然我那時候沒有接觸過視障界，可是我必須要這樣克服，為了活

下去，為了生存，你就會想辦法，你的潛力就會出來，因為我自認為我是一個

很會問題解決的人，我滿會解決問題的。【B2-1100】 

3.家人的適時協助 

家人在生活上的協助，讓個案 B 不致於感到孤單無助。 

我們家其實就是有點黏又不會太黏，就是有點距離感，我失明之後，如果我真

的沒辦法解決我的問題，我發出訊號的時候，他們才會協助我，基本上我很少

開口，但是我開口的話，他們還是會協助啦！【B2-1219】 

4.貴人的指點迷津 

貴人的指引為個案 B 帶來了轉變的契機。 

光鹽愛盲的工作人員阮小姐，我一路走來還好有她，其實我現在這個工作機會

也是她告訴我的，因為我並沒有加入任何盲人的團體，所以當時的資訊是她告

訴我的，也是她鼓勵我學電腦、學無蝦米輸入法的，她說：「妳學電腦，學這

個輸入法，至少可以恢復妳本來能力的百分之七十，妳學會了以後，妳就能在

工作上有些突破…」，後來確實也驗證了，我覺得好像有找回來一點能力。

【B2-1178】 

5.同事主管的鼓勵 

同事的友善態度和主管的鼓勵，對個案 B 的工作適應，助益頗大。 

因為我的工作夥伴都是社工員，當然他們不一定都是學身障的，甚至對視障不

了解，但是他們都很友善，我覺得是我工作場域的人事物讓我後來會比較積極

去重建。【B2-1101】 

我的長官說：「我去美國都看到盲人打手杖，到處走，到處跑，那妳要不要學

一下手杖？也許對妳行動上面會有幫助。」長官就 push 我去學定向，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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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假去學。【B2-1115】 

6.居住在台北市 

個案 B 認為，台北市的資源特別豐富，對其順利重建有著莫大的幫助。 

我覺得我重建比較順利的原因，一個是我的工作職場，一個是我工作的地方在

台北市，畢竟台北市的交通比較無障礙，包含捷運啊，或者是各項服務，例如

復康巴士，其實這個對我後來去上一些課程，幫助滿大的，如果我回到台北縣

或是其他縣市，我想交通問題應該會滿大的，那就會阻礙我參加重建的一些課

程，或者是一些訓練。【B2-1161】 

（四）復原行動 

1.尋求協助 

主動尋找社會資源是個案 B 突破困境、取得支援的關鍵所在。 

後來，慢慢的我就去各大專院校找資源，找特教資源，然後真的很幸運，我打

去彰化師大的特教資源中心，剛好是慶仁老師接的，他非常熱情，給我很多的

訊息，他也很鼓勵我，一直 push我要跨出來。【B2-1013】 

2.換新環境 

有時換個新環境，遠離會勾起負面情緒的地方，反而有助於中途失明成人重

新出發，盡快適應。 

我不會去以前常去的地方，甚至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我會避免在那邊打手杖，

我會完全把自己跟那邊隔離，那是一種情緒的斷絕，我覺得這樣我會重建的比

較快，不會有那麼多疙瘩。【B2-1140】 

3.自我充實 

個案 B 始終認為，機會是給一直在準備的人，透過不斷的自我充實，方可為

自己爭取更多成長的機會。 

 

機會是給一直在準備的人，人家說，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我是覺得什麼時候

叫做準備好？尤其現在這個社會滿多元的，也多變，所以什麼時候才是準備好，

我跟自己說：「機會是給一直在準備的人」，我常常這樣勉勵自己。【B2-1277】 

4.自我要求 

自我期許和自我要求讓個案 B 有了具體明確的努力目標。 

我想說自己要想辦法去學一些東西或者是謀生，所以我告訴我自己，我只能失

業一年，…這一年我很密集的去學東西，伊甸有電腦課，愛盲有紫微斗數，光

鹽有廣播課，我都有去學，我把我的時間排的滿滿的。【B2-1049】 

（五）復原情形 

心理建設是失明重建的重要一環，也是個體克服困境的首要任務，個案 B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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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心理重建的心路歷程，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該加強中途失明者的復健諮商工作，

以協助其順利調適與因應。 

我是覺得一些心理成長、心理諮商，包含個人的或家庭的，這個很需要，而且

是專業諮商的服務，不是那種諮詢喔！我覺得其實在過度期的時候，是滿需要

的，就像在重建之後，其實我們的工作有時候也是會遇到瓶頸或是挫折，所以

這方面的重建諮商滿重要的，這也是目前比較欠缺的。【B2-1250】 

另外，重回職場對於中途失明成人而言，至關重要，它是心理重建與生活重

建的里程碑，深具意義，故個案 B 亦就其重回職場的經驗，針對社會系統中的就

業輔導工作提出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制度面應該改變的就是身心障礙特考的名額跟類別，因為開放的名額跟

類別不多，開放的名額大部分都是比較基層的，五等的、四等的，其實身心障

礙者很多都是專科以上，可以考三等，就是所謂的高考或是教師甄試，應該要

對身障者多一些名額的釋放，那至少有缺出來，我們有沒有本事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現在規劃的都是一些邊陲人力，我覺得會有發展空間的挫折。【B2-1270】 

個案 B 成功克服失明逆境的感想是，不要鑽牛角尖，不要自我設限，要放開

懷抱，勇敢去面對，去嘗試，往往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收穫。 

時候到了就去試試看，也不要太勉強自己喔！有時候其實是自己還沒有準備好，

我覺得時機到了就去試試看，事實上行動力很重要。【B2-1318】 

 

三、個案 C 的復原經驗分析 

對於個案 C 而言，在還看得見但逐漸看不見的那段時間，最是煎熬，那是一

種患得患失的過程，是一種來自不確定感的恐慌，所以，到了真的完全看不見的

那一剎那，心情反而就定下來了。 

人喔，就是在快看不見的那段時間，心情是非常恐懼的，我在視網膜開刀以前，

視力每天一直往下退的時候，晚上睡覺我都睡不著，深怕睡醒來就看不見了，

一睜開眼睛就趕快看看自己的視力還有多少？還剩多少？就這樣子，之前還可

以看到窗外的小鳥在飛，慢慢的就看不太到了…，那種感覺，那種恐懼，結果

到了真的看不見，哭過之後，好像突然心情就定下來了，定了下來，認了，我

也認了，最苦的那段時間也已經過去了。【C1-1012】 

（一）復原動力 

悲傷過後，個案 C 逐漸冷靜下來，面對事實，想辦法解決問題，以適應失明

後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所謂的失落傷心，人會失落傷心，但那個時間不會太長，我覺得

在我身上長不了，總要冷靜下來。【C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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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呢？總是要面對啊！我覺得我這個人很多事情是需要給我一點時間去

想的，要我馬上去應變去解決，我可能還沒辦法那麼快啦！總要給我一點時間

讓自己可以想通。【C1-1028】 

（二）復原阻力 

1.人際知覺的困擾 

由於無法正確判讀對方人際互動的意圖，使得個案 C 與明眼人的互動頻率逐

漸降低。 

看不見之後，跟明眼人的活動就逐漸逐漸的減少，因為我們看不到別人，不容

易跟人家互動，這是真的，然後，別人有一些互動，我們又看不到，不知道怎

麼回應，其實我很喜歡跟明眼人一起活動，但是總覺得自己想像的跟人家的意

思是有落差的。【C1-1104】 

2.在意熟人的眼光 

個案 C 由於不想在熟人的面前拿手杖，以致在學習定向行動上猶豫不決。 

後來發現說，學來學去，你總要想辦法，不能都靠著人家送來送去，我覺得滿

煩的，有的時候會被限制住了，就想說，要不要學定向？可是學定向要拿手杖，

要我拿著手杖在外面走，我願意，可是在我家周邊附近拿手杖，我不想，我還

是會排斥，我還是不願意。【C1-1047】 

3.導盲犬的申請困難 

導盲犬可以協助盲人獨立行動，到處行走，可是，目前在台灣，導盲犬的申

請過程繁雜，諸多條件限制。 

有一次盲人重建院的柯老師帶著他的導盲犬到愛盲做宣導，帶給盲人看，那時

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也養一隻導盲犬，可以帶我出去，也不錯啊！我對狗也不

排斥，我小時候喜歡養狗，可是那個時候要申請導盲犬很困難，條件很多，後

來想想就算了，就擱在一邊。【C1-1052】 

（三）復原助力 

1.家人生活上的協助 

家人的照顧和幫助讓個案 C 在生活起居方面有所依靠。 

我老婆很能幹，十八般武藝都會，她本身也跟我一樣，是個很樂觀的人，對於

我眼睛看不見，她也沒有特別的反應，就說：「你看不見，沒關係啦，就我來

啊！人家是男生抓老鼠，我女生也可以抓老鼠…」【C1-1130】。…我兒子是

我的左右手，說真的啦，我算是教育成功，我兩個兒子都很乖，只要我交代的

事情，他們都會幫我完成。【C1-1136】 

2.家人精神上的支持 

家人的支持與鼓勵讓個案 C 可以投注心力在自我充實上，而無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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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家庭的後盾，有我太太做我的後盾，我父母很支持，家庭很支持，我沒有

經濟拮据的壓力，所以在金錢方面，雖然是自己花錢，但不是花大錢，是小錢，

車錢、吃飯錢，但是我願意花，因為我覺得學了以後，都是自己的．所以我花

了很多很多的時間，花了很多很多自己的錢，到處去學。【C1-1118】 

3.朋友交通上的支援 

朋友在交通上的協助有利於個案 C 獨自參加各項學習活動。 

後來去伊甸學點字，就自己去啊！有時候父母會送我去，而且我有一個同學在

開計程車，他很熱心，我說：「我要去上課，你來載我去」，他就來載我，也

不收我車錢。【C1-1031】 

4.認真的學習態度 

積極認真的學習態度，讓個案 C 的生活反而比失明之前更充實、更有趣。 

據鍾老師的說法，學點字我是學得非常快的，因為我回到家就拼命的摸，遇到

不懂的，就打電話問…，學會點字以後，我聽光鹽愛盲的有聲書有介紹一些社

福機構，有辦一些活動，當中聽到有個視障陶藝班，覺得滿有意思的，就去跟

視障朋友一起學，大家都看不見，很平等…。【C1-1033】 

（四）復原行動 

1.尋求協助 

主動尋求協助讓個案 C 得以順利取得盲人重建相關訊息，進而盡早投入重建工

作。 

我就想想我要去學點字，可是我去哪裡學呢？不知道，因為之前我從來沒有跟

視障單位接觸過，後來有一天，無聊聽收音機，聽到有個廣告，有聲書廣告，

光鹽愛盲服務中心做了一個廣告，我就撥電話去問。【C1-1005】 

2.重新學習 

無論是出自於好奇、有趣或打發時間，重新學習對中途失明成人的成長與改變，

具有積極的意涵。 

那時候就覺得說，我要開始重新學習，不學不行，因為出去學東西，總能打發

一點時間，不然每天待在家裡很無聊。【C1-1025】 

3.自我充實 

持續不斷的學習、充實及精進，是個案 C 提昇自我效能的有效方法。 

就學點字、學陶藝、學廣播、學電腦，就發現生活滿有趣的，滿忙的，以前看

得到的時候，都沒有這些活動，反而看不到了，活動這麼多，還這麼有趣，也

認識了一些視障朋友，還覺得滿自在的，因為大家都看不見，你別怪我撞到你，

我也不怪你撞到我。【C1-1042】 

4.自我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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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挑戰的同時，也是激發潛力的有利時刻，有助於適應能力的大大增進。 

我在愛盲也上了一些電話行銷的課程，對我而言，做市場調查也是一個很大的

磨練，人家願不願意接受市場調查，我從電話裡就可以聽得出人家樂意不樂意，

什麼狀況我都碰過，就算被人家掛電話，心情也不會很鬱卒（台語），這真的

是需要一些技巧，你也要有一個厚臉皮啊！【C1-1092】 

5.自我評估 

瞭解自己，自我評估，改變可以改變的，接受不能改變的，是個案 C 順利重返

職場的關鍵所在。 

做按摩我不願意，說真的，我有點排斥按摩，說良心話，我總覺得按摩這工作

不是很高尚，雖然這是錯誤的想法，但是還是有啦！那我能做什麼呢？廣播，

想想玩票可以啦！如果要當作職業也是困難重重，那就想說，考電話工作者試

試看，雖然明知很難考，但是有個機會，所以那時候學點字就發揮作用了，…

一心一意就是非要考到這個工作，沒想到就真的被我考上了，就來了這邊工作，

一待就是六年多。【C1-1070】 

（五）復原情形 

回首重建的過程，個案 C 認為學無止境，自我充實和勇敢嘗試是很重要的，

儲備實力方能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機會。 

不要用金錢去觀看一些事情，我覺得經驗跟學習是很重要的，因為學習，開展

了我一些人際關係，開展人際關係以後，讓我後來一步一步的走來，可以找到

現在這個工作，如果我不走出來，不可能會有人告訴我有這個機會，我也不可

能會去考，當然這個工作就不可能是我的了，這都是有它的前因後果。【C1-1116】 

工作穩定，加上有導盲犬的陪伴，令個案 C 感到非常富足快樂，同時，對於

一路上所獲得的資源及協助充滿無限的感恩。 

因為這隻狗，我開拓了很多人際關係，認識了很多朋友，有了這隻狗以後，我

的自主能力加強了，我發現我更開闊了，這隻狗是我快樂的泉源，事實上，以

我之前的生活來說，我覺得我看不到的生活比看得到的生活更快樂、更精彩。

【C1-1210】 

我自己現在也是在工作，雖然薪水不高，但是我覺得我們的能力賺這個錢，其

實多了，並不是高能力低所得，因為這並沒有太多技巧的工作，今天也是有社

會的保護，要不然我們這種工作也是很容易被取代的，所以以我來講，我覺得

可以了啦！【C1-1188】 

其實我覺得我運氣很好，我到哪裡都有一隻有形無形的手在拉我，然後都有很

多人在幫我，其實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反正就是不管我是在愛盲

學習，在光鹽學習，在伊甸學習，總是會碰到比較愛護我的人來協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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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115】 

除了工作之外，個案 C 也很重視休閒參與。 

我也有去參加咖啡課、品茗課，就是休閒啊！工作以外，不要用腦筋的，另外

就是我也上空大，修了三十幾個學分，我覺得學無止境，我滿喜歡聽課、聽演

講的，聽人家講講自己的經驗，也滿好的。【C1-1235】 

 

四、個案 D 的復原經驗分析 

接受失明的事實，面對問題時，想辦法解決，有助於個案 D 儘速走出失明的

傷痛，思考未來的方向。 

當然也有人問我一句話說：「妳眼睛看不到，以後怎麼生活？」我就想說，眼

睛看不到也要生活啊！【D2-1017】 

沒有視力，我怎麼走出去？怎麼辦？是不是坐計程車去？怎麼轉車？那時候我

只是想一些變通的方法，還不至於想說，眼睛看不到要讓它怎麼看得到，並沒

有去想這個問題，因為在治療的過程中，醫生已經幫我試過很多種方法了，但

是目前的醫學，眼皮沒做好，眼睛視同死亡，我的問題還是在於皮膚…，醫生

已經宣判：「妳就是看不到了」，所以我完全不會再去抱希望，就是自己也要

去接受我就是看不到了。【D2-1026】 

（一）復原動力 

1.經濟壓力 

為了謀生，為了解決經濟上的困境，迫使個案 D 加快其重建的腳步，考慮未來

的就業問題。 

因為我們有經濟壓力，所以會想說所有的儲蓄在多久以內會花光，等於要趁著

這段時間去學得一技之長，當然對於視障者而言，大部分只有兩條路，一種就

是算命，一種就是按摩，那時候我的心態沒辦法接受算命，算命的人講話都要

比較不實際一點，當然不是說不好，只是我們不是那種個性，我們也不會，所

以這個方面就別想了，另外一個方面，按摩，大部分的人會用有色眼光來看按

摩這個行業，「我要去做這個嗎？」就在這個點一直徘徊，會不會讓人家看不

起？會不會給家人丟臉？會不會給家人沒面子？…【D2-1034】 

2.不想拖累家人 

不想拖累家人是個案 D 奮發圖強的目標之一。 

家人這樣的害怕，我心裡就會有一種觀念，那就是，我要如何做才能讓家人能

夠體面，能夠有面子，所以想說，如果我學得一技之長，我有工作能力，我能

夠扶養我的孩子，那我就不會拖累家人，所以就一直有這個目標…，結果有了

工作之後，家人的觀念當然就不一樣了。【D2-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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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原阻力 

1.家人的負向態度 

（1）不了解 

家人對失明狀況的不瞭解，及言語上的無心傷害，讓個案 D感到特別難過。 

但是有些時候，沒有接觸過視障朋友的人，他們不懂得跟視障朋友如何溝通，

在語言上，多少都會有傷到，我們心裡會很難過，只是他們不知道。【D2-1181】 

（2）怕丟臉 

家人覺得丟臉的態度和作法令個案 D 感到難過、挫折和沮喪。 

因為我皮膚受傷，家人又怕我被人家看到，問東問西，指指點點，所以每當我

踏出房門，他們就把我推進房門，就不讓我出來，可是我長期在裡面，我快要

崩潰了，因為我又是一個比較外向的人，你叫我整天關在裡面，我真的會難過

死了，所以我那時候很挫折，自己會很沮喪，想說：「我真的見不得人嗎？」

【D2-1182】 

一位視障朋友鼓勵我要拿手杖，可是家人沒辦法接受手杖這種東西，他們認為

很難看，所以他們就一直叫我不要拿，可是不要拿的話，我們在路上是相當危

險的。【D2-1051】 

（3）想逃避 

丈夫的逃避讓個案 D 感到挫折與無奈。 

基本上，剛開始我先生是有在醫院照顧我，後來他常講說，我受傷有人看到，

他受傷沒人看到，他的心理障礙很大，心理建設沒有很好，然後就常常在外面，

很少回家，我們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什麼，反正我自己現在想說，我們也沒有

條件去問人家什麼…。【D2-1198】 

2.資源分配不均 

各縣市的資源分配不均，社會資源多半集中在台北市，使得其他縣市的中途

失明成人覺得資源缺乏、受惠不多。 

我覺得台灣全省唯一只有台北市的體系是做得比較完善一點的，除了台北市以

外，其實中途失明者要受惠的不多，真的不多，這是我的感覺。【D2-1235】 

3.對視障者的偏見 

 

個案 D 覺得社會大眾和雇主對視障者的偏見或刻板印象，使中途失明成人在職

業選擇及發展上，面臨極大的困境。 

可能他們的觀念就是，反正你們看不到，你們根本就沒什麼可以做的…，但是

為什麼國外都有那麼多行業讓我們視障朋友做，那國內為什麼沒辦法？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的認知就是認為說，你們要做什麼？你們還能夠做什麼？（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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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們沒有想到說，其實視障朋友是可以訓練的，很多行業都可以訓練的，

任何一個人都要訓練啊！不只是視障朋友，你一個新進的工作人員，也都是要

訓練啊！【D2-1237】 

（三）復原助力 

1.個性堅強務實 

務實的個性和堅強的意志讓個案 D 在逆境中，依然不忘自己本身的心念才是

復原的關鍵。 

在醫院的時候，很多人碰到我，不是叫我唸阿彌陀佛，就是叫我唸阿門，可是

對於宗教，我的個性並不是不信，我是認為假如我沒有站起來，我唸阿彌陀佛

或唸阿門那些完全都沒有用，我的心裡是這樣想，前提不如我先把自己鞏固好，

我要唸再來唸，所以我都隨緣，我沒有一定要信哪一種，基督徒要來幫我祝福，

我也好啊！佛教徒要來幫我祝福，我也好啊！【D2-1130】 

我常講說：「病人苦，家人更苦，如要家人不苦，自己得吃苦。」這是我自己

對自己講的話，所以我做復健，有住媽媽那裡的時候，我能夠自己來的，就自

己來。【D2-1180】 

2.轉移關注焦點 

心思的移轉有時反而可以幫助中途失明成人順利的熬過最艱難的時刻。 

因為我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我那時候心裡只擔心孩子怎麼辦？我剛出生的

孩子怎麼辦？那時候孩子才兩三個月而已，要找誰照顧？反正整個心思都放在

那邊，沒有去想到這邊的事情，後來我出了醫院，到了現實生活，才知道困難

重重，那時候才知道眼睛看不到的不方便了。【D2-1024】 

3.獲得經濟援助 

對於有經濟壓力的個案 D 而言，經濟援助猶如雪中送炭，令人備感溫暖。 

其實幫助我很大的就是慈濟基金會，他們會輪流來看我，一直叫我不要擔心、

不必擔心，在這段時間，他們也有給我金錢上的幫忙，因為我花費的錢很多，

燙傷中心的部份要自費，那時候又沒有健保，可是他們要我放心，他們能夠做

多少，他們就會盡量做，那個幫助真的滿大的，而且還持續幫助到我進盲人重

建院，讓我能夠安心的把要學的東西學好。【D2-1108】 

4.勇敢嘗試 

「你膽子不夠大，什麼都別談」【H2-1065】，勇於嘗試方能為自己帶來意想

不到的收穫。 

後來我心情有點低潮，都找不到工作，我的一位視障朋友就說：「不然我有一

個朋友，他剛要開按摩院，希望一張白紙，一個完全都不懂按摩的人，他要從

頭訓練…」，問我要不要去？我說：「好啊！好啊！有人要訓練怎麼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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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076】 

5.見賢思齊 

與自己類似或相同遭遇者的成功經驗所引發之「他做得到，我也一定做得到」

的想法，激發了個案 D 的鬥志，幫助其重拾信心。 

 

後來我認識一個視障朋友，她只有一隻手，在她們家，我就看到她只有一隻手，

要帶孩子，要煮飯，要煮菜，人家她都行，我為什麼不行？那時候的啟發是這

樣子，那我怕什麼？【D2-1073】 

6.懂得變通 

問題解決能力的內涵之一即是懂得變通，變通能力也是一種多元思考的能力，

有助於中途失明成人嘗試不同作法，以化解身處之困境。 

反正那時候的想法就是，眼睛看不到就看不到，任何事情就是想辦法去代替，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沒有視力來做跟有視力來做，我們會去用變通的方法。

【D2-1023】 

7.企圖心 

想把它學好，想把它做好的企圖心，幫助個案 D在許多能力上，不斷自我提昇。 

我看不到以後，其實我對於學習本身是很積極的，也就是我要做一件事情，不

管是讀書，不管是中西式餐點，不管是做什麼，我都很想把它學好，在學的當

下，這個方式不行就會想要用別的方式來處理。【D2-1102】 

（四）復原行動 

1.主動取得資訊 

透過各種管道，結識良師益友，獲取相關資訊，對於個案 D 的重建復原之路，

有極大的幫助。 

電話行銷課程是伊甸基金會辦的，伊甸基金會還幫我們找定向老師教我們定向

行動，後來也認識了一些視障朋友，大家會互相提供一些資訊，講說哪裡有在

開什麼課程？哪裡有在學什麼東西？然後我們就會去篩選，看看自己喜歡讀什

麼課程，伊甸的課程陸續都有在開，我也陸續都有去上。【D2-1068】 

2.培養興趣 

在學習技能、儲備能量的過程中，個案 H 發覺其興趣，進而認真投入之。 

進去盲人重建院的時候，對按摩這一行還不是很有興趣啦！進去以後讀那邊的

書才知道，原來這一行這麼不簡單，而且醫學的書又要讀那麼多，我對醫學滿

有興趣的，後來興趣就越來越濃，就一直往前衝了啦！就不管了，就是有課我

就上，有課我就讀。【D2-1090】 

（五）復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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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人生的低谷，個案 D 更懂得以正向思考的方式看待人際之間的施與受。 

其實這是我們人生中必經的過程，即使你碰到問題，人家沒有一定要幫你做什

麼，沒有義務的，所以我們要想說，幫我們是多餘的，不幫我們是應該的，像

我拜託人家幫我看公車，我都會在後面加一句：「你的車來了，你就先走，你

只要跟我說一聲就好了」，因為我就會再去找另外一個人幫我看，我們不能把

包袱丟給別人，造成別人的負擔，人家要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D2-1273】 

個案 D 在重建的過程中逐漸學會自我調適，不去理會他人的異樣眼光。 

影響最大的就是言語，你走出去，人家看到你指指點點的言語，那是最大的傷

害啦！其實我覺得皮膚、眼睛這都還 OK 啦！或許人家不是那個意思，但所講

出來的話，變成是我們要這個耳朵進來，那個耳朵出去，你自己才能釋懷。

【D2-1200】 

其實最可怕的是思想方面，人家愛怎麼講，就讓人家怎麼講，人家愛怎麼想，

也讓人家怎麼想，那個不是我們能夠去控管的，你只要把你的本分做好，你問

心無愧，其他我覺得都沒關係啦！【D2-1262】 

轉換心境，不要鑽牛角尖是個案 D 面對難題時的因應態度。 

你一件事情、一個點，釐不清，想不通的時候，你就去想別的事情，你就去轉

念，然後回頭你再來看這件事情，就會覺得其實也沒有什麼。【D2-1296】 

另外，個案 D 從排斥按摩，至學習按摩，再到投身按摩工作，一路走來，深

刻體會按摩其實也是一項助人的工作，因而想將按摩的助人精神加以發揚光大。 

我對按摩這行業很肯定，也很認同，就是說，人家不舒服，我有辦法把人家弄

舒服，那是一種成就感，以前的觀念認為，按摩就是好像用有色的眼光，可是

我覺得只要我們心念正的話，其實當然啦！高低階層都有分，任何一個行業都

一樣，有好的也有壞的，我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條船，不過至少我們能做多少

算多少，我們能力所及，我覺得這樣就不錯了，那至於說有什麼抱負，我是想

說，如果可以把我這個行業好好的發揚光大，就已經很好了。【D2-1257】 

能夠帶給別人希望與改變的機會，是一種成就，也是一種喜悅，故個案 D 以

具體行動激勵視障朋友奮發向上。 

我的想法是，人家幫助了我，以後如果有機會，我也會回饋給人家，不是說幫

助人家，只要我能夠回饋人家，這樣我就很高興了【D2-1134】。有時候無形

的行為能夠給人家一種改變，也不錯啊！所以勞工局開的課程，一年、兩年下

來，我就覺得不要放棄，不管有沒有錢，那都是其次，有些時候沒有鐘點費，

會再叫我們去幫忙，我們也都願意啊！因為這不是錢能夠買得到的。【D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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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個案的經驗分析比較 

（一）推動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復原動力 

內外在的動機與需求是驅使中途失明成人走過悲傷，成功適應的必要條件，

也是先決條件，因為有了需求，才有動力，有了動力，才有前進的力量。故本研

究發現，中途失明成人會因不同的想法、信念或考量而決心揮別過去，重新出發，

或許動機各有不同，但方向卻是一致的，亦即，朝向自我認同與成長的目標邁進。

茲將推動復原力展現的動力因子及跨個案分析整理成表二。 

 

表二 推動復原力展現的動力因子與跨個案分析摘要表 

復原動力因子 
個案 

復原動力因子 
個案 

A B C D A B C D 

好勝心  ✻   獲得肯定   ✻  

企圖心 ✻ ✻ ✻ ✻ 養育子女    ✻ 

榮譽感   ✻ ✻ 經濟壓力    ✻ 

成就感 ✻  ✻ ✻ 渴望獨立 ✻ ✻ ✻ ✻ 

 

根據表二得知，好勝心、企圖心、榮譽感、渴望獨立自主及期待獲得肯定的

內在需求，加上養育子女、經濟壓力及要做子女榜樣的外在需求，讓中途失明成

人在逆境中，展現百折不撓的韌性，在創傷中，發覺生命存在的價值和希望。正

如 Maslow 的需求層次論（need-hierarchy theory）所主張，除了基本需求之外，個體

還有成長需求，成功的渴望與成長的喜悅，往往能夠戰勝身體上的殘缺，超越心

靈上的脆弱，使個體在人生的黑暗面發現光明的出口。 

（二）妨礙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復原阻力 

在本研究中，復原阻力即是個體的危機因子，會阻礙或限制個體的成長與發

展，因此，就中途失明者而言，復原阻力的存在或出現會妨礙其重建任務的順利

進行，甚至干擾其復原力的展現。根據本研究發現，妨礙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

力的阻力因子，源自個人、家庭及社會三大層面，茲將妨礙復原力展現的阻力因

子及跨個案分析整理成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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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妨礙復原力展現的阻力因子與跨個案分析摘要表 

復原阻力因子 
個案 

復原阻力因子 
個案 

A B C D A B C D 

個人

方面 

行動不便 ✻ ✻ ✻ ✻ 家庭

方面 

家人不瞭解  ✻  ✻ 

能力喪失  ✻  ✻ 家人想逃避  ✻   

不知所措 ✻   ✻ 家人覺得丟臉    ✻ 

求人困境  ✻   社會

方面 

偏見    ✻ 

缺乏安全感 ✻    歧視    ✻ 

不願拿手杖 ✻  ✻  資訊缺乏    ✻ 

在意熟人眼光 ✻ ✻ ✻  人際疏離  ✻   

額外經濟負擔   ✻ ✻ 資源分配不均    ✻ 

無法察言觀色 ✻  ✻  導盲犬申請困難 ✻    

 

由表三得以知悉，妨礙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阻力因子，包括：1.失明所

導致的個人行動不便、能力喪失、缺乏安全感、額外經濟負擔、無法察言觀色及

人際疏離等後遺症或連鎖效應；2.個人在意他人的眼光，不願拿手杖；3.家人的不

瞭解、想逃避或覺得丟臉；4.社會大眾的偏見、否定和低接納度；5.政府相關單位

的宣導不足和資源分配不均，以致缺乏重建資訊；6.導盲犬的申請困難等挫折、阻

礙及困境。 

賴淑蘭（2003）曾指出，臉部表情與肢體語言是人際溝通中相當重要的部分，

提供了人際知覺的重要訊息，但對於成年後才失明的人來說，由於失去視覺線索，

使其在人際互動中，無法察言觀色，或產生不必要的誤會，以致其在人際互動上，

變得非常被動。而人際關係的疏離或孤立著實使得視覺障礙者可以運用的社會資

源相對減少，進而間接影響其取得就業資訊的管道（李永昌、陳靜江，2000）。另

外，本研究結果與陳秀雅（1992）的研究發現亦有雷同之處，亦即，家庭支持對成

年後失明者之適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力，但是，大部分的家人並不瞭解成年後失

明者的狀況，亦不知該如何給予協助。 

 

（三）促進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復原助力 

在探討復原力的本質時，不應只是關注個體在面對負向生活事件時所顯現的

心理障礙或脆弱一面，而是要強調個體所具備之能力、強項及自我價值感的重要

性（Miller, 2002）。復原力的內涵可歸納成兩大類，一是內在的保護因子，即個體

的特質、能力或潛能，另一則是外在環境的保護因子，即家庭、學校、社區或社

會等資源（Henderson & Milstein, 1996）。在本研究中，復原助力即是個體的保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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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夠調節或減緩暴露在危機因子中對個體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就中途

失明者而言，復原助力有益其降低不適應的行為，並增進復原力的展現。根據本

研究發現，促進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助力因子，涵蓋個體內在能力特質與

外在環境資源兩大類別，茲將促進復原力展現的助力因子及跨個案分析整理成表

四。 

 

表四 促進復原力展現的助力因子與跨個案分析摘要表 

復原助力因子 
個案 

復原助力因子 
個案 

A B C D A B C D 

個人

因素

∣ 

人格

特質 

樂觀   ✻ ✻ 個人

因素

∣ 

自我

發展 

自我覺察  ✻ ✻  

積極  ✻ ✻ ✻ 自我瞭解  ✻ ✻  

獨立 ✻ ✻ ✻ ✻ 自我接納 ✻   ✻ 

理性   ✻  自我價值 ✻  ✻  

務實  ✻  ✻ 自我評估 ✻ ✻ ✻  

善表達 ✻ ✻   自我效能 ✻ ✻  ✻ 

善交際 ✻  ✻  自我充實 ✻ ✻ ✻ ✻ 

責任感    ✻ 家庭

因素 

關懷鼓勵 ✻  ✻  

幽默感  ✻   支持肯定 ✻  ✻  

正向思考 ✻ ✻ ✻ ✻ 接納尊重 ✻  ✻  

目標導向 ✻ ✻ ✻ ✻ 起居照顧 ✻  ✻ ✻ 

求知上進 ✻  ✻ ✻ 交通協助  ✻ ✻  

恆心毅力  ✻  ✻ 經濟援助    ✻ 

精力充沛 ✻  ✻ ✻ 社會

因素 

朋友幫忙   ✻ ✻ 

樂於助人 ✻   ✻ 同事協助  ✻   

敢於挑戰 ✻  ✻  主管鼓勵 ✻ ✻   

知足感恩 ✻  ✻ ✻ 貴人指引 ✻ ✻ ✻ ✻ 

復原助力因子 
個案 

復原助力因子 
個案 

A B C D A B C D 

個人

因素

∣ 

心理

能力 

判斷力   ✻ ✻  資訊網絡 ✻ ✻ ✻  

理解力 ✻ ✻   人際資源 ✻ ✻ ✻ ✻ 

行動力 ✻ ✻ ✻ ✻ 經濟無憂   ✻  

應變力 ✻ ✻  ✻ 換新環境  ✻   

適應力   ✻ ✻ 焦點轉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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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因應  ✻   時間洗禮 ✻  ✻  

問題解決 ✻ ✻  ✻ 居住台北市  ✻ ✻  

情緒管理   ✻ ✻ 擁有導盲犬   ✻  

 

由表四顯示，個體的內在助力因子，即內在保護因子，包含人格特質、心理

能力及自我發展三大向度，涵蓋認知、情感與行為等層面，而外在助力因子，即

外在保護因子，則包括家庭因素及綜合因素等外在環境的支持與資源。Jackson 與

Lawson（1995）的研究亦發現，家人對於中途失明者能夠走出視力喪失之困境的幫

助最大，因為家人積極正向的關懷與支持，可以讓中途失明者及早面對並接納失

明的事實，轉而積極向外尋求協助。 

多方學者一致同意復原力的展現並非單一因素構成的，而是由多項因子交互

作用，促發而成的（朱森楠，2001；蔡群瑞，2002；顏郁心，2002；Fergusson & Lynskey, 

1996；Walsh, 1998），亦即，復原力的保護因子是多向度、多來源的。所以，或許

中途失明成人所擁有的內外在助力因子，不盡相同，但相同的是，當內在助力因

子與外在助力因子彼此經過互動，產生交互作用時，則有助於身處逆境之中途失

明成人充分發揮成功適應的潛力。 

 

（四）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具體行動 

在本研究中，復原行動是指中途失明成人在面對種種困境時所採取的因應方

式。本研究採用 Folkman 與 Lazarus（1984）的分類，將因應方式區分為二種類別：

問題焦點的因應（problem-focused coping）和情緒焦點的因應（emotion-focused coping）。

問題焦點的因應是以改變或處理對個體造成困擾的問題情境為主，當個體評估情

境是較可能被改變時，會傾向採取此項因應策略。情緒焦點的因應是以直接調整

對問題的情緒反應為主，當個體評估情境不易以行為加以改變時，最常採用此項

因應策略，茲將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具體行動及跨個案分析整理成表五。 

 

表五 展現復原力的具體行動與跨個案分析摘要表 

復原行動 
個案 

復原行動 
個案 

A B C D A B C D 

問題

焦點 

面對事實  ✻ ✻ ✻ 情緒 

焦點 

逃避問題 ✻    

理性分析  ✻ ✻  心理建設  ✻  ✻ 

尋求協助 ✻ ✻ ✻ ✻ 自我封閉 ✻    

取得資訊 ✻ ✻ ✻  自我接納    ✻ 

懂得變通  ✻  ✻ 情緒宣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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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 ✻ ✻ ✻ ✻ 情緒調整 ✻ ✻ ✻  

勇敢嘗試 ✻   ✻ 

 

爭取機會 ✻    

把握機會  ✻ ✻ ✻ 

自我要求  ✻   

培養興趣   ✻ ✻ 

自我充實 ✻ ✻ ✻ ✻ 

 

表五顯示，整體而言，中途失明成人情緒焦點的因應方式包括延宕逃避、情

緒發洩、情緒調整及休閒參與等。而問題焦點的因應方式則包括理性分析、勇敢

嘗試、自我要求、問題解決、尋求協助及自我充實等。情緒焦點的因應主要是選

擇讓自己好過一些，但其實是暫時性的，對於壓力源仍未必有效解決，而問題焦

點的因應則反映了個體遇到挫折時，會採取勇敢面對的解決方式，因此，內心較

能自我調適。Rak 和 Patterson（1996）亦提到，幫助個體發現自己的優點和長處，

提供其可應用的問題解決模式與資源，鼓勵其與環境產生建設性的互動，將有助

於個體獲得良好的適應能力。 

 

（五）中途失明成人的復原力展現情形 

沒有經歷過煎熬掙扎，就沒有所謂的復原力展現，復原力具有從逆境中反彈

的特性，反彈的結果往往是超越危機之前的發展水準（Masten & Coatsworth, 1998；

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因此，逆境或危機有時反而是推動個體蛻變、增

長與茁壯的契機。本研究發現，中途失明成人的復原力展現在個體的情感、認知、

態度及行為之轉變，茲將中途失明成人的復原力展現情形及跨個案分析整理成表

六。 

 

表六 復原力的展現情形與跨個案分析摘要表 

復原情形 
個案 

復原情形 
個案 

A B C D A B C D 

情感

層面 

富足快樂 ✻ ✻   態度

層面 

積極 ✻ ✻ ✻ ✻ 

篤定踏實 ✻    務實 ✻ ✻ ✻ ✻ 

平靜坦然 ✻   ✻ 自信 ✻ ✻  ✻ 

輕鬆自在 ✻  ✻  知足感恩 ✻  ✻ ✻ 

認知 維護健康    ✻ 活在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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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正向思考 ✻ ✻ ✻ ✻ 順其自然 ✻   ✻ 

自我充實 ✻ ✻ ✻ ✻ 行為

層面 

勇敢嘗試實際執行 ✻ ✻  ✻ 

自我瞭解  ✻ ✻  行動自如獨立自主 ✻ ✻ ✻ ✻ 

自我掌控 ✻  ✻  選定目標承擔責任 ✻    

不卑不亢 ✻ ✻   自我認同自我定位 ✻   ✻ 

自立自強  ✻  ✻ 學無止境自我充實 ✻ ✻ ✻ ✻ 

轉念 ✻  ✻ ✻ 幫助相同遭遇的人 ✻   ✻ 

 

由表六發現，走過人生的低谷，中途失明成人回首復原之路，內心充滿感恩，

無論經歷多少艱難的考驗，一切早已雲淡風輕，不足掛懷，此時，富足快樂、篤

定踏實、平靜坦然及輕鬆自在是成功適應之中途失明成人的心情寫照，在生活態

度上，也變得積極專注、沉穩務實、知足感恩及活在當下，而在為人處事上，則

變得誠實、真誠、彈性、圓融。不僅如此，失明的調適過程，也讓中途失明成人

學會懂得轉換心念、正向思考、不卑不亢、做自己、自我充實、自我掌控等，因

此，行動自如獨立自主、勇敢嘗試實際執行、選定目標承擔責任、自我認同自我

定位、參與休閒活動及幫助相同遭遇的人，都是成功適應之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

原力的具體表現。故本研究發現，逆境、挫折和阻礙反而激勵中途失明成人透過

反思，逐步調整非理性的信念及無意義的行為，以達到身心靈的健康與成長，此

項研究結果證實了復原力的展現是朝向身心健康與成長的目標邁進之論述（蕭文，

2000；Lauer, 2002；Turner, 2001），換言之，復原力的展現不但幫助中途失明成人

克服逆境，獲致成功適應，同時也引導其肯定自己、認同自己及超越自己。 

 

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綜合討論，整理出以下數點結論： 

（一）推動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復原動機 

復原動機可歸納成個人和家庭兩個層面：1.以個人為出發點的動力因子，包括

個人的好勝心、企圖心、榮譽感和成就感，以及希望獨立自主、獲得肯定的想法，

皆不斷激發中途失明成人的復原潛力。2.以家庭為出發點的動力因子，包括需要養

育子女和經濟壓力的現實考量，以及不要拖累家人，要做子女榜樣的想法，均激

勵中途失明成人加速復原的腳步。 

（二）妨礙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復原阻力 

復原阻力可區分成個人、家庭及社會三個方面：1.就個人而言，行動不便、能

力喪失、不知所措、缺乏安全感、不願拿手杖、在意熟人眼光、額外經濟負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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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察言觀色等因素，明顯阻礙了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其復原力。2.就家庭而言，家

人的不瞭解、想逃避或覺得丟臉，皆會干擾中途失明成人的復原力展現。3.就社會

而言，資源分配不均、缺乏相關資訊、社會大眾的偏見及導盲犬的申請困難等是

中途失明成人在重建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挫折。 

（三）促進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復原助力 

復原助力包括：1.樂觀、積極、獨立、務實、善交際、責任感、幽默感、富彈

性、富創意、正向思考、目標導向、求知上進、樂於助人、敢於挑戰及知足感恩

等，有助於復原力展現的人格特質。2.判斷力、專注力、掌控力、行動力、應變力、

適應力、壓力因應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及情緒管理能力等，可促進復原力展現的

心理能力。3.自尊自信、自我覺察、自我瞭解、自我認同、自我接納、自我價值及

自我效能等，可提昇復原力展現的正向自我發展。4.家人精神上的支持及生活上的

協助。5.朋友幫忙、同事協助、主管鼓勵、貴人指引、人際資源、工作穩定、經濟

無憂、換新環境、焦點轉移、居住台北市及擁有導盲犬等，可加速復原力展現的

綜合因素。 

 

 

（四）中途失明成人具體展現復原力的復原行動 

復原行動涵蓋情緒焦點和問題焦點兩種類型：1.情緒焦點的因應方式，包括逃

避問題、自我封閉、自我接納、情緒宣洩、情緒調整及休閒參與等。2.問題焦點的

因應方式，包括尋求協助、取得資訊、懂得變通、解決問題、勇敢嘗試、把握機

會、自我要求、培養興趣、人際經營、以身作則、職務再設計、重新學習自我充

實及選定目標承擔責任等。 

（五）中途失明成人展現復原力的復原情形 

中途失明成人的復原力展現在情感、認知、態度及行為四個層面：1.情感上的

轉變，包括富足快樂、篤定踏實、平靜坦然及輕鬆自在的心情體驗。2.認知上的轉

變，包括正向思考、不卑不亢、做自己、靠自己及轉念等認知想法。3.態度上的轉

變，包括積極、務實、彈性、知足、感恩、自立自強、活在當下及順其自然的處

事態度。4.行為上的轉變，包括勇敢嘗試實際執行、行動自如獨立自主、選定目標

承擔責任、自我認同自我定位、學無止境自我充實，及幫助相同遭遇的人等行為

表現。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發現與綜合分析，以下針對中途失明者、政府相關單位及

未來研究等方面，提出數點建議，以供參考。 

（一）給中途失明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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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綜合四位成功適應之中途失明成人的復原經驗與心得分享，對中途失

明者提出以下建議： 

1.敞開心扉勇敢嘗試 

過度的恐懼或擔憂會阻礙個人的成長與突破，且成長茁壯是需要不斷的學習

與嘗試，因此，猶如本研究四位個案所親身體驗的，即中途失明者若能敞開心扉，

克服恐懼，勇敢接受復原重建的挑戰，則可發現事情往往不如自己想像中的那麼

困難，而且自己本身早已蘊藏著充沛的復原能量等待激發。 

2.確立目標全力以赴 

本研究的四位個案普遍認為，個人一旦有了目標，有了生活重心，自然而然

就不會徬徨無措，裹足不前，換言之，中途失明者若能經由自我瞭解和自我評估，

確立自己的人生目標，並身體力行，努力達成，則不會在逆境中迷失方向，坐困

愁城。 

（二）給政府相關單位的建議 

本研究歸納四位成功適應之中途失明成人於重建期間所知覺之社會功能的看

法，對政府相關單位提出以下建議： 

1.加強就業輔導 

本研究發現，對中途失明成人而言，重回職場順利就業，使其得以發揮自己

的實力，從而確立人生的目標，至關重要，再者，透過適當的輔具運用和職業再

設計，中途失明者在工作上也能和一般人一樣，有出色的表現，因此，瞭解視障

者的能力專長及其限制，加強就業輔導，並提供適合的工作機會，將有助於中途

失明成人重回職場及工作適應。 

2.鼓吹社會參與 

本研究發現，社會大眾的偏見或歧視，無形中會阻礙中途失明者的調適與復

原，因此，透過視障者形象的正確報導及友善社會的宣導，增進社會大眾對視障

者的瞭解與接納，進而主動參與視障關懷工作，將對中途失明成人的社會適應有

極大的助益。 

（三）給未來研究的建議 

以下針對本研究在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上的研究限制，提供日後有意從事此

類相關研究之研究工作者兩點建議： 

1.運用縱貫研究設計 

本研究係採用現象學的觀點，強調研究對象的主觀認知與詮釋，可是，研究

資料的蒐集又過度倚重研究對象的記憶回溯，因此，無法避免回溯性研究中，研

究對象記憶遺漏或記憶失真的限制。故若欲釐清中途失明成人身心調適的脈絡歷

程和因果關係，建議未來的研究可透過縱貫研究設計，予以一窺究竟，從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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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的追蹤研究。 

2.採用多重證據來源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開放式的深度訪談，蒐集研究所需的資料，但是，若欲促

使所研究的問題、所蒐集的資料和所導出的結論之間，能有更清楚明確的連結，

建議未來的研究可使用多重證據來源，亦即，除了深度訪談之外，尚可藉由參與

觀察或非參與觀察的方式蒐集資料，並彙集相關文件或檔案記錄，以作為研究之

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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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提供服務之研究 

 

劉芷晴  

(臺北市石牌國民小學)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視障學生之需求及視障教育教師所提供之服務。研

究者以自編之「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提供服務調查問卷」為研究工

具，以台灣全體視障教育教師為對象進行普查。回收有效問卷 179 份，

問卷所得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及次數分配百分比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本研究之重要發現如下： 

一、視障學生對各視障教育服務項目之需求量接近「多數需要」程度，

視障學生對「評量方面」的需求量最高，對「教學方面」的需求量最低。 

二、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服務之頻繁度接近「頻繁」程度；教師提供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的頻繁度最高，提供「教學方面」的頻

繁度最低。 

三、視障教育教師因工作環境不同，其提供服務之頻繁度亦有所差異；

以視障資源班教師提供服務的頻繁度最高，啟(惠)明學校次之，視障巡

迴輔導最低。 

四、視障教育教師因服務階段別不同，其提供服務之頻繁度有所差異，

以學前視障教育教師所提供頻繁度最高。 

五、視障教育教師因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其提供服務之頻繁度有所

差異，以特教系、所畢業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的頻繁度最高。 

六、視障教育教師因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其提供服務之頻繁度有所

差異，11 年以上視障教育年資的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最高。 

七、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大於視障教育教師所提供服務之

頻繁度。 

最後，針對研究結果對教育行政決策單位、現任視障教育教師及未來研

究等三方面提出建議。 

 

關鍵字：視障學生、視障教育教師、視障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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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視障教育的發展歷史長遠，但由於學生人數少，服務視障學生的教師人數亦

少，故視障教育並非特殊教育中的「顯學」，社會大眾對視障者的接觸機會相對

偏低，對「視覺障礙」只有些模糊的概念，也為視障教育增添了幾分神祕感。研

究者身為國小視障教育教師，時常感受到一般人對視障教育的瞭解不足，因此，

欲瞭解視障學生的需求及探究視障教育教師所提供之服務，此為本研究動機之

一。 

從視覺障礙的意義與障礙程度分類而言，教育法規與社會福利法規內涵略有

不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教育部，2006)以及「身心障礙等級」

(行政院，2002)雖對視覺障礙的定義與分類有所不同，但無論是採取何種視障程度

的分類，都可以看出視障者之障礙程度範圍差距頗大。視障學生因視障程度的不

同，其身心特性與學習需求的異質性相當高，而教師必須提供之教育服務亦依學

生之特殊需求而有不同，其所須具備的專業知能是相當多元化且高度專業性的。

究竟目前視障教育教師應需具備的能力有哪些?過去國內不乏相關文獻及研究探討

之(杞昭安，1997；莊素貞、梁成一，2000)，然研究者認為目前視障教育教師提供

之服務是否能與視障學生的學習需求相切合，則是更重要的關鍵議題，因之，本

研究將進一步探討視障學生的學習需求與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間的

關係，此即本研究動機之二。 

另外，服務視障學生的教師們，可能因不同的工作環境或服務階段別，其在

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的情形可能有所不同。而教師的師資培育背景及年資，亦可能

影響教師提供服務的情形。是故，比較上述不同變項的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

育服務的差異情形，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探討： 

一、視覺障礙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 

二、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 

三、不同環境變項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 

四、不同個人變項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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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

頻繁度之差異情形。 

 

貳、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五項研究目的，分別提出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國內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現況如何? 

二、國內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現況如何? 

三、不同環境變項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如何? 

(一) 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

如何? 

(二) 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

形如何? 

四、不同個人變項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如何? 

(一)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

差異情形如何? 

(二)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

差異情形如何? 

五、國內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

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如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視覺障礙學生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教育部，2006)第四條：本法第三

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視覺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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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矯正後對事物之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本

研究所指視覺障礙學生，專指本研究對象之視障教育教師所服務的全體視覺障礙

學生，以下簡稱視障學生。 

貳、視障教育教師 

視障教育教師係指服務視障學生的教師。本研究所指視障教育教師，包括下

列三者： 

一、視障巡迴輔導教師：九十五學年度各縣市實施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計畫之

視覺障礙教育巡迴輔導員。 

二、視障資源班教師：九十五學年度臺北市高中、國中及國小視障資源班之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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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三、啟(惠)明學校教師：九十五學年度臺北啟明、台中啟明、私立惠明等三所學校

之現任教師。 

參、視障教育服務 

視障教育服務，指視障教育應提供視障學生的服務，包括一切滿足視障學生

各種學習需求的服務。 

本研究所指視障教育服務，係指在「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提供服務調查

問卷」中的題項，包括：1.教學 2.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 3.評量 4.個別化教學與

個案管理 5.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 6.心理與行為輔導 7.諮詢與支援服務 8.溝通協調與

合作等八個範疇，計四十九個項目。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視障學生的學習需求 

 

Hazekamp 和 Huebner(1989)將視障學生的特殊需求歸納為概念發展與學業、溝

通、社會與情緒、感覺與動作、定向與行動、日常生活技能、生涯與職業七大類。 

概念發展與學業需求包括發展良好的身體意象，理解時間、位置、方向、大

小、形狀、序列、分類等概念，發展聽覺理解和分析技巧，熟悉各種閱讀媒介的

形式，上課抄寫筆記的能力，獲取適合其閱讀媒介資料的能力……等。溝通需求

包括具備閱讀、書寫的技能，精熟的打字能力，操作各種輔具的能力，如：收錄

音機、擴視機、閱讀機、盲用電腦……等。社會與情緒的需求則包含社會化、情

意教育、休閒娛樂、性教育及對自己障礙的心理輔導五個層面。感覺與動作的需

求包括學習身體的控制、學習獨立動作的能力、發展動作時的平衡能力、發展粗

大及精細動作的能力、各感官知覺的確認及區辨能力……等。定向行動的需求包

含發展身體形象、環境、空間、方向及與交通有關的概念，以及自我保護的能力、

使用手杖行走的技能、使用行動輔具的能力……等。日常生活技能需求範圍涵蓋

12 項：個人衛生、穿著、衣物整理、家事、烹飪、用餐、金錢管理、社會溝通、

使用電話、書寫溝通、時間監控、組織等技能。生涯與職業需求包含對工作有概

念及瞭解、提供與未來工作相關經驗、學習工作所需的技巧、培養良好的工作態

度及觀念、協助發展職業的選擇、提供工作所需的輔具、服務及工作訓練……等。 

Bishop(1996)整理出視障學生所需學習的特殊技能，分為十二項領域：感官知

覺技能、動作發展、概念發展、溝通技能、社會技能、生活自理技能、性別認知

能力、使用低視力輔具、休閒娛樂技能、生涯覺察／職業選擇／工作準備、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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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及獲取資訊能力、定向與行動。 

周桂鈴(2002)針對在一所普通學校就讀的視障學生，提出其特殊的學習經驗與

需求。其研究發現融合教育視障學生的特殊需求可分為五個方面：學科學習、課

外活動、人際互動、無障礙環境營造與親師互動。 

綜合以上文獻，研究者將視障學生的學習需求簡要歸納出以下十一個層面：

學業學習與概念發展、溝通技能、各種感官訓練、生活自理訓練、定向與行動訓

練、使用科技輔具、性教育、社會互動技巧、生涯輔導、親師溝通及諮詢，以及

其他外在環境調整。 

 

第二節 視障教育服務內涵 

 

壹、視障教育課程內涵 

根據教育部(2000)修訂之「特殊教育學校(班)學前、國民教育階段視覺障礙類

課程綱要」，其中所羅列之科目(或學習領域)，除比照一般國民中小學、學前教育

階段的課程外，另有專門依據視障學生學習需求設立的科目(或學習領域)。 

視障學生，尤其是盲生，除了普通課程外，還需要特殊課程，以彌補因失明

所造成的學習不足，所需學習的專業訓練，主要為點字讀寫、定向行動及生活自

理能力的訓練(引自莊慶文，2001)。這些特殊課程亦與上節所討論視障學生的學習

需求相呼應─視障學生有溝通技能、定向行動訓練及生活自理訓練等方面的需

求。 

 

貳、視障教育教師應具備之專業知能 

美國盲教育家Hathaway認為弱視教育教師應能設計必要的教材、教具及活動、

具有編組活動的能力及有專業精神；盲教育師資應具備下列技能：1.有正常兒童的

教學經驗 2.瞭解心理學及盲生社會，情緒問題之原因及其指導之途徑 3.使盲生發揮

殘有視力的能力 4.指導步行方法的技能 5.指導讀、寫及點字的技能(引自林孟宗，

1977)。 

美國特殊教育協會(Th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簡稱 CEC)所屬之視障

教育分會(Division for the Visually Handicapped, DVH)於 1993 年發表「初任視障教育

教師應具備之專業知識與技能」，羅列出八大項專業知能(杞昭安，1997)。而莊素

貞和梁成一(2000)將之依據我國視障教育之需求，加以修訂為十大領域、77 項專業

知能。 

另外，亦有研究者專門針對某項視障教育教師應具備之專業知能進行探究，

例如：視障教育教師文字學習媒介評量專業知能(莊素貞，2004)；視障教育教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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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素養(林慶仁，2002)；視障教育教師之電腦素養(蔡佳茹，2003)……等。從這

些研究中，也充份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需具備的專業知能相當豐富及多元化，且

係依照視障學生之特殊學習需求而來。 

 

參、視障教育教師之角色與職責 

1993 年，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與科羅拉多教育部共同執行一項合作研究─「科

羅拉多視障學生之服務及教育成果」，調查視障教育教師所提供的視障教育服務，

其問卷以視障教育服務項目為架構，調查教師提供這些服務的頻繁程度，依序為：

1.訂購書籍和教學材料 2.定向與行動教學 3.製作放大教材 4.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5.為

學生點譯和點寫工作 6.點字指導 7.數學課業指導 8.聶美茲教學 9.視覺利用訓練 10.

親師溝通 11.聶美茲數學點字指導 12.科技訓練 13 盲聾課程 14.人際溝通技巧 15.教

材調整(Suvak，2004)。 

啟明學校教師之角色與職責部分，國內莊素貞、梁成一（2000）針對三所啟明

學校教師進行的調查結果，教師們認為最重要的前十五名專業知能有：1.輔導視障

學生建立自信心與良好的人際關係 2.提供視障學生職前的訓練及輔導 3.發展視障

學生的第二種感覺 4.根據學生能力、需要及發展現況，擬定適當教學內容與方法

5.瞭解視障對學生發展與學習的影響 6.培養學生正向的社會態度、行為及榮譽感 7.

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以利教學 8.設計多感官的學習環境，鼓勵視障學生參與各種團

體或個別學習活動 9.充分運用各類教學媒體，以輔助各類教學活動 10.協助視障學

生發展增進社會技能和日常生活技能 11.改變、準備、組織特殊教材 12.聯合社會機

構共同輔導視障學生職前訓練與就業 13.根據視障學生的專長及興趣給予建議，協

助其選擇適合的職業 14.發展傾聽技能教學法教學 15.發展學童之觸知覺與觸讀技

能教學法。此結果亦顯示啟明學校教師認定其應盡之職責。 

另外，關於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工作內容的探究甚多，視障巡迴輔導教師須負

責視障兒童的個別輔導、作業批改、成績考查，以及處理一般教師無法辦理之特

殊事項(教育廳，1973)。劉信雄、王亦榮和林慶仁(2000)則認為巡迴輔導教師的功

能並非取代級任教師進行課業教學，也不是替代資源班教師，進行低成就學業補

救教學，巡迴輔導教師的功能是提供視障學生教育上專業的協助。 

 

第三節 其他相關研究 

 

本研究擬探討視障學生的需求與教師所提供的服務，二者之間是否有差異?差

異情形如何?過去並未有以視障教育教師為對象做此部分探究者；然有以其他身心

障礙類別學生為主，調查學生需求與實際提供服務現況或運用因應策略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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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回顧之。 

周台傑、葉瓊華、詹文宏(2003)進行「啟智學校高職部學生就業轉銜服務現況

與需求之研究」，探討啟智類特殊學校學生的就業轉銜服務需求，並透過啟智學

校高職部學生就業轉銜服務現況與需求的比較作差異分析。其研究結果指出，三

組研究對象(教師、高三學生主要照顧者及離校學生主要照顧者)評定學生就業轉銜

服務整體的需求均大於提供的服務，顯示所得到的服務未能滿足學生需求程度。 

張慧美(2004)進行「臺北縣國小一年級身心障礙兒童入學適應服務需求及現況

調查」，探討臺北縣國小一年級身心障礙學生入學適應服務的需求和提供現況，

並瞭解其供需之間的差異情形。其研究結果發現學校提供的服務遠不及需求程度，

而家長和教師對供需的差距看法不一致，家長認為的供需差距比教師所知覺之供

需差距大。其中，家長認為「家長自我增能服務」的供需差距最大，「認識環境

服務」的供需差距最小；教師認為「團隊服務」的供需差距最大，「學習輔導服

務」的差距最小。 

楊惠婷(2005)進行「國民中小學教師對聽覺障礙學生特殊需求因應策略之研

究」，探討教師對於聽障生在普通班級中特殊需求因應策略覺知的程度，以及教

師因應策略運用的情形；其研究結果發現教師所覺知聽障學生在行政支援策略、

社會／心理環境、認知學習環境、教材教法調整與家庭支援策略五個層面，近九

成的策略運用程度不及需求程度；其中以「家庭支援策略」的供需差距最大，「認

知學習環境」與「教材教法調整」二層面的差距最小。另外，在教師背景變項部

分，性別、職務、是否輔導過聽障生之外的身心障礙學生、是否擔任特教班教師、

特教專業背景，以及學校背景變項之任教階段的教師，在因應策略運用程度達顯

著差異；普通教育服務年資與聽障生教學年資等變項則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上述研究分別為針對高職智障學生的就業轉銜服務需求與現況、國小一年級

身心障礙學生的入學適應服務需求及現況，以及國中小聽障學生的特殊需求與因

應策略，比較需求與現況之間的差距；其需求程度均為由他人評定，評定者包括：

普通班教師、特教教師、主要照顧者及家長等。而結果均呈現需求程度高於提供

狀況，或許是提供程度較為缺乏，亦可能是研究對象對應提供之服務期待程度較

高而導致此結果。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研究者自編之「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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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探究目前國內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進一步分析不同環境變項與個人

變項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是否有差異；並探討視障學

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本研究之架構

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九十五學年度任教於台灣二十四縣市之視障教育教師為對象進行普

查。依據台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臺北市視障資源中心及三所啟(惠)明學校

之統計資料得知，本研究的對象共計 247 人，最後回收的有效問卷為 179 份。 

 

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編製過程 

一、蒐集資料及初擬問卷 

視障教育服務 

學生需求量  提供頻繁度 

1.教學方面 

2.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3.評量方面 

4.個別化教學及個案管理方面 

5.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6.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7.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8.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視障教育教師 

環境變項 

1.工作環境 

2.服務階段別 

個人變項 

1.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 

2.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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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者蒐集相關國內外文獻探討，問卷內容及形式主要參考 Kirdhner、Kern

和 Stock (1989)、Yoshinaga-Itano 和 Ruberry(1992)、美國視障教育分會(DVH)(1993)、

Suvak (2004)等國外文獻；以及杞昭安(1997)、莊素貞、梁成一(2000)、張慧美(2004)、

楊惠婷(2005)等國內文獻。 

2.參照教育部(2000)所編印之「特殊教育學校(班)學前、國民教育階段視覺障礙

類課程綱要」、視障教育教師之專業知能相關研究(林孟宗，1977；莊素貞、梁成

一，2000)、視障教育教師之角色與職責相關文獻(劉信雄等，2000；Hazekamp & 

Huebner, 1989; Suvak, 2004)，做為視障教育服務項目理論部分之參考。 

3.徵詢三位資深視障教育教師(分別任教啟明學校、視障資源班、視障巡迴輔

導)之意見，列出平時工作要項，以此做為視障教育服務項目實務部分之參考。 

4.依據文獻蒐集整理及意見徵詢之結果，草擬問卷初稿。 

二、建立效度 

邀請國內對本研究主題有深度瞭解的專家填寫專家意見問卷，就每個題項給

予增修意見。經由專家意見問卷所得之結果及建議，整理成問卷專家意見彙整表，

對問卷題項再做修改及刪除，形成預試問卷。 

三、問卷預試及定稿 

研究者以立意取樣之方式，從母群體中抽取代表性樣本三十位，作為本研究

之預試樣本，進行問卷的預試。研究者再針對預試結果計算決斷值，進行各題項

的鑑別力分析；此外，另計算問卷各題項之 Cronbach α 值，考驗內部一致性信度。

計算決斷值部分，各題項高分組與低分組之ｔ考驗均達顯著性，顯示各題項的鑑

別力均相當高，無需刪題。 

貳、問卷內容 

本問卷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視障

學生需求及教師提供服務調查」。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之項目，包括：(1)工作環境，(2)服務階段別，(3)特教師資

培育背景，(4)服務視障教育年資，等四項；第二部分視障教育服務項目，包括：(1)

教學，(2)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3)評量，(4)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5)學習

情境調整與營造，(6)心理與行為輔導，(7)諮詢與支援服務，(8)溝通協調與合作，

等八個範疇，共計四十九項。 

參、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問卷第一部分依受試者由個人實際情形進行填答；問卷第二部分採李克特

式(Likert type)的四點量表設計，依照受試者圈選的答案來計分。 

在「學生需求量」部分，選項依次為「全部需要」、「多數需要」、「少數

需要」、「沒有需要」，分別給 4、3、2、1 的分數；在「提供頻繁度」部分，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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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依次為「非常頻繁」、「頻繁」、「不頻繁」、「沒有提供」分別給 4、3、2、

1 的分數。而部分題項(第 24 至 27 題及第 45 至 49 題)經由效度考驗所彙整的專家

建議，在「學生需求量」部分，因視為必要性之服務，故該題項無需填答。 

肆、問卷信效度 

一、 問卷效度 

本問卷之效度以內容效度為主，採納專家意見為效度之依據。邀請國內視障

教育專家九位，包括特教系教授及現職視障教育教師，針對問卷之題項內容提供

增刪或修正建議。 

二、 問卷信度 

本問卷之信度，採用內部一致性信度，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3.0

版進行 Cronbach α 考驗，表 3-1 為「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提供服務調查問卷」

內部一致性信度。 

 

表 3-1 「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提供服務調查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 

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項目 

學生需

求量 

部分 α

係數 

提供頻

繁度 

部分 α

係數 

整體 

α 係數 

1-9 教學方面 .79 .73 .86 

10-15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

方面 
.75 .70 

.84 

16-23 評量方面 .82 .82 .89 

24-27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

方面 
--- .86 

.86 

28-35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

面 
.83 .84 

.90 

36-40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86 .87 .90 

41-44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70 .69 .81 

45-49 溝通協調與點作方面 --- .85 .85 

全量表 .94 .95 .97 

N=179    

 

第四節 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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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使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3.0 版處理問卷資料，並進行

統計分析。茲將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說明如下： 

一、以平均數、標準差、次數分配百分比回答本研究之待答問題一、二。 

二、以平均數回答本研究之待答問題三、四、五。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分析 

 

壹、結果分析 

依據表 4-1 可知：學生需求量在各視障教育服務範疇的得分介於 2.86 與 2.69

之間，而整體平均數為 2.80。其得分平均數高低依序為：1.評量(M=2.86)、2.心理

與行為輔導(M=2.85)、3.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M=2.84)、4.諮詢與支援服務(M=2.82)、

5.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M=2.78)、6.教學(M=2.69)。由此可知，教師認為視障學生對

視障教育服務範疇的需求量，以「評量方面」的需求量最高，「教學方面」的需

求量最低。 

 

表 4-1 視障學生對各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需求量總分、各題項平均數、 

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範疇 總分 
各題項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1-9 教學方面 24.25 2.69 .51 6 

10-15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

面 
16.69 2.78 .51 5 

16-23 評量方面 22.87 2.86 .55 1 

28-35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2.72 2.84 .55 3 

36-40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14.25 2.85 .64 2 

41-44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11.30 2.82 .61 4 

全量表 112.07 2.80 .45  

 

依據表 4-2 可知：學生需求量在各視障教育服務項目的得分介於 3.22 與 2.18

之間。其得分總排序最高的前十項依序為：1.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M=3.22)、2.學

習策略指導(M=3.15)、3.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M=3.08)、4.提供輔具、教材(大字點

字課本)擺放空間(M=3.08)、5.諮詢服務(M=3.05)、6.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M=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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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M=3.02)、8.提供合適之輔具(M=3.01)、9.依據評量結果提供

教學策略或建議(M=3.01)、10.調整課程及教材(M=3.00)。且這些項目的平均得分都

在 3 分以上，顯示出教師認為視障學生對這些項目的需求量約於「全部需要」至

「多數需要」的程度之間。 

 

表 4-2 視障學生對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平均數、標準差及總排序 

題號 視  障  教  育  服  務  項  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總排

序 

1 一般學科教學 2.89 .81 15 

2 各科點字教學 2.50 .84 37 

3 定向行動教學 2.75 .82 26 

4 盲用電腦教學 2.50 .86 37 

5 視覺功能(效能)訓練 2.65 .79 28 

6 職業訓練 2.18 1.02 40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2.99 .84 11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2.65 .76 28 

9 學習策略指導 3.15 .72 2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3.00 .74 10 

11 製作合適教具 2.77 .76 25 

12 選購合適教具 2.78 .80 23 

13 製作點字教材 2.55 .81 35 

14 製作放大教材 2.58 .73 34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3.01 .72 8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86 .78 18 

17 閱讀媒介評量 2.60 .79 31 

18 輔具使用評估 2.80 .76 21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 3.01 .82 8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 2.83 .83 20 

21 調整考試題型 2.78 .89 23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3.08 .86 3 

23 調整評量方式 2.89 .81 15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3.02 .81 7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22 .74 1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2.91 .7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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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提供輔具、教材(大字點字課本)擺放空

間 

3.08 .85 3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2.86 .82 18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44 .94 39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2.60 .78 31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2.59 .80 33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2.65 .78 28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3.04 .75 6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2.94 .77 12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2.91 .74 13 

40 生涯輔導 2.71 .90 27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80 .83 21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55 .93 35 

43 諮詢服務 3.05 .72 5 

44 轉銜服務 2.89 .90 15 

全量表 2.80 .45  

註：問卷在「學生需求量」部分，第 24-27 題、45-49 題不需填答。 

 

 

貳、綜合討論 

經由上述結果分析可知，視障學生對各視障教育服務項目的需求量總平均數

為 2.80，整體而言接近「多數需要」的程度。然而又因視障學生的異質性而對各視

障教育服務項目有不同程度的需求。 

就服務範疇來看，視障學生對於「評量方面」的需求量最高，對「教學方面」

的需求量最低。就各服務項目來看，多數視障學生需要的項目有：「安排適切的

教室座位」、「學習策略指導」、「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提供輔具、教材(大

字點字課本)擺放空間」、「諮詢服務」、「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調整合適

之學習情境」、「提供合適之輔具」、「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

「調整課程及教材」。回顧文獻探討中周桂鈴(2002)的研究結果，其提及視障學生

學科學習上需調整課程及教材教具、需具備良好的人際行為、營造無障礙的物理

及心理環境等，大致上與本研究結果相切合；然而周桂鈴(2002)的研究係依質性研

究方法，研究對象為就讀普通學校的視障學生，故其結果僅能代表融合教育環境

下部分視障學生的需求。 

近幾年來，視障學生安置在融合教育學習環境的人數愈來愈多，張弘昌(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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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九十三學年度視障學生的安置型態，以「普通班接受視障巡迴輔導」為最多(佔

51.1%)，其次為「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佔 25.5%)；且依據特殊教育統計年報

可知，九十五學年度各縣市高中以下視障學生人數為 1621 人，其中安置於特殊學

校的有 431 人，佔全體視障學生 26.59%，其他將近四分之三的視障學生是安置在

普通班級的融合教育環境中。可見視障學生安置於融合教育環境已成為近幾年來

的趨勢，而研究結果學生需求量較高的項目，充分顯現視障學生在融合教育環境

中的需求，如：「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提供輔具、教材(大字點字課本)擺放

空間」、「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調整課程及教

材」等均屬之。換而言之，視障學生的需求反映出視障教育的趨勢已傾向融合教

育。 

 

 

第二節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分析 

 

壹、結果分析 

依據表 4-3 可知：提供頻繁度在各視障教育服務範疇的得分介於 3.09 與 2.59

之間，而整體平均數為 2.75。 

 

表 4-3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範疇之頻繁度總分、各題項 

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 

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範疇 總分 

各題項 

排序 平均

數 

標準

差 

1-9 教學方面 23.32 2.59 .50 8 

10-15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16.78 2.80 .53 3 

16-23 評量方面 21.61 2.70 .58 5 

24-27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12.36 3.09 .67 1 

28-35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1.49 2.69 .59 6 

36-40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13.54 2.71 .62 4 

41-44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10.63 2.66 .65 7 

45-49 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15.21 3.04 .61 2 

全量表 134.94 2.75 .44  

 

依據表 4-4 可知：提供頻繁度在各視障教育服務項目的得分介於 3.27 與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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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其得分總排序最高的前八項依序為：1.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M=3.27)、2.

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M=3.25)、3.搜集學生各項資料(M=3.20)、4.建立完整的個別

檔案(M=3.20)、5.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M=3.13)、6.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

(M=3.11)、7.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M=3.10)、8.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學計畫(M=3.05)。

且這些項目的平均得分都在 3 分以上，顯示出教師實際提供這些項目的頻繁度約

於「非常頻繁」至「頻繁」的程度之間。 

表 4-4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平均數、標準差及總排序 

題號 視  障  教  育  服  務  項  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總排

序 

1 一般學科教學 2.94 .89 13 

2 各科點字教學 2.66 .94 30 

3 定向行動教學 2.66 .87 30 

4 盲用電腦教學 2.41 .98 44 

5 視覺功能(效能)訓練 2.51 .86 37 

6 職業訓練 1.90 .95 49 

7 日常生活技能指導 2.77 .83 27 

8 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2.51 .79 37 

9 學習策略指導 2.96 .76 12 

10 調整課程及教材 2.98 .76 10 

11 製作合適教具 2.65 .77 32 

12 選購合適教具 2.62 .81 33 

13 製作點字教材 2.85 .98 21 

14 製作放大教材 2.80 .87 25 

15 提供合適之輔具 2.88 .78 18 

16 功能性視覺評估 2.51 .90 37 

17 閱讀媒介評量 2.31 .82 47 

18 輔具使用評估 2.57 .81 35 

19 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 2.83 .85 22 

20 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 2.59 .89 34 

21 調整考試題型 2.78 .91 26 

22 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3.10 .94 7 

23 調整評量方式 2.93 .88 15 

24 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學計畫 3.05 .84 8 

25 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計畫 2.92 .8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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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搜集學生各項資料 3.20 .73 3 

27 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 3.20 .72 3 

28 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 2.99 .68 9 

29 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 3.13 .76 5 

30 提供適當的燈光照明 2.88 .83 18 

題號 視  障  教  育  服  務  項  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總排

序 

31 提供輔具、教材(大字點字課本)擺放空

間 
2.94 .93 13 

32 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服務 2.50 .95 40 

33 提供點譯與點寫服務 2.46 1.10 43 

34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 2.27 .79 48 

35 融合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 2.32 .82 46 

36 對視障生同儕提供輔導 2.47 .78 42 

37 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 2.88 .72 18 

38 對障礙的心理調適輔導 2.82 .77 23 

39 行為及情緒調適輔導 2.89 .72 17 

40 生涯輔導 2.48 .81 41 

41 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56 .82 36 

42 指導教師助理員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2.39 1.03 45 

43 諮詢服務 2.97 .84 11 

44 轉銜服務 2.70 .89 29 

45 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 3.27 .67 1 

46 與相關專業人員溝通與合作 2.82 .82 23 

47 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 3.11 .69 6 

48 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 3.25 .70 2 

49 與其他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如：助理

人員、義工 
2.76 .91 28 

全量表 2.75 .44  

 

 

貳、綜合討論 

經由上述結果分析可知，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服務項目的頻繁度總平均數

為 2.75，整體而言接近「頻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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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服務範疇來看，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的頻繁度最高，

提供「教學方面」的頻繁度最低。就各服務項目來看，提供頻繁的前十五項目有：

「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搜集學生各項資料」、

「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

合作」、「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學計畫」、「調整

合適之學習情境」、「調整課程及教材」、「諮詢服務」、「學習策略指導」、

「一般學科教學」、「提供輔具、教材(大字點字課本)擺放空間」、「調整評量方

式」。此研究結果與文獻探討中 Suvak(2004)針對美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頻繁

程度的調查結果不太相同，其調查指出提供頻繁程度最高的前十五個服務項目中，

僅有「親師溝通」及「教材調整」兩項分別切合本研究中的「與家長溝通協調與

合作」及「調整課程及教材」；而美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最高的前五項「訂購書

籍和教學材料」、「定向與行動教學」、「製作放大教材」、「日常生活技能指

導」、「為學生點譯和點寫工作」在本研究中的對等項目為「選購合適教具」、

「定向行動教學」、「製作放大教材」、「日常生活技能指導」、「提供點譯和

點寫服務」，分別都在提供頻繁度的總排序 25 名之後，或許顯示台灣視障教育教

師提供的服務與美國有些差異。 

另外，上述教師提供頻繁度較高的項目，除了「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

「與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及「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等三項屬於「溝通

協調與合作方面」的服務，可發現其他均為法令明確規範的特教服務。由文獻探

討可知，「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普通學校輔導特殊教育學生支援服務辦法」

(教育部，1999)、「特殊教育法」(教育部，2004)及「特殊教育施行細則」(教育部，

2003)等，在提供學生評量、教學及行政支援服務以及個別化教育服務等有所規定。

因此可發現，法規明定的服務項目，教師所提供的頻繁度較高，也可以說，法令

的規範有助於教師對該服務項目的執行程度。 

 

 

第三節 不同環境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分析 

 

壹、結果分析 

依據表 4-5 可知：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的頻繁度，整體而言以視障資源班最

高(M=3.03)，啟(惠)明學校次之(M=2.83)，視障巡迴輔導班最低(M=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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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工作環境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

異比較 

範 疇 

啟(惠) 

明學校 

n=70 

視障資源

班 

n=13 

視障巡迴

輔導班 

n=96 

平均數 

差異比較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教學方面 2.75 2.62 2.47 >>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2.87 3.24 2.68 >> 

評量方面 2.62 3.05 2.71 >>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

面 
3.11 3.56 3.01 >>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82 3.01 2.55 >>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2.93 2.65 2.56 >>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2.69 3.08 2.58 >> 

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3.09 3.45 2.95 >> 

全量表 2.83 3.03 2.66 >> 

依據表 4-6 可知：視障教育教師針對不同階段別學生所提供服務的頻繁度，整

體而言以學前最高(M=2.78)，國中最低(M=2.74)；然而四階段的差異並不大。 

 

表 4-6 服務階段別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

差異比較 

範 疇 

學前 

n=21 

國小 

n=104 

國中 

n=78 

高中職 

n=53 
平均數 

差異比較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教學方面 2.62 2.60 2.64 2.65 >>>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2.83 2.75 2.77 2.86 >>> 

評量方面 2.70 2.73 2.66 2.66 >>=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

面 
3.07 3.15 3.02 2.98 >>>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69 2.69 2.65 2.75 >=>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2.71 2.70 2.75 2.80 >>>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2.81 2.67 2.58 2.60 >>> 

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3.11 3.08 3.02 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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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量表 2.78 2.76 2.74 2.76 >=> 

 

貳、綜合討論 

由上述結果可知，視障教育教師的工作環境及服務階段別不同，其提供服務

的頻繁度亦有所差異。以下分別就工作環境及服務階段別兩個變項討論之。 

一、工作環境 

從不同的工作環境來比較，視障資源班的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的頻繁度最

高；視障巡迴輔導班的教師提供服務的頻繁度最低。視障資源班教師與視障巡迴

輔導班教師同樣服務安置於普通學校的視障學生，但相較之下，視障資源班教師

提供的服務頻繁度在各範疇均高於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推測可能原因在於巡迴輔

導教師受限於服務時數，而無法如駐校的資源班教師提供相等程度的服務，回顧

文獻，在王亦榮(1997)及張弘昌(2004)的研究中均曾提及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教學輔

導時間不足之困境。然而，亦有少部分項目巡迴輔導教師所提供的頻繁度高於資

源班教師，包括：「視覺功能(效能)訓練」、「職業訓練」、「光學輔具使用指導」、

「功能性視覺評估」、「閱讀媒介評量」、「輔具使用評估」、「指導人際關係

之技巧」、「生涯輔導」；這些項目均集中於「教學方面」的訓練與指導及「評

量方面」的服務範疇，可見巡迴輔導教師對教學及評量的部分著力較多。 

就啟(惠)明學校的視障教育教師而言，高於視障資源班教師及巡迴輔導教師的

項目則有：「一般學科教學」、「各科點字教學」、「定向行動教學」、「盲用

電腦教學」、「職業訓練」……等十五項；這些項目集中於「教學方面」與「心

理與行為輔導方面」的服務範疇，可能啟(惠)明學校的教師提供的是全時制的特教

服務，較能兼顧教學及輔導。而關於融合專業人員的建議及與相關專業人員合作

較融合教育的視障教育教師高，由張弘昌(2004)之各縣市視障巡迴輔導制度調查結

果得知，結合專業團隊提供視障生服務的僅有五個縣市，相較之下可發現啟(惠)

明學校所提供的相關專業服務較為完整。 

 

二、服務階段別 

就各階段的提供頻繁度平均數來看，學前的視障教育教師的提供頻繁度最高，

但四個階段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互有消長，並無依階段別序有高低的一致性。此與

楊惠婷(2005)針對聽障學生特殊需求因應策略的研究結果不同，其研究指出不同任

教階段(國小及國中)的教師其因應策略運用程度上有一致性地顯著差異，且為國小

高於國中；可能因為本研究以調查教師提供的視障教育服務項目為主，而非教師

的因應策略，故在各項目的填答依據有所差別。 

依階段別序(學前、國小、國中、高中職)而呈現遞減差異的有：「視覺功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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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訓練」、「日常生活技能指導」、「學習策略指導」、「製作合適教具」、「功

能性視覺評估」……等十四個項目；這些項目的提供頻繁度依服務對象的學習階

段別愈高而遞減，亦表示指導學齡層愈低的教師提供得愈頻繁。 

反之，依階段別序(學前、國小、國中、高中職)而呈現遞增差異的有：「一般

學科教學」、「各科點字教學」、「職業訓練」、「製作點字教材」、「製作放

大教材」……等九個項目；這些項目的提供頻繁度依服務對象的學習階段別愈高

而遞增，亦表示指導學齡層愈高的教師提供得愈頻繁。 

 

第四節 不同個人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分析 

壹、結果分析 

依據表 4-7 可知：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所提供服務的頻

繁度，整體而言以特教系、所最高(M=2.80)，視障師訓班最低(M=2.69)。 

 

 

 

表 4-7 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及

各範疇差異比較 

範 疇 

視障 

師訓班 

n=79 

特教系、

所 

n=83 

特教學程

師資班 

n=36 

未具合格

特教資格 

n=16 

平均數 

差異比較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教學方面 2.49 2.61 2.64 2.65 >>>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

面 
2.71 2.87 2.75 2.73 >>> 

評量方面 2.73 2.80 2.72 2.44 >>>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

方面 
3.01 3.23 3.09 2.92 >>>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

面 
2.64 2.71 2.73 2.67 >>>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2.58 2.65 2.86 2.96 >>>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2.64 2.70 2.65 2.66 >>> 

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2.95 3.11 3.07 3.20 >>> 

全量表 2.69 2.80 2.78 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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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 4-8 可知：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其所提供服務的頻

繁度，整體而言以 11 年以上最高(M=2.80)，6-10 年最低(M=2.69)。 

 

表 4-8 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之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整體及

各範疇差異比較 

 

貳、綜合討論 

由上述結果可知，視障教育教師的特教師資培育背景及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

同，其提供服務的頻繁度亦有所差異。以下分別就特教師資培育背景及服務視障

教育年資兩個變項討論之。 

一、特教師資培育背景 

就不同的特教師資培育背景觀之，以特教系、所畢業的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

務的整體頻繁度最高，視障師訓班培育的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的整體頻繁度最

低。依據楊惠婷(2005)針對聽障學生特殊需求因應策略的研究結果，指出特教系所

畢業的教師其因應策略運用程度均高於無特教專業背景或其他類特教專業背景之

一般教師，與本研究之結果相似。 

然而，從視障師訓班所培育的教師提供頻繁度最高幾個項目，可看出與視障

巡迴輔導教師提供頻繁度最高的項目不謀而合，如：「視覺功能(效能)訓練」、「光

學輔具使用指導」、「功能性視覺評估」、「閱讀媒介評量」、「輔具使用評估」

等項目，故探究其主要原因仍可能與工作環境有關，由於視障師訓班所培育的教

範 疇 

未滿 2 年 

n=38 

2-5 年 

n=57 

6-10 年 

n=41 

11 年以上 

n=43 
平均數 

差異比較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教學方面 2.49 2.57 2.58 2.72 >>>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2.82 2.82 2.70 2.84 >=> 

評量方面 2.69 2.77 2.66 2.65 >>>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

面 
3.22 3.11 3.01 3.02 >>>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71 2.64 2.57 2.83 >>>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2.67 2.72 2.58 2.85 >>>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2.62 2.64 2.68 2.69 >>> 

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3.12 3.05 3.00 3.00 >>= 

全量表 2.75 2.76 2.69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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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主要係擔任視障巡迴輔導教師，而上節討論可知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提供服務的

頻繁度受限於服務時數，因此整體提供服務的頻繁度較低。 

另外，未具合格特教資格的教師有 16 位，雖其未具資格，但提供視障教育服

務的頻繁度並不低於具合格資格的教師，在「教學方面」及「心理與行為輔導方

面」服務範疇的提供頻繁度為最高；就項目來看，計有「各科點字教學」、「定

向行動教學」……等共 18 項服務的提供頻繁度最高。由此可見，具備合格特教資

格的教師所提供的服務頻繁度並不見得一定高於未具資格者，或許依其工作態度、

教學經驗等而有所變異。 

 

二、服務視障教育年資 

整體而言，11 年以上視障教育年資的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的頻繁度最高。

依據楊惠婷(2005)針對聽障學生特殊需求因應策略的研究結果，指出「不同聽障生

教學年資」的教師對於因應策略的運用程度並無顯著差異，與本研究調查之結果

不盡相同；然其調查對象為普通教育教師，本研究對象為視障教育教師，此差異

可能來自研究對象是否具備特教背景或特教教學經驗。 

就各項目而言，依年資淺至深(未滿 2 年、2-5 年、6-10 年、11 年以上)而呈現

遞增差異的有：「定向行動教學」、「盲用電腦教學」及「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

障學生」三個項目；這些項目的提供頻繁度依視障教育年資愈深而遞增，亦表示

視障教育年資愈深的教師提供得愈頻繁。亦可看出，年資深的教師在教學及課程

教材等部分較能掌握並提供較多的服務。 

反之，依年資淺至深(未滿 2 年、2-5 年、6-10 年、11 年以上)而呈現遞減差異

的有：「依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定期檢討個別化教學計畫」、

「與相關專業人員溝通與合作」及「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四個項目；這

些項目的提供頻繁度依視障教育年資愈深而遞減，亦表示視障教育年資愈淺的教

師提供得愈頻繁。可以發現年資淺的教師較重視評量與教學間的結合、能確實執

行 IEP 的檢討，並較願意在教學上與其他人溝通合作。 

 

 

第五節 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之差異情形分析 

 

壹、結果分析 

依據表 4-9 可知：學生需求量的平均數為 2.80，而提供頻繁度的平均數為 2.68，

整體而言為學生需求量高於提供頻繁度，供需差距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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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整體及各範疇差異比較 

題號 視障教育服務範疇 

學生 

需求量 

(平均

數) 

提供 

頻繁度 

(平均

數) 

供需差距 

(供-需) 

供<

需 

差距 

排序 

1-9 教學方面 
2.69 2.59 

供<

需  
-.10 5 

10-15 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

面 
2.78 2.80 

供>

需  
.01 -- 

16-23 評量方面 
2.86 2.70 

供<

需 
-.16 2 

24-27 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 --- 3.09 ---- --- -- 

28-35 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 
2.84 2.69 

供<

需 
-.15 3 

36-40 心理與行為輔導方面 
2.85 2.71 

供<

需 
-.14 4 

41-44 諮詢與支援服務方面 
2.82 2.66 

供<

需 
-.17 1 

45-49 溝通協調與合作方面 --- 3.04 ---- --- -- 

全量表 
2.80 2.68 

供<

需 
-.12  

 

 

貳、綜合討論 

由上述結果可知，在各視障教育範疇中，除了「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

其他範疇均為學生需求量大於提供頻繁度；顯示出目前教師提供各範疇服務的頻

繁度與學生的需求量有些差距。回顧過去特殊教育有關供需差距的調查，周台傑

等(2003)研究啟智學校高職部學生的就業轉銜服務的現況與需求的比較結果指出，

學生就業轉銜服務整體的需求均大於提供的服務；張慧美(2004)的研究中指出教師

認為國小一年級身心障礙學生入學適應服務的供需差距，整體而言是學校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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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遠不及需求程度；而楊惠婷(2005)的研究則發現聽障學生的需求程度與教師運

用因應策略程度之間顯著差異，且有近九成的策略運用程度遠不及需求程度。其

與本研究供需差距的結果相似，均為提供仍不足以滿足需求。 

就各視障教育服務項目來看，提供頻繁度低於學生需求量，且差距較大的項

目整體排序由高至低依序前十項分別為：「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功能性視

覺評估」、「結合社會資源教學」、「閱讀媒介評量」、「職業訓練」、「融合

專業人員建議進行教學」、「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輔具使用

評估」、「生涯輔導」、「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這些項目較集中於「評

量方面」及「學習情境調整與營造方面」的範疇，也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在此二

範疇的服務提供低於學生的需求。 

在「閱讀媒介評量」及「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兩項，從文獻

得知，依據莊素貞(2004)的調查，視障教育教師對文字學習媒介評量的專業知能領

域之具備程度雖達「大致具備」，然而與專業知能領域的重要程度之間有顯著落

差存在；而本研究的結果呈現視障教育教師提供閱讀媒介評量相關的服務頻繁度

較學生需求程度為低，可能是視障教育教師仍對閱讀媒介評量的熟悉度與執行能

力較為不足。 

在「職業訓練」方面，由第三節及第四節的分析可知項目的提供頻繁度依教

師的工作環境及服務階段別有所差異，服務於啟(惠)明學校的教師及服務階段別為

高中職者提供較為頻繁。而在莊素貞、梁成一(2000)針對啟明學校教師專業知能的

調查結果，顯示出視障教育教師認為職業訓練領域專業知能的重要程度與其具備

程度差距最大。此與本研究結果相仿，可能均隱含視障教育教師對提供職業訓練

服務的能力較為欠缺。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壹、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 

一、整體學生需求量 

視障學生對各視障教育服務項目之需求量接近「多數需要」程度。 

二、各範疇學生需求量 

視障學生對於「評量方面」的需求量最高，對「教學方面」的需求量最低。

多數視障學生需要的項目有：「安排適切的教室座位」、「學習策略指導」、「提

供點字或放大試卷」、「提供輔具、教材(大字點字課本)擺放空間」、「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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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人際關係之技巧」、「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提供合適之輔具」、「依

據評量結果提供教學策略或建議」、「調整課程及教材」。 

 

貳、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之頻繁度 

一、整體提供頻繁度 

視障教育教師提供各項服務之頻繁度接近「頻繁」程度。 

二、各範疇提供頻繁度 

教師提供「個別化教學與個案管理方面」的頻繁度最高，提供「教學方面」

的頻繁度最低。提供較頻繁的前十五項目有：「與相關教師溝通與合作」、「與

家長溝通協調與合作」、「搜集學生各項資料」、「建立完整的個別檔案」、「安

排適切的教室座位」、「與行政人員溝通協調與合作」、「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

「召開會議擬定個別化教學計畫」、「調整合適之學習情境」、「調整課程及教

材」、「諮詢服務」、「學習策略指導」、「一般學科教學」、「提供輔具、教

材(大字點字課本)擺放空間」、「調整評量方式」。 

 

參、不同環境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 

一、工作環境 

視障教育教師因工作環境不同，其提供服務之頻繁度有所差異；整體而言，

以視障資源班的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的頻繁度最高，啟(惠)明學校次之，視障巡

迴輔導最低。 

二、服務階段別 

視障教育教師的服務階段別不同，其提供服務之頻繁度有所差異；就各階段

的提供頻繁度平均數來看，學前視障教育教師的提供頻繁度最高。然而，學前、

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四個階段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互有消長，整體來看，服務階段

別並無依序有高低之一致性。 

 

肆、不同個人變項視障教育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頻繁度之差異 

一、特教師資培育背景 

視障教育教師的特教師資培育背景不同，其提供服務之頻繁度有所差異；整

體而言，以特教系、所畢業的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頻繁度最高，視障師訓班培

育的視障教育教師提供服務頻繁度最低。 

二、服務視障教育年資 

視障教育教師因服務視障教育年資不同，其提供服務之頻繁度有所差異；整

體而言，11 年以上視障教育年資的教師，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的頻繁度最高。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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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在未滿 2 年、2-5 年及 6-10 年等三類教師，提供服務頻繁度之差異性互有消長，

且整體來看，並無依服務視障教育年資多寡次序有高低之一致性。 

 

伍、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需求量與教師提供頻繁度之差異 

一、整體學生需求量與提供頻繁度之差異 

視障學生對視障教育服務之需求量大於視障教育教師所提供服務之頻繁度。 

二、各範疇學生需求量與提供頻繁度之差異 

除了「課程教材教具與輔具方面」，其他範疇均為學生需求量大於提供頻繁

度。就各視障教育服務項目來看，提供頻繁度低於學生需求量，且差距較大的項

目由高至低依序前十項分別為：「提供輔具維修與保養」、「功能性視覺評估」、

「結合社會資源教學」、「閱讀媒介評量」、「職業訓練」、「融合專業人員建

議進行教學」、「依據評量結果決定使用的閱讀媒介」、「輔具使用評估」、「生

涯輔導」、「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學生」。 

 

第二節  建議 

 

壹、對教育行政決策單位之建議 

一、因應融合教育趨勢，鼓勵各縣市試辦視障資源班 

二、明訂視障教育服務之內涵 

三、強化專業團隊在普通學校服務的功能 

四、不同服務階段別視障教育教師之師資訓練，應加強不同之課程重點 

 

貳、對現任視障教育教師之建議 

一、依個人提供頻繁度較高的項目提昇該專業能力 

二、提供視障教育服務未及學生需求的反思 

 

參、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未來可擴及其他提供視障教育服務的人員，如融合教育中普

通學校的普通班教師、行政人員、相關專業人員，以及半專業人員(如教師助理員)

等。 

二、研究方法方面，可在問卷上加註「其他意見欄」，並請填答者若有意願提供

更多資料，參與研究的進一步訪談。 

三、研究主題方面，可針對其他類別的身心障礙教育為主題，進行類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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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支持服務滿意度研究 

 

劉玉君 

(桃園縣視覺障礙巡迴教師) 

 

本研究旨在瞭解台灣地區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

務滿意度調查研究。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針對現任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

師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 232 名，以自編之「國民中學視障生教師其支持服

務滿意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將所得資料利用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

因數變異數分析等方式進行分析，主要結果如下： 

一、 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援服務內容提供現況滿意程度

情形滿意量表整體與各向度上的現況滿意度屬中等以上的滿意程度。 

（一） 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現況滿意程度高低依序為專

業人員支持、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支持、家長支持。 

二、 就整體滿意度而言，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

意度不因性別、教學年資等教師背景變項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三、 就整體滿意度而言，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

意度因職務、特教知能等教師背景變項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四、 就整體滿意度而言，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

意度不因學校規模、任教地區等環境背景變項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五、 就整體滿意度而言，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

意度因有無設置身障班、學生障礙程度等環境背景變項之不同而有所差

異。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行政單位及

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國中視障生教師、支持服務、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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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of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with 

Supportive Services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of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with supportive servic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performed on 

current teachers of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232 valid samples 

were obtained. The self-redacted “Questionnaire on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of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with supportive services” was adopted as the major 

research tool.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and one-way ANOVA. 

The major findings include:  

1.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eachers of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with 

the current provision of supportive services was above the immediate level in all 

perspectives. The ranking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se perspectives is as follows: support 

of professionals, administrative support, curricular and teaching support, and parental 

support.  

2. In terms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the teachers’ satisfaction with supportive services was 

not affected by gender and duration of service.  

3. In terms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the teachers’ satisfaction with supportive services was 

affected by position and knowledge about special education.  

4. In terms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the teachers’ satisfaction with supportive services was 

not affected by scale and region of the school.  

5. In terms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the teachers’ satisfaction with supportive services was 

affected by the arrangement of a special class for students with impairments and 

students’ degree of impairment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concerned,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future studi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eywords: teachers of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supportive services,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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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我國的融合教育現因應特殊教育法最少限制環境規定、全國身心障礙教育會

議、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等政策，台灣逐年增設立資源班，以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需

求，落實融合教育理念。雖然目前國內融合教育的實施遇到許多批評和阻力，但

是如果能事先做好規劃，對身心障礙學生、一般學生、教師、家長各方面均能受

惠（蔡明富，1998）。而何種支援服務內容能讓身心障礙學生、一般學生、教師

及家長受惠，進而提高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的適應情形，顯得相當重要，此

為研究者研究動機一。 

 一般教師們在從事班級教學時， 常為了趕教學進度， 無法顧及因材施教

的教學原則，尤其在對身心障礙學生進行教學時。國內國民中學教育目前仍以升

學高中職為主要目標，導致教師在教學時將教學成效視為重點，加上認為本身特

殊教育的知能與教學技巧無法滿足班上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需求，對身心障礙學

生所能提供的各項服務受到限制。國內外研究調查顯示普通班教師們知道將身心

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能使其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學習效果更佳，國內外學者

研究調查亦指出有較高比例的普通班教師支持融合教育理念， 但願意主動接任

有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班級的教師比例則較低（胡永崇、蔡進昌、陳正專，2001； 

Scruggs ＆Mastropieri,1996）。上述研究顯示理念的支持與實際接納有相當程度差

別，為何有落差？何種支持內容不足？研究者極欲探討其原因，此為研究動機之

二。 

視覺障礙混合教育計畫於民國 56 年開始實施，迄今已經歷經近四十寒暑，

可以顯示視覺障礙學生進入普通班就讀的起源非常早。在眾多的障礙類別中又以

多重障礙、智能不足、視覺障礙三者， 被普通班教師認為是較不適合安置於普

通教室中（黎慧欣，1996 ），研究者身為國中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教學過程

中常與普通班教師聯繫，深感國中教師對視障生的接納程度對視障生的影響，普

通班教師對視障生的接納程度與視障生是否能成功在普通班就讀，得到最適切的

教育，端賴提供的支持服務能否健全。綜合國內外有關融合教育的研究，均指出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支援服務的重要性，因而興起研究者探討國中教師對就讀普通

班視障生支持服務的滿意度，此為研究者研究動機之三。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

支持服務的滿意程度。本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 

一、研究目的 

1.瞭解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 

2.、探討不同變項的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的差異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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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答問題 

1.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情形。 

1-1.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的情形？ 

1-2.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在『行政支持』的滿意度？ 

1-3.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在『課程與教學』的滿意度？ 

1-4.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在『專業人員支持』的滿意度？ 

1-5.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在『家長支持』的滿意度？ 

2.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是否

有差異？ 

2-1.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因其『性別』之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 

2-2.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因其是否『教學年資』

而有顯著差異。 

2-3.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是否因其『學校規模』

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4.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是否因其『任教地區』

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5.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是否因『有無身障班』

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6.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是否因其『職務』之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 

2-7.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是否因其『特教背景』

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2-8.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是否因其『學生障礙程

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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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詞釋義 

本研究包括下列重要名詞：國民中學教師、視障生、支持服務。茲分別說明

如下：  

1.國民中學教師 

指擔任台灣地區(不含澎湖、金馬離島)公立國民中學現任或曾任視覺障礙學

生教學活動達一學期以上的導師、任課教師以及兼辦特殊教育業務之老師、組長

或主任。 

2.視障生 

本研究所稱視障生，包含全盲生及弱視生，是指經各縣市特殊教育鑑定安置

輔導委員會將視障生安置在普通班，調整普通班級課程，全部時間或部分時間和

普通學生一起學習且接受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或資源班服務之視障學生。 

3.支持服務 

本研究支援服務內容提供來源包含行政、課程與教學、專業人員及家長參與

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包括「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專業人員」及「家

長支持」等四向度，進行調查。 

 

貳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融合教育的意涵 

    現今視障生除安置於啟明學校，為隔離式安置外，大多數視障生安置均以普

通班、不分類資源班為多（教育部，2006）。安置於普通班之視障生，在普通班

接受融合式教育，故本節先探討融合教育意涵。 

融合教育的意義與重要性 

從 1980 年代以 Will 提出普通教育為首的統合教育(regular education initiative，

簡稱 REI)，倡導普通教育的全面改革，到了 1990 年代大力推展融合教育，融合

(inclusion)指的是將障礙的學生和普通班同學安置在同一間教室一起學習的方式。

關於融合教育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國內關於融合教育研究相當多，針對國內相

關研究歸納出融合教育之重要性，整理如下（謝秀霞，2002； 鈕文英，2000； 蔡

明富，1998； 吳昆壽，1998）： 

1.能提供無標記的環境。 

2.能提供特殊需要學生和教師間互動的機會。 

3.能增進普通教育教師和特殊教育教師的合作。 

4.能提供真實的生活情境，讓特殊需要學生接受與其年齡相當的課程，直接在真

實的生活情境中學習。 

5.把特殊教育服務帶入普通班級裡，使所有學生都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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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增進家長對特殊需要學生未來的期待。 

融合教育要件 

Smith 等人（1995）提出九項融合的指標：1.學生屬於班上；2.為特殊學生提

供個別化教育方案；3.尊重每個學生；4.普通班教師與特殊班教師充分合作；5.

足夠的行政資源；6.學生完全的參與；7.父母配合參與；8.給特殊學生完整的課

程，盡可能改編課程內容以使期能和班上普通學生分享；9.提供合適的評量方式

（引自吳淑美 1998 ）。 

研究者根據文獻整理融合教育成功的因素如下表 2-1-1。 

 

表 2-1-1 融合教育成功因素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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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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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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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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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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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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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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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淑美（1998）              

蔡明富（1999）              

Cole（2001）              

Lipsky＆ Gartner 

（1997） 

             

Stainback ＆

Stainback（19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研究者發現無論是國外學者或是本國學者均強調，融合教育的成

功與普通班教師配合度、學校行政支持、家長互動與參與甚至是整體教育人員對

於身心障礙學生的支持度均有重要相關性與影響。 

 

第二節  國民中學視障生的學習需求與輔導 

 

國民中學視障生學習的學習限制 

認知方面，萬明美（2001，2003）引用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觀點及歸納學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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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發現指出，視覺障礙會形成某些限制：1.視覺障礙兒童在概念的形成及保留

上，都較明眼兒童顯著落後；2.視覺障礙兒童早期語言發展較為遲緩，且因行動

和經驗的限制，剝奪語言的學習機會，加上學習依賴別人的轉述，有語意不合的

現象；3.視覺障礙兒童對空間知覺較差且動作發展較同年齡兒童落後；4.視覺障

礙兒童常感到挫折、孤獨、焦慮及自卑，容易形成一種自以為是的人格特質，因

而影響同儕的接納及社會的發展。 

在社會情緒方面，視覺障礙學生不一定會產生人格問題，但視覺障礙生有限

的動作與生活經驗，似乎較易有依賴與消極情形。(黃裕惠、餘曉珍，2001)。 

視覺障礙學生在融合教育下學習可能面臨的困難 

視覺障礙混合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增加視覺障礙學生與一般非視覺障礙學

生互動的機會，而視覺障礙學生的學習方式跟一般的身心障礙學生有所不同，所

以在普通班中學習除了會遭遇以上的困難外，也會遭遇： 1.盲多重障礙學生的

鑑定與安置問題； 2.師資培育與任用問題； 3.定向行動教學問題； 4.弱視學生

教學問題； 5.全盲學生教學問題； 6.住宿學生生活輔導問題； 7.升學與就業問

題；8.視障學生讀物製作的使用等問題（範文良，1994）。 

國民中學視障生學習困難的因應方式 

Chapman 和 Stone（1988）認為視覺障礙學生與明眼生學習目標應相同，且

提出視覺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有環境的適應、課程的修改、教學方法的調整。在

課程調整方面，目前融合教育安置下的課程主要是以調整普通教育課程以適應障

礙學生的學習，並促進障礙學生對普通教育課程的最大參與程度（陳明聰，2000；

陳宜慧，2006；King-Sears, 1997；Langone, 1998）。為達身障生參與普通課程的

目標，需要教師在課程上作適度的調整（Scheffel,Kallam, Smith, & Hoernicke, 1996）。

Suvak(1999)亦認為老師只要適度的調整課程和教法就會使視覺障礙學生的學習

更為順暢。在評量方式部份王亦榮（1980）指出視覺障礙學生的考試通常可採用

下列方式：1.口試；2.有聲試卷；3.點字試卷；4.大字體試卷。 

 

第三節  支持服務意涵與內容 

 

近幾年，有較多身心障礙學生被安置到一般學校普通班就讀，當身心障礙學

生安置在普通班接受教育時，學者、教育人員及家長所關切、爭議的焦點是，學

校能否提供適宜的環境，以符合身心障礙學生學習的需求(陳冠杏，1998；謝秀

霞，2002)。 

支持服務意涵 

在融合教育的潮流下，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對支持系統有強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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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及教師有義務提供足夠的條件，以增進學生在學校生活中的

適應。(張照明，2002)。 

支援的目的 

支援的目的就是指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在普通班之中學習時，相關單位給予教

師和學生所提供之必要的教學輔導、特殊教育諮詢、行政協助以及其他服務(邱

上真，1999)。 

支持服務的內容 

研究者綜合國內外學者提出支持服務內容歸納與整理如下 (陳瑟雯，2004；

王裕玟，2004；黃延圳，2004；黃韻如，2004；陳國洲，2004；蔡昆瀛，2000 ；

Wood，1992；Werts、Wolery&Snyder,1996) ： 

1.行政支持：例如落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的職責、減少班級人數及行政工作、

使班級教師有足夠的心力來照顧學習障礙學生、師資培訓、成績評量的支援、無

障礙環境提供、協助鑑定與安置、校長的支援、提供相關資訊、研習機會、在職

進修……等。 

2.課程與教學支持：提供多元且具備彈性的評量方式、調整作業難度、提供教材

教具、提供學習策略與教學方法…等。 

3.專業人員支持：特殊教育專業團隊、相關專業人員諮詢與輔導….等。 

4.家長支持：家長諮詢、班親會、親師座談…..等。 

支持服務向度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所需支持服務內容甚多，對象除了身心障礙學生本

身外，教師對於支援的需求亦高，研究者根據整理文獻中所針對支持服務內容向

度如表 2-3-1。 

 

表 2-3-1  支持服務內容向度彙整表 

研究者 支持服務內容向度 

陳綠萍

（2001） 

分為七向度：1.組織特殊教育委員會（行政、教學、轉介、鑑定、安置、

轉銜服務）；2.提供教學資源；3.促進專業成長活動；4.設置教學小組；

5.實施教師獎勵制度；6.建立家長的溝通與申訴管道；7.進行特教評鑑。 

謝秀霞

（2002） 

分成五向度：1.特教推行委員會組織、功能；2.學校行政支持；3.專業成

長研習活動；4.專業人員配合；5.教師獎勵制度 

劉  淑  秋  

（2002） 

分成五向度：1.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2.學校行政支持服務；3.專業人員

支持服務；4.教育行政支持服務；5.家長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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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照明

（2003） 

分成三大向度：1.物理環境的支援（行政資源、資源班的協助、無障礙

環境方面）；2.課程與教學的支持（注意盲生是否上課專注、技巧性分

組、多口語方式教學、教學方式變通、參與相關研習、教師間相互討論

學生狀況、尋求外援、善用實物教具）；3.社會情緒的支援（教師、同

學、校友、工讀生及義工媽媽的支持）。 

黃韻如

（2004） 

學校行政部分：1.主動召開各項會議；2.特教宣導或相關研習知能訓練；

3.提供學障學生課業輔導；4.降低成績評量通過標準。 

教師部分：1.調整教學技巧與策略；2.調整評量方式；3.對學生的接納度；

4.規劃合適的班級經營方式；5.成功的親職教育？ 

張世沛

（2005） 

分成六向度：1.無障礙學習環境；2.輔導與諮商；3.教師專業成長；4.教

學的支持；5.親職教育；6.行政的支持。 

卓怡君

（2006） 

分成六向度：1.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2.學校行政支持；

3.專業人員的支持服務；4.專業知能的提供；5.教育行政支持；6.家長支

持服務。 

孫嘉偉

（2006） 

分為四向度：1.行政挹注；2.人力參與；3.專業知能；4.課程教學。 

潘齡方 

（2007） 

分成五向度：1.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2.教學的支持；3.

學校行政的支持；4.專業人員的支援服務和專業知能的提供；5.家長的

支持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影響支持服務的因素 

研究者彙整先前文獻，將本研究中身心障礙學生之教師所需支持服務內容可

能影響之因素歸納如下，包括性別、教學年資、學校規模、任教地區、現任職務、

學校是否有身心障礙班級、特殊教育專業背景等。 

一、性別 

謝秀霞（2001）調查學校支援系統滿意度部分，不同性別之行政人員與不同

性別之教師分別在「教師獎勵制度」與「專業人員」部分有顯著差異；而張世沛

（2005）調查亦指出在男性教師在「教學的支援」部分大於女性教師，性別會影

響對支持滿意度。 

二、教學年資 

孫嘉偉（2006）研究顯示教學年資淺之教師支持服務滿意度高於教學年資深

之教師。 

三、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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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秀霞（2001）調查指出學校規模較大的教師支持系統滿意度高於學校規模

較小之教師；陳宜慧（2006）調查普通班身障生教師教學需求，發現規模大之學

校教師所獲支援高於規模小之學校。 

四、現任職務 

潘齡方（2007）、謝秀霞（2002）、姚佩如（2003）調查結果顯示行政人員

對支持整體滿意度高於普通班教師。 

五、學校是否有身心障礙班級 

劉淑秋（2004）調查結果顯示設置資源班在的教師整體滿意度高於未設資源班之

學校教師。 

六、特殊教育專業背景 

有研究結果發現具有較好特教背景的教師，認為獲得的行政支持大於無特教

背景的教師（張世沛，2005；劉淑秋，2004）。 

七、任教地區 

  有研究顯示不同縣市或地區教師支持滿意度有差異（張世沛，2005；劉淑秋，

2004；潘齡方，2007）。 

八、障礙程度 

李水源（2003）指出輕度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會讓教師感受比重度障礙生到

較少的教學壓力。Kavale(2000)綜合許多有關普通班教師對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之

研究發現，學生的障礙程度愈輕，教師需作的調整愈少，則教師對於身心障礙學

生的教育愈趨支持。 

 

第四節  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相關研究 

 

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探討 

因應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國內亦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所需支

持服務進行調查，研究者整理相關研究結果如下表 2-4-1： 

表 2-4-1 國內教師所需支持服務內容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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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內 

者    容 

)  
年 

降

低

班

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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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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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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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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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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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親

職

教

育

或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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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專

業

人

員

與

提

供

家

長

與

學

校

建

立

教

師

獎

勵

制

無

障

礙

環

境

或

輔

特

殊

個

案

的

安

置

評

量

與

測

驗

的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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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教

師

工

作

量 

叢

書 

與

教

學

方

法 

溝

通 

諮

詢

服

務 

溝

通

管

道 

度 具

提

供 

與

輔

導 

整 

曲俊芳 

1998 
            

何淑玓 

2003 
            

邱上真 

2001 
            

孫嘉偉 

2005 
            

黃瑛綺 

2002 
            

陳冠杏 

1998 
            

蔡文龍 

2002 
            

劉淑秋 

2003 
            

謝秀霞 

20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國外學者亦針對普通班教師對於支持服務內容進行探討，研究者整理相關相

關內容整理如下表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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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國外教師所需支持服務內容彙整表 

研究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Fulk &Hirth 

1994 

普通班教師 1.縮減班級人數 

2.提供彈性時間，進行教師協同合作 

3.評量與測驗的調整 

4.校長和行政人員的支持 

Ellis 

1994 

普通班教師 1.學校行政支持 

2.教師專業訓練 

3.充裕的經費 

4.完善的教學計畫 

Gallagher 

1992 

普通班教師 1.在職訓練 

2.特殊教育教師支持 

3.行政人員支持 

4.教學協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研究可明顯看出教師對學校支持服務內容需求度高，如能與特殊教育

專業人員合作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提供適當協助，對融合教育的實施、普通班身

心障礙學生有極高助益。 

視障生之教師所需支持服務 

綜合視障生學習特性與限制，歸納出本研究就讀普通班教師教導就讀普通班

視障生時所需支持服務的內容有： 

一、行政支持服務 

指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的設置與功能， 如： 身心障礙學生的通報、安

置、轉介與輔導、申請獎助金及教育輔具器材、個案研討會的召開、協助擬定個

別化教育計畫、辦理認識特殊兒童宣導活動、專業成長研習活動的辦理、提供教

學資源、設置身心障學生專用資源教室（或與鄰近學校共組資源中心）、校內評

鑑、轉銜輔導、無障礙環境、彈性評量、與視障生個別需求相關支援服務等。 

二、課程與教學支持服務 

指提供教材、教具或作業單、教學策略、多元教學方法、相關書籍或文獻、

教學觀摩與演示、特殊教育教學模式、與特教教師經驗交流等。 

三、專業人員支持服務 

指學校提供諮詢資源人力、申請巡迴輔導教師到校協助輔導、巡迴輔導教師

提供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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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長參與支持服務 

指家長參與學校或教學的活動， 如參與行政、參與倡導團體、參與募款、

擔任學校或教學活動的義工、出席父母或諮詢的會議、配合各項教學活動在家進

行訓練、給予教師肯定與讚美、良好親師溝通等。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國中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支持系統的滿意度情形和意見， 提出

教導適合視障生的支持服務之建議，作為增進教學效果改進之參考。本章分為五

節，分別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流程、資料分析與處理等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第一章之研究動機和目的、研究問題與假設，與第二章文獻探討及相關

研究， 擬定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教師個人背景變項 
1. 性別 

2. 教學年資 

3. 職務 

4. 特教背景 

5. 學生障礙程度 

視障生就讀 

普通班支持服務 

 
1. 行政支持 

2. 課程與教學支持 

3. 專業人員支持 

4. 家長支持 

學校背景變項 
1. 是否設立身障班 

2. 地區 

3. 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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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為期能普遍瞭解國民中學階段的組長或主任、導師、任課教師對就讀普通班

視障生支持服務的滿意度，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不含離島）就讀普通班視障生的

導師、任課教師、組長或主任做為研究母群體。 

預試問卷對象 

本研究預試以台灣地區有視覺障礙生就讀之國民中學教師為母群體，依分層

隨機取樣抽取 11 縣市共 11 所學校進行調查。 

正式問卷對象 

正式問卷之研究是從 96 學年度台灣地區有視障生就讀之國民中學取樣，依

據教育部通報資料，以各縣市有視障生就讀之公立國中校數比例決定各縣市抽樣

學校數，再分層隨機取樣 90 所樣本學校，每校請 1 名行政人員及 2 名教師（導

師、任課教師），合計樣本共 270 名。 

 

第三節  研究工具 

 

編製「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調查問卷」作為

蒐集資料的主要工具；並一步探討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支持服務的

滿意度情形。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問卷表進

行資料的蒐集，並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0.0，將所得資料予以量化

分析，以探討台灣地區國中教師對普通班視障學生支持服務滿意度在不同背景變

項上的差異。 

 

第一節  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背景現況 

 

本節是用描述統計呈現教師在性別、教學年資、任教地區、學校規模、有無

特教班、職務、特教專業知能等自變項的資料分部情形，相關資料如表 4-1-1 問

卷調查對象基本資料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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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問卷調查對象基本資料分析表 

背景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 52 22.4 

女 180 77.6 

服務 

年資 

5 年以下 91 39.2 

6-10 年 70 30.2 

11-15 年 30 12.9 

16-20 年 24 10.3 

21 年（含）以上 17 7.3 

任教 

地區 

直轄市 （臺北市、高雄市） 30 12.9 

北部地區 

（基隆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 

70 30.2 

中部地區（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58 25.0 

南部地區（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屏東

縣） 

56 24.1 

東部地區 （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 18 7.8 

學校 

規模 

12 班（含）以下 13 5.6 

13-24 班 22 9.5 

25-50 班 82 35.3 

51 班以上 

 

115 49.6 

身障班 有 207 89.2 

無 25 10.8 

職務 教師兼主任 10 4.3 

教師兼組長 54 23.3 

普通班導師 83 35.8 

普通班任課教師 37 15.9 

特教教師 48 20.7 

特教 

背景 

具特教教師資格或特殊教育學系畢業 83 35.8 

具一般教師資格，曾修習 20 個（含）以上特教學

分 

20 8.6 

具一般教師資格，曾修習 20 個以下特教學分 56 24.1 

具一般教師資格，未修習特教學分，但接受特教 33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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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研習 18（含）小時以上 

具一般教師資格，未修習特教學分，且特教知能

研習未達 18 小時 

25 10.8 

具一般教師資格，未曾參與特殊教育研習 15 6.5 

障礙 

程度 

輕度 84 36.2 

中度 94 41.8 

重度 51 22 

 

 

第二節  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現況滿意度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所界定的支持服務滿意度共含四個向度，分別探討國民中學視障生之

教師在『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支持』、『專業人員支持』、『家長支持』

支持服務滿意度情形。本節分別就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教師在「國民中學教師

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問卷表上得分的情形逐項討論說明

4-2-1，回答待答問題一。 

 

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對整體支持服務現況滿意度整體分析與討論 

由表 4-2-1 得知，各向度的平均分介於 3.27 至 3.97 之間，由此可知，在調查

表上之各層面向度，其表示分數多接近平均偏高部分，亦即教師所接受到支持服

務的滿意度為中度以上滿意程度。 

表 4-2-1 整體服務滿意度統計資料分析結果 

向度 題數 向度總分平均 標準差 向度內平均數 

行政支持 26 98.44 12.93 3.78 

課程與教學支持 10 35.45 6.48 3.54 

專業人員支持 10 39.73 6.20 3.97 

家長支持 14 45.92 9.46 3.27 

全量表 60 219.56 28.37 3.65 

N=232 

 

上述結果顯示國民中學教師對於專業人員的支持服務滿意度較高，家長支持

滿意度得分最低。 

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對支持服務滿意度填答情形 

將教師行政支持服務滿意度得分依照平均數排列，如表 4-2-2 所示，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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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國中教師在教導視障生過程，對提供視障生適當評量方式、協助視障生申請學

習輔具、提供視障生必要教學支援與支援服務、協助視障生轉介安置與輔導、協

助視障生申請獎助學金部分滿意度較高，此結果與劉淑秋（2004）調查聽障生教

師之行政支持滿意度調查結果相同；而滿意度較低顯示教師在志工、教師助理員

協助視障生輔導工作、減少任教或輔導視障生老師相關行政工作滿意度較低，此

結果與劉淑秋（2004）調查結果相同。 

 

表 4-2-2 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在行政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與討論 

題

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

序 

8 提供視障學生適當的評量方式如：放大試卷、報讀等 4.41 .710 1 

4 行政人員及教師能協助視障學生申請學習輔具 4.262 .723 2 

9 行政人員能提供視障學生必要教學資源與支持服務 4.198 .758 3 

2 行政人員能協助視障學生教育安置、轉介及輔導 4.185 .627 4 

12 行政人員能確實提供視障學生轉銜輔導措施如：升學

輔導等 

4.159 .741 5 

3 行政人員能協助視障學生申請獎助金 4.150 .743 6 

18 學校積極辦理視障學生業務，落實零拒絕 4.146 .711 7 

11 能針對視障學生的安置與輔導，與家長做充分的溝通 4.107 .733 8 

5 行政人員能參與視障學生教學或個案研討會 4.094 .755 9 

7 學校對於特殊教育經費專款專用，確實運用視障學生

身上 

4.030 .844 10 

6 行政人員能協助擬定視障學生個別化教育教育計畫 3.931 .880 11 

19 學校能提供視障學生的輔導老師校內、校外諮詢資源 3.875 .759 12 

1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完整，能確實開會發揮

其功 

3.801 .752 13 

15 校長或行政人員能適時給予教師支持與鼓勵 3.788 .812 14 

13 校內能配合身障生就讀普通班輔導辦法酌減該班級

學生人數 

3.782 .752 15 

22 學校能提供視障學生家長申訴管道 3.758 .779 16 

17 學校能明定身心障礙學生輔導辦法 3.719 .823 17 

10 行政人員能提供視障學生專用教材教具空間或教學

資源中心 

3.650 .986 18 

25 學校能辦理績優教師表揚 3.482 .86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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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學校建構視障生無障礙的學習環境 3.478 .925 20 

24 學校能提供輔導視障生之教師嘉獎或獎狀等獎勵 3.422 .884 21 

26 學校能提供教材編輯費用 3.323 .982 22 

23 學校能舉辦縣市視障學生研討會，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3.288 .906 23 

14 減少任教或輔導視障學生的老師相關行政工作 3.245 .982 24 

21 學校能提供教師助理員到校輔導班上的視障學生 3.090 1.091 25 

20 學校能提供志工到校輔導班上的視障學生 3.073 1.039 26 

 n＝232 

 

教師課程與教學支持服務滿意度得分依照平均數排列，如表 4-2-3 所示，可

以得知國中教師滿意程度較高為學校在提供合適教材教具、協助並提供彈性評量

方式滿意程度較高；此結果與潘齡方（2007）調查學校協助教師調整教材課程與

評量方式相同。而得分較低為學校在協助編寫適合學生教材、與提供教學觀摩教

學演示部分得分較低，此結果與吳國維（2004）調查視障生教師教學困擾中教材

內容太多視障生無法吸收相呼應。 

表 4-2-3 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在課程與教學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與討論 

題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4 學校提供合適教材教具 3.750 .804 1 

9 學校協助及提供彈性評量方式 3.741 .883 2 

3 學校協助調整作業內容與方式 3.694 .830 3 

1 學校協助依照學生能力調整課程 3.581 .859 4 

6 學校提供與特教教師互動分享機會 3.556 .876 5 

8 學校提供教學上諮詢 3.551 .809 6 

10 學校協助訂定學生學習目標 3.534 .867 7 

7 學校提供多元教學方法、教學策略 3.482 .805 8 

2 學校協助編寫適合學生教材 3.448 .841 9 

5 學校提供教學觀摩、教學演示 3.116 .816 10 

n＝232     

  

將教師專業人員支持服務滿意度得分依照平均數排列，如表 4-2-4 所示，可

以得知國中教師滿意程度較高的部分顯示專業人員提供諮詢服務、專業人員能發

揮功能，提供學生相關服務，此結果與陳宜慧（2006）調查普通班教師在特教教

師提供諮詢服務滿意程度最高相同。而得分較低顯示專業人員在提供其他教師特

教服務、進行視覺訓練部分滿意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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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在專業人員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與討論 

題

號 

題目內容 平均數 標準差 排

序 

3 專業人員能提供諮詢服務 4.142 .697 1 

2 專業人員能發揮功能，提供學生相關服務 4.129 .721 2 

4 專業人員能提供相關資源 4.125 .669 3 

5 專業人員能提供教學建議 4.012 .735 4 

10 專業人員能提供家長相關服務 3.978 .781 5 

8 專業人員能協助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3.961 .833 6 

7 專業人員能提供心理輔導 3.913 .801 7 

1 提供專業團隊服務，協助視障學生相關評估服務 3.887 .781 8 

9 專業人員能提供校內其他教師特殊教育服務 3.840 .824 9 

6 專業人員相關視覺訓練 3.745 .877 10 

n＝232 

 

將教師家長支持服務滿意度得分依照平均數排列，如表 4-2-5 所示，可以得

知國中教師滿意程度較高顯示教師對視障生家長誠心感謝教師、接受教師建議與

主動參加相關會議滿意度較高，此結果與籃偉烈（2003）調查過多數家長參與 IEP

會議結果相呼應。而得分較低題項顯示教師對視障生家長為家長會成員之一與擔

任校內義工，提供協助部分較不滿意，此調查結果與劉淑秋（2004）結果相同。 

表 4-2-5 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在家長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與討論 

題

號 

題目內容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排

序 

12 校內視障生家長誠心感謝教師，接受教師建議 3.646 .855 1 

10 視障生家長主動參加安置、IEP 會議、班親會及其他相關

會議 

3.577 .963 2 

2 校內視障生家長能提供相關經驗，以利輔導視障學生 3.573 .849 3 

3 校內視障生家長能配合教學活動，積極在家訓練、指導孩

子 

3.508 .925 4 

1 校內視障生家長與普通生家長彼此合作，提供相關協助 3.487 .877 5 

13 校內視障生家長能對外感謝學校，積極推廣教師教學品質 3.405 .852 6 

4 校內視障生家長能主動積極參與學校活動 3.383 .982 7 

14 校內視障生家長會主動向校長表達對教師感謝之意 3.280 .964 8 

9 校內視障生家長能發揮父母參與的精神，積極參與各項活 3.219 .97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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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11 校內視障生家長能提供經驗，協助其他身心障礙學生 3.163 .867 10 

8 校內視障生家長能積極參與特殊教育團體，提倡特教理念 3.038 .874 11 

6 校內視障生家長能提供學校物力、財力支援 2.909 .904 12 

5 校內視障生家長能擔任校內義工，提供協助 2.896 .915 13 

7 校內視障生家長為貴校家長會代表之一 2.831 1.024 14 

n＝232 

 

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

之差異情形 

 

本節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包含教師之性別、教學年資、學校規模、

職務、是否設身障班、特殊教育專業背景、任教地區、學生障礙程度等八個變項，

在支持服務滿意程度的差異情形。 

不同性別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現況分析 

如表 4-3-1 所示，不同性別之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未達

顯著差異。經分析在專業人員支持向度達顯著，女性教師平均分（M=4.02）顯著

高於男性教師（M=3.79）。 

表 4-3-1 不同性別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 

向度名稱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行政支持 (1)男 52 3.68 .47 -1.61 

 (2)女 180 3.81 .50  

課程與教學 

支持 

(1)男 52 3.46 .61 -.99 

(2)女 180 3.56 .65  

專業人員 
(1)男 52 3.79 .62 -2.39* 

(2)女 180 4.02 .61  

家長支持 (1)男 52 3.32 .68 .48 

 (2)女 180 3.26 .67  

全量表 
(1)男 52 3.58 .48 -1.31 

(2)女 180 3.68 .46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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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學年資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 

  表 4-3-2 為不同教學年資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經單因數

分析後情形，如表所示，在「課程與教學」支援部分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

現，教學年資在「5 年以下」滿意度較高於「6-10 年」、「16-20 年」教師；而

「6-10 年」教師滿意度又較「16-20 年」為高。 

表 4-3-2 不同教學年資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 

因素 教學年資 人 變異數分析 

名稱  數 
變異

來源 

離均差 

平方和 

自由

度 
均方 F 值 

事後 

比較 

 1.5 年以下 91 組間 1.80 4 .45 .18  

行政 2.6-10 年 70 組內 55.38 227 .24   

支持 3.11-15 年 30 總和 57.18 231    

 4.16-20 年 24       

 5.21 年以上 17       

 總和 232       

課程 1.5 年以下 91 組間 6.21 4 1..55 3.88** 1，2>4 

與 2.6-10 年 70 組內 90.84 227 .40   

教學 3.11-15 年 30 總和 97.05 231    

支持 4.16-20 年 24       

 5.21 年以上 17       

 總和 232       

專業 1.5 年以下 91 組間 1.43 4 .35 .92  

人員 2.6-10 年 70 組內 87.63 227 .38   

支持 3.11-15 年 30 總和 89.07 231    

 4.16-20 年 24       

 5.21 年以上 17       

 總和 232       

 1.5 年以下 91 組間 5.96 4 1.49 
3..39*

* 
 

家長 2.6-10 年 70 組內 99.56 227 .43   

支持 3.11-15 年 30 總和 105.52 231    

 4.16-20 年 24       

 5.21 年以上 17       

 總和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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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年以下 91 組間 1.99 4 .50 2.28  

 2.6-10 年 70 組內 49.68 227 .21   

全 3.11-15 年 30 總和 51.68 231    

量 4.16-20 年 24       

表 5.21 年以上 17       

 總和 232       

p

<.01        

 

不同學校規模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 

不同學校規模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如表 4-3-3 所示，在

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支援、整體支援部分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分析發現：

在「行政支援」部分，「50 班以上」的學校教師滿意度較「13-24 班」為高。在

「課程與教學」支援部分，「25-50 班」教師滿意度較「51 班以上」、「13-24

班」為高，而「51 班以上」教師滿意度又較「13-24 班」高。在整體支援滿意度

部分「51 班以上」較「13-24 班」高。 

表 4-3-3 不同學校規模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 

因素 學校規模 人 變異數分析 

名稱  數 
變異

來源 

離均差 

平方和 

自

由

度 

均方 F 值 
事後比

較 

 1.12 班以下 13 組間 2.29 3 .76 3.17* 4>2 

行政 2.13-24 班 22 組內 54.89 228 .24   

支持 3. 25-50 班 82 總和 57.18 231    

 4.51 班以上 115       

 總和 232       

課程 1.12 班以下 13 組間 4.0 3 1.33 3.27* 3,4>2 

與 2.13-24 班 22 組內 93.04 228 .40   

教學 3. 25-50 班 82 總和 97.05 231    

的支持 4.51 班以上 115       

 總和 232       

專業 1.12 班以下 13 組間 1.64 3 .54 1.42  

人員 2.13-24 班 22 組內 87.42 228 .38   

支持 3. 25-50 班 82 總和 89.07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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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班以上 115       

 總和 232       

 1.12 班以下 13 組間 1.59 3 .53 1.16  

家長 2.13-24 班 22 組內 103.93 228 .45   

支持 3. 25-50 班 82 總和 105.52 231    

 4.51 班以上 115       

 總和 232       

 1.12 班以下 13 組間 2.01 3 .67 3.08* 4>2 

 2.13-24 班 22 組內 49.66 228 .21   

全量表 3. 25-50 班 82 總和 51.68 231    

 4.51 班以上 115       

 總和 232       

p

<.05          

不同任教地區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現況分析 

不同任教地區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如表 4-3-4 所示，在

「課程與教學支持」、「家長支持」、「整體支援」滿意度部分有顯著差異，經

事後比較分析發現在家長支援滿意度部分，南部地區教師滿意度高於中部地區。 

表 4-3-4 不同任教地區之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 

因素 任教地區 人 變異數分析 

名稱  數 
變異來

源 

離均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事後比

較 

 1.直轄市 30 組間 1.66 4 .416 1.70  

行政 2.北部地區 70 組內 55.52 227 .245   

支持 3.中部地區 58 總和 57.18 231    

 4.南部地區 56       

 5.東部地區 18       

 總和 232       

課程 1.直轄市 30 組間 4.67 4 1.16 2.84*  

與 2.北部地區 70 組內 92.37 227 .40   

教學 3.中部地區 58 總和 97.05 231    

的支持 4.南部地區 56       

 5.東部地區 18       

 總和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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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1.直轄市 30 組間 1.13 4 .28 .73  

人員 2.北部地區 70 組內 87.93 227 .38   

支持 3.中部地區 58 總和 89.07 231    

 4.南部地區 56       

 5.東部地區 18       

 總和 232       

 1.直轄市 30 組間 7.48 4 1.87 4.33**      4>3 

家長 2.北部地區 70 組內 98.04 227 .432   

支持 3.中部地區 58 總和 105.52 231    

 4.南部地區 56       

 5.東部地區 18       

 總和 232       

 1.直轄市 30 組間 2.47 4 .61 2.85*  

 2.北部地區 70 組內 49.20 227 .21   

全量表 3.中部地區 58 總和 51.68 231    

 4.南部地區 56       

 5.東部地區 18       

 總和 232       

p

<.05  p

<.01        

有無設立身障班之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現況分析 

有無設置身障班教師對普通班視障生支持服務滿意度如表 4-3-5 所示，在行

政支持、課程與教學、家長支援及整體支援滿意度部分有顯著差異，有設立身障

班學校之教師滿意度較無設立身障班之學校教師高。 

表 4-3-5 有無設置身障班之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 

向度名稱 有無身障

班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行政支持 (1)有 207 3.81 .50 2.35* 

 (2)無 25 3.56 .38  

課程與教學 

支持 

(1)有 207 3.58 .63 2.49* 

(2)無 25 3.24 .68  

專業人員 (1)有 207 3.98 .61 .93 

(2)無 25 3.8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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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支持 (1)有 207 3.32 .68 4.04** 

 (2)無 25 2.90 .45  

全量表 (1)有 207 3.68 .47 2.84* 

(2)無 25 3.40 .33  

p

<.05  p

<.01 

 

不同職務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現況分析 

不同職務之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現況如表 4-3-6 所示，

在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支持、專業人員支援與整體支援滿意度部分均有顯著。

經事後比較法發現在行政支援部分，特教教師與教師兼組長滿意度均高於普通班

導師；在課程與教學支持向度，特教教師與教師兼組長滿意度均高於普通班導師；

在專業人員支援部分特教教師滿意度高於普通班導師；在整體滿意度部分亦是特

教教師與教師兼組長滿意度均高於普通班導師。 

表 4-3-6 不同職務之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 

因素 職務 人 變異數分析 

名稱  數 
變異

來源 

離均

差 

平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事後 

比較 

 1.普通班導師 83 組間 4.46 4 1.11 4.80** 3,5>1 

行政 2.專任教師 37 組內 52.72 227 .23   

支持 3.特教教師 48 總和 57.18 231    

 4.教師兼主任 54       

 5.教師兼組長 10       

 總和 232       

課程 1.普通班導師 83 組間 7.22 4 1.80 4.56** 3,5>1 

與 2.專任教師 37 組內 89.82 227 .39   

教學 3.特教教師 48 總和 97.05 231    

的支持 4.教師兼主任 54       

 5.教師兼組長 10       

 總和 232       

專業 1.普通班導師 83 組間 4.81 4 1.20 3.24* 3>1 

人員 2.專任教師 37 組內 84.25 22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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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3.特教教師 48 總和 89.07 231    

 4.教師兼主任 54       

 5.教師兼組長 10       

 總和 232       

 1.普通班導師 83 組間 3.36 4 .84 1.86  

家長 2.專任教師 37 組內 102.16 227 .45   

支持 3.特教教師 48 總和 105.52 231    

 4.教師兼主任 54       

 5.教師兼組長 10       

 總和 232       

 1.普通班導師 83 組間 4.27 4 1.06 5.11** 3,5>1 

 2.專任教師 37 組內 47.40 227 .209   

全量表 3.特教教師 48 總和 51.68 231    

 4.教師兼主任 54       

 5.教師兼組長 10       

 總和 232       

p

<.05  p

<.01        

 

不同特教背景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 

不同特教背景之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如表 4-3-7 所

示，所有向度包含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支持、專業人員支持、家長支援與整體

支援滿意度部分均有顯著差異。在課程與教學部分，特教合格教師、一般教師且

修習 20 以上特教學分之教師滿意度明顯高於一般從未接觸特教課程之教師；在

專業人員支援部分，特教合格教師滿意度亦明顯高於一般從未接觸特教課程之教

師；在整體支援滿意度部分則是一般教師且修習 20 以上特教學分教師與特教合

格教師明顯高於一般從未接觸特教課程之教師。 

表 4-3-7 不同特教背景之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 

因

素 
特教背景 人 變異數分析 

名

稱 
 數 

變

異

來

源 

離均

差平

方和 

自

由

度 

均

方 
F 值 

事後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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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格特教教師 83 
組

間 
3.71 5 .74 

3.13*

* 
 

行 2.一般教師，修習 20 特教學分 20 
組

內 
53.47 226 .23   

政 
3.一般教師，修習未滿 20 特教

學分 
56 

總

和 
57.18 231    

支 
4.一般教師，特教研習超過 18

小時 
33       

持 
5.一般教師，特教研習未達 18

小時 
25       

 6.一般教師從未接觸特教課程 15       

 總和 
23

2 
      

課 1.合格特教教師 83 
組

間 
11.07 5 2.21 

5.82*

* 

1,2,4,3,>

6 

程 2.一般教師，修習 20 特教學分 20 
組

內 
85.97 226 .38   

與 
3.一般教師，修習未滿 20 特教

學分 
56 

總

和 
97.05 231    

教 
4.一般教師，特教研習超過 18

小時 
33       

學 
5.一般教師，特教研習未達 18

小時 
25       

支 6.一般教師從未接觸特教課程 15       

持 總和 
23

2 
      

 1.合格特教教師 83 
組

間 
6.96 5 1.39 

3.82*

* 
1>6 

專 2.一般教師，修習 20 特教學分 20 
組

內 
82.10 226 .36   

業 
3.一般教師，修習未滿 20 特教

學分 
56 

總

和 
89.07 231    

人 
4.一般教師，特教研習超過 18

小時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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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5.一般教師，特教研習未達 18

小時 
25       

支 6.一般教師從未接觸特教課程 15       

持 總和 
23

2 
      

家 1.合格特教教師 83 
組

間 
6.15 5 1.23 

2.79*

* 
 

長 2.一般教師，修習 20 特教學分 20 
組

內 
99.37 226 .44   

支 
3.一般教師，修習未滿 20 特教

學分 
56 

總

和 
105.52 231    

持 
4.一般教師，特教研習超過 18

小時 
33       

 
5.一般教師，特教研習未達 18

小時 
25       

 6.一般教師從未接觸特教課程 15       

 總和 
23

2 
      

 1.合格特教教師 83 
組

間 
5.13 5 1.02 

4.98*

* 

2,1,3,4>

6 

全 2.一般教師，修習 20 特教學分 20 
組

內 
46.54 226 .206   

量 
3.一般教師，修習未滿 20 特教

學分 
56 

總

和 
51.68 231    

表 
4.一般教師，特教研習超過 18

小時 
33       

 
5.一般教師，特教研習未達 18

小時 
25       

 6.一般教師從未接觸特教課程 15       

 總和 
23

2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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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障礙程度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 

不同障礙程度之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如表 4-3-8 所示，

在行政支持、家長支持與整體支援滿意度部分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法分析，

在家長支援部分，中度視覺障礙學生之教師滿意度高於重度視覺障礙學生之教師；

在整體支援滿意度部分，中度視覺障礙學生之教師滿意度亦高於重度視覺障礙學

生之教師。 

表 4-3-8 不同障礙程度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度分析表 

因素 
學生障礙

程度 
人 變異數分析 

名稱  數 
變異

來源 

離均

差 

平方

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事後

比較 

 1.輕度 84 組間 1.48 2 .74 3.05*  

行政 2.中度 97 組內 55.70 229 .24   

支持 3.重度 51 總和 57.18 231    

 總和 
23

2 
      

課程 1.輕度 84 組間 1.06 2 .53 1.26  

與 2.中度 97 組內 95.99 229 .41   

教學 3.重度 51 總和 97.05 231    

 總和 
23

2 
      

專業 1.輕度 84 組間 2.00 2 1.002 2.63  

人員 2.中度 97 組內 87.06 229 .38   

支持 3.重度 51 總和 89.07 231    

 總和 
23

2 
      

 1.輕度 84 組間 3.54 2 1.77 3.98* 2>3 

家長 2.中度 97 組內 101.97 229 .44   

支持 3.重度 51 總和 105.52 231    

 總和 
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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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1.輕度 84 組間 1.66 2 .83 3.80* 2>3 

量 2.中度 97 組內 50.02 229 .21   

表 3.重度 51 總和 51.68 231    

 總和 
23

2 
      

p

<.05         

 

第四節  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務滿意度綜合討論 

 

在以 t 考驗、單因數變異數分析，進行各個背景變項對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

師在支持服務現況滿意程度之統計與環境變項影支持服務滿意度預測分析後，以

下分別就針對各個背景變項，包括性別、教學年資、學校規模、任教地區、學校

是否設有身心障礙班級、職務、特殊教育專業背景、視障生障礙程度及預測等項

目，來討論國中視障生學生之教師對支持服務現況滿意程度之情形。 

性別  

   不同性別的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在專業人員支援部分達顯著差異，女性教

師滿意度明顯比男性教師高，此與劉淑秋（2003）及謝秀霞（2001）研究發現相

同。 

教學年資 

不同教學年資的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對支持服務滿意程度在課程與教學

支援部分出現顯著差異情形，教學年資在「5 年以下」學校的教師對於支援服務

滿意度高於教學年資「6-10 年」、「11-15 年」之學校的教師。此研究結果與孫

嘉偉（2006）調查結果相似。 

學校規模 

不同學校規模的的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在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支持與整

體支持滿意度中有顯著差異，在「行政支持」層面，出現學校班級「51 班以上」

的教師支持服務滿意度高於「13 班至 24 班」及「25-50 班」的教師，此與謝秀霞

（2002）「學校規模較大的，教師滿意度較高」及陳宜慧（2006）「教師實際獲

得教學支援的程度分別為大型學校高於小型學校，及中型學校高於小型學校」研

究結果相同。  

任教地區 

不同任教地區的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在家長支持滿意度達顯著差異水準，

南部地區家長支持度明顯高於中部地區教師。乃因南部地區視障生抽樣學校與中

部地區視障生學校相較之下，南部地區視障生多位居市中心，推測家長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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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佳、各式資訊較多且參與度較高，故支持服務滿意度較高。 

有無設置身障班 

學校是否設有身心障礙班級在整體滿意度以及「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

的支持」、「家長支持」等向度均達到顯著差異，顯示學校設有身心障礙班級的

國中視障生教師，在整體及整體滿意度以及「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的支持」、

「家長支持」的支持服務滿意度明顯高於未設有身心障礙班級的國中視障生教師，

與邱明芳（2003）、劉淑秋（2003）、張世沛（2005）的研究結果相同。 

現任職務 

擔任不同現任職務的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對支持服務滿意程度在整體滿

意度表及「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支持」、「專業人員支援」三個分量表中

有顯著差異情形。經事後比較發現，在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支持與整體支持上，

職務為「特教教師」與「教師兼任組長」的滿意度高於「普通班教師」的滿意度；

在「專業人員支援」部分，擔任職務為「特教教師」，其滿意度明顯高於「普通

班教師」。與謝秀霞（2002）、姚佩如（2003）、劉淑秋（2003）及潘齡方（2007）

的研究結果相同。 

特殊教育專業背景 

不同特殊教育專業背景的的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在整體滿意度及「課程與

教學支持」、「專業人員支持」滿意程度有顯著差異。在課程與教學支援部分，

特教教師與一般教師且修過 20 以上學分之教師滿意度顯著高於一般未接觸特教

課程之教師；在專業人員支援部分，特教教師滿意度顯著高於一般未接觸特教課

程之教師；而在整體滿意度部分，一般教師且修習過 20 以上特教學分之教師、

特教教師、一般教師且修習未滿 20 特教學分之教師滿意度明顯高於一般未接觸

特教課程之教師，此研究結果與張世沛（2005）、謝秀霞（2001）、劉淑秋（2003）

相同，顯示修習過特教學分修習愈多之教師對視障生的認識有較高的認識，對於

其學習限制與需求較為瞭解，故滿意度未修習特教學分之教師為高。 

學生障礙程度 

不同障礙程度之的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在整體滿意度及「家長支援」部分

有顯著差異，在家長支援部分，中度障礙學生之教師滿意度比重度障礙學生之教

師好；整體滿意度部分亦是中度障礙學生之教師滿意度比重度障礙學生之教師好，

此研究結果與吳國維（2004）重度視障教師教學困擾較高相呼應。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地區國民中學視障生之教師其支持服務滿意程度情形。

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法，以自編之「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支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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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滿意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而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教師問卷結果之

差異。綜合本研究所得之研究結果，歸納成以下各項結論，並提出相關建議，以

作為教育行政單位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結論 

    就本研究之回收問卷資料，經統計分析後，所得結論如下：  

(一)、 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對支援服務內容提供現況滿意程

度情形滿意量表整體與各向度的現況滿意度屬中等以上的滿意程度。 

(二)、 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其現況滿意程度高低依序為專業人

員支持、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支持、家長支持。 

(三)、 不同性別、教學年資等教師背景變項之國中視障生教師在整體滿意度未

達顯著差異，但在部分向度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四)、 女性教師在專業人員支持服務滿意度大於男性教師。 

(五)、 不同教學年資的教師在課程與教學支持滿意度有顯著差異；教學年資在

5 年以下的教師在課程與教學支援滿意度高於「6-10 年」與「11-15 年」之

教師。 

(六)、 不同職務、特教知能等教師背景變項之國中視障生教師在整體支援服務

滿意度部分達顯著差異，在其他向度滿意度亦達顯著差異。 

(七)、 特教教師、教師兼任組長在行政支持及課程與教學支援滿意度部分均高

於普通班導師。 

(八)、 有接觸特教學分（研習）之教師在課程與教學、專業人員支持服務滿意

度高於未接觸特教課程之教師。 

(九)、 不同學校規模、任教地區等環境背景變項之國中視障生教師其整體支持

服務滿意度未達顯著差異，但在部分向度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十)、 學校規模在「51 班以上」的行政支持滿意度高於「13-24 班」及「25-50

班」規模之學校。 

(十一)、 南部地區的國中視障生教師在家長支持滿意度高於中部地區的國中視

障生教師。 

(十二)、 有無設置身障班、學生障礙程度等環境背景變項之國中視障生教師其整

體支持服務滿意度達顯著差異，部分向度亦達顯著差異。 

(十三)、 學校有設置身障班的國中視障生教師在行政支持、課程與教學及家長支

持滿意度高於學校未設身障班的國中視障生教師。 

(十四)、 教導中度視障生之教師在家長支援滿意度部分高於重度視障生之教

師。 

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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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以下建議作為教育行政機機關、學校行

政及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 

(一)、  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加強家長參與與支援服務概念 

根據研究結果，滿意度最低的向度為家長支持。建議教育主管機關落實身心

障礙學生親職教育課程，加強家長親職教育能力，提供國中視障生教師家長支援

服務。 

增設資源班 

從研究結果得知有設置身障班的教師滿意度明顯高於未設置身障班之教師，

對於就讀普通班的國中視障生而言，資源班提供相關直接服務，亦提供間接服務

給國中普通班視障生之教師，普通班教師面對視障學生，需要有特教教師提供專

業的特教諮詢服務，特教教師也能對學生提供個別化輔導，充實校內形成一個較

為完善的特教支持系統，提高國中視障生教師支持服務滿意度。 

加強特教專業知能 

從研究結果中得知有接觸特教課程之教師（含學分、研習）滿意度高於從未

接觸特教課程之教師，顯示經過特教專業知能訓練之教師有較佳的專業背景，能

應付視障生的各項需求，政府單位應與師資培育單位合作，開設特教學分供有需

求之教師學習，讓視障生之教師有更多專業面對視障生各式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二)、  對學校行政單位之建議  

提供充份的人力資源 

視障生教師在教導視障生時，需要志工或教師助理員人力支援，而在滿意度

部分此一向度得分最低，故建議校方可以向中央爭取經費或結合社區人力資源，

提供充足人力，讓視障生教師減輕負擔，發揮最好的教學成效。 

辦教師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辦理教師的特殊教育知能研習，恐不能滿足教師對特教知

能獲得的需求，且教師在課務繁瑣的壓力之下，未必能調課參加，在現今研習多

屬課務自理原則下，故校內可結合特教教師或成功教導身障生經驗之教師分享經

驗、舉辦教學觀摩等舉辦一系列實務性的特教知能研習，實際提供符合教師需求

的研習內容，確實增加教師特教專業知能。 

 

(三)、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教師為研究對象，而融合教育中的支持服務乃提供教師，提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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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視障生教學成效，故視障生之學校生活適應亦需加強探討，建議未來研究對可

以著重在學生，以學生的觀點去瞭解支持服務內容的滿意程度。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問卷取得的大量資料，進行量化的分析，建

議在未來的研究方法上，可採用質性研究，使用訪談或在問卷中加入自陳式的半

開放意見陳述，以補量化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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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視覺障礙兒童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

之研究 

 

詹秀萍 

(苗栗縣建國國民小學)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視障兒童的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的

滿意程度。以自編「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

以台灣地區國小普通班的視障兒童之家長與級任教師為對象。回收家長

有效問卷 83 份，教師有效問卷 81 份。所得資料以次數分配、平均數、

百分比等方法進行分析。歸納本研究的結果如下： 

一、視障兒童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的滿意度皆是趨於「滿意」

的程度，且對「安置與評量」向度的滿意度最高。 

二、不同家長背景變項中，女性滿意度高於男性；國小教育程度的家長

滿意度最高，研究所滿意度最低；1 年內參加學校舉辦的座談會或 IEP

會議次數，以 3-4 次的滿意度最高，從未參加的滿意度最低。 

三、不同級任教師背景變項中，男性滿意度高於女性；任教年資 21 年

以上的滿意度最高，6-10 年的滿意度最低；特教專業背景是「有修習特

教三學分或特教研習達 54 小時以上」的滿意度最高，特教學分班的滿

意度最低；教導視障兒童經驗 4 年以上的滿意度最高，1 年內的滿意度

最低；擔任視障兒童級任教師原因是「其他」的滿意度最高，「依照輪

序」的滿意度最低。 

四、不論視障兒童的性別為何，家長的滿意度皆高 於級任教師。具有

下列背景變項的視障兒童，家長的滿意度高於級任教師，包括中、高年

級；輕度、中度、重度；接受巡迴輔導時間 1 年內、3 年以上；每週無

輔導時數；接受抽離、外加、協同教學輔導方式。 

五、具有下列背景變項的視障兒童，級任教師的滿意度高於家長，包括

低年級；以視障為主之多重障礙；接受巡迴輔導時間 1-2 年；每週接受

輔導時數 1-2 小時、3-4 小時、5 小時以上；接受二種以上輔導方式。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作為教育行政機關、學校當局、視障巡迴

輔導教師、家長、級任教師以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視覺障礙兒童、巡迴輔導、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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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受美國「身心障礙教育法案」（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s Act）

的影響，我國在民國 73 年「特殊教育法」第 13 條中明訂「…身心障礙學生之教

育安置，應以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為前提下，最少限制環境為原則…」。並在第

24 條規定學校應依學生的學習及生活需要，提供必要的教育輔助器材及相關支

持服務（教育部，2004）。亦即除了將身心障礙兒童依障礙類別、程度做適當的

安置之外，更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教學方法、課程調整、社會生活調適等協助，

以確保其受教育與接受服務的適當性。 

    在法令規定身心障礙學生需安置在最少限制環境之前，民國 56 年已率先實

施「視覺障礙學生混合教育計畫」，走在台灣特殊教育的先端。混合教育是希望

將視覺障礙兒童（以下簡稱「視障兒童」），安置在最少限制環境--普通班級，

再由受過專業訓練的巡迴輔導教師機動性地前往各國中小提供支援服務（李永昌，

1998）。這項計畫實施至今已 40 年，歷經三次教育部訪視，實施成效雖然獲得

肯定與支持，但是當時的問題也不少，包括巡迴輔導教師兼辦行政業務導致影響

教學輔導、對弱視學生的輔導不足、輔導教師日漸不足補充不易、輔導時間及次

數不足、與級任導師分工不明確、與學校人員溝通問題等。雖然目前巡迴輔導教

師兼辦行政業務的問題已有改善，但是輔導次數偏低和時間不足（鄭靜瑩、趙敏

泓，2004）、流動率高、定位不明的情形仍然存在（李永昌，2001）。 

研究者曾多次見到或聽到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上課時讓全盲的視障兒童看

繪本，而教師在上網尋找旅遊民宿；或是巡迴輔導教師沒有按時到校服務也未補

課；家長請教轉銜安置問題時，巡迴輔導教師沒有給予回覆；或是已接受三年巡

迴輔導的服務，卻從未領到大字體課本或有聲教材。諸如此類，令人不禁疑惑，

實施成效獲得肯定的混合教育計畫，怎麼尚有此種情形存在？而家長與級任教師

面對此種服務是否滿意？ 

視覺障礙學生的支持來源為校內資源班及校外的巡迴輔導教師為主（呂婌華，

2004）。隨著視障兒童進入普通班就讀，巡迴輔導教師所提供的支援服務便日趨

重要，然而，由於部分巡迴輔導教師將輔導著重在學科的教導，導致級任教師最

需要輔導教師提供教學方法與技術的協助，卻無法獲得滿足的情形（劉信雄，1986；

李永昌，2001）。 

綜觀國內視障教育的研究發現，以家長為對象的研究有劉信雄（1986）、莊

慶文（2001），但是著重在對混合教育的意見，而非巡迴輔導服務的內容。以級

任教師為對象的研究（劉信雄，1986；莊慶文，2001；周桂鈴，2002；張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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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吳國維，2005），則著重在教學困擾與支援需求。關切教師對巡迴輔導實

施意見與滿意度的只有曾凡慈（2001）、鄭玉慈（2006）、賴怡君（2006）和金

祈君（2006）。惟四人的研究對象均非只限視障兒童之級任教師，或是以質性的

方式進行研究，樣本數不多，其研究結果只可作為參考，無法做為代表性意見。 

    視障巡迴輔導除了針對學生給予無障礙環境、盲用電腦、點字書籍…等，還

包括提供家庭支援與家長諮詢，家長也是其服務的對象之一。而級任教師是教學

的主體，巡迴輔導教師也有職責需提供學習與生活的諮詢服務，以協助教師輔導

同儕如何與視障學生相處。鄭玉慈（2006）的研究發現，教師對普通班身心障礙

學生巡迴輔導服務滿意程度，會因不同個人背景變項而有顯著差異。視障兒童的

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滿意度是否也受不同的背景變項所影響？家長是否也會因

個人背景變項的不同，而造成滿意度的差異呢？以上幾個問題皆值得進一步的關

切與探討。 

二、研究目的 

1.視障兒童之家長對巡迴輔導服務的滿意度。 

2.視障兒童之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的滿意度。 

3.不同背景變項的視障兒童家長，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的差異。 

4.不同背景變項的視障兒童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的 

差異。 

5.視障兒童之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的差異。 

三、名詞釋義 

（一）視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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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矯正後對事物之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 

本研究中所指國小視覺障礙兒童，係指 95 學年度就讀於國小普通班已接受巡迴

輔導服務之視障兒童。 

（二）巡迴輔導服務 

巡迴輔導服務指針對視障兒童的巡迴輔導服務，是由受過視覺障礙特殊訓練

的教師，巡迴指導視覺障礙學生定向行動、點字、閱讀指導及生活技能，同時提

供支援服務，為學校提供教材與設備的訊息（王亦榮，1997）。 

本研究所稱視障巡迴輔導服務，係指在自編「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調查問卷」

中的題項，分為安置與評量、課程與教學、教材教具與輔具、輔導、諮詢服務等

五個向度，45 個題項。 

（三）滿意度 

本研究所指對視障巡迴輔導服務的滿意度，是指視障兒童在接受視障巡迴輔



國小視覺障礙兒童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研究 

 

~ 353 ~ 

 

導之後，家長和級任老師對巡迴輔導教師所提供的服務是否符合其需求與預期的

評估反應。 

家長或級任教師對視障兒童已獲得之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是以受試者在

「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調查問卷」中勾選的得分表示，問卷得分越高，表

示家長或級任教師對視障巡迴輔導服務的滿意度越高；得分越低，表示對服務的

滿意度越低。 

 

貳、文獻探討 

一、視障兒童的身心特質與教育需求 

（一）視障兒童的身心特質 

研究發現，視障兒童比同齡的兒童在動作、認知、語言和社會的發展有遲滯

的現象。但是，受到致障的時期、原因、障礙程度和預後等影響，每位視障兒童

的發展和身心特質有很大的差異性 (萬明美，2001)。 

1.動作發展 

因為缺乏清楚的視覺，不能輕易偵測到自己的移動或清楚的觀察別人的動作，

對環境的不確定及挫敗的探索經驗也阻礙移動的動機，若再加上家長的過度保護，

將使得視障兒童在動作發展方面明顯的落後。由於動作活動是形成認知和知覺發

展的基礎，動作發展的遲緩也將會影響其認知和知覺的發展(Rosen,1997)。 

2.認知發展 

Piaget 認為兒童早期視覺經驗的喪失會影響認知功能（引自萬明美，2001）。

Scholl（1986）強調視障兒童因感覺輸入受限，尤其是物品太大、太細微或太遙

遠無法以觸覺或聽覺探索時，會影響認知概念的發展。杞昭安(1991)的結果發現，

視障兒童的平均智商為 92.13，和明眼兒童有顯著的差異。 

3.語言發展 

視障兒童因為缺乏視覺經驗，導致早期語言發展較為遲緩（萬明美，2001）。

視覺經驗的貧乏，對物體的概念和字意的理解需依靠他人的描述或取自第二手資

料，容易產生「語意不合」(verbalism) 的現象(Tufenkjian,1971；引自萬明美，2001)。

而全盲兒童語言發展的問題，主要是在與認知及概念發展有關的語意、語用、語

境的掌握上。 

4.社會發展 

視障兒童無法清楚觀察外界事物，又很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常感到挫折

及焦慮。Tuttle(1984) 認為，視障兒童會因為本身的視覺缺陷，而容易有自卑的

心理。Dodds,Pearson 和 Yates（1991）指出視障兒童的自我概念及對視障的接受

程度是適應良好的關鍵因素。與同儕的互動經驗亦會影響其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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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佑星(1985)也指出，先天全盲學生的學校生活適應較弱視學生佳。弱視學

生較難認同自己的缺陷，常刻意隱瞞視障的狀況，但是又擔心無法表現得像正常

的狀況，因而長期處於不安和焦慮的情緒中（萬明美，2001）。 

（二）視障兒童的教育需求 

Hazekamp 和 Huebner(1989)將視障兒童獨特的教育需求歸納為七個方面：  

1.概念發展和學業需求 

視覺障礙常會阻礙視覺概念的發展和學科的學習，如傾聽和學習的技巧。概

念發展和學業需求包括，發展良好的身體形象；認識基本的概念；發展符合程度

的傾聽技能；發展符合程度的聽覺理解和分析技能。 

2.溝通需求 

視障兒童需要學習獨特的技能，以方便使用替代的方法和特殊的設備做有效

的溝通。溝通的需求包括使用適當的模式發展閱讀技能；能正確且快速打字；能

寫出自己的簽名或使用印章；並需要能操作基本的溝通與書寫設備，如收錄音機、

盲用電腦等；操作數學和科學輔具。 

3.社會情緒需求 

視覺損傷通常會影響自我概念的形成、社會情境的行為觀察、休閒娛樂的參

與以及性態度。社會情緒需求包括協助視障學生社會化，實施情意教育、休閒教

育、性教育及因視覺問題所衍生的心理層面困擾。 

4.知覺/動作需求 

視覺損傷也可能會影響發展粗大和精細動作的技能、替代性的知覺區辨或整

合技能，以及發展肌耐力、平衡、移動等能力。針對學生知覺/動作需求，設計

適當活動教導兒童學習控制頭、四肢、軀幹；學習辨認聽覺線索、知覺線索、嗅

覺線索、觸覺線索等；發展平衡能力、大肌肉動作技能、精細動作技能。 

5.定向與行動需求 

視覺損傷影響學生在不同環境中的學習和功能。對視障兒童而言，定向與行

動的訓練是相當必要的技能，其需求包括學習辨別複雜的聽覺、觸覺、運動覺和

嗅覺線索；學習人導技能、手杖法；熟悉社區內各種服務系統；學習獨自行走，

包括利用交通號誌穿越馬路、發展求助技能等。 

6.日常生活技能需求 

受視覺損傷的影響，需要學習獨特的技巧才能獨立處理日常生活各項瑣事。

日常生活技能包括有個人衛生、穿著、整理家務、飲食、金錢管理、社會溝通、

時間監控等技能。 

7.生計和職業需求 

需要有人引導視障兒童去選擇適當的職業，因此評估和教導職業覺知、職業



國小視覺障礙兒童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研究 

 

~ 355 ~ 

 

技能就成為成功選擇職業必要的過程。生計和職業需求包括認識職業興趣和性向、

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和習慣、增加實務經驗、熟悉謀職技巧、發展做決定的能力

等。 

二、視障巡迴輔導制度之探討 

（一）視障巡迴輔導之發展 

民國 56 年開始的「台灣省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計畫」，即是國內最早採

取巡迴輔導的安置型態，是將視障兒童安置在普通班級接受教育，班級級任教師

負責基本的教學工作，由巡迴輔導教師機動性地前往提供支援服務（李永昌，

1998）。 

此計畫在臺北市、臺北縣、台中市、台中縣、台南市、台南縣、高雄縣、高

雄市等八縣市率先實施。至民國 58 年，全國各縣市國小均實施混合教育，並在

民國 62 年擴展到國中階段（王亦榮，1995）。 

這項計畫實施成效獲得肯定與支持。但是也發現了一些問題。雖然目前巡迴

輔導教師兼辦行政業務的情形已有所改善，但是輔導的次數和時間不足的問題、

流動率高、定位不明的情形仍然存在（李永昌，2001）。 

今日，多數縣市成立專責的視障巡迴班，且編制在各國中小或特教中心內，

但由於人數過多、交通往返耗時、以及兼任學校行政工作，造成輔導時數偏低的

問題仍然存在（莊慶文，2001；鄭靜瑩、趙敏泓，2004）。吳國維（2005）的研

究更指出，巡迴輔導教師對視障學生教學時數不足，對教學所造成的困擾最大。 

（二）視障巡迴輔導服務內容 

    Barraga 和 Erin（1992）曾詳細指出巡迴輔導教師的工作職責包括視障學生教

育安置的討論、功能性視覺評估、剩餘視力的使用、有聲教材及輔助器材的使用、

日常生活技能的學習、班級導師及同儕的指導、適合融合教育安置教學策略、成

績考查卷點譯與圖形製作、與學校其他教師或行政人員交換經驗或溝通觀念以取

得配合、家庭訪視、社會資源團體的支援等項目。 

國內劉信雄（1985）、王亦榮（1997）、李永昌（1998）、王儀嘉（2000）、

劉信雄、王亦榮、林慶仁（2000）、鄭靜瑩、趙敏泓（2004）等學者也曾對視障

巡迴輔導教師的工作職責提出看法。各縣市也訂定視障巡迴輔導實施計畫，擬定

服務內容，其工作內容大同小異（林慶仁，2002）。輔導教師的工作內容繁多，

茲將各學者與各縣市所界定的服務內容，經過比較與歸納後分為「安置與評量」、

「課程與教學」、「教材教具與輔具」、「輔導」、「諮詢服務」五向度，作為

編製問卷時的參考。各向度分述如下： 

安置與評量： 

（1）參與個案相關會議（安置會議、IEP 會議、轉銜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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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評量的實施，提供考試服務。 

（3）協助編製大字體、點字試卷，以及點字與文字轉譯服務。 

（4）升學管道諮詢。 

（5）協助和整合相關專業服務（如：心理輔導員、測驗專家、行動訓練師、職

業重建諮商員…等）。 

課程與教學： 

（1）教導特殊技能，如點字、定向行動、觸讀訓練等。 

（2）視覺功能評估與訓練，指導使用殘餘視力。 

（3）提供視障學生學科的補救教學，輔導解決困難。 

（4）指導視覺相關學習策略（閱讀、書寫等）與筆記的技巧。 

（5）認知訓練。 

（6）會同家長與級任教師發展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據以實施。 

（7）協調級任教師，安排適當的輔導時間與方式。 

（8）每次輔導教學後應確實填寫輔導記錄。 

教材教具與輔具： 

（1）準備教材及教具，以配合學生的教學進度。 

（2）評估學生對輔助科技的需求、協助選擇適當的輔具，以及輔助科技的訓練

與使用。 

（3）提供有聲教材的訊息，並訓練學生使用。 

（4）協助使用各種學習工具。 

（5）為學生選定以點字或大字體的學習媒介。 

（6）配發或借用點字教科書、大字體教科書、盲用電腦、擴視 

機、放大鏡、望遠鏡等。 

輔導： 

（1）幫助學生及家人，瞭解視覺器官及做好視力保健。 

（2）記錄學生社會及學業方面的軼事或成就。 

（3）日常生活技能的訓練及校內生活適應。 

（4）對視障學生或其父母的心理輔導諮商或相關資訊的提供。 

（5）社會適應與行為矯治。 

（6）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兒童。 

（7）與學生、家長及相關教師保持聯繫，適時提供協助與輔導。 

（8）提供教學策略和適當運用視力功能的方法，以利教學。 

（9）無障礙環境之諮詢。 

（10）協助級任教師處理特殊事項、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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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就學轉銜輔導。 

諮詢服務： 

（1）提供學生、家長、相關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的諮詢與輔導。 

（2）對視障學生級任教師、科任教師和行政人員交換經驗、溝通觀念、協調、

提供相關支援。 

（3）提供升學資訊及轉銜服務。 

（4）協助家長認識視覺器官、視覺歷程並定期與家長保持聯繫。 

（5）對視障學生或父母的心理輔導諮商或相關資訊的提供。 

（6）提供社會諮詢服務。 

（7）社會資源團體的協助與支援。 

（8）其他工作職責，包括：安排家長成長團體、舉辦教學觀摩、教師座談會。 

三、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一）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整理國內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相關研究（莊慶文，2001；陳綠萍，2001；

曾凡慈，2001；周桂鈴，2002；劉淑秋，2003；蘇燕華、王天苗，2003；呂婌華，

2004；鄭玉慈，2006；金祈君，2006；賴怡君，2006）發現，大部分的家長和級

任教師都對混合教育抱持積極的態度，也需要巡迴輔導能提供更充足且適切的支

援服務，如輔導時數、抽離科目、溝通管道與態度等。 

但有多篇研究顯示教師和學生對巡迴輔導的滿意度低，且多為質性研究的結

果。此外，在 2004 年之前，巡迴輔導的滿意度偏低，但是在 2004 年之後，受試

者的滿意度較高，猜測可能與近年巡迴輔導逐步改善有關。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家長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影響 

由於巡迴輔導關於家長滿意度的研究甚少，因此，擴大蒐集特殊教育服務滿

意度的研究結果。從相關文獻（錢得龍，2003；籃偉烈，2004；許明仁，2005；

吳珮華，2005）可以發現，家長的性別、參加安置會議或 IEP 會議的次數會影響

對特殊教育服務的滿意度，而家長的年齡、教育程度則不造成影響。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不但能使家長對學校有更積極的態度，更能提升家長對

學校教育服務的滿意度（Pearson , 1990）。參加座談會或 IEP 會議都是參與學校

的方式，家長的教育程度或參加學校舉辦的親師座談會、特教座談會，是否會對

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造成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影響 

視障兒童就讀普通班是否適應良好，常與級任教師的接納態度及教育理念有

關（胡永崇，2000）。Forlin（2001）發現受過特殊教育訓練較多的教師，其教學

困擾顯著低於其他組別。從相關研究（劉信雄，1986；莊慶文，2001；劉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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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陳茹毓，2004；吳珮華，2005；鄭玉慈，2006；賴怡君，2006）也可以發

現，特教專業背景會對滿意度造成影響，其中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或特殊教育學

系畢業者（含特教學分班）之教師滿意度較高。其他變項如性別、職務、不同聽

障生的教學輔導經驗、學校班級數、任教年資等均會對整體或個別向度的滿意度

造成影響。 

此外，擔任視障兒童級任教師的原因，以編班或學校安排的比例最高，而具

有特教背景卻非安置視障學生時的首要考量，導致「級任教師缺乏視障專業背景」

的研究結果（莊慶文，2001）。至於是否會對巡迴輔導的滿意度有所影響，則有

待進一步的探討。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自編「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調查問卷」為工具，探究國內視

障兒童的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之滿意度，並分析不同個人變項、比較

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的滿意度是否有差異。研究架構如圖 1，以視障

兒童的家長以及級任教師的背景為變項，分別探討滿意程度與差異情形。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視障兒童的家長與級任教師進行普查，為求問卷填答更具可靠性，

以台灣地區 95 學年度安置於國小普通班，且已接受視障巡迴輔導服務一學期以

上的視障兒童之家長與級任教師為對象，級任教師亦需是教導視障兒童一學期以

上者。 

依據特殊教育統計年報（2006）「95 學年度國小教育階段接受視障巡迴輔導」之

資料，扣除已畢業和不需巡迴輔導之視障兒童，各縣市接受視障巡迴輔導的學生

共有 132 人，因此本研究的對象家長與教師各有 132 人。 

視障巡迴輔導服務 

安置與評量 

課程與教學 

教材教具與輔具 

輔導 

諮詢服務 

家長背景變項 

性別 

教育程度 

1 年內參加座談會或 IEP會議的次數 

級任教師背景變項 

性別 

任教年資 

特殊教育專業背景 

教導視障兒童的經驗 

擔任視障兒童級任教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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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自編之「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調查問卷」做為蒐集資料之工具。

問卷分成「家長版」和「教師版」，各包含「基本資料」和「視障巡迴輔導服務

滿意度調查」量表兩部分。「基本資料」包括子女/學生、家長、級任教師；量

表內容分為「安置與評量」、「課程與教學」、「教材教具與輔具」、「輔導」、

「諮詢服務」等五個向度，共計 45 題，各向度及題項如表 1。 

量表採李克特式（Likert type）的五點量表設計，依滿意度高低，分成「非常滿

意」、「滿意」、「尚可」、「不太滿意」、「很不滿意」五個選項，依次給予

5、4、3、2、1 分。問卷之末附上開放性意見欄，供家長與級任教師填寫關於巡

迴輔導服務五個向度的意見。 

 

表 1 「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調查」各向度及題項 

向度 
題

號 
題 項 

一 

、 

安 

置 

與 

評 

量 

01 在子女相關會議（安置會議、IEP 會議、轉銜會議）的參與度 

02 提供的安置建議 

03 對子女所進行的視覺功能評估 

04 針對教學內容所進行的考試 

05 提供考試結果的說明 

06 
協助編製的大字體試卷、點字試卷，以及點字和文字的轉譯服務 

二 

、 

課 

程 

與 

教 

學 

07 依子女需要教導特殊技能（如點字、定向行動、觸讀訓練等） 

08 所進行的功能性視覺訓練 

09 指導的學習策略 

10 對子女課業輔導的成效 

11 所提出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內容 

12 和級任教師一同擬定教育計畫 

13 執行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情形 

14 每週接受巡迴輔導服務的輔導時數 

15 接受巡迴輔導服務的輔導方式（抽離、外加……） 

16 填寫的教學輔導記錄 

17 教學態度 

三 

、 

18 準備的教材的適當性 

19 準備的教具的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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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 「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調查」各向度及題項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教 

材 

教 

具 

與 

輔 

具 

20 選擇的輔具的適當性 

21 指導輔助性科技或學習工具的使用方法 

22 指導輔助性科技或學習工具的維護方法 

23 指導有聲教材的使用方法 

24 為子女所選定的學習媒介（點字或大字體書本） 

25 依子女的需要配發或借用點字教科書、大字體教科書、盲用電腦、 

 擴視機、放大鏡、望遠鏡…等 

26 運用各類教學媒體，增進學生學習 

向度 
題

號 
題 項 

四 

、 

輔 

導 

27 指導學生日常生活技能 

28 提供適應校內生活的輔導 

29 對子女或家長的心理輔導諮商 

30 提供給教師的教學策略 

31 提供調整學習環境的建議 

32 協助級任教師處理子女的特殊事項 

33 指導同學協助視障子女的方法 

34 提供給子女、家長或教師的協助 

35 輔導家長瞭解相關福利措施 

36 提供的轉銜輔導（學前升國小、國小升國中） 

五 

、 

諮 

詢 

服 

務 

37 與學校人員溝通觀念 

38 提供給學校人員的相關支援 

39 幫助子女及家人瞭解視覺器官及指導視力保健 

40 提供的視障教育相關資訊 

41 提供的升學管道資訊 

42 告知學生的學習狀況 

43 提供諮詢的態度 

44 協助家長尋求社會資源團體的協助 

45 提供家長成長團體、親職講座、獎助金申請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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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次數分配、百分比統計問卷所得背景變項之分配情形。 

2.以次數分配、平均數、百分比、排序以及總排序，分析家長、級任教師對視障

巡迴輔導服務之滿意情形。 

3.以平均數比較不同背景變項在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4.以平均數比較家長與級任教師對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5.將家長或級任教師填寫的意見，依五個向度歸類整理。 

 

 

肆、結果與討論 

一、視障兒童之家長對巡迴輔導服務的滿意度情形 

    家長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整體平均數為 3.51，趨於「滿意」。其中，「安

置與評量」（3.57）的滿意度最高，「諮詢服務」（3.41）的滿意度最低。 

（一）安置與評量 

    此向度的整體滿意度趨於「滿意」，滿意度最高的是「編製大字體試卷、點

字試卷、點字和文字的轉譯服務」（3.80）；滿意度最低的分別是「相關會議的

參與度」（3.45）和「對教學內容所進行的考試」（3.45）。 

（二）課程與教學 

    此向度的整體滿意度趨於「滿意」，滿意度最高的是「教學態度」（3.78）；

滿意度最低的是「每週接受巡迴輔導服務的時數」（3.39）。 

（三）教材教具與輔具 

    此向度的整體滿意度趨於「滿意」，滿意度最高的是「依需要配發或借用點

字教科書…等」（3.70）；滿意度最低的是「指導有聲教材的使用方法」（3.41）。 

（四）輔導 

    此向度的整體滿意度趨於「滿意」，滿意度最高的是「提供給子女、家長或

教師的協助」（3.61）；滿意度最低的是「輔導家長瞭解相關福利措施」（3.27）。 

（五）諮詢服務 

    此向度的整體滿意度趨於「滿意」，滿意度最高的是「提供諮詢的態度」（3.59）；

滿意度最低的是「提供的升學管道資訊」（3.29）和「協助家長尋求社會資源團

體的協助」（3.29）。 

    綜合研究結果可知，家長對巡迴輔導的滿意度，在整體或各向度、各題項都

是趨於「滿意」。此結果與曾凡慈（2001）的研究結果有出入，可見多數的視障

兒童家長對巡迴輔導服務是抱持肯定的態度。 

    家長對視障子女每週接受巡迴輔導服務的時數滿意度不高，其實也反映視障

巡迴輔導一直以來輔導時數偏低的缺點與問題（李永昌，2001；莊慶文，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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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靜瑩、趙敏泓，2004 金祈君，2006）。 

二、視障兒童之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的滿意度情形 

    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整體平均數為 3.45，趨於「滿意」。其中，

「安置與評量」（3.49）的滿意度最高，「輔導」（3.37）的滿意度最低。 

（一）安置與評量 

    此向度的整體滿意度趨於「滿意」，滿意度最高的是「視覺功能評估」（3.73）；

滿意度最低的是「提供考試結果的說明」（3.28）。 

（二）課程與教學 

    此向度的整體滿意度趨於「滿意」，滿意度最高的是「教學態度」（3.79）；

滿意度最低的是「對學生課業輔導的成效」（3.16）和「和級任教師一同擬定教

育計畫」（3.16）。 

（三）教材教具與輔具 

    此向度的整體滿意度趨於「滿意」，滿意度最高的是「指導輔助性科技或學

習工具的使用方法」（3.57）；滿意度最低的是「指導有聲教材的使用方法」（3.27）。 

（四）輔導 

    此向度的整體滿意度趨於「滿意」，滿意度最高的是「提供給學生、家長或

教師的協助」（3.54）；滿意度最低的是「提供的轉銜輔導」（3.11）。 

（五）諮詢服務 

    此向度的整體滿意度趨於「滿意」，滿意度最高的是「提供諮詢的態度」（3.79）；

滿意度最低的是「提供家長成長團體、親職講座等資訊」（3.12）。 

    綜合研究結果可知，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的滿意度，在整體或各向度、各題

項都是趨於「滿意」，此結果與家長相同，也與鄭玉慈（2006）的研究結果相似。

而且家長與級任教師滿意度最高的向度皆是「安置與評量」，此結果與吳珮華

（2005）的研究結果相同。 

    級任教師對服務滿意度最高或最低的題項，與家長的大同小異。不同的是，

級任教師對於課業輔導的成效滿意度較低，其原因可能與班級人數太多，以致於

難以兼顧視障兒童的特殊需求，對教師造成教學困擾有關（吳國維，2005）。 

    吳國維（2005）的研究指出，巡迴輔導教師對視障兒童教學時數不足，對普

通班教師所造成的困擾最大，因而導致級任教師對視障兒童每週接受巡迴輔導服

務的時數滿意度不高，兩者可說相互呼應。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視障兒童家長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性別不同的家長，女性家長與男性家長的滿意度均趨於「滿意」，女性滿意

度（3.51）高於男性（3.45）。 

教育程度不同的家長，以國小的滿意度最高（3.59），趨於「滿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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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滿意度最低（2.88），趨於「尚可」。從各向度來看，五個向度皆是以研究

所的滿意度最低。 

一年內參加學校舉辦的座談會或 IEP 會議次數不同的家長，以 3-4 次的滿意

度最高（3.82），從未參加的滿意度最低（3.07）。從各向度來看，「安置與評

量」、「課程與教學」、「教材教具與輔具」、「輔導」、「諮詢服務」五個向

度皆是以 3-4 次的滿意度最高，以從未參加的滿意度最低。各題項滿意度差異情

形比較如下： 

 

表 2 不同背景變項的家長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題

號                                      

性別 教育程度 一年內參加會議次數 



男 



女 

 

研究所 

 

大專院 

 

高中職 

 

國

中 

 

國小 

 

從未參

加 

 

1-2

次 

 

3-4 次 

 

5 次以

上 

01  ＊ ▲  ＊   ▲ ＊   

02  ＊ ▲    ＊ ▲  ＊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 ▲  ＊  

07  ＊  ▲ ＊   ▲  ＊  

08  ＊ ▲    ＊ ▲   ＊ 

09  ＊ ▲    ＊ ▲  ＊  

10  ＊ ▲   ＊    ＊ ▲ 

11  ＊ ▲    ＊ ▲  ＊  

12  ＊ ▲    ＊ ▲   ＊ 

13  ＊ ▲   ＊  ▲  ＊  

14  ＊ ▲    ＊ ▲  ＊  

15  ＊    ＊ ▲ ▲  ＊  

16 ＊  ▲    ＊ ▲  ＊  

17  ＊ ▲   ＊  ▲  ＊  

18  ＊ ▲    ＊ ▲  ＊  

19  ＊ ▲    ＊ ▲  ＊  

20  ＊ ▲ ▲   ＊ ▲  ＊  

21 ＊  ▲ ▲ ＊   ▲  ＊  



2009 海峽兩岸視障研討會論文集 

 

~ 364 ~ 

 

 

（續）表 2 不同背景變項的家長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標明該題項滿意度最高者；「▲」標明該題項滿意度最低者。 

 

    家長的背景不同，對巡迴輔導的滿意度也有所差異。女性滿意度高於男性，

此與錢得龍（2003）的研究結果相似，特別是在「安置與評量」是男性的滿意度

22 ＊  ▲    ＊ ▲  ＊  

23  ＊ ▲    ＊ ▲ ＊   

24 ＊   ▲ ＊    ＊  ▲ 

25 ＊  ▲  ＊     ＊ ▲ 

26 ＊  ▲    ＊ ▲  ＊  

27  ＊ ▲  ＊   ▲  ＊  

28  ＊ ▲   ＊  ▲  ＊  

29  ＊ ▲    ＊ ▲  ＊  

30  ＊ ▲    ＊ ▲ ＊   

31 ＊  ▲   ＊  ▲  ＊  

32  ＊ ▲   ＊  ▲  ＊ ▲ 

33  ＊ ▲    ＊ ▲   ＊ 

34  ＊ ▲   ＊  ▲  ＊ ▲ 

35 ＊  ▲   ＊  ▲  ＊  

題

號                                      

性別 教育程度 一年內參加會議次數 



男 



女 

 

研究所 

 

大專院 

 

高中職 

 

國

中 

 

國小 

 

從未參

加 

 

1-2

次 

 

3-4 次 

 

5 次以

上 

36 ＊  ▲    ＊ ▲  ＊  

37  ＊ ▲ ＊    ▲  ＊  

38 ＊  ▲ ＊    ▲  ＊  

39 ＊  ▲ ＊    ▲  ＊  

40 ＊  ▲    ＊ ▲   ＊ 

41 ＊  ▲    ＊ ▲  ＊  

42  ＊   ＊  ▲  ＊  ▲ 

43  ＊ ▲  ＊  ▲ ▲  ＊  

44  ＊ ▲ ＊    ▲  ＊  

4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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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顯示男性家長對評量的服務較為滿意。 

    教育程度不同的家長，以國小的滿意度最高，研究所的滿意度最低，且五個

向度皆是以研究所的滿意度最低，顯示教育程度是會對滿意度造成影響，且教育

程度與滿意度成負相關。推測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愈高，對巡迴輔導服務的期待

與要求也愈高，因而降低對服務的滿意度。此結果與錢得龍（2003）、籃偉烈（2004）

的研究結果相似，但與吳珮華（2005）的結果相異。 

    1 年內參加學校舉辦的座談會或 IEP 會議次數不同的家長，以參加 3-4 次的

滿意度最高，而從未參加的滿意度最低，顯示參加座談會或 IEP 會議，確實會對

服務滿意度造成差異，此與籃偉烈（2004）的結果相似。 

許明仁（2005）發現家長參與 IEP 會議的次數愈多，對資源班服務的滿意度就愈

高。但是本研究卻發現參加 5 次以上的家長其滿意度卻僅高於從未參加的家長。

據此推斷，邀請家長參加學校座談會或 IEP 會議的次數，以 3-4 次最佳。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視障兒童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性別不同的級任教師，女性級任教師與男性級任教師的滿意度均趨於「滿意」，

男性滿意度（3.52）高於女性（3.44）。 

任教年資不同的級任教師，以 21 年以上的滿意度最高（3.80），6-10 年的滿

意度最低（3.25）。 

特殊教育專業背景不同的級任教師，以「有修習特教三學分或特教研習達

54 小時以上」的滿意度最高（3.72），特教學分班的滿意度最低（2.71）。從各

向度來看，等五個向度都是「有修習特教三學分或特教研習達 54 小時以上」的

滿意度最高，特教學分班的滿意度最低。 

教導視障兒童的經驗不同的級任教師，以 4 年以上的滿意度最高（3.91），

1 年內的滿意度最低（3.14）。從各向度來看，五個向度都是 1 年內的滿意度最

低。 

擔任視障兒童級任教師原因，以「其他」的滿意度最高（3.69），依照輪序的滿

意度最低（2.27）。從各向度來看，五個向度都依照輪序的滿意度最低。 

各題項滿意度差異情形比較如下： 

 

表 3 不同背景變項（性別、任教年資、特殊教育專業背景）的級任教師對巡迴

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題 性別 任教年資 特殊教育專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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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男 



女 

 

5 年

內 

 

6-10 

 

11-1

5 

 

16-2

0 

 

21 以

上 

 

特教系\

組 

 

學分

班 

 

修特教

三學分 

 

未修特教 

三學分 

01  ＊ ＊ ▲    ▲  ＊  

02 ＊   ▲   ＊   ＊ ▲ 

03 ＊   ▲   ＊   ＊ ▲ 

04 ＊   ▲   ＊  ▲ ＊  

05 ＊  ＊   ▲   ▲ ＊  

06 ＊  ＊   ▲   ▲ ＊  

07 ＊    ▲  ＊ ＊ ▲   

08  ＊   ▲  ＊  ▲ ＊  

09 ＊  ＊  ▲    ▲ ＊  

10 ＊  ＊ ▲     ▲ ＊  

11 ＊     ▲ ＊  ▲ ＊  

12 ＊   ▲   ＊  ▲ ＊  

13 ＊   ▲   ＊  ▲ ＊  

14 ＊    ▲ ＊   ▲ ＊  

15  ＊ ＊  ▲   ＊ ▲   

16 ＊   ▲   ＊  ▲ ＊  

17  ＊  ▲   ＊ ＊ ▲   

18 ＊    ▲  ＊  ▲ ＊  

19 ＊  ＊ ▲     ▲ ＊  

20 ＊   ▲   ＊  ▲ ＊  

21 ＊   ▲   ＊  ▲ ＊  

22 ＊  ＊  ▲    ▲ ＊  

23 ＊    ▲  ＊  ▲ ＊  

24 ＊     ▲ ＊  ▲ ＊  

25 ＊    ▲  ＊  ▲ ＊  

26 ＊    ▲  ＊  ▲ ＊  

27  ＊   ▲  ＊  ▲ ＊  

28  ＊ ＊ ▲    ▲   ＊ 

29 ＊   ▲   ＊ ＊ ▲   

30  ＊   ▲  ＊  ▲ ＊  

3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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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明該題項滿意度最高者；「▲」標明該題項滿意度最低者。 

 

表 4 不同背景變項（教導視障兒童經驗、擔任視障兒童級任教師原因）的級任

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32  ＊  ▲   ＊ ▲ ▲ ＊  

33  ＊  ▲   ＊  ▲ ＊  

34  ＊   ▲  ＊ ▲ ▲ ＊  

35 ＊     ▲ ＊ ＊ ▲   

36 ＊     ▲ ＊ ＊ ▲   

37  ＊   ▲  ＊  ▲ ＊  

38  ＊  ▲   ＊ ▲  ＊  

39  ＊ ＊ ▲    ▲ ▲ ＊  

40  ＊  ▲   ＊  ▲ ＊  

41 ＊   ▲   ＊  ▲ ＊  

42 ＊   ▲   ＊  ▲ ＊  

43  ＊   ▲  ＊  ▲ ＊  

44  ＊ ＊  ▲    ▲ ＊  

45 ＊    ▲  ＊  ▲ ＊  

題

號                                      

教導視障兒童經驗 擔任視障兒童級任教師原因 

1 年內 1-3 年 4 年以上 自願 特較 抽籤 輪序 其他 

01 ▲  ＊ ＊ ▲  ▲  

02 ▲  ＊ ＊   ▲  

03 ▲  ＊ ＊   ▲ ＊ 

04 ▲  ＊    ▲ ＊ 

05 ▲  ＊ ＊   ▲  

06 ▲  ＊ ▲ ＊  ＊ ＊ 

07 ▲  ＊ ＊   ▲  

08 ▲  ＊    ▲ ＊ 

09 ▲  ＊    ▲ ＊ 

10 ▲  ＊    ▲ ＊ 

11 ▲  ＊    ▲ ＊ 

12 ▲  ＊    ▲ ＊ 

13 ▲  ＊    ▲ ＊ 

1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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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 不同背景變項（教導視障兒童經驗、擔任視障兒童級任教師原因）的級任教師

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15 ▲  ＊  ＊  ▲  

16 ▲  ＊ ＊   ▲  

17 ▲  ＊    ▲ ＊ 

題

號                                      

教導視障兒童經驗 擔任視障兒童級任教師原因 

1 年內 1-3 年 4 年以上 自願 特較 抽籤 輪序 其他 

18 ▲  ＊    ▲ ＊ 

19 ▲  ＊    ▲ ＊ 

20 ▲  ＊    ▲ ＊ 

21 ▲  ＊    ▲ ＊ 

22 ▲  ＊    ▲ ＊ 

23 ▲  ＊  ▲  ▲ ＊ 

24 ▲  ＊  ▲   ＊ 

25 ▲  ＊  ▲   ＊ 

26 ▲  ＊    ▲ ＊ 

27  ▲ ＊    ▲ ＊ 

28  ▲ ＊    ▲ ＊ 

29 ▲  ＊    ▲ ＊ 

30 ▲  ＊    ▲ ＊ 

31 ▲  ＊    ▲ ＊ 

32 ▲  ＊  ▲  ▲ ＊ 

33 ▲  ＊    ▲ ＊ 

34 ▲  ＊    ▲ ＊ 

35 ▲  ＊    ▲ ＊ 

36 ▲  ＊ ＊   ▲  

37 ▲ ＊     ▲ ＊ 

38 ▲ ＊     ▲ ＊ 

39 ▲ ＊     ▲ ＊ 

40 ▲  ＊    ▲ ＊ 

41 ▲  ＊    ▲ ＊ 

42 ▲  ＊    ▲ ＊ 

4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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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明該題項滿意度最高者；「▲」標明該題項滿意度最低者。 

 

性別不同的級任教師，男性的滿意度高於女性。女性最滿意的題項是「教學

態度」和「提供諮詢的態度」，可見女性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教師的服務態度較

為肯定。 

    級任教師的任教年資以 21 年以上的滿意度最高，而任教 6-10 年的滿意度最

低，此結果與鄭玉慈（2006）研究結果稍有不同，但是在任教 21 年以上的滿意

度高於任教 6-10 年的滿意度此點相同。 

級任教師以有修習特教三學分或特教研習達 54 小時以上的滿意度最高，以

特教學分班的滿意度最低。顯示特殊教育專業背景確實會對滿意度造成影響，此

與劉淑秋（2003）、吳珮華（2005）、鄭玉慈（2006）所得到的結果相同。 

教導視障兒童經驗 4 年以上的滿意度最高，而 1 年內的滿意度最低，因不同

的教導經驗而有所差異，此與陳茹毓（2004）相同。 

擔任視障兒童級任教師原因以「其他」的滿意度最高，依照輪序的滿意度最

低。由此可知，「依照輪序」來安排視障兒童級任教師不是個適當的方法，學校

在安排視障兒童的級任教師時，應謹慎考慮。 

 

五、視障兒童之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視障兒童是男生的，家長的滿意度（3.46）略高於級任教師（3.43）；視障

兒童是女生的，也是家長的滿意度（3.53）略高於級任教師（3.47）。 

就讀低年級的視障兒童，級任教師的滿意度（3.43）高於家長（3.28）；就

讀中年級的視障兒童，家長的滿意度（3.63）高於級任教師（3.53）；就讀高年

級的視障兒童，家長的滿意度（3.52）高於級任教師（3.44）。 

輕度視障兒童，家長的滿意度（3.44）高於級任教師（3.31）；中度視障兒

童，家長的滿意度（3.55）高於級任教師（3.46）；重度視障兒童，家長的滿意

度（3.61）略高於級任教師（3.59）；以視障為主之多重障礙兒童，級任教師的

滿意度（3.59）高於家長（3.29）。 

接受輔導時間 1 年內的視障兒童，家長的滿意度（3.37）高於級任教師（2.70）；

接受輔導時間 1-2 年的視障兒童，級任教師的滿意度（3.55）高於家長（3.47）；

接受輔導時間 3 年以上的視障兒童，家長的滿意度（3.52）略高於級任教師（3.47）。 

每週無輔導時數的視障兒童，家長的滿意度（3.23）高於級任教師（2.56）；

每週輔導時數 1-2 小時的視障兒童，級任教師的滿意度（3.62）略高於家長（3.60）；

44 ▲ ＊     ▲ ＊ 

4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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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輔導時數 3-4 小時的視障兒童，級任教師的滿意度（3.59）高於家長（3.35）；

每週輔導時數 5 小時以上的視障兒童，級任教師的滿意度（3.47）高於家長（3.39）。 

接受「抽離」輔導方式的視障兒童，家長的滿意度（3.60）高於級任教師（3.51）；

接受「外加」輔導方式的視障兒童，家長的滿意度（3.69）高於級任教師（3.58）；

接受「協同教學」輔導方式的視障兒童，家長的滿意度（3.41）高於級任教師（3.17）；

接受「兩種以上」輔導方式的視障兒童，級任教師的滿意度（3.50）高於家長

（3.25）。 

各題項滿意度差異情形比較如下： 

表 5 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就讀年級、障礙程度）的視障兒童，家長與級任教

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續）表 5 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就讀年級、障礙程度）的視障兒童，家長與級

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題

號                                      

性別 就讀年級 障礙程度 

男 女 
低年

級 

中年

級 

高年

級 

輕

度 

中

度 

重

度 

多

重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01  ＊  ＊  ＊ ＊   ＊ ＝ ＝  ＊  ＊ ＊  

02  ＊ ＊   ＊ ＊  ＊  ＊  ＊   ＊  ＊ 

03  ＊ ＊   ＊ ＊  ＊  ＊   ＊  ＊  ＊ 

04 ＊  ＊   ＊ ＊  ＊  ＊  ＊  ＊   ＊ 

05 ＊  ＊   ＊ ＊  ＊  ＊  ＊   ＊  ＊ 

06 ＊  ＊  ＊  ＊  ＊  ＊  ＊  ＊   ＊ 

07  ＊  ＊  ＊ ＊   ＊ ＝ ＝ ＊   ＊ ＊  

08 ＊   ＊  ＊ ＊  ＊  ＊   ＊  ＊  ＊ 

09 ＊  ＊  ＊  ＊  ＊  ＊  ＊   ＊ ＊  

題

號                                      

性別 就讀年級 障礙程度 

男 女 
低年

級 

中年

級 

高年

級 

輕

度 

中

度 

重

度 

多

重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10 ＊  ＊  ＊  ＊  ＊  ＊  ＊  ＊  ＊  

11 ＊  ＊  ＊  ＊  ＊  ＊  ＊   ＊ ＊  

12 ＊  ＊   ＊ ＊  ＊  ＊  ＊  ＊  ＊  

13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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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 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就讀年級、障礙程度）的視障兒童，家長與級

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14 ＊  ＊  ＊  ＊  ＊  ＊  ＊  ＊   ＊ 

15 ＊  ＊   ＊ ＊  ＊  ＊  ＊  ＊   ＊ 

16 ＝ ＝  ＊  ＊  ＊  ＊  ＊ ＊   ＊  ＊ 

17 ＊   ＊  ＊ ＊  ＊  ＊  ＊  ＊   ＊ 

18  ＊ ＊   ＊ ＊   ＊  ＊ ＊  ＊   ＊ 

19  ＊ ＊   ＊ ＊   ＊ ＊  ＊  ＊   ＊ 

20  ＊ ＊  ＊  ＊  ＊  ＊  ＊   ＊  ＊ 

21  ＊  ＊ ＊   ＊  ＊  ＊ ＊   ＊  ＊ 

22  ＊ ＊  ＊   ＊ ＊  ＊  ＊   ＊  ＊ 

23 ＊  ＊   ＊ ＊  ＊   ＊ ＊  ＊   ＊ 

24 ＊  ＊   ＊ ＊  ＊  ＊  ＊  ＊   ＊ 

25 ＊  ＊  ＊  ＊  ＊  ＊  ＊  ＊   ＊ 

26 ＊  ＊  ＊   ＊ ＊  ＊  ＊  ＊   ＊ 

27 ＊  ＊  ＊  ＊   ＊  ＊ ＊   ＊  ＊ 

28 ＊  ＊  ＊  ＊   ＊ ＝ ＝ ＊  ＊  ＊  

29 ＊   ＊ ＊   ＊ ＊  ＊  ＊  ＊   ＊ 

30 ＊  ＊   ＊ ＊  ＊   ＊ ＊  ＊  ＊  

31 ＊  ＊   ＊ ＊  ＊  ＊  ＊  ＊  ＊  

32  ＊ ＊   ＊ ＊  ＊  ＊  ＊   ＊  ＊ 

33 ＊  ＊   ＊ ＊  ＊  ＊  ＊   ＊  ＊ 

34 ＊  ＊   ＊  ＊ ＊  ＊  ＊  ＊  ＊  

35  ＊  ＊ ＊   ＊  ＊ ＊   ＊ ＊  ＊  

36  ＊ ＊  ＊  ＊  ＝ ＝ ＊  ＊  ＊  ＝ ＝ 

題

號                                      

性別 就讀年級 障礙程度 

男 女 
低年

級 

中年

級 

高年

級 

輕

度 

中

度 

重

度 

多

重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37  ＊ ＊   ＊  ＊  ＊  ＊  ＊  ＊  ＊ 

38  ＊ ＊   ＊  ＊  ＊ ＊   ＊  ＊  ＊ 

39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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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明該題項滿意度較高者；「＝」標明該題項家長與級任教師的滿意度相同。 

 

表 6 不同背景變項（接受巡迴輔導時間、每週接受巡迴輔導時數、接受巡迴輔

導方式）的視障兒童，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續）表 6 不同背景變項（接受巡迴輔導時間、每週接受巡迴輔導時數、接受巡

迴輔導方式）的視障兒童，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40 ＊  ＊   ＊  ＊ ＊  ＊   ＊  ＊  ＊ 

41 ＊   ＊ ＊  ＊   ＊ ＊  ＊   ＊ ＊  

42 ＝ ＝  ＊  ＊ ＊  ＊   ＊ ＊  ＊   ＊ 

43  ＊ ＊   ＊  ＊  ＊ ＊   ＊ ＊   ＊ 

44 ＊  ＊   ＊  ＊ ＊  ＊   ＊ ＊   ＊ 

45  ＊  ＊ ＊  ＊  ＊  ＊  ＊  ＝ ＝  ＊ 

題

號                                      

接受巡迴輔導時

間 
每週接受巡迴輔導時數 接受巡迴輔導方式 

 

＜1

年 

 

1-2

年 

 

3 年

＜ 

 

無輔

導 

 

1-2hr 

 

3-4hr 

 

5hr

＜ 

 

抽

離 

 

外

加 

 

協

同 

 

複

選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01 ＊   ＊ ＊  ＊   ＊ ＊   ＊ ＊   ＊ ＊   ＊ 

02 ＊   ＊  ＊ ＊  ＊   ＊  ＊  ＊  ＊ ＊  ＊  

03 ＊   ＊ ＊  ＊   ＊  ＊ ＊  ＊   ＊  ＊  ＊ 

04 ＊   ＊ ＊  ＊  ＊   ＊ ＊  ＊   ＊ ＊   ＊ 

05 ＊  ＊  ＊  ＊  ＊   ＊ ＊  ＊   ＊ ＊  ＊  

06 ＊  ＊  ＊  ＊  ＊   ＊ ＊  ＊  ＊  ＊   ＊ 

07 ＊  ＊   ＊ ＊   ＊  ＊  ＊  ＊  ＊ ＊  ＊  

08 ＊   ＊ ＊  ＊   ＊  ＊  ＊ ＊   ＊ ＊   ＊ 

09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題

號                                      

接受巡迴輔導時

間 
每週接受巡迴輔導時數 接受巡迴輔導方式 

 

＜1

年 

 

1-2

年 

 

3 年

＜ 

 

無輔

導 

 

1-2hr 

 

3-4hr 

 

5hr

＜ 

 

抽

離 

 

外

加 

 

協

同 

 

複

選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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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6 不同背景變項（接受巡迴輔導時間、每週接受巡迴輔導時數、接受巡

迴輔導方式）的視障兒童，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之差異比較 

11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13 ＊   ＊ ＝ ＝ ＊   ＊ ＊   ＊  ＊ ＊  ＊   ＊ 

14 ＊  ＊  ＊  ＊  ＊  ＊   ＊  ＊ ＊  ＊  ＊  

15 ＊  ＊  ＊  ＊  ＊  ＊  ＊  ＊  ＊  ＊   ＊ 

16 ＊   ＊  ＊ ＊   ＊  ＊  ＊  ＊  ＊ ＊   ＊ 

17 ＊  ＊   ＊ ＊   ＊  ＊  ＊ ＝ ＝  ＊ ＊   ＊ 

18 ＊  ＊   ＊ ＊   ＊  ＊  ＊  ＊  ＊ ＊   ＊ 

19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21 ＊   ＊  ＊ ＊   ＊  ＊  ＊  ＊  ＊ ＊   ＊ 

22 ＊   ＊  ＊ ＊   ＊  ＊ ＊   ＊  ＊ ＊   ＊ 

23 ＊   ＊ ＊  ＊   ＊ ＊   ＊ ＊  ＊  ＊   ＊ 

24 ＊   ＊ ＊  ＊  ＊   ＊ ＊  ＊  ＊   ＊  ＊ 

25 ＊   ＊ ＊  ＊  ＊   ＊ ＊  ＊  ＊   ＊ ＊  

26 ＊  ＊   ＊ ＊   ＊  ＊ ＊   ＊ ＊  ＊   ＊ 

27 ＊  ＊   ＊ ＊  ＊   ＊ ＊  ＊  ＊  ＊   ＊ 

28 ＊  ＊  ＊  ＊  ＊   ＊  ＊ ＊  ＊  ＊   ＊ 

29 ＊  ＊   ＊ ＊  ＊   ＊  ＊  ＊  ＊ ＊   ＊ 

30 ＊  ＊  ＊  ＊  ＊  ＊   ＊ ＊   ＊ ＊  ＊  

31 ＊  ＊  ＊  ＊  ＊   ＊  ＊ ＊  ＊  ＊   ＊ 

32 ＊  ＊  ＊  ＊  ＊   ＊  ＊ ＊  ＊  ＊   ＊ 

33 ＊  ＊  ＊  ＊  ＊   ＊  ＊ ＊  ＊  ＊   ＊ 

34 ＊   ＊ ＊  ＊  ＊   ＊  ＊  ＊ ＊  ＊   ＊ 

35 ＊   ＊  ＊ ＊   ＊  ＊  ＊  ＊  ＊ ＊   ＊ 

36 ＊   ＊ ＊  ＊  ＊   ＊  ＊ ＊  ＊  ＊   ＊ 

37 ＊   ＊  ＊ ＊   ＊  ＊  ＊  ＊ ＊  ＊   ＊ 

題

號                                      

接受巡迴輔導時

間 
每週接受巡迴輔導時數 接受巡迴輔導方式 

 

＜1

年 

 

1-2

年 

 

3 年

＜ 

 

無輔

導 

 

1-2hr 

 

3-4hr 

 

5hr

＜ 

 

抽

離 

 

外

加 

 

協

同 

 

複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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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明該題項滿意度較高者；「＝」標明該題項家長與級任教師的滿意度相同。 

 

    不論視障兒童的性別為何，家長的滿意度均高於級任教師。而家長和級任教

師對女生視障兒童所接受到的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都較男生高，此結果顯示滿意

度會因學生性別而有不同。 

    家長與級任教師滿意度從高至低的順序都是中年級、高年級、低年級。推測

可能是因為低年級兒童還在適應學校環境與課業，家長和級任教師希望巡迴輔導

教師應提供更周詳的服務，以幫助他們認識與協助視障兒童。 

    家長和級任教師對重度視障兒童接受服務的滿意度都較高，而對輕度視障兒

童接受服務的滿意度都是最低的。此結果可能與吳國維（2005）所指教師教學困

擾會因學生障礙程度不同而有差異有關。莊慶文（2001）的研究也指出，巡迴輔

導教師認為對弱視生的教學有無力感。 

    接受輔導時間 3 年以上的家長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1-2 年，接受輔導時間 1

年內是最不滿意的，由此可知，接受巡迴輔導的時間愈長，家長對服務的滿意度

就愈高。對級任教師來說，接受輔導時間 1 年內也是最不滿意的，可見接受輔導

時間 1 年內的家長與級任教師對服務的滿意度都不高。 

    家長和級任教師最滿意的服務時數是 1-2 小時，最不滿意的是無輔導時數，

由此可知家長與級任教師期待每週提供的服務時數是 1-2 小時。 

    接受的輔導方式不同，家長與級任教師的滿意度也有所差異。   家長和級

任教師最滿意的輔導方式都是外加，巡迴輔導教師可多考慮採用此種方式進行輔

導。 

六、視障兒童之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服務的開放性意見 

（一）家長的開放性意見 

家長意見數有 40 條，整理分類如表 7。家長對「課程與教學」的意見最多，「教

材教具與輔具」則無意見。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家 師 

38 ＊   ＊  ＊ ＊   ＊  ＊  ＊  ＊ ＊  ＊   ＊ 

39 ＊   ＊ ＊  ＊   ＊  ＊ ＊   ＊ ＊  ＊   ＊ 

40 ＊   ＊ ＊  ＊   ＊  ＊ ＊  ＊  ＊  ＊   ＊ 

41 ＊  ＊   ＊ ＊  ＊   ＊  ＊ ＊  ＊  ＊   ＊ 

42 ＊   ＊ ＊  ＊   ＊ ＊  ＊  ＊  ＊  ＊   ＊ 

43 ＊   ＊  ＊  ＊  ＊  ＊ ＊   ＊ ＊   ＊  ＊ 

44 ＊   ＊ ＊  ＊   ＊  ＊  ＊  ＊ ＊  ＊   ＊ 

45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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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家長開放性意見一覽表 

向度 內容 意見數 

安置與評量 希望能製作點字試卷以及評量的協助 1 

課程與教學 輔導服務希望能有固定時數與定期 1 

 輔導次數太少，且間隔太久 4 

 若能提供輔導記錄，家長會更瞭解輔導內容 7 

 希望能協助課業方面的學習，如數學、社會 5 

 和自然等  

 巡迴教師的學生太多，無法給每個孩子足夠 1 

 的輔導時間  

輔導 希望在轉銜時能安排參觀學校 4 

 希望對子女生活方面的技能多加指導 1 

 希望能輔導家長如何協助視障子女 3 

 視障者非常需要心理輔導，巡迴教師並沒有 2 

 給予任何輔導  

諮詢服務 希望能多跟家長聯繫，告知子女的狀況 7 

 希望能提供升學資訊 1 

 對於家長諮詢內容應予以重視與回覆 2 

 希望能擴充巡迴教師諮詢的管道，可增加時 1 

 效性  

意見數合計  40 

 

（二）級任教師的開放性意見 

級任教師意見數有 28 條，整理分類如表 8。級任教師對「課程與教學」的意見

最多，意見最少的是「安置與評量」。 

 

表 8 級任教師開放性意見一覽表 

向度 內容 意見數 

安置與評量 希望能製作點字試卷以及給予評量的協助 1 

課程與教學 每週輔導次數太少，希望增加時數 3 

 加強對課業的指導 1 

 應提供輔導記錄 4 

 無法到校時，應主動聯絡教師處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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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具與 教具與輔具的申請一直未見下文 3 

輔具 希望能提供大字體故事書增加閱讀能力 1 

 希望能發教科書的有聲 CD 1 

 希望能提供點字教科書和參考書籍 1 

 希望能提供盲用電腦的設備與教學 1 

輔導 希望對學生加強心理輔導，並教導保護自我 3 

 希望能協助指導視障學生的同學 1 

諮詢服務 巡迴教師可多加強與教師間的溝通與討論 4 

意見數合計  28 

    

（三）綜合討論 

    家長和級任教師皆希望能協助課業的指導，對兒童是很直接的協助，但是在

有限的人力與時間之下，能分配給兒童的時間極為有限，會造成教學效果不彰的

事實（張小芬，2006）。也可能造成家長或級任教師所提到的輔導次數太少、間

隔太久的情形。 

    家長「希望在轉銜時能安排參觀學校」（4 次），顯示除了獲得升學資訊，

家長也希望能實地參觀、瞭解兒童未來就讀的學校。此外，家長和級任教師也希

望能提供「心理輔導」，化解其因視覺問題所衍生的心理層面困擾，滿足社會情

緒方面獨特的需求（Hazekamp ＆ Huebner , 1989）。周桂鈴（2002）的研究也建

議視障教師應重視視障學生的人際及心理輔導。 

    在「諮詢服務」向度，家長意見最多的是「希望能多跟家長聯繫，告知子女

的狀況」（7 次），顯示家長覺得巡迴輔導教師與家長聯繫的次數可再增加，或

提供升學或福利的相關資訊。級任教師也希望「巡迴教師可多加強與教師間的溝

通與討論」（4 次），在金祈君（2006）對融合班教師所做的研究中，也提到「建

立溝通管道是有必要的」。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視障兒童之家長、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的滿意度趨於「滿意」 

的程度。不同背景變項的視障兒童之家長、級任教師，對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

度有差異。視障兒童之家長與級任教師對視障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也會因視障

兒童的背景變項而有差異。 

家長與級任教師開放性意見有：希望能製作點字試卷以及給 

予評量的協助；提供輔導記錄；加強協助課業方面的學習；希望 

增加輔導時數；巡迴輔導教師無法到校時，應主動聯絡教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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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提供點字教科書、參考書籍和大字體故事書；在轉銜時能 

安排參觀學校；加強心理輔導；輔導家長協助視障子女；加強與 

家長、級任教師間的聯繫、溝通與討論；擴充諮詢的管道，並對 

家長諮詢的內容予以重視與回覆。 

（二）建議 

1.落實視障巡迴輔導制度 

    家長與級任教師對視障巡迴輔導服務的整體滿意度都只高於「尚可」，並未

達到「滿意」的程度，可見獲得的巡迴輔導服務與需求之間仍有差距。建議透過

教育成效評鑑，確實執行，以瞭解巡迴輔導服務內容是否落實，並且應儘快針對

視障巡迴輔導的缺點，研擬改善方法，以提供視障兒童更完整的視障教育。 

    此外，各縣市應重視「教學輔導記錄」的重要性，不但有助於家長與級任教

師對視障巡迴輔導的瞭解、得知視障兒童的學習狀況，也可作為教育成效評鑑時

的參考依據之一。 

2.鼓勵教師修習特教學分或參加特教相關研習 

    級任教師的特殊教育專業背景中，有修習特教三學分或有參加特教研習達

54 小時以上者，對視障巡迴輔導的滿意度最高。因此，建議獎勵教師進修，或

事先調查普通班教師感興趣的特教主題與主講者，辦理符合其需求之特教研習，

以促進級任教師參加特教研習的意願。 

3.鼓勵家長參加座談會或 IEP 會議 

    由研究結果得知，家長在 1 年內參加學校舉辦的座談會或會議 3-4 次，對巡

迴輔導的滿意度最高，從未參加的家長滿意度最低。建議學校在學期中邀請視障

教育專家學者進行專題座談，座談會或 IEP 會議的召開時間也需考慮家長的方便

性，配合多數家長的時間，提高家長對會議或活動的出席率。 

4.慎選視障兒童的級任教師 

由研究結果得知，因「其他」原因（包括編班、家長指定、學校安排、協調等）

擔任視障兒童級任教師者，對巡迴輔導服務滿意度最高；而「依照輪序」擔任級

任教師的滿意度最低。建議學校當局可在編班時詢問教師的意願，或是徵求「自

願」的教師，可提高級任教師對視障兒童的接納度與配合巡迴輔導教師。 

5.加強巡迴輔導的服務內容 

由研究結果得知，家長與級任教師對轉銜輔導、升學資訊、相關福利資訊與措施、

每週巡迴輔導服務的時數、指導有聲教材的使用方法、心理輔導諮商等項目的滿

意度較低，可見除了指導視障兒童課業、配發大字體教科書之外，家長與級任教

師也期待巡迴輔導教師提供其他的相關服務，以協助視障兒童能更有效的融入普

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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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視覺障礙程度不同，所需的服務也有所差異。家長與級任教師對輕度視障

兒童接受服務的滿意度最低，此亦提醒巡迴輔導教師，仍應提供輕度視障兒童所

需的輔導服務。 

6.依視障兒童需求規劃輔導時數與方式 

    由研究結果得知，家長與級任教師最滿意的時數是每週 1-2 小時，最滿意的

輔導方式是「外加」，因此，巡迴輔導教師可參考此結果，與家長和級任教師依

兒童需求，在盡量不影響普通課程下，規劃最適當的輔導時數或方式。 

7.加強與家長、級任教師間的聯繫 

    雖然級任教師對視障巡迴輔導提供的「諮詢服務」向度滿意度都比較高，但

是家長與級任教師仍希望能多與巡迴輔導教師聯繫，進行溝通、討論，尤其是教

導視障兒童經驗只有 1 年內的級任教師，由於對視障兒童特殊需求的陌生，更需

要巡迴輔導教師提供有用的視障教育資訊或建議。巡迴輔導教師應可提供多元的

諮詢管道提供給家長與級任教師，如教學輔導記錄、電話、E-mail、MSN、家庭

訪問、會議、文宣刊物等方式，可供聯繫又可進而獲得他們的認同與支持，將有

益於巡迴輔導服務的推動。 

8.家長應積極參與座談會或 IEP 會議 

    由研究結果得知，1 年內參加學校舉辦的座談會或會議 3-4 次，對巡迴輔導

的滿意度最高，從未參加的家長滿意度最低。顯示參加次數越多，對視障巡迴輔

導越瞭解，就越能肯定巡迴輔導服務對視障兒童的幫助。家長應體認參與兒童的

IEP 會議是權利也是義務，應積極撥空參與，與學校人員、巡迴輔導教師、級任

教師共同擬定其子女的個別化教育計畫，或是踴躍參與座談會，吸收特殊教育相

關資訊。 

9.級任教師與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合作 

    由研究結果得知，擔任視障兒童級任教師的原因確實會對巡迴輔導服務的滿

意度造成差異。在融合教育的推動下，每班有身心障礙兒童就讀的機率增加，不

論學校是否曾經徵求教師的同意，或是自願擔任級任教師，都將面臨身心障礙兒

童所帶來或多或少的教學困擾。因此，級任教師應將巡迴輔導教師視為合作的對

象，提供視障兒童學習狀況和行為表現等相關訊息給巡迴輔導教師參考，配合巡

迴輔導教師的指導與建議，如此對視障兒童就讀普通班將更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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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about the Itinerant Services 

for the Visual Impairments Stud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s 

 

Shiu Ping Chan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about the itinerant services for the visual impairments elementary students. This 

study was according to the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Questionnaire of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bout the itinerant service for the visual impairments,”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Samples of this study were parents and teachers that having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in regular class of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wan.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of 

parents were 83, and the teachers were 81. The data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by 

frequency distribution, mean and percentage ways.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and parents about itinerant service for the visual 

impaired students tended to "satisfaction", and both agreed with the “placement and 

assessment” dimension, which reached to the highest average. 

2. Among the par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 feminin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e male’s. The parents of elementary educational levels acquired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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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of satisfaction; however the parent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acquired the low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Parents participated in symposiums or IEP conferences for 3-4 times 

acquired the high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but those who  n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conferences acquired the low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3. Among th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 mal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e feminine’s. Teachers had taught for more than 21 years acquired the 

high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teachers had taught for 6-10 years acquired the low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Teachers had studied three special education credits or attended the 

special education study program more than 54 hours acquired the high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but teachers with diplomas of special education credit class acquired the 

low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Teachers had taught visual impaired students for more than 4 

years acquired the high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but the teachers had taught visual 

impaired students less than 1 years acquired the low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The reasons 

of being the teachers of visual impaired students were “others” acquired the high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turns” acquired the lowest degree of 

satisfaction.  

4. Regardless of visual impaired students’ genders, parents’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eachers’.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of the following backgrounds, parents’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eachers’. Including middle grade or high grade, mild 

disability, moderate disability and severe disability, received itinerant services for less than 

one year or more then three years, received no weekly services hours, the way to received 

servicesof extraction, addition and team teaching.  

5.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of the following backgrounds,   teachers’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parents’. Including low grade,  mult-handicapped with 

mainly visual impairments, received itinerant services for 1-2 years, received weekly 

services hours for 1-2 hours or 3-4 hours or more than five hours, the way to received 

services of more than two way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utcome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 as to official 

administrations of education, school administrations, itinerant teachers, parent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 children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 itinerant services ; degree of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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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專業知能之研究 

 

何世芸 

(台北啟明學校) 

 

緒論 

 

本章共分三節，分別說明研究背景及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名詞

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背景 

94-142 公法更於 1997 年修正版改名為「障礙者教育法案」（the 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簡稱 IDEA）規範了許多保障身心障礙兒童全力的措施

（Stainback & Stainback ,1995）。1980 年 Will 提議「以普通教育為首」，提倡普

通教育全面的改革，主張讓特殊需求學生盡可能在普通教育環境中接受教育，並

讓普通教育教師與特殊教育教師建立合作的伙伴關係，共同負擔教育特殊需求學

生的責任（Ysseldyke, Algozzine,& Thurlow,2000）。  

1990 年代，美國一群重度身心障礙家長團體提出了「完全融合」（ full  

inclusion），「完全融合」是指將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完全融入普通班中，特殊需

求學生與一般學生不分彼此，同屬一個班級，藉教學技巧的改進和輔助工具的輔

助，讓所有身心障礙的學生都得以在普通班中接受教育（蔡明富，1999）。普通

教育與特殊教育的關係也隨著特殊教育思潮的演變以及大多數特殊需求學生就

讀於普通班，而從以往普通教育教師與特殊教育教師各自為政，變成共同合作，

分擔責任的伙伴關係（Bauwen, Hourcade, & Friend, 1989）。根據王天苗（2003）

在相關專業服務作業手冊中提到，專業團隊主要由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

特殊教育相關人員、教育行政人員等共同參與。而就發展專業團隊服務的形式而

言，主張專業服務需要各領域的專業人員介入，以了解及處理一個人的全面性問

題（Ogletree , Bull, Drew & Lunnen,2001）。 

民國 55 年由臺南師院視障師資訓練班訓練學員，56 年正式以巡迴輔導的方

式，分發至各縣市輔助在一般學校就讀的視覺障礙學生。協助各校解決視覺障礙

學生就讀普通學校的相關問題，在當時誠為良法美意。現今因融合教育的倡導，

在美國就有將近 83%的聽障生在融合的教育環境下接受服務（Lucker & Sw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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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而視覺障礙學生進入一般普通學校也日益增多，根據教育部的特殊教育

統計年報中可以瞭解，從 1999 年到 2004 年全國視障學生的人數從 1648 人增加

為 1743 人，雖然增加的人數不是很多，但以出生率逐年下降的比率來看，這樣

的人數卻不容小覻。 

 

貳、動機 

「聯合國科文組織」調查研究顯示，有法律明文規定要求實施身心障礙學生

統合教育的國家，教師接納的比例由 47%升高到 93%。而實施隔離教育的國家，

教師接納身心障礙學生的比例僅從 0 到 28%（陳懿文，1997）。杞昭安在 1995 年

的研究發現接觸過視覺障礙學生的教師及師院生，對視障學生的接納性較積極；

修習過特殊教育課程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的態度也較積極。可見因認識而接納，

因瞭解而支持。但擔任普通教育教師與特教教育教師橋樑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到

底有無足夠專業知能，是本研究動機之一。 

陳綠萍（2000）調查瞭解學校教師的研究結果指出臺北市教育局派巡迴輔導

教師及專業的治療師到校輔導師生的反應，卻發現這些巡迴輔導教師及專業的治

療師給予身心障礙學生之支持服務百分比都低於百分之六十以下，滿意程度雖低，

但需求程度卻很急切。黃瑞珍等（1998）也曾針對臺北市 22 名回歸主流高中職

學生問及巡迴輔導教師對聽障學生有無幫助的問卷時，發現 31%學生的反應是幫

助很大，能分擔大部分的問題；59%的學生卻反應幫助有限；9%反應沒有幫助。

從陳綠萍的研究可以瞭解普通教育對巡迴輔導教師的需求恐殷。但從黃瑞珍研究

卻可以瞭解教師和學生對聽障巡迴輔導教師的反應並不是很肯定。上述可以瞭解

巡迴輔導教師具專業知能的重要，因此是否有足夠的專業知能自能提供教師及學

生相關資訊及輔助，是本研究動機之二。 

周台傑等（1999）曾針對高中職視、聽障巡迴輔導制度之實施成效提出以下改

進的方向：1. 宜訂定完整年度實施計劃，避免臨時造訪；2. 加強巡迴輔導員個

案管理能力，並宜兼顧心理層面與專業治療層面，也能提供簡易的障礙類別專業

治療；3. 多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相關生涯轉銜、福利服務、升學與就業等相關資

訊；4. 落實巡迴輔導業務銜接，以避免不必要之人力浪費；宜建立巡迴輔導網

絡，定期與校內輔導教師、資源教師聚會、以便隨時監控學生學習適應；5. 加

強巡迴輔導教師之特殊基礎知能，如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實施；聽障部分的溝通技

巧、說話與讀唇訓練、助聽器使用維護；視障部分的點字、盲用電腦、光學儀器

使用等專業知識。 

從上述的研究中可以瞭解視、聽障巡迴輔導在巡迴輔導制度中尚有許多部分須

加以改進，因此在此研究報告發表後，各縣市應將改進方向作為專業知能成長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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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項目，以提昇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專業知能。所以本研究在於瞭解各縣市視障

巡迴輔導教師能否針對前述之缺失，將是本研究動機之三。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專業能力之良窳攸關視覺障礙學生輔導之成效。所以視障巡

迴輔導教師除和特教教師合作外，更須提昇普通班教師對特教的認識，才能進而

支持融合教育的實施。所以本研究以各縣市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為調查對象，瞭解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本身應具哪些重要的視障專業知能外，亦應了解本身具備多少

專業知能的能力？才能在輔導過程中提供更精確及符合個案需求的策略及建

議。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及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及待答問題如下： 

壹、研究目的: 

一、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重要程度的評定順序。 

二、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具備能力的評定順序。 

三、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重要程度和具備能力的差異比較。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對重要程度和具備能力看法

的差異比較。 

貳、待答問題: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以下待答問題﹐作為研究設計及探究依據。

問題如下： 

一、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重要程度的評定順序為何? 

二、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具備能力的評定順序為何? 

三、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重要程度與具備能力的評定順序為何? 

四、不同背景變項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對重要程度和具備能力看法

的差異比較為何？ 

（一）性別不同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對重要程度和具備能力看法的

差異比較為何？ 

（二）年齡不同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對重要程度和具備能力看法的

差異比較為何？ 

（三）巡迴輔導年資不同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對重要程度和具備能

力看法的差異比較為何？ 

（四）最高學歷不同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對重要程度和具備能力看

法的差異比較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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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教學歷背景不同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對重要程度和具備能

力看法的差異比較為何？ 

（六）服務區域不同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對重要程度和具備能力看

法的差異比較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針對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專業知能等重要名詞，分別界定如下： 

壹、視障巡迴輔導教師 

本研究所指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以 95 學年度服務於各縣市國中小、臺北

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高雄市楠梓特殊教育學校、臺中啟明學校之視障巡迴輔導

教師，包括借調教育局兼辦行政業務，並仍擔任巡迴輔導工作者。 

貳、專業知能 

專業知能是指教師從事特殊教育工作，擔任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所需要之專業

訓練、素養。包含知識、行為、技能和態度。本研究所指的視障教育巡輔教師專

業知能領域包含：能清楚瞭解視覺障礙涵義及定義的不同、認識視障成因、功能

性視覺評估、視覺效能訓練、閱讀及書寫媒介評估、輔具之運用輔導與評估、指

導學生點字學習、指導學生定向行動、良好的溝通技巧和人際互動、其他（普通

教育及其他障礙類別之認識）等十個向度。 

本研究所指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之專業知能，是指視障巡迴輔導教師依實際

工作情形，自我評估在問卷上重要程度及具備能力的得分情形為依據。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探討教師專業的意義；第二節探討特教教師的專業知

能；第三節視障教師的專業知能；第四節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的專業知能。 

 

第一節  教師專業的意義 

本節共分專業的定義和教師的專業意義，兩個部分做說明。 

壹、專業的定義 

單文經（1990）提出：專業知能可由四個不同的觀點來探討：一、技術觀：

視專業知能為一種技術，是以執業人員所表現的外在行為著眼而形成的觀點；二、

理論或通則的應用觀：把理論或通則交代清楚，才能應付自如；三、批判的分析

觀：一種處方的觀點，是提供一套檢視與解釋情況的典範；四、審慎的行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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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專業情境時，做出審慎的行動，並且能批判的檢視這些行動的後果。所以專

業知能所強調的是具有理論基礎的技術並能隨時做自我檢討，然後以謹慎的態度

面對工作時的各種情境。 

貳、教師專業的意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之「關於教師地位建議案」（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曾有如下的敘述：教職必須被視為專業。教職是一種需要有教師嚴謹

與不斷的研究，以獲得專門知識與特別技能，而提供的公共服務（楊國賜，1994）。

因此教師專業的意義，一方面既是指精湛的學識，卓越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服務

或奉獻。 

 

第二節  特教教師的專業知能 

 

林宏旻（2004）就台中縣市三所高職特教班(國立台中高農、國立台中家商、

國立霧峰農工)之十位特教教師做調查；調查高職特教班教師應具之特質與專業

能力結果，挑選出特教教師最需具備的五項專業能力為：1.設計不同的教學方案

及編製教材的能力；2.班級經營能力；3.運用行為改變技術能力；4.各種教學方

法及技巧；5 .諮商輔導能力。但當特教教師仍著重特教專業能力提昇的同時，融

合環境中與人之互動的人格特質也不容忽視。所以也挑選出特教教師最需具備的

五項人格特質為：1.觀察能力；2.機智與幽默挫折忍受度；3.健康；4.愛心耐心；

5.情緒控制。    

Elabz 認為教師必須具備五方面的知能，1.學科知識，和特殊教育有關的專業

知識；2.課程知能，從事特教工作所應具備的專業能力；3.實際工作方面的知識，

教師在實際教學時的例行事物、教室管理等知識；4.個人方面的知識，是教師在

教學中對個人目標有意義的知識；5.互動方面的知識，是在環境中與其它教師、

學生、行政人員、家長、社會風氣互動及影響所得的知識。因此配合 Elabz 認為

教師必須具備五方面的知能，並綜合分析林宏旻的看法，提出下列三項重點：1.

能顧慮到與學校其他人的互動，如能爭取校內人員對啟智教育的支持；2.不是全

以智能考量學生的能力，所以強調能使用重要的教學診斷工具；3.能注意教師情

緒的控制及挫折忍受度。而其他如教材的編選、班級經營的管理能力、教學技巧、

輔導諮商能力，不也就是普通教育教師應有的專業知能。 

 

第三節  視障教育教師的專業知能 

本節分三個部分討論，先針對視障教育教師學分做一說明，再將國內、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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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視障教育教師的專業知能的意見作一彙整，再綜合上述兩個部分的重點可以

歸納出視障教育教師所應具有的專業知能。 

 

壹、視障教育教師之培訓 

教師專業化的首要條件就是專業知能，要達到專業化，就先要有一套完整的

知識體系（洪榮照，1997；陳美玉，1999；Harris & Mahar，1975）。現就目前視

障教育教師所修之視障學分作一說明： 

一、臺南大學所開設之視障教育學分 

由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所開設的視障教育學分課程內容如下： 

1.定向與行動；2.眼科學；3.課技在視障教育上的運用；4.點字（國語/英文/數學/

科學）；5.視覺障礙學生教材教法等 16 個學分。 

二、大學院校特殊教育專業科目學分 

科目學分是依各障礙類組所需要的專業而開設，在視覺障礙組中共六科 12

個學分，依序是： 

1.定向與行動；2. 定向與行動實習；3.眼科學；4.點字學；5.視障教育工學；6.

感覺與知覺。 

 

貳、學者歸納視障教育教師之專業知能 

一、國外學者意見彙整內容 

國外學者也針對視障教育教師的專業知能提出一些看法，內容如下： 

（一）、Spungin（1982） 

1.非正式和正式的程序評量。    

2.能選擇、設計及修正所須之課程。 

3.熟練操作教育媒介與設備。 

4.善用教學策略。 

5.有效使用適合資料、媒介、設備、資源。 

6.提供諮商與輔導之服務。 

（二）、美國猶他州（1993） 

1.瞭解眼睛的構造及造成視覺系統障礙的原因。 

2.有效的選擇、改變教材之原則。 

3.協助視障者克服困難的能力。 

4.能教學診斷、適當評量工具及解釋報告能力。 

5.視覺損傷對視障者身心發展與就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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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確的教學策略。 

7.評估整體教學方案的能力。 

8.父母諮詢輔導的能力。 

 

第四節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的專業知能 

本節先就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工作職責作一說明，再將與上節之統整資

料作一歸納，整理出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應有之專業知能。 

壹、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工作職責 

以融合教育的內涵來看，普通教育與特教教育需雙管並行，方利於各科的

教學工作，這可從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的工作執掌可見一斑。 

一、 綜合各學者及相關教師所彙整之工作職責，如表 2-1：  

 

表 2-1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工作職責                                                         

作者                   工   作   職   責                                    

王亦榮（1997）1.參加視障學生教育安置會議。 

             2.為學生選定以點字或大字體或兼用兩者為學習的中介。 

             3.訓練學生使用輔視器材。 

             4.訓練弱視學生善加利用殘餘視力。 

             5.協助學生使用各種學習工具。 

             6.指導學生上課或閱讀資料時，如何做筆記。 

             7.訓練學生使用有聲教材。 

             8.訓練學生定向與行動能力。 

             9.訓練學生日常生活技能。 

            10.指導同儕如何協助視障同學。 

            11.會同任課教師擬定視障學生指導計劃。 

            12.提供級任教師混合教育安置的教學策略。 

            13.在成績考察時負責點字與文字翻譯。 

            14.與學校其它教師或行政人員交換經驗、溝通觀念以取得配合。                                          

            15.協助家長認識視覺器官與視覺歷程並定期訪視家長。 

            16.提供社會資源團體的協助與支援。 

            17.提供社會諮詢服務。 

                                                         

王儀嘉（2000）   1.負責評估視障生視覺功能。                             

                 2.協助視障生選擇適當的視覺輔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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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與視障生班級導師、科任老師和學校行政人員之溝通與協

調。 

                 4.加強視障生的職業輔導（資料的收集、評量和支援）。 

                 5.協助學生尋找各項相關專業服務和                    

整合與協調各項相關專業服務。                                         

劉信雄（2000）   1.提供輔視器材的訊息。  

                 2.功能性視覺評估。 

                 3.提供有聲教材訊息。 

                 4.各種點字教學。 

                 5.點字與文字的轉譯。 

                 6.定向與行動教學。 

                 7.日常生活技能。 

                 8.指導班級同學如何協助視障兒童。 

                 9.與其他老師、行政人員溝通協調。 

                10.提供諮詢。 

                11.轉銜服務。   

                12. 提供級任老師教學策略。 

                                                

 

貳、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應具之專業知能 

彙整上述視障教育教師專業知能及巡迴輔導教師工作職責，可以瞭解視

障巡迴輔導教師不僅應具有普通教師及特教教師之知識，更須具有視障教育

教師應有之專業知能，方能輔助再融合教育的視覺障礙學生。以下就上述彙

整結果出 10 個向度的應具之專業知能，分述如下： 

向度一 能清楚瞭解視覺障礙的涵義及定義 

一、涵義 

1.視覺失調（visual disorder）：係指「眼結構的改變」。 

2.視覺損害（visual impairment）：所謂的損傷（impairment），著重在感覺系統、運

動系統、中樞神經系統等身體器官中任何部分產生器質性或機能性病變而須接

受醫療上的處理者（陳英三，1994）。 

3.視覺傷殘（visual disability）：視覺傷殘造成個人三種基本的限制；經驗範圍和

種類的限制、行動的限制、控制情境的限制。 

4.視覺障礙（visual handicap）：「由於個人或社會對視覺損害有不當的期待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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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正常生活的表現處於不利的地位」，（賴麗凌，2005）。 

 

 

 

 

 

圖 2-1 視覺障礙的涵義 

二、定義 

（一）教育部 

教育部在 1999 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鑑定標準有二:   

1.視力經最佳矯正後, 依萬國氏視力表所測定優眼(better eye)視力未達 0.3 或視

野(visual fields)在 20 度以內者。 

2.無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 以其他方式測定後認定者。 

（二）衛生署 

2001 衛生署所公佈的身心障礙等級中說明視覺障礙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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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分為三級： 

1.重度：兩眼視力優眼在 0.01（不含）以下者。身心障礙之核定標準，視力

以矯正視力為準，經治療而無法恢復者。 

2.中度： 

（1）兩眼視力優眼在 0.1（不含）以下。 

（2）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二十四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大於 4DB（不含）

者。 

（3）單眼全盲（無光覺）而另眼視力 0.2 以下（不含）者。   

3.輕度： 

（1）兩眼視力優眼在 0.1（含）至 0.2 者（含）。 

（2）兩眼視野各為 20 度以內者。 

（3）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24 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大於 25DB（不含）者。 

Disorder 

（異常） 

Impairment 

（機能障礙） 

Disability 

（能力障礙） 

Handicap 

（社會的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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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單眼全盲（無光覺）而另眼視力在 0.2（含）至 0.4（不含）者。 

向度二 認識視障成因 

一、意義 

眼（視覺器官）是人體獲取外界訊息最重要的感覺器官，可分眼球、眼附屬

器和視路三個部分（萬明美，2001）。不同視覺器官所衍生出的病症是大相逕庭。

所以當家長或老師拿到醫生診斷證明書時，一定期待視障巡迴輔導教師能提供相

關資訊給學生、家長或老師。因此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必須將眼科方面的專業資料

轉換成容易理解的語言，向家長或老師解說分明。 

二、內涵 

（一）視障成因之統計 

認識眼睛疾病有助於瞭解視障者的功能性問題及對行動的影響（萬明

美，2001）。以下為日本、大陸及本國一些單位所呈現之資料，目的作為教

育上或醫療體系及社會福利後續處理之依據： 

1.日本 

（1） 依據日本厚生省 2001 調查視覺障礙人數是 301,000。 

（2） 成人大部分以事故佔 11.0%和疾病佔 25.6%最多；疾病的類別以患

有網脈絡膜及視神經疾病的人佔 3%，患有角膜疾病佔 1.1%，患

有水晶體疾病佔 0.5%。 

（3） 兒童方面因疾病造成障礙佔 18.8%；排序是網脈絡膜、視神經疾

病、角膜疾病、水晶體疾病。 

（4） 重度視障有佔 59.5%，可得知重度視覺障礙者超過半數（賴麗凌，

2005）。 

2.臺灣 

（1） 根據 2005 內政部統計處公告。 

（2） 台閩地區視覺障礙者共計 49,677 人。 

（3） 先天 6,431 人，疾病 29,051 人，意外 6,073。 

3.中國大陸 

（1） 根據大陸 1987 年全國調查統計以 13 億人口統計計算。 

（2） 視覺障礙兒童約 32 萬人左右。然根據這些視覺障礙兒童成因之調查

發現先天性遺傳疾病 48.46%，屈光不正/弱視 17.95%，角膜病 10.26%，

視神經病變 6.92%，白內障 3.08%，視網膜脈絡膜等 0.26%，不詳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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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葆忱，2004）。 

（二）眼睛的構造及功能 

視覺系統所衍生的疾病，就須由視覺系統的結構及功能作瞭解，才能

清楚掌握視覺障礙學生視力狀況。以下為眼睛各部分名稱及視覺產生過程：

1.眼睛各部分名稱 

（1）眼球結構 

                   外層：纖維膜〈角膜、鞏膜〉 

眼   眼球壁    中層：葡萄膜〈虹膜、睫狀體、脈絡膜〉 

球              內層：視網膜 

      眼球內容物：房水、水晶體、玻璃體 

（2）眼附屬器官：眼瞼、結膜、淚器、眼外肌、眼窩 

（3）視路：視神經、視交叉、視束 、外膝狀體、視放射、枕葉視覺中樞。 

2.視覺產生過程 

眼睛的構造非常的複雜，分為眼球、眼附屬器官、視路三部份。眼球為接收

外界的光線訊息，是得以辨識形狀和色覺的器官；眼附屬器官為輔助並保護眼球

的器官；視路則是將眼球所接受的外界訊息，加以傳送至腦部神經系統（陳慕師，

2004）。視覺產生的過程，經由外界來的光透過虹彩調節光量，經角膜、房水、

水晶體、玻璃體屈光在網膜集結成影像。而網膜是由視覺細胞吸收光產生反應，

其反應透過視神經、視交叉、外側膝狀體、視放線傳達到視覺中樞，之後再大腦

內處理而產生視覺（賴麗凌，2005）。視障巡迴輔導教師要能區辨這之中的不同，

才能對老師及家長或學生在教學或課業學習提出具體有效的建議。 

 

向度二 功能性視覺評估 

一、意義 

由眼科醫生透過視力量表或各種儀器所鑑定出來的視力值（視覺敏銳度），

為了解這種情形，直接利用生活中種種情境來進行視覺功能的評估，就叫做功能

性視覺評估（杞昭安，2002）。也就是說功能性視覺（Functional Vision Evaluation ）

是指視障或視多障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剩餘視力從事日常活動（Corn，1986）。

功能性視覺必須統合個人的視覺能力、環境線索（environmental cues）、及現存

可用的個人經驗（stored and available individuality）（劉信雄，1989）。 

Hatlen（1994）以美國德州為例，特殊教育鑑定安置法規明定，功能性視覺

評估是必要做的，因為功能性視覺評估的結果報告必須在 IEP 會議中討論，以作

為安置學生的依據之一。相同在台灣，若視障巡迴輔導教師能做好一份完整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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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也可以幫助所有相關專業人員（例：資源班老師、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定

向行動教師、職能治療師、該生所屬之普通班教師、體育、美術教師等）決定究

竟要如何幫助該視障生學習(以何種方式來教學或呈現教材)（張千惠，1999）在

定向行動上更可運用功能性視覺評估瞭解個案視力狀況而予以輔助，如視覺敏銳

度低下者對看號誌或辨識臉孔有困難；而視野狹窄也無法做快速而有效的行動決

定（萬明美，2001）。 

 

二、內涵 

Erin 和 Paul（1996）認為功能性視覺評估上應包含的內容有：背景資

料、自然環境描述、眼球屈光情況、近距離視力、遠距離視力、視野與其他

視覺反應，且必須配合生態評量的環境觀察方式，檢視學生的發展能力與週

遭常發生的事件來決定評估內容。以下依杞昭安（2002）所編的視覺功能評

估訓練手冊一書中作一說明，如表 2-3： 

表 2-3 功能性視覺評估項目及說明 

項 目 說         明 

光源覺 眼睛會不自主的找尋發光物或光源。 

注視 

 

眼睛能夠固定, 集中於一點, 對焦的看一樣物體。若兩眼

視軸不平行，就無法注視同一目標者，謂之斜視。 

視覺敏銳度 

 

在固定的距離看到指定的物體；又分近距離視力和遠距

離視力。遠方距離是指 5 公尺所測量的視力，近距離視

力是在距離 30 公分所測量的視力。 

掃描 

 

以固定方向〈上下、左右、對角〉依序對物品或文章進

行閱視。 

視野 

 

視野視眼睛不動同時可看見的範圍，明眼人的正常視野

是在耳側 100 度、鼻側和上方 60 度、下方是 70 度的範

圍。 

追視 
 

追視是指眼睛能平順的跟隨物體移動的能力；可追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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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東西至身體中線位置，並可以垂直上下追視。 

遠近調節 

 

眼睛中的水晶體可以做遠近調適的功能，如近視是因為

水晶體變厚、僵化，以致光線的遠近調節不能順利進行

所造成的。抄寫黑板上的文字常需要以水晶體做遠近調

適的功能所以水晶體若發生問題或老化則會產生上課或

行動的困擾。 

注視力移轉 

 

目光的移動意謂目光注視下將東西從某一隻手換到另一

隻手. 大概可以預測東西掉落的位置; 也可注視於某物

消失之處。 

色覺 

 

色覺是在可見光線中，人可感覺到顏色的功能。因為錐

狀細胞才會有色覺。顏色有三 個原則就是色相、明亮

度、融合度，色相是反 應光的波長、明亮度視顏色的明

度、飽和度是 顏色和白色混合的程度。 

視動協調 

 

視動協調是指視覺和身體移動之協調能力，是統合視

覺、觸覺和運動知覺。雖然視動協調包含在身體的不同

部位，但是在體育和任何運動上眼、手和眼、腳之協調

非常的重要。眼手的協調在課業學習上扮演重要角色如

剪、貼、畫圖、塗顏色板書等。 

 

複雜背景 

 

閱讀一張複雜圖片，包含視覺敏銳度、色覺、深度覺等

不同的視覺區辨能力。對視覺障礙學生而言複雜的線

條、相近的顏色、空間立體感不夠、遠近與大小標顯示

不明，將對其造成困擾。所以能夠從形象之背景區別出

主背景並對形狀賦予意義，或將形象予以組合、統整。

該知覺需要注意集中、區辨能力以及將部份或零散的形

狀統整成一有意義且完整的圖形。 

 

向度三 視覺效能訓練 

一、意義 

視覺效能由學習而得，人雖然生而能看，但不一定能看得懂（劉信雄，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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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在視覺系統中包括感覺和知覺，感覺是指感官接收器和感覺器官對環境刺激

產生的反應；知覺是指識別、解釋進入我們感官的刺激的過程（洪清一，2001）。 

弱視的學生如何使用其殘餘視力，使其視覺發展更好、效率越高，則須依賴

不斷的練習。因為兒童視覺的發育要靠看，看的越多，視網膜接收到的信息也越

多（劉信雄，1999）。根據日本人五十嵐信敬對弱視兒童共 103 名實施有關視覺

上的訓練，結果發現 1.使具有殘存視力的視覺障礙兒童之視覺性行動獲得改善，

並使其視覺辨別能力測驗的得分顯著增加 2.這些兒童的近距離視力增進。（陳英

三，1999） 

 

二、內涵 

Barraga（1979）曾提出視覺能力發展活動的訓練目標，如表 2-4：  

表 2-4 視覺能力發展訓練目標 

提倡者 訓 練 目 標 

 

 

 

 

 

 

 

 

 

 

 

 

 

 

 

Barraga 

 

 

 

1.鼓勵以視覺辨別二度空間的幾何圖形，如大小、長短、高低。 

2.鼓勵辨別各種不同形狀、顏色、及色調深淺的幾何圖形。 

3.培養以視覺辨別和認知二度空間的黑白或彩色圖形。  

4.辨認幾何圖形的輪廓。 

5.發展視覺影像的完形能力。 

6.連貫相似的幾何圖形或物體。 

7.辨別或認知熟悉物品的圖形或輪廓。 

8.能根據物體的內部細節或空間位置，做更詳細的區分與辨認。 

9.能從抽象圖形輪廓做更小細節的辨認。 

10.能跟購物品的用途或類別，加以區分和排列。 

11.能注意圖片中動作之意義，並按圖片內容排出有意義的故

事。 

12.能從風景或家庭活動之圖片中，注意辨名分立的要素，並組

合完成圖片內容。 

13. 能從複雜圖片中，注意及辨別隱藏或陰影部分。 

14. 能連結字詞與圖片中之物品或動作。 

15. 能區別和認識外形相同與相異的字或詞。 

16. 能根據圖片認識字、詞或短句。   

17. 以遊戲、韻律和故事方式，鼓勵做簡單材料的閱讀。 

 

Barraga 的視覺效能訓練發展目標來看，對導引兒童運用殘餘視力，提高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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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認知，培養閱讀能力，實具有積極的意義（劉信雄，1989）。 

 

向度五 閱讀媒介之評估 

一、意義 

「閱讀媒介評量」（reading media assessment），係指有客觀、有系統的為弱

視生評估選用適宜閱讀媒介，包括文體形式與閱讀輔助工具的一個過程（莊素貞，

2004）。所以視障生學習媒介評量乃是為視障生選用適宜閱讀書寫文字模式（印

刷字或點字）與輔助工具的一個過程，文字學習媒包括閱讀與書寫兩部分（Koenig 

& Holbrook,1995）。本研究以閱讀為主。 

1990 年因 Barraga 提出「視覺效能」認為只要有些殘存的視力就應儘量可能

利用視覺感官學習，甚至有些老師根本不管弱視學生閱讀印刷文字速度有多慢，

仍堅持選用印刷文字為其主要閱讀媒介。所以在 1990 以前，視障教育教師進行

讀寫教學時所使用的媒介大多仰賴個人「專業判斷」選擇，而這種「專業判斷」

大部分建立「視覺管道學習優先論」的教學方法。當時提出此論點是 Barraga 所

倡導的「視覺效能」理論取代了當時「視力保留」的想法。結果導致一些可從點

字讀書教學獲益的學童之教育權受到嚴重剝奪。依據莊素真在 2004 年的研究中

指出，在研究的 123 位教師中，聽過「閱讀媒介評量」的現職教師佔 41.5%，但

「沒聽過」或「不是很清楚」者則有 58.5%。曾經為視障學生進行過「閱讀媒介

評量」的現職教師則佔 26.2%，反之則是 73.8%。 

 

二、內涵 

「閱讀媒介評量」（reading media assessment）大致分五個階段： 

1. 決定適當的感官途徑 

2. 找出一般閱讀媒介 

3. 選擇初始閱讀媒介 

4. 持續評量閱讀媒介 

5. 決定印刷字閱讀媒介（莊素貞，2004）。 

 

向度六 輔具之運用與評估 

一、意義 

藉由科技輔具協助，學習與瞭解一般明眼人的「視覺經驗」，這些視覺經驗

藉由一套完整的學習規劃、輔具應用來加以培養建立，方能充分達成（王冠斐，

1998）。功能性視覺評估、學習媒介評量和輔具科技的評量，是評量視障者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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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工具（莊素貞，2005）。找尋適用的輔具，必須了解操作的輔具對身心障

礙者生理、感官及認知所造成的影響，使輔具的需求符合身心障礙者的身心機能

（紀佳芬，2003）。 

 

二、內涵 

視障輔具（visual devices）是運用在視覺障礙者以增進其閱讀瀏覽或日常生

活功能，共有兩種方式 1.弱視輔具用以增強其視覺功能來代償其損失之視力，如

擴視機及光學輔助器 2.針對全盲視障者則以盲用電腦、導盲鼠、大眼睛等增進其

學習機會。在萬明美所製作的紀錄光碟「馥華的作家夢」中介紹的是二十一歲的

莊馥華。十歲時的她因為火災受傷，吸入過多一氧化碳，導致失明、全身癱瘓，

更無法說話；經由媽媽的協助，以擺動頭部、用「注音溝通板」與外界溝通，現

在則以摩斯碼創造了兩百多首詩（吳亭芳，2001）。在美國視障重建部門設有重

建諮商員、社工員、重建教師、科技輔助師等專業人員，提供個別化服務、視覺

功能評估、弱視服務、定向行動訓練等服務，其中視障者接受職業重建服務項目

以視力評估比例最高 82.6%，其次依序為科技輔具 74.6%（蔡再相，2005）。根

據李永昌（2000）及林慶仁（2001）針對視覺障礙學生使用大字書的比例非常高，

而使用的原因幾乎都是家長或是老師所建議。因此若能使用輔具不僅較具科學化，

更能減少大字書印製的龐大費用（李永昌，2000）。 

 

向度七 指導學生學習點字的能力 

一、意義 

莊素貞（2000）針對視障教育教師專業知能研究中指出，視障教師認為會

閱讀點字及指導學生書寫其重要程度的比例為 84.75%。該研究並指出美國有許

多州點字法規定，視障教育教師須具備點字教學能力。但相對也發現因受到視覺

效能的提倡、有聲讀物大量的製作、家長與教師對點字學習態度及視障教育教師

的點字教學能力等因素的影響，有越來越多能從點字學習獲益視障生不會閱讀或

書寫點字。本研究將不探討視覺障礙學生為何不學習點字的原因。 

 

二、內涵 

網路的時代，所強調不僅在於點字機及點字板的學習，更重要的是以電腦

學習點字輸入。況且不論是使用大眼睛或導盲鼠都需要學會點字才能進入網路世

界結交朋友、吸取新知、收集資料，甚至未來所有考試均以電腦作答，相信這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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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趨勢。所以視障巡迴輔導教師不僅能指導學生使用點字機及點字板的練習，

另外也需指導視覺障礙學生使用電腦做作業或考試以因應未來的需要（鄭明芳，

1997）。 

 

向度八 指導學生定向行動的能力 

一、意義 

視障者的行走移動，若只是移動技能，是無法到達目的地。對視障者而言

重要的技能是定向技能。定向和感覺能力的發展有助於視障者獨立行走。感覺訓

練包括七種主要感官知覺-視覺、觸覺、聽覺、本體感受器系統和前庭系統、嗅

覺、味覺之訓練（萬明美，2001）。概念發展是定向行動的基礎部分，因為定向

行走會牽涉到人的身體、方位、動作、環境等概念。沒有視覺就必須仰賴其它的

感官學習與區辨，所以摸到的東西如大小、輕重、冷熱、各種材質等也變化多端

（孫葆忱 2004）。以下就概念的準備作一說明，如表 2-5： 

表 2-5 概念的準備 

向    度 概  念  的  準  備 

形體的構成 確立自己在環境中的位置以及自己及其他物體之間

的關係。 

本體覺 
分垂直方向（身體從頭到腳之間上、中、下）及水

平方向（前、後、左、右、內、外）。 

方向概念 東、西、南、北再分東南、西北、東北、西南。 

人與方位 

的關係 

1.他人形體方位。 

2.物體與物體之間的位置關係。 

3.身體與物體之間關係。 

動作概念 如舉、抓、握、走、跑、伸、踢、放仰、抬。 

室外環境概念 
路、街道、路燈、公車站牌、商店、郵筒、電話亭、

電線杆。 

距離概念 用較具體的解說說明長短距離。 

量的概念 深、淺、高、低、多、少、快、慢。 

地形概念 平坦、斜坡、路面不平、轉彎。 

時間概念 年、月、日、分、秒、上午、中午、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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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後天、前天過去剛才將來。 

交通號誌之 

知識及概念 

人行道、安全島、十字路口、導盲磚。 

 

 

二、內涵 

定向行動的課程計劃與訓練目的在於創造視障者正向的移行經驗，正向的經

驗可以增加視障者探索環境的興趣和能力，更有助於其獨立性（萬明美，2001）。

以下就定向行動基本技能作一說明，如表 2-6。 

 

表 2-6 定向行動基本技能 

項目 方 法 技   能 

 

 

 

 

 

室 

 

內 

 

行 

 

走 

 

 

 

 

 

瞭解室內的

擺設方法 

站在屋內以時鐘方位，掌握室內各項物品

擺設位置。 

 

上半身 

保護法 

 

此技能強調在室內的移動或穿越走廊等空

間的移動。將手肘彎曲跨過身體中線，並

維持在肩膀高度以及與地面平行，前手臂

以手肘彎曲約成 120 度，掌心向外，此法

可保護自己的上半身不會到頭部及胸部高

度處的障礙物。 

下半身 

保護法 

是保護下半身之技能，且可以在入座，空

間的移動上和上半身保護法一起使用。使

用這個技能要放慢速度行走。伸直手臂，

掌心向內，斜角越過腰部到大腿上半部，

手背是面向行進方向，並大約離身體 15

公分的姿勢。 

落地尋找法 

以掉落物品的聲音方向，推測大約多少距

離，採取保護頭部的姿勢，腰部直直蹲下，

手指微彎，用手刀部位探索；開始劃小圓

再劃大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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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跡 

 

一邊接觸牆壁或扶手而到達目的地行走方

法。接觸要用無名指和小指，手背要向上。 

人 

導 

法 

人導法 

是一種藉由明眼人協助引導的移行方式，

通常由視障者握住引導者的手肘正上方，

站在引導者的後方與他保持半步的距離，

行進間，視障者要能主動感受引導者的肢

體動作（如：左右轉、上下階梯）。 

 

 

手 

杖 

技 

能 

斜置技能 

（對角線法） 

在室內移動時所用，手杖的技能就是把手杖放

在身體前的對角線方法，作用有二，緩衝作

用，如開門；追跡作用，如沿著草地、牆、泥

濘地。 

兩點式杖法

（節奏手杖

法、兩點觸地

法） 

是檢查落差或垂直面物體的手杖技能。杖委以

兩墊接觸地面，手杖擺動的節奏是右腳踏出時

杖尾點在超出左肩一點點的地面上，左腳踏出

時杖尾點在超出右肩一點點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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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概念的建立，到感覺的訓練，再到定向行動的基本技能。定向行動的課程

是一環街一環的學習，絕對不可能一蹴可成。所以視覺障礙學生尤其是全盲生對

此技能更是不可輕忽。 

 

向度九 良好的溝通技巧及人際互動 

一、意義 

溝通順暢是巡迴輔導是否成功的關鍵之一，而溝通意義含括了個人的價值觀、

文化背景及專業準備度（Carolyn，2003）。隨著特殊教育的發展，在 1970 年代

強調重點在教學技能，如教學計劃、教學實施、診斷與評量，以後又加入輔導與

合作協調的理念。到 1980 年漸強調教師應具備人際互動能力（江明曄，1996）。 

 

二、內涵 

溝通不僅包括口語、文字或非口語互動時所使用的具體技巧而已，還包括建

立 及 維 持 互 動 關 係 、 建 立 信 任 感 ， 及 提 供 回 饋 時 所 用 的 策 略

（Idol,Paolucci-Whitcomb & Nevein,1986；Speece & Mandell,1980）。將溝通形式及

策略做如下之說明，如表 2-7： 

 

表 2-7 溝通形式及策略 

項目 方 法 內    容 

形 

 

 

 

式 

口語溝通 

強調是與人清楚的溝通，因為若無法將想

法向相關人說明，即使有豐富的專業知識

也無法將巡輔工作做好。 

非口語 

強調互動式的聆聽，要能接收                

說話者所要表達的涵義，並且精確的瞭解

其中的意義。 

點滑式杖法 

視障者要尋找和行進方向成直角的路面變化、

不明顯落差，兩點視障法是接觸地面兩點，而

這技能從兩點接觸的地方往前滑，可以確實找

到不明顯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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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資料 

當我們將相關資料教給老師或家長時，這

些相關人員能否從這些文字資料中瞭解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所要表達的涵義是非

常重要，所以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用字遣詞

應以正向的觀點書寫。 

策 

 

 

略 

電話預先 

通知 

禮貌性的先打電話做自我介紹，並安排會面時

間，才不會因突然造訪造成彼此的困擾與不

便。 

自我介紹 

對自己工作職稱及應盡的職責應先說明清

楚，在輔導過程中有哪些是需要輔助與協助亦

先告知。 

提出問題以

利確定面談

目的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應先擬好一些開放式問

卷，以清楚瞭解第一線工作的老師期待視障巡

迴輔導教師給予什麼樣的服務與支援。 

在團隊夥伴

中建立信譽 

1.有效的溝通則須彼此相互傾聽與回應。 

2.學習新知並提供視覺缺損在醫療及教育所面

臨的問題。所吸收的新知要確定消化並清楚瞭

解其中所提出之觀點，不可將一知半 

解的資訊傳送出去。 

遵守約定 

時間 

持續正確紀錄、提供有用資訊與教材。 

 

向度十 

對普通教育及其他障礙類別有一基本認識 

一、意義 

Mittler（2000）對融合教育有些精闢的看法：「它」是把大家視為一個整體

的過程，把所有兒童帶在一起，讓他們一起學習、一起工作、一起作息。融合教

育所強調大家雖有不同，但都站在立足點的平等線上（林貴美，2000）。所以學

校組織方面，融合教育所強調的將不再只是特殊教育而已，普通教育也應該負起

指導身心障礙學生的責任。所以普通教師必須體認角色的轉變同時，也意謂特殊

教育的老師也應該瞭解普通教育相關之措施與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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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涵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既須和特教老師相互討論個案的身心特質，亦須和普通教

師討論輔導策略及教學建議，因而須瞭解普通教育、特殊教育相關事項，如普通

教育 1.相關教育法條 2.各科課程綱要 3.新的教育舉措之蒐集。在特殊教育中 1.

具備各障礙類別之基本常識 2.身心障礙社會福利、法令、就學、就業等相關資訊。

所以不論是普通教育或是特殊教育都應有所了解，方能提供出具體建議與輔助，

以促使個案在融合體系中能獲得特殊教育教師與普通教育教師的輔助。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並沒有實際的權力，也不能強迫其他人參與行動。但視障

巡迴輔導教師解決問題能否成功的關鍵，是在於考慮周詳與否，和是否有足以令

人尊敬的專業知能、說服力和協調能力（Carolyn，200），所以視障巡迴輔導教

師在面對瞬息萬變的環境衝擊下，更應提昇專業知能接受挑戰。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視障巡迴導教師在各向度專業知能的的重要程度與具備

能力，以及二者間的差異。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蒐集到專家學者對視障巡迴輔導

專業知能之看法，以自編「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專業知能問卷調查表」，對院轄市、

台灣北區、中區、南區、東區及離島地區等視障巡迴輔導教師進行問卷。本章共

分五節依序是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程序、資料處理。 

  

結果與討論 

 

共分三節，第一節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專業知能重要程度與具備能力評定之

分析與討論，第二節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專業知能重要程度與具備能力差異之分

析與討論，第三節視障巡迴輔導教師不同背景變項對專業知能的重要程度與具備

能力差異比較之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專業知能重要程度與具備能力之排序與分析 

 

為瞭解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專業知能重要程度、具備能力的評定順序，以平

均數、選項次數分配及排序，分析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各項視障教育專業知能重

要程度、具備能力的評定情形。本節共分三個部分做說明；第一部份向度排序與

分析，第二部分各向度的題號排序與分析，第三部份向度及題號的總排序與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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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序 

有關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專業知能所有向度的重要程度及具備能力評定結

果，如表 4-1、4-1-1 所示。 

 

表 4-1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視障教育專業知能重要程度之平均數、選項次數分配

百分比及排序 

題號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專業知能 

選項次數分配 

百分比 

平 

均 

數 

排 

序 
1 2 3 4 

01-05 能清楚瞭解視覺障礙涵義及定義 1.0 12.7 54.9 31.4 3.16 10 

06-10 認識視障成因 0 6.5 57.3 36.1 3.29 9 

11-14 功能性視覺評估 0 1.5 58.2 40.3 3.38 6 

15-20 視覺效能訓練 0 2.0 59.9 38.1 3.36 7 

21-25 閱讀媒介評估 0 3.1 53.1 43.9 3.40 5 

26-28 輔具之運用與評估    0  0.3 49.0 50.7 3.50 3 

29-31 指導學生學習點字能力  0  3.7 48.6 47.6 3.43 4 

32-37 指導學生定向行動能力  0  1.0 42.9 56.1 3.55 1 

38-42 溝通技巧和人際互動     0  2.0 43.9 54.1 3.52 2 

43-48 其他  0  3.1 58.2 38.8 3.35 8 

全量表    3.40  

※1 表為不重要 2 表為不太重要 3 表為重要 4 表為非常重要 

 

表 4-1-1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視障教育專業知能具備能力之平均數、選項次數分

配百分比及排序 

題號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專業知

能 

選項次數分配 

百分比 

平 

均 

數 

總 

排 

序 1 2 3 4 

01-05 
能清楚瞭解視覺障礙涵義

及定義 
4.3 33.5 43.5 18.8 2.76 10 

06-10 認識視障成因 1.4 16.1 58.4 24.1 3.05 4 

11-14 功能性視覺評估 3.3 22.7 49.5 24.5 2.95 5 

15-20 視覺效能訓練 3.2 25.7 51.5 19.6 2.87 6 

21-25 閱讀媒介評估 4.7 26.3 50.2 18.8 2.83 9 

26-28 輔具之運用與評估   0.7 17.7 54.4 27.2 3.08 3 

29-31 指導學生學習點字能力 5.8 25.5 43.9 24.8 2.8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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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為不具備；2 分為不太具備；3 分為具備；4 分為充分具備 

 

二、討論 

鄭靜瑩在 1995 年的一份研究論文指出，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視障生的輔導，

多著重於盲生的指導。因此一般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視覺障礙學生的定向行動、

點字學習之指導也就較為注意，因此從上述資料得知大部分（82.2%）視障巡迴

輔導教師對定向行動能力是達「具備能力」。但是在指導學生點字的部分，視障

巡迴輔導教師的能力是「不太具備」，莊素貞（2000）調查視障教育教師認為指

導學生閱讀點字及書寫點字的重要性，結果重要程度的比例是 84.75%。本研究

所呈現的結果也是視障巡迴輔導教師認為指導學生點字的重要程度排序是 4，但

具備能力卻在 7，而且平均數只有 2.87，顯示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的點字能力尚待

提昇。 

弱視學生能選擇合適的閱讀媒介，則將較能增進閱讀表現，因此弱視學生與

正常學生一樣可以閱讀印刷文字是需要藉助一些輔助工具（莊素貞，2004）。溝

通是巡迴輔導老師與班級老師、家庭成員或其他教育團隊成員做過程中，分享他

們專業知能的主要方式（賴美智，2004）。所以視覺障礙學生進入一般環境就讀

的人數日漸增多情況下，更需要和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相關人員互動與溝通，以

促使工作順利完成。 

 

第二節  專業知能重要程度與具備能力差異之分析與討論 

            

配合前述之向度排序及五成以上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所勾選「非常重要」、「不

太具備」程度之題號做一表 4-5，說明如下： 

 

 

 

 

 

 

32-37 指導學生定向行動能力 2.0 15.5 52.4 29.8 3.09 2 

38-42 溝通技巧和人際互動    0.2 10.4 59.2 30.2 3.19 1 

43-48 其他 1.0 26.7 55.8 16.5 2.87 8 

 全量表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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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向度排序、題號排序、非常重要、不太具備百分比一覽表 

向度 
排序 

題號 
排序 非常重要 

 

不太具備 

 重要 具備 重要 具備 

指導學生 

定向行動能力 
1 2 

32 4 2（3.12） 56.1 12.2 

35 5 6（3.21） 55.1 10.2 

37 6 7（3.21） 56.1 11.2 

33 10 14（3.02） 52.0 19.4 

36 13 17（3.06） 51.0 ＊21.4 

34 19 22（2.95） 42.9 18.4 

向度 
排序 

題號 
排序 非常重要 

 

不太具備 

 重要 具備 重要 具備 

溝通技巧 

與人際互動 
2 1 

38 9 4（3.22） 54.1 10.2 

39 14 5（3.21） 49.0 14.3 

42 17 11（3.17） 43.9 8.2 

40 18 8（3.19） 43.9 9.2 

41 24 12（3.16） 43.9 10.2 

輔具 

運用與評估 
3 3 

26 7 13（3.14） 54.1 15.3 

27 8 15（3.09） 53.1 19.4 

28 15 20（3.01） 44.9 18.4 

指導學生 

點字能力 
4 7 

29 3 3（3.23） 56.1 11.2 

30 11 38（2.80） 50.2 ＊31.6 

閱讀媒介評估 5 9 21 23 35（2.84） 43.9 ＊21.4 

功能性 

視覺評估 
6 5 

13 16 21（2.97） 44.9 ＊20.4 

11 20 16（3.08） 44.9 17.3 

視覺效能訓練 7 6 － －  －  

其他 8 8 － －  －  

認識視障成因 9 4 
9 1 10（3.17） 64.3 7.1 

10 2 9（3.19） 59.2 9.2 

能清楚瞭解 

視覺障礙 

涵義和定義 

10 10 2 22 30（2.87） 43.9 ＊26.5 

＊表示二成以上教師具備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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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 

綜合上述針對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各向度及各題號排序與分析作一討

論。 

一、從資料的結果來看，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該向度中專業團隊的介入和整合並

不十分重視；獨對於瞭解特殊教育法對視覺障礙的定義此題，認為非常重要

的人數高達 50%以上。主要是因有深入瞭解才能明瞭視覺障礙鑑定基準及申

請身心障礙手冊之流程。 

二、在十個向度中「認識視障成因」排序在九，但該向度題號 9 的「能針對視障

學生之視障成因提供教師相關建議（如教學、輔導等策略）」，被評定為重

要程度，但相對「瞭解眼睛各部位構造（如眼球、視路、眼的附屬器）所產

生視覺功能」，並未重視。  

三、鄭靜瑩在 1995 年的一份研究論文指出，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視障生的輔導，

多著重於盲生的指導。所以針對弱視學生的功能性視覺評估、閱讀媒介評估、

視覺效能訓練等，被評定重要的程度就較低。  

四、從視障教育教師的培訓過程中，可以瞭解點字學及定向行動的學分都是必修

的課程。所以視障巡迴輔導教師針對指導學生點字及定向行動均被評定為重

要程度的專業知能。不過從題號中發覺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指導普通班教

師使用電腦相關軟體批閱全盲生的作業」並不認為重要程度。 

五、在「其他」向度中，發覺視障巡迴輔導教師並不重視普通相關法令，但 Ramsey 

與 Algozzine （1991）提到：為滿足學生的特殊需要，美國各州對特殊教育

教師能力上也有特殊性的要求，但他們也強調特殊教育教師也應具備普通教

師應具備的能力。 

 

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的重要程度與具備能力差異比較之分析與討論 

 

綜合上述針對不同背景變項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重要程度與具備能力之差

異性作一討論。 

一、本研究發現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年齡 23-35 歲和巡迴輔導年資 1-5 年對「功

能性視覺評估」及「溝通技巧及人際互動」的平均數都最高。 

二、在最高學歷中發覺研究所含 40 學分學歷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 10 個向度中

的重要程度有 6 個向度的平均數高於其他組，且具備能力亦達十項。但在特

教背景中，平均數高的組別是具特教學程背景的巡迴輔導教師，而非特教研

究所含 40 學分班。但在能力上特教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比其他組「具備」專

業知能。所以教師專業表現，和學歷應有相關。至於服務區域在每個向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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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最高的是台灣東區，而陳經榮（2005）的研究中發現教師專業成長之現

況受「年齡」、「服務地區」、「學校規模」影響而有明顯差異。這結果和本研

究相近。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專業知能。以自編之「視障

巡迴輔導專業知能問卷調查」為研究工具。第一節針對所歸納之內容作一結論。

第二節依結論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分述如下： 

 

壹、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向度上的專業知能重要程度與具備能力的結論 

一、重要程度依序是「指導學生定向行動能力」、「溝通技巧與人際互動」、

「輔具運用與評估」、「指導學生點字能力」、「閱讀媒介評估」、「功

能性視覺評估」、「視覺效能訓練」「其他」（含普通教育及對其他障礙

類別之認識）。 

二、「不太具備」能力依序是「功能性視覺評估」、「視覺效能訓練」、「指

導學生學習點字能力」、「其他」、「閱讀媒介評估」、「能清楚瞭解視

覺障礙涵義及定義」。尤其在向度「能清楚瞭解視覺障礙涵義及定義」的

選項中「不太具備」次數分配百分比最高，高達三成以上。 

三、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定向行動能力是達「具備能力」。但是在指導學生點字

的部分，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的能力是「不太具備」。 

 

貳、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題號上的專業知能重要程度與具備能力的結論 

一、為讓視覺障礙學生能因為專業團隊的協助減少生活與學習的障礙專業團隊的

介入模式，所以強調醫療診斷、復健、教育須做一整合。不過從資料的結果

來看，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該向度中專業團隊的介入和整合並不十分重視。 

二、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視障學生的輔導，多著重於盲生的指導。但具統計弱視

學生的人數佔較多數。所以針對弱視學生的功能性視覺評估、閱讀媒介評估、

視覺效能訓練等，被評定重要的程度較低的情形來看，並不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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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題號中發覺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對「指導普通班教師使用電腦相關軟體批閱

全盲生的作業」、「能和學校教師相互配合實施視覺效能訓練，」既不認為

重要程度也不具備能力。不過在定向行動部分中，題號 37「能指導一般學

生人導法之基本技能，以輔助視障學生順利到達目的」，被認為重要程度的

專業知能。 

四、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更需具全方位的專業知能，因為所要面對的對象是多元，

因此需要的知能也應是多元。不過在「能約略瞭解普通教育的相關法令」、

「能具備教學診斷、使用適當評量工具及解釋各種診斷評量報告的能力」並

不重視也不具備能力。 

 

參、不同背景變項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專業知能上對重要程度和具備能力看法

的差異 

一、女性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重要程度和具備能力上平均數高於男性視障巡迴輔

導教師。而且巡迴輔導教師在年齡 23-35 歲和巡迴輔導年資 1-5 年對「功能性

視覺評估」及「溝通技巧及人際互動」的平均數都最高。主要原因在於融合

教育強調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的合作，所以在溝通技巧和人際互動更顯重要

性。不過值得注意是在具備能力上不論是年齡 23-35 歲和巡迴輔導年資 1-5 年

在這兩各向度並未比其他兩組平均數高，而且點字能力也較弱。 

二、在最高學歷與特教背景變項中，均是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畢業的視障巡迴輔

導教師所具備能力最足。尤其在點字能力和對一般教育及其他障礙類別的認

識，均比其他組高。至於服務地區，則是台灣東區不論在重要程度或是具備

能力上平均數都最高。 

 

第二節   建議 

 

本節提出下列建議事項，以裨益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從事日後工作之方向與思

考。 

 

壹、注重醫療、社政、教育三者的整合 

彭淑青 2000 年國際教師訓練計劃的一文中談到美國麻州佳樂盲人中

心，為服務視覺障礙者便與麻州一眼科醫院合作，服務人員結合眼科醫生、驗光

師、職能治療師、個別化科技輔具專業人員、社工、特教教師或其他評估性專業

人員，所強調的就是專業團隊整合。以下則針對上述內容作詳細說明： 

一、行政單位宜從政策擬定以破除自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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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整合的概念應落實在視障教育。行政單位應思考的是如何將醫療、社福、

教育三者作一結合，才能做好眼睛的診斷及預斷。 

 

二、辦理單位以工作坊方式辦理初階、進階研習 

各單位應該有層次思考，如先將醫療單位的診斷、視覺訓練作前置觀念的建

立。再進入視光師眼鏡的佩戴、輔具公司輔具的配置。再到教育單位接續的評估、

訓練，再評估、再訓練。如此三部份作一廣密連結，對視覺障礙學生的輔助成效

才能立竿見影。 

三、編寫教材教具分享經驗 

如何將研習的重點作一呈現，以利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將研習重點如備忘錄一

般常做預習複習；甚至如未接受過此研習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亦能雨露均霑而

受益。所以編寫教材與教具應是最可行之方式。 

 

貳、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的自我成長與學習 

身為特殊教育一環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更應瞭解普通教育的相關事項。因此

如何增長普通教育與其他各障礙類別特質的認識亦是一重要課題。下列作一說

明： 

一、針對視覺障礙學生各項資料作一深度匯談 

寫第五項修練生的彼得．聖吉在團隊學習中非常強調「深度匯談」的重要。

「深度匯談」是一個團隊的所有成員，攤出心中的假設，而進入真正一起思考的

能力。而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宜應隨時自我檢視視障相關專業知能的具備情形。因

此如何借重團隊的學習成長將是事倍而功半的方式。 

二、與普通教育相關人員作一深度匯談 

視障教育是特殊教育的一環，而特殊教育又是普通教育的一小環。但因為融

合教育的倡導，從過去的各自為政變成現今的層層相扣。如何輔助普通教育相關

人員應是特教教師和巡迴輔導教師重要課題。因此請普通教育相關人員審視視障

巡迴輔導教師，其輔助是否能符合普通教師或相關人員之需求。 

 

三、以讀書會或影片方式瞭解其他障礙類別的特質 

從本研究發現大都的視障巡迴輔導教師都具特教學歷，而視障只是特教的一

小環，因而對其他障礙不應陌生。所以可以由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組織讀書會方式，

針對各障礙類別分別介紹。  

 

參、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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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視障巡迴輔導教師自我的評定為主，為周全考量以避免以偏概全

之憾，應再從視覺障礙學生與普通班教師、特教教師角度以交叉比對方式進行評

定，必能更瞭解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的專業知能具備情形，其理由如下： 

（一）視覺障礙學生： 

和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接觸最為頻繁，因而視障巡迴輔導教師評估學生能力後

所提供的讀書策略及建議，實用性如何應最能感受。藉由他們的實際的經驗與回

應，應更能了解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專業知能所具備之程度。 

（二）特殊教育教師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也是特教教師，具有共同的語言，因此較能理解彼此的想

法，但因每一障礙類別具有其特殊性，所以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在視障教育的專業

領域表現如何更可經特教教師的評定了解視障巡迴輔導教師的專業知能到底具

備多少？ 

（三）普通教育教師 

融合教育中的吃重角色在普通教育教師的身上。因此視障巡迴輔導教師所提

供的教學策略實不實用，能否減輕普通教育教師的負擔，由普通教育教師評定最

適合理不過，另外也可經由他們的評定，更能瞭解融合教師實施的成效如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的蒐集，並根據相關文獻進行討論。所得資

料僅能以推論方式呈現，部分內容囿於研究法的限制，所得之資料恐有疏漏之處。

因而於未來研究應以質性或行動研究針對不同背景變項內容作更深入的探討，以

為相互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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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行為支持方案應用於視多障兒童問題行為之研究 

 

賴敏麗  

(臺北市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 1980 年代以後，正向行為支持方案（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簡稱 PBS）

逐漸受重視，藉由控制前事並教導適當行為，進而化解或取代不適當的行為（引

自鈕文英，2001）。因此，對於身心障礙兒童的行為支持以及問題行為的改善，

應改以生態評量的觀點出發，一方面考量學生所處的環境變項，另一方面則教導

功能性、正向性的替代行為或生活技能，以提升視多障兒童目前的學習及日常生

活狀況，進而改善日後的生活品質與人際互動。 

    本研究希望能透過功能性評量，來深入瞭解視多障兒童的問題行為背後所隱

藏的目的與需求，設計適當的教學介入，以減少問題行為的發生機率，並建立替

代的、可被大家所接受的溝通行為，以及疏解情緒的方式。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三： 

應用功能性評量找出導致視多障兒童問題行為之功能。 

根據功能性評量所找出的問題行為之功能，設計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以減低視多

障兒童之問題行為的次數 

根據功能性評量所找出的問題行為之功能，設計正向行為支持方案，提升替代性

行為的產生。 

待答問題 

應用功能性評量是否能找出導致視多障兒童問題行為發生的原因？ 

應用功能性評量所設計的正向行為支持方案，是否能減少視多障兒童的問題行為，

進而建立替代問題行為之替代性行為？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以視覺障礙為主障礙之多重障礙兒童(簡稱視多障兒童) 

有視覺障礙之多重障礙者，簡稱視多障者，而在本研究中所指的視多障兒童，是

指兒童年齡介於六~十二歲，就讀國小階段的學生，且本身領有多重障礙類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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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手冊，手冊上記載該生具有視障及任何其他類別的障礙，如肢體障礙、智能

障礙等。 

貳、功能性評量 

    本研究所指功能性評量，是指使用直接觀察法、相關人士資料蒐集等方式，

以單一受試的研究方式，對個案進行實驗操弄，以確認變項和問題行為間相互影

響的程度與因果關係。  

參、正向行為支持方案 

    本研究所稱正向行為支援，是指根據問題行為之功能性評量之直接觀察、間

接的晤談表格填寫、訪問等所蒐集得來的資料結果，運用行為改變技術、製造被

關注情境之前事控制、舉手的替代性行為訓練與後果處理等策略，教導視多障兒

童以符合本身需求，且讓社會可接受的舉手行為來取代問題行為，並減少原本脫

鞋襪之問題行為。 

肆、問題行為 

    本研究的「問題行為」是指在不適當的場合脫鞋的行為，所謂不適當的時間

或場合，是指： 

一、上課中。 

二、參與活動中。 

三、單獨操作教具或玩具時。 

四、進行生活自理時(上廁所、吃飯…)。 

五、在學校裡，除了教室中睡覺的地墊、地板教室等必需脫鞋地區以 

    外之其他地方。 

而下列動作皆可視為脫鞋的行為： 

一、受試兒童脫去單腳或雙腳的鞋子。 

二、受試兒童脫去單腳或雙腳的襪子。 

三、受試兒童脫去單腳或雙腳的鞋子和襪子。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旨在探討與本研究有關之文獻與理論，共可分為「視多障兒童之發展

特徵與教學需求」、「身心障礙兒童的問題行為」、「正向行為支持應用在特殊

兒童問題行為之相關研究」三節。 

 

第一節 視多障兒童之發展特徵與教學需求 

    視多障兒童，這個族群往往伴隨著許多障礙，同時也有著較重度障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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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適合視多障兒童的教學原則、介入之前，應先瞭解其特徵，因此本章節將

先討論視多障兒童之發展特徵，再討論較適合的教學介入。 

 

壹、視多障兒童之發展特徵 

    視多障兒童由於視覺上的不便，使其在生活、學習及社會適應上，受到各種

程度的影響與限制，發展也較一般兒童慢速。綜合專家學者的意見，以下將就視

多障兒童在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或困難，來說明其特徵(杞昭安，2003；

易曼譯，2004；萬明美，2000；Raver, 1999)。 

一、 視覺訊息擷取困難 

二、 感覺訊息輸入與統合困難 

三、 動作發展遲緩行動困難 

四、 認知概念發展的問題 

五、視覺模仿能力的限制 

六、 語言發展的問題 

七、社會互動的限制 

貳、視多障兒童之教學需求 

    為了能夠瞭解視多障兒童的教學需求，以下將就最常見的全盲、弱視這兩類

視多障兒童，來探討其所需要的教學需求(易曼譯，2004；Bishop, 1991；Buncic,1987；

Downing & Bailey, 1990；Levack,1994)。 

一、 全盲的視多障兒童 

     全盲與只有光覺的兒童大多需要仰賴聽覺或觸覺的輸入，來建立來認識周

遭的世界，透過非視覺的管道所輸入的學習經驗和透過視覺管道輸入的不同，所

以視多障兒童對物品的概念建立，應建立於真實的物品上，而非模型或玩具，教

學策略應該特別加入觸覺區變、如何聆聽以及口語描述，但是當盲生伴隨了其他

的嚴重障礙時，教學策略就應該隨著個案的需求而加以變通，加強目前最應優先

教導的部份，例如生活自理能力、簡單指令的聽從等。 

二、 弱視的視多障兒童 

    弱視的兒童和全盲的兒童不同，他們對於某些視覺刺激是有反應的，同時也

可藉由殘餘視力，來處理生活上的事物和做出動作，例如將手伸向光源、伸手拿

物品等。但是由於視覺上的限制，因此除非使用特殊的方法，來加強物體的形象

或是彌補視覺上的缺陷，不然個體所看到的世界仍是模糊難辨、支離破碎的。 

    由於每位兒童的視功能以及視覺損傷情形不同，因此教師應該要熟悉每位孩

子的視覺能力特徵以及診斷。不過一般而言，盡量讓弱視兒童觸摸他們正在用視

覺檢索的東西是必要的，先透過實際操弄物品來獲得經驗，才能再用視覺來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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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Rogow, 1992)。  

   

 

第二節 身心障礙兒童問題行為之探討 

    由於生理、心理再加上環境方面的限制，導致身心障礙兒童的基本需求無法

被滿足，當基本需求一直受到漠視，或無法達到目的時，問題行為就產生了。由

於身心障礙的範疇中包含了視多障，因此本節將以身心障礙者的問題行為為主，

根據其特徵、種類及功能加以討論。 

     

壹、問題行為的特徵 

    相較於身心障礙兒童，視多障兒童無法經由視覺管道來觀察環境中的種種事

物，也無法觀察他人的反應、面部表情，更無法理解與遵守社會規範，在無法表

達、有口難言的情況下，問題行為就產生了。    Meyer 和 Evans(1989)認為，

問題行為依其特徵的不同，可大略分為三種類型： 

一、緊急行為(urgent behaviors)： 

    必須立刻做處理，否則就會危及個體的生命及健康，例如自傷。 

二、嚴重行為(serious behaviors)： 

    需要仔細考量的嚴重行為，只要符合下列四點中的其中一點，即可稱為嚴重

行為：(一)幹擾教學；(二)不加以處理便會更嚴重；(三)危及他人；(四)照顧者很

關心的行為。 

三、過度行為： 

    指達到偏差標準的不當行為，這些行為通常有以下特徵：(一)行為並無改善，

也沒有惡化；(二)行為會造成破壞；(三)行為會妨礙社區對個人的接納程度；(四)

改善此行為也能幫助其他行為的改善；(五)行為在某特定時間內會造成問題。 

貳、問題行為之種類及功能 

    較為常見問題行為的種類及功能大致可分為下列六種(王大延，1993；施顯

烇，1995；張正芬，1999；鈕文英，2001；Meyer & Evans, 1989）： 

一、不適當社會行為 

二、攻擊行為 

三、固著行為 

四、自傷行為 

五、自我刺激行為 

六、不服從行為 

七、視障者特有之問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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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六大種類以外，還有一種是視覺方面有障礙的人經常會出現的，通

常被稱為「盲人習癖」(mannerisms)的問題行為，例如擠眼、壓、挖眼睛、搖擺

身體、轉圈圈等，郭為藩（1983）將「盲動作」定義為：「盲人的一種特殊行為

型態，通常在兒童時期便已發展；如迅速地搖頭、挖眼睛……律動運動，此種特

殊動作被解釋為自我刺激的一種行為」。杞昭安(2003)和傅秀媚(2002），認為習

癖行為可分為列下類別： 

(一)伴隨少許視力的習癖：眼球常顫動、斜視、傾頭、揉挖眼睛等 

(二)觸覺器官之刺激：手指頭放在眼、鼻、口，或觸摸耳、唇、頭髮等。 

(三)肌肉運動知覺的刺激：搖晃身體、轉圈、搖動頭部等，以全盲者為多。 

   整理相關文獻，發現習癖動作產生的原因可能如下（杞昭安，2003；傅秀媚，

2002；萬明美，1996）： 

(一)在生理或心理上缺乏足夠的刺激，所以自己找出讓身體舒適的刺激和活動。 

(二)缺乏模仿能力及視覺回饋，因此無法學得為大家所接納的適當行為。 

(三)當適應環境和學習方面產生困難時，以習癖行為來逃避。 

(四)家長對於盲童的行為處理不當，導致其習癖行為增強。 

(五)家長過度保護或隔離，使視多障兒童喪失學習的機會。 

(六)因缺乏社會刺激而產生習癖行為。 

(七)在行動受限的情況下，導致體力過剩，而以習癖代替運動。 

(八)當個案獨處、無所事事時、課堂上或厭煩學習時，較易呈現習癖行為。 

 

第三節 正向行為支持方案應用在身心障礙兒童問題行為之介紹 

正向行為支持方案是使用正向的行為介入方式（例如正增強），來增加適當

的行為及減少問題行為的出現次數，必須配合問題行為功能性評量的結果，才能

達到效果。在正向行為支持計劃中，介入者必須指明學生需要達成的(1)替代行為；

(2)合宜行為，而介入時必須注意兒童的問題行為發生時，絕對不能給予其想得到

的功能或增強物，唯有適當行為出現時，才能給予增強物(劉文英、林初穗，2004)。 

   

壹、功能性評量的意義及應用         

一、功能性評量的意義 

    功能性評量是一系列蒐集問題行為資料並分析其功能的過程，為了能明確有

效的瞭解問題行為的原因及影響因素，我們通常採用有系統的蒐集資料、實驗控

制、操弄變項等方式，來對問題行為之前事及後果事件進行假設驗證，以瞭解引

發行為之原因(陳麗如，2001；鈕文英，2001；Sugai, Ervin et al., 2001； Horner ＆ 

Spragu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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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實施功能性評量 

    進行功能評量時，最常使用使用的方式，大致上可分為間接評量、直接評量、

以及將所提出的假設進行驗證的功能分析法三種方式 

(一)間接評量(indirect assessment) 

    間接評量最常使用的方式，包括訪談、歷史紀錄，以及填寫相關評定量表、

檢核表等。訪談法又可稱諮詢法，即訪談個案的主要照顧者、教育者，甚至學生

本人，以蒐集問題行為的相關資訊（胡永崇，1998; Gresham, 2001; O’Neill, 1997），

晤談通常以結構性的方式來進行，以免偏離焦點。雖然訪談內容可能會被受訪者

的主觀意識所影響，但可使個案問題行為的可能因素更加集聚焦，如此有利於之

後功能性分析的設計與規劃。 

    需注意的是，雖然經由晤談和量表能很快地找出行為可能的動機，但其只適

合作為初步的參考，而不足以代表完整的功能性評量(Gresham, 2001) 。 

(二)直接觀察（direct observation） 

    直接觀察是取得第一手行為資料最有效的方式，它需要大量的時間，針對學

生進行必要的觀察與行為記錄（Iwata,1994）。直接觀察通常是在自然情境下，

對個案有系統的進行觀察，觀察的地點可以是許多不同的情境，如此才能深入瞭

解受試者在不同場所發生問題行為的情形，以評估行為的前因後果( 張正芬，

1997；Bradey & Halle, 1997；O’Neill, 1997)。而觀察的工作，通常是由與學生最

親近的老師或家長來進行。  

    Asmus 等人（2002）認為，因為直接觀察法能準確發現影響問題行為的外在

環境因素為何，因此在發展行為假設之前，直接觀察法比單獨的進行親師訪談、

填寫檢核表，顯得有價值許多。         

(三)功能性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     

    和前述二種方法比較，功能性分析能得到更客觀、明確的資料，當直接評量

與間接評量無法完全確定造成問題行為的原因時，就必須使用功能性分析來進行

假設驗證。功能性分析利用標準化的實驗程式及設計，進行系統化的操作

(systematic manipulation)，先就問題行為的功能提出假設，然後透過實驗的方式，

有系統地操弄可能影響問題行為的變項，再觀察行為發生前後的變化，以找出問

題行為的功能(林惠芬，2001; Gresham, 2001)。  

    功能性分析是功能性評量中，最精確的評量方式(Iwata, 2000)。但由於它是以

系統化和一再重覆實驗操作，來作為手段，因此一般學者認為，功能性分析複雜

而且實施不易(張正芬，1997；Quinn, 2000)。 

     每種評量方式各有其特出之處，但仍必須相輔相承，才能有效的找出影響

問題行為的因素(Kratochwill & McGivern, 1996)。單獨使用直接觀察常常無法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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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控制的變項，而單獨使用功能性分析又顯得證據單薄，無法有效做出結論時，

(Hall, 1997; Lerman & Iwata, 1993)。因此，當使用描述性分析時，需要進一步藉由

功能性分析，來找出行為的功能；而當使用功能性分析時，則需利用描述性分析

的資料來提出假設(Thompson, Fisher, Piazza & Kuhn, 1998) 。所以，應結合各種評

量方式，才能達到最佳的效果。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以研究者所任教的臺北市某特殊教育學校國小部之一名視多障兒

童為研究對象，以研究法中的單一受試研究(Single Subject Research Design)來進行

研究，並採用多基準線設計(Multiple Baseline Design)之跨情境的多基準線設計

(Multiple Baseline Across Subjects)，目的在探討一位元元國小視多障兒童在接受依

據問題行為所設計的的教學介入後，其行為問題的改變情形及替代行為的持續效

果。本章共分為五節，包括研究對象、研究設計、研究工具、研究過程以及資料

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 

壹、實驗設計 

    本研究欲以跨情境多基準線設計來進行實驗。 

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除了先從事相關文獻的探討及資料的蒐集外，還會根據研究者對家長

或是老師所做的晤談、表格之填寫，並輔以觀察等各種的方式，來找出目前最需

要優先介入之問題行為，推論出造成問題行為可能之因素，進而進行功能性分析

的假設驗證，以設計出適合受試者的教學介入，改善受試者的問題行為，發展替

代行為，並且觀察持續時間的長短。本研究的流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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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實驗流程 

參、情境控制 

    在選取受試者並取得家長同意書後(見附錄一)，研究者則應與該生家長、各

科目任教老師取得共識，在實驗期間請家長與教師，不要對該生之問題行為做出

任何的禁止或限制(例如處罰她、禁止她)，以求實驗情境之控制。 

 

肆、研究變項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經由功能性分析發展出之介入策略，對視多障兒童問題行

為的成效，所以研究變項包括自變項、依變項、和控制變項，如圖 3-2 所示。 

 

圖 3-2 研究變項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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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 procedure)(Patton, 1990)的方式作為篩

選個案之方式。  

(一)優弱勢能力資料 

表 3-1 受試兒童的基本能力敘述 

項目 優勢能力 弱勢能力 

認知能力（記

憶、理解、推

理、注意力等） 

認識家人，認識老師，認識家中

環境，認識校內環境，能藉著觸

摸，來分辨不同的人。 

受限於智力及視覺障礙的影

響，尚無法理解較抽象或是日

常生活中沒有見過的事物。 

溝通能力（語言

表達、語言理

解、語言發展

等） 

口腔動作正常，吞嚥正常，對 

自己名字有反應，對熟悉聲 

音、音樂有反應，理解部分單 

一指令，能發出很少的單音。 

無法以說話來表達情緒，只能

以聲音或動作表達，例如生氣

時大叫，高興時尖叫，痛苦時

會發出低沉的悲鳴(例如手被

壓到)。 

動作/行動能力

（精細、粗大動

作、行走、定向

能力等） 

會翻身，會坐在地上，會站立，

會走路，會坐在椅子上，會上下

樓梯，能抓握物品,能握筆塗鴉，

能搓黏土，能扭蓋筆蓋，能撕紙。 

從事精細動作的技能大致具

備，但卻無法集中注意力完成

事情，例如好好拿湯匙吃頓飯

之類的。 

社會化及情緒

行為（人際關

係、情緒管理、

行為問題等） 

對新環境容易適應，情緒大致穩

定，喜愛與他人互動。 

常常藉著破壞物品、脫鞋脫襪

和製造噪音等錯誤方式來引起

他人的注意。 

感官功能（視聽

觸等感官知覺 

，視覺、聽覺記

憶等） 

聽力敏銳，能清楚辨別不同的聲

音，觸覺敏銳，例如摸到手就可

以馬上知道來者何人。 

由於眼睛發育不全，因此日常

生活中缺乏視覺經驗，很多東

西抽象的名詞或是生活中不常

見的物品很難讓她理解。 

由於認知發展方面的限制，導

致該生雖然觸覺敏銳，但區辯

能力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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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自理能力

（飲食、入廁、

盥洗、購物、穿

脫衣服、上下學

能力等） 

進食需協助，自己會脫衣服，會

解開釦子，會脫鞋襪，如廁時需

協助處理大便和小便、會自己沖

馬桶，需定時帶去廁所，會自己

用毛巾擦臉，會開關水龍頭。 

會從事許多事情，但由於缺乏

耐性，因此做事常常半途而

廢，或是做到一半發脾氣，堅

持不下去。 

  

(三) 興趣偏好 

    經由家長、老師以及治療師們平日對受試兒童的觀察，以及增強物調查表(附

錄七)所得到的資料，發現她喜歡的事物為表 3-2 所示： 

表 3-2 受試兒童喜愛事物一覽表 

領域 一般描述 

人物 媽媽、爸爸、弟弟、導師、助理老師 

食物 糖果(水果軟糖)、餅乾(洋芋片)、水果(蓮霧) 

飲料 果汁(不要太酸即可)、養樂多、麥香紅茶 

物品 皮包(有拉鍊的)、會發出聲音的玩具或樂器 

休閒活動 聽音樂(兒歌)、玩玩具，特別喜歡和人身體接觸 

社會性增強 擁抱、摸頭、搔癢、抓著她的手拍拍手 

 (四)問題行為 

    受試兒童經常性的在不適當的場合及時間(例如上課中)脫鞋，乃大家認為是

最應優先處理的問題行為。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包括「問題行為主觀評量表」、「問題行為功能訪談

表──相關重要人物訪談」、「行為動機評量表」、「A-B-C 問題行為功能觀察

紀錄表」、「問題行為直接觀察紀錄表」、「溝通行為分析表」、「增強物調查

表」，輔助的器材為碼表、攝影機。 

 

第四節 研究過程 

    本研究的過程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功能性評量階段，包括直接評量、

間接評量，主要目的在建立問題行為功能之假設，而第二部分則為實驗處理，目

的在於希望能藉由功能性評量結果，設計出能有效改善問題行為的正向行為支持

方案能。 

壹、功能性評量階段 

    本階段之流程及每個部份所需使用之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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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功能性評量之流程及使用表格 

一、直接評量：觀察與記錄 

二、間接評量：訪談及填寫晤談表 

    

貳、實驗處理階段 

   本階段為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介入階段，每種情境都將採用 A-B-M 實驗設計，

待第一種情境的基準線穩定後，便針對該情境進行實驗處理，其他情境則不予以

處理，仍然維持基準線階段。當一種情境的介入效果達到穩定或不變後，再針對

第二項情境進行實驗處理，以此類推，直到所有情境皆進行過實驗處理為止。 

    各情境的實驗過程如下： 

基線期─A 

介入處理期─B(分為三階段) 

  (一)階段一(B1)：改變事前情境 

  (二)階段二(B2)：改變行為，教導替代性行為 

  (三)階段三(B3)：綜合並逐漸褪除前兩階段之介入 

維持期(M) 

    三種情境(生活自理、認知教學、休閒教育課)皆需完整、依序實施，待三種

情境的介入皆完成後，再進入資料的處理與分析階段。  

參、資料處理階段 

研究者將研究過程中所蒐集資料，進行資料整理的工作，分析方式主要以視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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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與社會效度的驗證為主，務必使研究成果清楚呈現，以供未來相關研究之參

考。在分析資料的同時著手撰寫研究結果、討論以及建議，預計於民國九十七年

三月底完成。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將處理以觀察及攝影機等方式所取得的資料，包括：行為功能的假設、

觀察者間的一致性分析、圖示及視覺資料分析及 t 考驗。以上各資料的說明如下： 

壹、行為功能的假設 

    本階段主要是將「問題行為主觀評量表」、「問題行為功能訪談表──相關

重要人物訪談」、「行為動機評量表」、「A-B-C 問題行為功能觀察紀錄表」及

「問題行為直接觀察紀錄表」的資料做整理與分析，以形成受試兒童問題行為的

功能假設。 

貳、觀察者間一致性分析 

    觀察者間一致性旨在瞭解本研究之三位觀察者對目標行為的看法是否一致，

為了避免過於主觀，本研究擬由研究者、一同帶班的老師及教師助理於共同紀錄，

每位觀察者皆須經過觀察者皆需訓練。在進行觀察者一致性考驗前，需先做預試，

三位觀察者在不互相幹擾的情況下同時觀看錄影帶，直到觀察者間一致性達 85

％以上，才能正式做信度考驗。其計算的公式如下(杜正治譯，1994): 

 

  甲乙觀察者記錄一致的次數 

                                   X 100％  ＝百分比一致性 

甲乙一致的次數＋甲乙不一致的次數 

 

 

表 3-3 觀察者間一致性考驗 

實驗階段 觀察信度平均值 觀察信度範圍 

預試階段 
97% 95.2%~98.7% 

功能性評量 

階段 98% 96.5%~99.93% 

 

參、圖示及視覺資料分析 

    圖示及目視分析是研究者將實行實驗介入後所做獲得的數據資料轉摘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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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或轉換成圖形，比較基線期（A）、處理期（B）各階段：第一階段、第二

階段第三階段以及維持期（M）間的差異，以瞭解行為的功能及實驗介入的成效，

詳細情形如下： 

一、階段內變化分析 

    本階段內之目的在於指出同一階段內，資料的趨向發展及水準變化，包括階

段的趨向預估、趨向穩定性、水準穩定性、水準範圍和水準變化。 

二、階段間變化分析 

    本階段的目的在瞭解研究介入或撤除後，資料點變化的狀況，以對假設進行

驗證。本階段包括趨向方向、趨向穩定、水準變化和重疊的百分比。 

肆、社會效度 

    為了瞭解對問題行為之介入是否真的對受試兒童產生明顯且有意義的改變，

因此將從任課老師以及家長的角度來探討其影響，以瞭解教學成效的社會效度；

訪問於研究實驗維持期時進行，以研究者事先擬好的焦點訪談提綱訪談教師與家

長，並根據訪談所得資料進行歸納與整理。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經由正向行為支持方案的介入後，對於國小視多障兒童問題

行為的影響。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對問題行為之影響；第二節為正

向行為支持方案對替代性行為之影響；第三節為社會效度分析；第四節則為綜合

討論。 

 

第一節 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對問題行為之影響 

本部份主要在探討受試兒童接受正向行為之後，其問題行為次數的增減，以

及替代性行為的產生情況，同時以圖 4-1 問題行為與替代性行為出現次數曲線圖、

表 4.1-1 問題行為階段內分析摘要表、表 4.1-2 問題行為階段間分析摘要表、以及

關於替代性行為的表 4.1-3 替代性行為階段內分析摘要表、表 4.1-4 替代性行為階

段間分析摘要表來說明在三種不同的情境中，受試兒童之問題行為和替代性行為

的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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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生活自理情境之問題行為次數分析 

     

    

 

 

 

 

 

 

 

 

 

 

 

     

    由圖 4-1 所分解出之圖中可以看出，受試兒童在生活自理情境基線期之 6 次

觀察中，問題行為的出現次數都介於 16~18 次之間，而當處理期開始後，第一次

觀察時問題行為的出現次數即下降為 12 次，第三次觀察雖然有升高至 10 次，不

過之後的幾次觀察便完全沒有再上升過，持續呈現下降的趨勢，而最後一堂課(第

12 堂)則下降至 1 次。保留期之觀察結果也能夠維持相當的水準，並沒有急速的

增加次數，次數介於 1~3 次間。 

整體而言，圖 4-1、表 4.1-1 以及表 4.1-2 均顯示介入期 B11、B12、B13 階段問題行

為的發生次數均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跡象顯示問題行為發生次數在介入期有持

續地獲得改善。 

由上述分析可知，受試兒童在接受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介入後，問題行為出現次數

顯著減少，而問題行為減少的現象在正向行為支持褪除後，仍能維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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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認知教學情境之問題行為次數分析 

     

 

 

 

 

 

 

 

 

 

 

 

 

 

    由圖 4-1 所分解出之圖表來看，我們可以做以下分析：受試兒童在接受正向

行為支持方案介入後，問題行為出現次數顯著減少，而問題行為減少的現象在正

向行為支持褪除後，仍能維持效果。 

 

參、休閒教育情境之問題行為次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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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4-1 所分解出之圖表來看，我們可以做以下分析：受試兒童在接受正向

行為支持方案介入後，問題行為出現次數顯著減少，而問題行為減少的現象在正

向行為支持褪除後，仍能維持效果。 

    整體而言，圖 4-1、表 4.1-1 以及表 4.1-2 皆顯示處理期 B1、B2、B3 階段的

問題行為發生比率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顯示問題行為發生比率於處理期逐漸地

改善。 

 

第二節 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對替代性行為之影響 

    由於受試兒童在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實施之前，在三個情境中皆      未出現

替代性行為，因此受試兒童替代性行為的評量資料在基線期、以及尚未進行針對

替代性行為做介入的介入期 B1，將不會呈現在圖 4.1-1 中。受試兒童替代性行為

的情況將以表 4.1-3 替代性行為變化曲線圖階段內分析摘要表、以及表 4.1-4 替

代性行為變化曲線圖階段間分析摘要表來呈現： 

 

 

壹、生活自理情境之替代性行為次數分析 

     

 

 

 

 

 

 

 

 

 

 

 

 

 

    由圖 4.1 所分解出之圖表可以看出，受試兒童在生活自理情境的 12 次觀察

中，替代性行為的次數範圍介於 1~6 次之間，平均次數為 3.67 次。在介入期第二

階段(B12)之 4 次觀察中，替代性行為的出現次數介於 1~3 次之間，當進入下一階

段 B13 的處理後，B13 的第一次觀察即上升為 4 次，之後雖然沒有快速攀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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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有維持在 3 以上的次數，而保留期 M1 的第一次觀察次數則從 5 次開始，最

後一次的觀察結果為 6，雖上升速度並不急劇，但也繼續保持上升的趨勢，直到

最後都沒有下降，維持著相當的水準，次數介於 5~6 次間。 

由以上資料得知，受試兒童在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介入後，替代性行為出現次數明

顯增加，而在正向行為支持方案退除以後，替代性行為之次數亦能維持，並沒有

急速減少。 

 

貳、認知教學情境之替代性行為次數分析 

     

 

 

 

 

 

 

 

 

 

 

 

 

    由圖 4-1 所分解出之圖表可以看出，受試兒童在認知教學情境的 12 次觀察

中，替代性行為的次數範圍介於 2~8 次之間，平均次數為 5.75 次。在介入期第二

階段 B22 之 4 次觀察中，替代性行為的出現次數介於 2~4 次之間，當進入下一階

段 B23 的處理後，B23 的第一次觀察即快速上升為 7 次，之後雖然沒有快速攀升，

但也都有維持在 7 以上的次數，而保留期 M2 的第一次觀察次數則從 6 次開始，

最後一次的觀察結果為 7，雖上升速度並不急劇，但也繼續保持上升的趨勢，直

到最後都沒有下降，維持著相當的水準，次數介於 6~7 次間。 

由以上資料得知，受試兒童在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介入後，替代性行為出現次數明

顯增加，而在正向行為支持方案退除以後，替代性行為之次數亦能維持，並沒有

急速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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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休閒教學情境之替代性行為次數分析 

     

 

 

 

 

 

 

 

 

 

 

 

    由圖 4-1 所分解出之圖表可以看出，受試兒童在休閒教學情境的 12 次觀察

中，替代性行為的次數範圍介於 4~8 次之間，平均次數為 5.91 次。在介入期第二

階段 B32 之 4 次觀察中，替代性行為的出現次數介於 4~6 次之間，當進入下一階

段 B33 的處理後，B33 的第一次觀察即快速上升為 5 次，之後雖然沒有快速攀升，

但也都有維持在 5 以上的次數，而保留期 M3 的第一次觀察次數則從 5 次開始，

最後一次的觀察結果為 8，上升的速度為三種情境中最高的，次數介於 5~8 次間。 

由以上資料得知，受試兒童在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介入後，替代性行為出現次數明

顯增加，而在正向行為支持方案退除以後，替代性行為之次數亦能維持，並沒有

急速減少。 

 

第三節 社會效度分析 

    為瞭解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之介入成效，本研究將於實驗結束後進行社會效度

分析，由於受試兒童的導師即為研究者本身，因此接受訪談的其中一位對象，則

改為研究者班上的另一位導師。研究者將使用焦點提綱訪談受試者的導師、教師

助理員、專任老師，以瞭解受訪者對本研究之想法，以下即為訪談資料之內容整

理。 

壹、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對受試兒童問題行為之影響 

    從老師們的訪談資料得知，在進經過每種情境至少 5 週之實驗介入之後，受

試兒童的脫鞋行為有明顯改善且減少的現象。 

    此外，由以上訪談得知，教師們對於正向行為支持方案用於改善特殊兒童問

題行為，皆給予正向的肯定與回饋，認為該方案的確能有效改善特殊兒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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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而且能持續一段蠻長久的時間，但有部分老師則提出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可

能遭遇到的問題及限制，例如耗時、不能同時施行在很多人身上，不符合經濟效

益、普通班可能施行不易等，這些都是很值得參考與深思的意見。 

貳、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對受試兒童替代性行為表現之影響 

    對於本研究在替代性行為方面的看法，老師們皆表示該替代性行為相當符合

該受試兒童目前的能力水準，且能有效替代問題行為，使問題行為減少，而替代

性行為對學生是有意義且符合其需求的，不過如何保持這個行為的意義以及延長

此行為的表現時間，是我們未來亟需思考的問題。 

參與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後的感想 

在參與此方案後，老師們都覺得受益良多，且對未來的班級經 

營及面對學生的態度方面，有很大的影響，接受訪問的三位教師對於正向行為支

持方案介入視多障兒童問題行為之成效，都持正向、肯定的看法，對該方案也抱

持很大的期望，表示這次的研究結果得到社會效度的支持。 

 

第四節 綜合討論 

正向行為支持對於降低視多障兒童的問題行為有明顯的改善，本節將就受試兒童

在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後，在生活自理、認知課程及休閒教育情境中問題行為的表

現、受試兒童其他行為的表現二方面探討。 

壹、問題行為次數的表現 

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對於受試兒童的問題行為發生次數有逐漸減少的成效，研究者

整理如圖 4-2 所示，並發現以下下列現象進行討論： 

 

 

 

 

 

 

 

 

 

 

 

 

圖 4-2 三種情境問題行為平均次數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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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圖 4-2 可以看出，三種情境的問題行為發生次數皆相距不遠，十分接近，

顯示在無人注意的前提下，影響問題行為之原因主要是他人注意與否。 

二、在進入介入期後，我們發現問題行為除了受他人注意與否影響外，也受課程

內容的影響。 

三、在三種情境的維持期中，雖然正向行為支援的介入已慢慢撤除，但是經過數

週、跨情境之重複練習，受試兒童已逐漸習慣以替代行為來代替問題行為。 

四、綜觀各情境之問題行為平均次數，不管是哪種情境，平均次數皆隨著時間的

累積及逐漸的介入而降低。 

 

 

貳、受試兒童其他行為的表現 

    此外，在實驗教學的過程中，受試兒童除了在實驗欲達目標方面有明顯的進

步外，研究者亦觀察到其他各方面的進步，茲分述如下： 

一、自動將替代性行為類化至其他情境 

二、自行發展出其他積極性的替代性行為 

三、與老師的關係改善，互動變好 

四、學習意願提高，比從前更能融入學習活動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對視多障兒童問題行為之教

學成效，研究方法採單一受試實驗研究之跨情境設計，以下根據實驗結果提出研

究結論、研究限制以及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研究者根據受試兒童在教學成果的視覺分析、C 統計以及教師、家長等重要

他人的訪談等資料，分析受試兒童在實驗介入後的表現，以決定正向行為支持方

案之整體成效。 

 

壹、正向行為支持方案對國小視多障兒童的問題行為之影響 

一、以正向行為支持方案進行實驗介入部份 

(一)改變事前情境： 

    由固定時距到不固定時距的給予注意，發現能顯著減少問題行為的出現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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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變行為，教導替代性行為： 

    經由替代性行為的教導，發現能有效提高替代性行為的次數，減少問題行為

的出現次數。 

(三)綜合並逐漸褪除前兩階段之介入： 

    逐漸降低給予注意的次數、給予增強的頻率以及對替代性型為提醒的次數，

發現問題行為並沒有因此而上升，替代性行為仍繼續維持。 

二、綜合部分 

(一)依照功能性評量的結果所設計出的正向行為支持方案，能有效降 

    低受試兒童問題行為的出現。 

(二)正向行為支持方案能維持並效提高替代性行為的出現次數。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之結論，本研究提出問題行為介入之建議，並提出未來在這方

面研究上可行的方向。 

壹、教學上的建議 

一、運用功能性評量找出問題行為之功能 

    受試兒童經常藉由脫鞋襪的方式，達到引起注意的目的，而透過功能性評量

找出問題行為的功能後，才能根據問題行為的功能擬定有效的正向行為支持方案，

藉以控制前事並教導與問題行為等值的替代性行為，以取代問題行為。 

二、找出最適合受試兒童之替代性溝通方式 

    本研究顯示，以適當的溝通方式代替問題行為來表達欲引起注意的意圖，不

但能有效降低問題行為，同時還能提升其適當的溝通方式，如受試兒童在獨處的

情況下，最易出現問題行為，因此若教學者能教導替代性的溝通方式，如此一來

受試兒童比較能有效表達需要他人陪伴的意願，教師或家長更能及時發現其需求，

適時陪伴。 

三、使用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來處理問題行為 

    過去對於問題行為的處理，主要是運用各種較為抑制、禁止的處理方式，例

如處罰、隔離等，雖有立即的成效，但長久的成效並不顯著，甚至有時有更加嚴

重的趨勢，如此不但造成旁人對身心障礙者異樣的眼光、不好的刻板印象，還會

影響其生活品質，而提供正向行為支持方案，採用適性的教育方式，引導學生以

替代性行為來取代問題行為。 

四、社會性增強對於身心障礙兒童是有效果的 

    人人都喜歡被讚美、得到關注，一般人總以為對於身心障礙兒童而言，原級

增強物是比較有效的，但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以及各參與研究的老師與受試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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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都已相處多時，彼此的默契早已建立，因此當研究者欲以社會性增強來誘發其

替代性行為，這樣的增強模式便派上了用場，並發揮了很大的效果。經由上述結

果，研究者體悟到儘管身心障礙兒童的領悟或認知能力並不高，但是只要用心經

營彼此的關係，以愛為出發點來對待孩子，相信孩子們都能感受到你的善意。 

貳、研究上的建議 

一、擴大到其他障礙類別及不同障礙程度之學生 

    本研究將受試兒童的問題行為動機焦點化，僅針對一種最主要的行為動機進

行正向行為支持方案設計及執行，但實際上多重障礙學生問題行為原因往往具有

其複雜性，如此的處理對這位兒童有效，但對其他多障兒童是否能發揮功用、發

現問題行為的功能，是值得繼續深入觀察與探討。 

二、不同情境行為之探討 

    本研究之正向行為支持方案之介入結果僅能推論至學校情境，無法針對其他

情境如家庭、公園、校車等，未來如能擴大至更多元的情境，研究應能獲得更為

完善的實驗結果。 

三、家長也能成為正向行為方案之實施者 

    在本研究在功能性評量及正向行為支持方案的實施過程中，實施者皆為研究

者以及其他教師，而非家長，因此無法將問題行為發生的動機以及方案的實施擴

大至家人，所以以後的研究可考慮提高家長對功能性評量及正向行為支持方案的

參與度，如邀請家長與老師一起進行直接觀察、實施介入，如此不僅能根除問題

行為，更能在家長對子女教養的方式上提供適時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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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北京市視障隨班就讀學生評估 

       測試時間：         測試人： 

一、基本情況 

學生名：  區縣：    性別：    年齡：   年級： 

學校： 

眼病簡史： 

視覺狀況 

1. 戴鏡情況（是  否）  眼鏡類型（近視  遠視  散光）  

2. 近視力：  左____     右____   雙眼____ 

3. 遠視力：  左____     右____   雙眼____ 

4. 視野：               5. 色覺： 

6. 反差視力：           7. 夜盲和暗適應 

8. 放大需求：       建議佩戴助視器：近用 D   遠用： 

9. 眼睛其它問題： 

三、閱讀和學業： 

四、人際交往： 

五、定向行走和生活能力： 

六、心理和適應能力： 

七、家庭和學校態度： 

八、視覺環境： 

九、助視器和照明： 

十、其它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