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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服務學習融滲通識教育課程教案之二 

──我們為何要創造關懷與支持身心障礙族群互惠文化？ 
● 方中士  

 

 

 

站在罕病基因所致之身心障礙者是人類物種基因庫維持複製活性所付出的代價這

立場言，人類本來就該為創造社會互惠的機制努力，使科技文明的發展超越市場消費

邏輯，改從設計源頭便考慮到身心障礙者代替全人類受苦應獲得的關懷與支持。 

但現實可不是如此！人類的意識往往跟不上科技物質文明的自我發展腳步，甚至

是在其揚塵而去後不免傷感檢視這些帶來感官刺激滿足與希望之產品，為產品製造與

設計時全然沒設想到被排除在外的身心障礙族群的需求。這令人不免感慨技術與產品

設計的最早階段為何不能多一點跨越感官認知的想像與體貼？體貼甚麼？體貼肢障、

視聽感官與心智認知有障礙的人？這也是體貼產品製造與設計者自己或年老或早衰或

意外而不方便時是否能用得上？ 

且看看我們的電視各頻道節目能否提供自由切換具字幕視窗？除了即時重大新聞

的跑馬燈文字外，新聞畫面能否增闢手語的母子視窗？在公共場所發佈緊急警報時能

否提供視覺警告圖示登號？或者有即時的網路警告訊息能進入個人手機？這一切可都

要靠運用創發科技文明者於設計之初便不管是主動自覺或被文化機制強迫？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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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聽障者與外界的溝通可不只有提供視覺文字訊息而已，如果我們期待視障者

有手寫文字輸入即時轉換為能與聽者溝通的介面，讓視覺文字與聽覺語音雙軌呈現。

這就好比如一般人可不能充分理解手語在聽障者間傳遞的訊息內涵很豐富，永遠該提

醒生活機制與產品設計者想理解跨感官需求時該抱持謙虛學習的態度，也就是說，設

計者得先打破框架，謙卑的向所有身心障礙者學習，如同高喊公平正義的人須向社會

底層的弱勢者學習。 

又例如身心障礙者中最易與外界資訊阻隔的視覺障礙者，在電腦數位科技不斷躍

進的時代不也在各種輔具的研發與製造上嘉惠視障者嗎？讓視障者輕易的成為克服障

礙、永不放棄、堅持自我實現與社會互助等諸多正面價值的最佳代言人？在主流媒體

與教育機關相激相盪兼相互抄襲複製的操作下，戴墨鏡拿手杖容或再加頭導盲犬的盲

人形象深植人心，人們不也很容易的在腦海裡幻現出經媒體聚焦與定格後的個職場各

領域中當學習的勵志典範？印象中我們社會竟然有盲人博士、盲人鋼琴師、盲人聲樂

家、盲人歌手、還有盲眼律師、教師、精神科醫師、心理諮商師、心靈課程講師、電

腦程式設計師、調音師……；也就是說，在傳統的盲人按摩師與命理師之外，在這數

位科技帶來突破昔日個種障礙的時代，我們似乎己為視障者創造了只要你有意願，當

前社會的千工百業已經為視障者打開大門，我們已創造了一個讓人引以為榮的互惠互

助社會了呢？  

但視障者的就業現實狀況又是如何？在新科技輔具支持下舊的特教與重建體系已

進一步被加強。新的職種產生了，主管勞動政策的公部門推動職務再設計之類的支持

待業或在職的視障者，各式個樣的視覺障礙輔具成了公部門贊助的熱門產學研發計劃

案。 

由以上趨勢與現象的描述言，我們社會似乎真的已經能體貼與支持視障者尋求充

分獨立自主的生活了，數位科技研發者也已經主動在設計之初致力於滿足身心障礙者

無障礙生活環境的需求，加上媒體裡不斷傳來從醫學到人工智慧到克服感官失能障礙

的各新科研成果訊息──如自體細胞逆轉為幹細胞視網膜甚至是眼球器官再生技術、

人工視網膜微縮晶片仿生電子眼、行動衛星導盲系統、二維條碼空間與商品導盲資訊

互動系統、大眾運輸無障礙導盲設施系統、電腦全語音螢幕瀏覽器報讀程式、攜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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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文件圖書轉語音辨識系統、穿戴式圖文資訊辨識系統……，令人振奮消息接踵而

至，加上充當社會處處有愛心的樣版般的視障語音導盲設施、人導或工作犬導盲行動

協助的報導，好像能從居家到外出、從身體到精神、從教育到社福都有了令人安心的

支持與救援體系與文化，使還未能接受眼球器官再生技術或人工電子眼手術以重見光

明奇蹟的盲人不必再受幽閉隔阻之苦，不必再惶恐絕望，似乎整個社會都已動起來，

忙著隨時創造出令人引以為傲的互助社群生活了嗎？ 

但我們真的已到達從科技產品設計源頭上便考慮到身心障礙者的真實需求了嗎？

這其實如同可解除可怕病痛與拯救性命的醫藥還是被追求獲利的跨國企業以保護專利

的手段緊緊掌握，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的警訊嚇阻不了雨林等自然資源的開發腳步，

經濟成長的繁榮建設掩蓋不了窮國被跨國企業操控的全球化市場力量嚴重剝削的事實

，極少數的富有階層不能對廣大底層眾生的勉力求生視而不見；也就是說，對所有人

來說，這依然是最光明也最黑黯的時代。 

 

 

如前所述，創造一互惠的社群生活是當代科技文明該有的發展目標，以此為本課

程教學之核心價值──促使學生設想視障者在資訊接收等自理生活上的種種限制；由

此，進而促使學生學習一項與其科系專業結合的視障生活數位輔具程式，並經由功能

操作到使用測式到轉介給視障者的過程，具體的讓學生落實從服務中學習公民社會關

懷弱勢的互惠社群生活的真諦。此教案的實施課程綱要與步驟： 

1.第一週：教案目標與實施步驟說明與學生小組分組（以同科系學生 3-6 名為一組

） 

2.第二週：從個科系專業背景設想視障者某自理生活的障礙與突破障礙之可能設計

之小組專題報告（含彙整資料與口頭報告） 

3.第三週—第六週：擇定一針對視障者生活數位輔具軟體撰寫功能操作到測試到轉

介到使用經驗分享與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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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七週—第八週：期中考──以小組組員擔任暫時的矇眼視障者在全班學生前現

場演示一視障者操作數位生活輔具之報告。 

5.第九週：教案執行成效檢討與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