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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便能夠經由聲音來辨識圖像了。只

是慣用視覺的人類，不需要這方面的功

能，因此也未被留意與發展。「聲音顯

示」圖像不但要能控制聲音變化，更要

配合人類的聽覺以及圖像建構，才能展

現圖像之中左右與上下兩個維度的畫素

分布。以往聲音的產生與控制多靠硬體

設備，不但艱深困難，造價昂貴，而且

靈活度與方便性都不適合廣泛應用。如

今電腦科技發達普遍，利用電腦音效控

制聲音變化的靈活度與方便性都已適合

用作「聲音顯示」圖像；所缺的是要研

究如何配合人類的聽覺與圖像建構來展

示畫素的左右與上下位置，也就是「聲

音顯示」圖像的方式與流程。我們的研

究不但提供了「聲音顯示」圖像的方式

與流程，並且實際利用電腦組合聲音實

際「顯示」圖像，作為視障輔具。

方法與結果

一、左右維度聽覺實驗�

　　實�利用電腦的實�利用電腦的3D音效進行，程

式以VB（Visual Basic）��，�行��，�行

畫面如圖 1 所示。實�者以滑鼠點選

／��� ���� ������ ���� ���

前言

　　視障����圖像��體的���視障����圖像��體的���

訊常靠觸覺，一次只能摸讀一部分，

需要經過連續體察，然後才能夠將各

部分�訊組成整體形象，（���，（���，���，

2004）。��人�經由�維圖形���。��人�經由�維圖形���

波，並藉由�波的傳播，直接以視覺�

����訊，而視障��只能逐點觸摸

之後，與以往其他的觸摸經�比對。既

然經由�波能夠直接傳播���訊，我

們不禁想問：「如何能夠經由聲波將圖

像��體的���訊直接傳播給視障�

�呢？」

　　��辨識聲音組成與��辨識����辨識聲音組成與��辨識��

組成的方式並不相�。��不能辨識�

�的組成，��卻能夠分辨聲音的組成 

（��� ��，��� ��，1980、約翰 威爾遜，

1980）。�如，�上��個人���。�如，�上��個人���

話，我們不但能夠分辨出是哪些人在說

話，還能分辨他們在何處說話。就這個

特性而言，聲波很適合用來傳播圖像的

���訊。圖像是由點所拼湊而成，稱

為「畫素」。若是以位置與強弱不�的

聲音來展現畫素的位置與強弱等性質，

聲音顯示圖像的

視障輔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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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左」、「偏左」、「中�」、「偏

右」、「最右」五個方塊之一，電腦就

會發出代表該方塊位置的聲音。

　　實����以滑鼠點選來�聽代表實����以滑鼠點選來�聽代表

各個位置的聲音，熟悉之後就�以選擇

實�1 -1到1 -6來進行「聽音」與「辨

圖一　左右維度實驗的執行畫面

位」的小實�，每個小實�各�十題，

一共是60題。每個小實�開始�程式

會�亂數選擇代表五個位置的聲音之一

來播放，實�者「聽音」，並「辨識」

所代表的位置之後，點選該畫面中對應

位置方塊之下的圈圈來作答，視障��

則由研究者協助點選答案。電腦程式會

自動紀錄問題與作答。十題「聽音」與

「辨位」完畢後，實�者�選擇繼續下

一組十題小實�，�休息以後再繼續。

　　�實��實�1-1到實�1-6，共60題「聽

音辨位」，加總結果�以歸納顯示3D

音效是否能夠表達左右位置。圖2統計

圖的橫軸編號1、2、3、4、5對應於

「最左」、「偏左」、「中�」、「偏

右」、「最右」五個位置，方框標示了

播放的聲音。每一個播放聲音，都�5

個選項�挑選作答。縱軸是選答結果的

百分比。選答百分比愈集中，代表辨識

率愈佳。

　　圖圖2之中兩人實�結果相當一致，

每一題正確選答率接近100%。實�結

果證實利用3D的電腦音效，展示聲音

左右位置的「聽音辨位」是�行的。而

且，不論是視障���是非視障��的

實�結果都很一致。參與實�的��，

都是首次遇到這種「聽音辨位」的實

�。雖然�實�1-1到實�1-6一共�六

十題，也只需約5～8分鐘，熟悉的�

�很短暫。只要多練習，必能達到接近

100%的辨識率。

二、上下維度聽覺實驗�

　　利用電腦的利用電腦的3D音效進行上下維度

實�（實��），程式的�行畫面類（實��），程式的�行畫面類實��），程式的�行畫面類），程式的�行畫面類，程式的�行畫面類

似於圖1。不�的是，畫面中橫排的五

個位置方塊，改成了由上而下直排的

「最上」、「偏上」、「中�」、「偏

下」、「最下」五個方塊。實�者以滑

鼠點選五個方塊之一，電腦就會發出代

表該方塊的聲音。實�者，熟悉之後就

�以選擇實�2-1到2-6來進行「聽音」

與「辨位」的小實�，每個小實�各�

十題，一共是60題。實�開始�程式會

�以亂數選擇一個代表上下不�位置的

聲音來播放。實�者「聽音」，並「辨

位」所代表的上下位置，然後點選該位

置方塊旁邊的圈圈作答，視障��則由

研究者代協助點選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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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3的視障者「上下聽音辨位」

統計結果顯示，利用3D的電腦音效，

展示聲音上下位置的「聽音辨位」是

不�行的。�如，當電腦播放 1 號聲

音，代表「最上」的位置，�是視障

��選答的結果，卻是「最上」（（1）

與「最下」（（5）的比�相當，約都是的比�相當，約都是

50%。又�如，當電腦播放 4 號聲音，

代表「偏下」的位置，�是視障��所

選的答案，卻是「最上」（（1）、「偏、「偏

上」（（2）、「偏下」（、「偏下」（（4）與「最下」與「最下」

（5）都�，而且「偏上」（都�，而且「偏上」（（2）與「偏與「偏

下」（（4）的比�相當，都約是的比�相當，都約是40%。

這顯示利用3D的電腦音效展示聲音的

上下位置，「聽音辨位」的結果是上下

不分的。比較其他組別的實�結果，不

論是男性�女性、中小�生�大人，對

於聲音上下位置無法「聽音辨位」的實

�結果，都很一致。因此不再重複列印

類似的統計圖，而著重於結果的探討。

　　與人類一�生活在�面的�種，生與人類一�生活在�面的�種，生

活上沒�上下維度的辨識需求，��的

構造左右對稱分布，雖然能夠�辨左

右，卻難以分辨上下。

b. 非視障同學

圖二　�a. 視障同學與 b. 非視障同學「左右聽音辨位」統計圖。橫軸是聲音編號，編

號1、2、3、4、5 對應於「最左」、「偏左」、「中間」、「偏右」、「最

右」的位置，方框內是播放的聲音。縱軸是選答 1～5 號的百分比。選答百

分比愈集中，愈接近 100%，代表辨識率愈�。

a. 視障同學



— � —

《 啟明苑通訊，56 期， 96.6 》

　　自然��些如���之類的�行�自然��些如���之類的�行�

禽，它們的生活範圍裡，上下維度的辨

識與左右一�重要，又都在��獵食，

以聽音辨位為主。�如圖4之中顯示�

��的兩�已經進化得上下不對稱，因

此具�對於上下維度的聽音辨位能力

（Kane & Sternheim，1988）。。

三、��������上下、��������上下

　　實��結果顯示，人�無法辨識上實��結果顯示，人�無法辨識上

下位置。但是要展現圖像，至少要�兩

個維度。小�吹直笛�，高音孔在上，

低音孔在下。由下而上依序放開音孔，

音調也由低而高依序而上。音調高低與

位置上下，簡直就是一一對應。我們

日常生活也常用「高」「低」來描述

音調。於是實�三改用音調高低，來

展示上下的維度。高音代表「上」，

低音代表「下」。對應於「最上」、

「偏上」、「中�」、「偏下」、「最

下」的位置，程式分別播放「So」、

「Mi」、「Do」、「La」、「Fa」�

高音到低音的五個音調，其中La與Fa

的底線代表低音。

　　�圖�圖5之中統計視障��的實�結

果顯示，利用音調高低，展示聲音上下

位置的「聽音辨位」是精確�行的。比

較其他組別的實�統計，不論是男性�

女性、中小�生�大人，對於利用音調

高低代表上下位置的實�結果，也都相

當一致。

圖三　�視障同學「上下聽音辨位」統計圖。橫軸是聲音編號，編號 1、2、3、4、5 

對應於「最下」、「偏下」、「中間」、「偏上」、「最上」的位置。方框

內是播放的聲音。縱軸是選答 1～5 號的百分比。選答百分比愈分散，代表

辨識率愈差。

圖四　�貓頭鷹不對稱的兩耳，有助於

以聽覺辨識上下位置（Kane�&�

Sternheim，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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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說聲音表達��的高低訊息，是雖說聲音表達��的高低訊息，是

利用音樂上音階的高低，這並不表示使

用者需要接受過音樂訓練。即使不曾受

過音樂訓練的人，聽到音樂也能夠跟著

哼唱，�見音樂是人類的天賦。只是平

常音樂多被用來表達喜、怒、哀、樂等

情意方面的訊息；��人的生活沒�利

用音調來表達高、低等��方面訊息的

必要。對於善用聽覺，甚至倚賴聽覺的

視障�胞，音樂還�以�「顯示」��

位置的功能。接著討論�種利用電腦音

效來做「聲音顯示」圖像的實際應用。

實際應用

一、��������、��������

　　一�圖像顯示由畫素組成，最��一�圖像顯示由畫素組成，最��

的��位置的分辨，至少需要九個畫素

（左中右）左中右））X（上中下）�上中下）�）��3×3�9也

就是小��毛筆的九宮格。表1為九宮

格聲音顯示的「旋律」設計，其中最下

方一列 1La的底線代表低音的La。中�

欄位的「左右聲道」表示左右聲道音量

比�相�。聽到右聲道播放 1La，就代

表是「右下格」。程式設計好，也測�

成功了。不論是否視障��都能憑聽

覺100%辨認對應於九格之中的任何一

格。如果是只利用左聲道的上中下三點

與右聲道的上中下三點，就�以用來

聲音顯示六點的盲用點字 （���，（���，���，

2001、張文亮，2003）。憑聽覺辨識。憑聽覺辨識

點字的測�，����遠不如視障�

�。

表一　�九宮格聲音顯示的旋律設計對照

表，其中La的底線代表低音La

左聲道 左右聲道 右聲道

Mi Mi Mi

Do Do Do

1La 1La 1La

圖五　�視障同學對於音調代表上下方位的�60�次「上下聽音辨位」統計。橫軸是聲

音編號，編號�1、2、3、4、5�對應於「最下」、「偏下」、「中間」、「偏

上」、「最上」的位置，方框內是播放的聲音。縱軸是選答 1～5 號的百分

比。選答百分比愈集中，代表辨識率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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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三���������

　　大�都��五��，�是視障者只大�都��五��，�是視障者只

能利用觸覺來�，聲音顯示除了像「九

宮格」�利用音調與聲道來辨識上下與

左右之外；再加上利用��辨識音�的

天賦，以不�音�的樂器代表不�的�

�，�是電腦。這�視障��就�以分

辨出，是誰在下�？以及下在哪裡？也

就能夠參與下�了！ 

　　表表2是三��遊戲聲音顯示的示意

圖，以鋼琴聲音代表電腦，而小提琴聲

音則代表��。遊戲者除了聽音辨位，

還能�音�辨識雙方的��。視障��

�以依據聲音顯示了解雙方���盤在

中的位置，並利用電腦鍵盤右方數字鍵

以「九宮格」選擇下�位置與電腦對

弈。表2的�局「聽來」是���勝。

只用聽覺下�，的確不容易，經過�翻

練習，不論是否視障的��都能憑聽覺

和電腦下�。

表二　�三子棋遊戲聲音顯示的示意圖，

以鋼琴聲音代表電腦，而小提琴

聲音則代表玩家。

左聲道 左右聲道 右聲道

小提琴Mi 鋼琴Mi

鋼琴Do 小提琴Do

鋼琴La 小提琴La

三、��������、��������

　　聲音顯示除了能建構遊戲中的��聲音顯示除了能建構遊戲中的��

感覺，更�教�輔助功能！尤其是與�

�概念相關的�科，像是�何、座標…

之類的，雖然觸摸式的模型輔具頗�幫

助，�是製作很花錢費�，而且觸覺與

��概念關聯與建構，也須經過適當的

�習（���，（���，���，2004）。如果也能�不。如果也能�不

必依賴觸覺的教�輔具，不論教與�，

都會比較得心應手。既然已經能夠用聲

音顯示3×3�9個畫素的九宮格，�以

更進一步提升畫素的數目與應用的範

圍了。聲音顯示5×5�25個畫素是以

So、Mi、Do、La、Fa五個音調來代表

由上而下的五個位置由；左右位置則由

左右兩聲道的比�來代表。

表三　�聲音顯示直角三角形：a. 和絃設

計與 b. 實際圖形對照表

a. 和絃設計 b. 實際圖形

So

Mi Mi

Do Do Do

La La La La

Fa Fa Fa Fa Fa

　　�如，表�如，表3中a .欄位的「和絃」分

布，代表b.欄位的直角三角形。視障�

�也很喜歡這個「遊戲」，希望將來能

夠建立一個聲音顯示的�何圖庫，對於

�何與座標方面的�習很�幫助。

結論

　　一���人倚賴視覺�得大部分�一���人倚賴視覺�得大部分�

訊，尤其是�關於��位置的�訊，極

少機會倚賴聽覺；因此「聽音辨位」的

能力，並未�盡其用。最近國外與台北

榮總的研究都證實：聽覺中樞對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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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注意」的聲音，的確會不與啟動（�（��

庭郁，2006）。��中的研究實�，將。��中的研究實�，將

電腦遊戲的音效關閉，對於一���，

全無影響。�是，我們的研究結果顯

示，電腦的音效對於善用聽覺，甚至倚

賴聽覺的的視障��卻�以�「顯示」

��位置的功能。這項研究顯示利用電

腦音效為視障者播放��訊息，不但方

便，也不會�重複的干擾。因為音調與

音�的組合方式無限，雖然�紀錄的樂

曲不計其數，而且數量也大量增加之

中，人們還是一聽就能分辨。運用電腦

無邊際的音效能力、靈活性與普及性；

視障�胞將�以聽見各種圖形的「音

像」，甚至還能為各種「音像」加上自

己的風格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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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視障者就�率不高，只在台�，視障者就�率不高，只

�37 .4%，弱視者的就�率為38 .2%，

全盲者的就�率為3 5 .9%（�永�，（�永�，�永�，

2001）。要提升就�率，需�實就�。要提升就�率，需�實就�

轉銜。欲�實就�轉銜，需��瞭就

�轉銜之影響因素。�文即以生態觀點

（Szymanski, Enwright, Hershenson, & 

Ettinger, 2003）探討影響視障者之就�探討影響視障者之就�

轉銜因素。此觀點主張身心障礙者（包

含視障者）的生涯發展�分為概念因素

及過程因素。此�因素相互關連，概念

受過程影響，概念彼此影響，並且概念

中的元素也會彼此影響。再者，�關影

響視障者就�轉銜因素的文獻不多，故

列舉其他類別身心障礙者的相關文獻以

探討之。以下說�概念。

壹、概念

　　生態模式的概念包含五個�度：個生態模式的概念包含五個�度：個

人、背景、中介因素、環境及成果。

一、個人（individual）�

　　個人是�自己的身心特質，包含個人是�自己的身心特質，包含

性別、種族、身心特質（包含工作能

力、偏好、限制、興趣、需求、價值

觀）、工作經�及�關生涯方面的諮商

等（（Szymanski et al, 2003）。若能瞭。若能瞭

解自我身心特質，選擇符合自己的興趣

及工作能力的工作，則對工作滿意的機

會越大（（Tuttle, 1984） 。 。

二、��（、��（context） 

　　此項目為個人過��現在的生活此項目為個人過��現在的生活

背景。�如：社經�位、�庭背景、

教�機會、法律（�如�國障礙者法

案）及不尋常的事件（�如：戰爭、

自然災害�中大獎等）（（Szymanski et 

al., 2003）。舉�而言，視障者之��。舉�而言，視障者之��

探索的限制多起於�人的保護（（O 'Day, 

1999）�法律的保護。背景因素影響�法律的保護。背景因素影響

轉銜甚巨，所以轉銜�要考慮�生的

背景（（Szymanski, 1998），�如：�，�如：�

庭。其在�生轉銜計畫及實行�扮演十

分關鍵的角�（（Ferguson, Ferguson, & 

Jones, 1988）。。

三、中���（、中���（individual）

　　此項因素是�影響個人和環境互動此項因素是�影響個人和環境互動

的信念，其中包含個人信念、文化信念

及社會信念。以下說�之。

影響視障者就業
轉銜之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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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信念是個人對自己的能力、個人信念是個人對自己的能力、

特質、習慣�潛能的看法，�如：自

尊（（self -esteem）、自我效能（、自我效能（self -

efficacy）、障礙的調適（（Szymanski 

e t  a l ,  2 0 0 3 ） 、 自 我 � � （、 自 我 � � （ s e l f -

determination）及效能期望（（efficacy 

expectation）。以自尊而言，自尊低的。以自尊而言，自尊低的

視障者容易失�，而失�也容易使視障

者的自尊較低（（Hagemoser, 1996）。。

以自我效能而言，自我效能的意義是

自己相信自己�以達成某項目標。研

究發現，在教�身心障礙�生謀�技

巧之外，若��增進其自我效能，則

增進日後找到工作的機會（（Strauser , 

1996）。以障礙的調適而言，適應盲的。以障礙的調適而言，適應盲的

歷程�分為六階段，其包含喪失視力、

失�失�、人際疏離、尋求�訊、參加

�訓及重返社會。由喪失視力階段，調

適到尋求�訊以�習適應盲的技能，需

耗�數年，之後才�參加�訓，重返社

會工作的�能（���，2000），因

此，個人對障礙的調適影響就�甚巨。

以自我��而言，此�個體�權力及能

力過自己要的生活，這對身心障礙者

就�極�助益（（Wehmeyer, 2005）。。

自我��者善於解�問題，亦擅長自

我管理、獨立生活、敢冒險和維護安

全，��，勇於自我倡�和領�他人，

具�內控性格、瞭解自己、自我效能

的特質，以及對效能期望做正�的歸

因， （（Wehmeyer, 2003）。以效能期。以效能期

望（（efficacy expectation）而言，與�而言，與�

出的視障者接觸非常重要。因為事件�

習（（vicarious learning）影響效能期望影響效能期望

甚巨，�加深視障者對未來的信心（余

月霞、花敬凱譯，2004）。�之，沒�

看到和自己��障礙的人�以成為工作

者，�致�生不太相信自己也�以工作

（Szymanski, 1998）。。

　　文化信念�影響個人看�環境及行文化信念�影響個人看�環境及行

動的文化信念。�如：宗教信仰、適應

文化的程度及族群認�等 （（Szymanski 

et al., 2003）。。

　 　 而 社 會 信 念 則 包 含 � � 印 象 等而 社 會 信 念 則 包 含 � � 印 象 等 

（Szymanski et al., 2003）。�國的�。�國的�

健諮商人員認為雇主的��印象（��（����

盲，不知盲人能做何種工作）是影響視）是影響視是影響視

障就�的根�因素（（Crudden, Sansing, 

& Butler, 2005）。在台�，也�相�。在台�，也�相�

的情形：雇主、社會大眾、政府等往往

認為為盲人只能�事按摩，皆會影響

視障者�事他種��的機會（邱滿艷，

2001）。

四、��（、��（environment）

　　此項是�工作環境。� 如：工此項是�工作環境。� 如：工

作氣氛、工作要求和增強系統（（ t h e 

environmental task requirements and 

reinforcement systems），��再設，��再設

計、公司的考量（（Szymanski et  al . , 

2003）等。此因素影響轉銜甚巨。�等。此因素影響轉銜甚巨。�

如：充滿支持的工作氣氛皆�助於轉

銜（（Szymansk i ,  1998）。。Combs和

Omvig（1986）研究發現，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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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公司，比較願意雇用身心障礙者

（Combs, & Omvig, 1986）。全盲者。全盲者

所需的��再設計為：改善通行障礙、

改善工作場所環境，�如語音電梯、盲

用電腦需跟上現代軟體翻新的程度，專

�書籍需要製成點字版��聲書；人力

協助帶路��讀等（邱滿艷，2001）。

五、��（、��（outcome）

　　成果是�概念和過程彼此互動的成果是�概念和過程彼此互動的

結果。工作壓力（（Szymanski et  al . , 

2003）即是其中一個要項。工作壓力即是其中一個要項。工作壓力

常帶來許多問題。工作壓力常發生於較

單調乏味、缺乏主控感的工作及支持氣

氛薄弱的工作環境，而這兩種情況卻是

身心障礙者最容易碰到的（（Szymanski, 

1998）。所以，轉銜�特別需要注意工。所以，轉銜�特別需要注意工

作壓力。柏廣法（1997）訪問在一��

場工作的重度視障者工作壓力的來源，

發現其工作壓力來源�五：1.任�非視

障機構者擔心雇主以不適任理由解聘；

2.他人對視障者的��印象，難以建立

友好關係；3.工作場所中，閱讀文書�

料不便，生活中，搭公車不方便；4.工

作環境過熟悉而沒�成就感，而想換工

作，但又擔心轉�不易；5.為�得他人

肯定而特別努力，自我期許過高而�壓

力。

貳、過程（process）

　　生態模式的過程包含：發展、一致生態模式的過程包含：發展、一致

性、做�定、社會化、管道、意外事件

及就�市場。

一、��（、��（development）

　　生涯是一個發展的歷程，�一階段生涯是一個發展的歷程，�一階段

的經歷，都��能會影響下一階段的

發展，而且，生涯目標的發展直到青

少年晚期�成年早期才會穩定 （（Lent, 

Brown, & Hackett, 1994）。因此，制。因此，制

訂轉銜計畫�，應要注意上一階段的生

涯發展對下一階段的影響，並且切莫過

早定下生涯目標（（Blustein, 1992），，

並應該擴展身心障礙�生選擇��的機

會（（Szymanski, 1994）。。

二、一��（、一��（congruence）

　 　 一 致 性 是 個 人 和 環 境 是 否 相 和一 致 性 是 個 人 和 環 境 是 否 相 和

（match）（（Szymanski et al, 2003）。。

個人的需求�特質若能藉由環境來彌

補，則�助於工作。�如：�事專�工

作的視障者需要視力協助員提供視力

協助，若只依靠�事，因他們��不一

定能配合視障者，所以視障者的工作常

會延誤，�之若�視力協助員的協助，

則不需依賴�事等幫忙，增進工作效率

（王�瑜，2005）。

三、���（、���（decision making）

　　做�定是�個人考慮和生涯相關做�定是�個人考慮和生涯相關

的問題並形成�定（（Szymanski et al, 

2003）。�會作�定是轉銜�期重要的。�會作�定是轉銜�期重要的

任�（（Szymanski, 1998），因為�場，因為�場

生涯變數多，常受意外事件影響，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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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會做�定，就能善用機會，甚至得以

升遷（（Cabral, & Salomone, 1990）。。

Ryder （（2003）認為�運用諮商理論提

升身心障礙者做�定的能力，�如：幫

助身心障礙者挑戰其非理性思想。

四、���（、���（socialization）

　 　 社 會 化 是 � 個 人 � 習 扮 演 工 作社 會 化 是 � 個 人 � 習 扮 演 工 作

和 生 活 的 角 � ， 以 及 障 礙 者 角 � 社

會化（（disability role socialization） 

（Szymansk i  e t  a l . ,  2003）。轉銜。轉銜

� ， 要 注 意 身 心 障 礙 � 生 社 會 化 的

程度，是否使他期�低於潛能的夢想

（Szymanski, 1998）。。

五、��（、��（allocation）

　　管道是��、�長、��諮商�、管道是��、�長、��諮商�、

�校行政主管、人事主任等鼓勵�禁

止個人進入某些方�（（Szymanski  et 

al., 2003）。專�人員、��及諮商員。專�人員、��及諮商員

等也許會以一�的社會標準強加於身

心障礙者身上（（Szymanski, Jhonston-

Rodrigues, Millington, Rodriguez, & 

Lagergren, 1995），但這是對身心障，但這是對身心障

礙者最好的安排嗎？所以，轉銜�，專

�人員要注意自己的影響力，促進�

生及其�庭對生涯計畫採�主動角�

（Szymanski, 1998）。。

六、��事�（、��事�（chance）

　 　 意 外 事 件 是 不 � � 期 的 事 件意 外 事 件 是 不 � � 期 的 事 件

（Szymanski et al, 2003）。成功處理。成功處理

意外事件的能力在於優良的自我概念及

內控能力。所以，轉銜�要加強�生的

自我效能及規劃能力，使其得以應變意

外事件（（Szymanski, 1998）。。

七、� � � � （、 � � � � （ l a b o r  m a r ke t 

forces）

　　就�市場是影響個人及就�機會的就�市場是影響個人及就�機會的

經濟因素（（Szymanski et al., 2003）。。

身心障礙者是否提升�場競爭力？是

否能因應經濟不景氣而突然失�的窘

境 ？ 這 些 都 是 影 響 生 涯 發 展 的 因 素

（Szymanski et al., 2003）。�如：目。�如：目

�全盲者還是以按摩及點字校對（��（����

清、彭淑青，個人通訊，2005年2月））

為大宗。然而，按摩�因受到SPA等行

�盛行而生存��日益狹小（台北市政（台北市政台北市政

府財政局，2003），點字校對員的需求，點字校對員的需求

量，也因雙視書技術之影響而日趨飽和

（楊聖弘，2006）。因此大�全盲�畢

�生不僅在按摩及點字校對以外的就�

轉銜上�困難，�事按摩與點字校對的

就�機會也日益減少。

　　�合上述，影響視障者之就�轉銜�合上述，影響視障者之就�轉銜

因素，每一個環節都值得重視。但筆者

認為在現實的就�環境之下，如果能加

強無障礙環境來培養視障者擁�符合市

場需求之專�技能；而且強化影響視障

者就�之中介因素，培養視障者成為健

全，積極的自我��者，則視障者應�

極大的機會突破就�困境，找到自己的

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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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是位即將就讀國小一年�的盲小�是位即將就讀國小一年�的盲

生，由於�長對就讀普通�一直感到憂

心不已，小�的媽媽擔心普通�的教�

無法給小�充分的�習，故在今年三月

視障�參觀台中縣惠��校的機會，即

答應跟我們一起隨行；一來想瞭解啟�

�校的概況，另一想在新的�期能夠在

普通�與啟��校，作一適當的選擇。

壹、前言

　　一�重度身心障礙�生的�長當面一�重度身心障礙�生的�長當面

臨就�安置，皆會�眾多的疑慮，其

中包含小孩是否能跟上普通�的�習

進度、�生的人際關係、��校的設

備環境等。而其中若小孩�身因重度

�極重度的因素，其�長很容易因�

身的價值判斷�受周遭親友的影響，

給與的意見：是希望其小孩能夠到特

殊�校就讀，其理由是特殊�校的環

境設備比較充足，他們會針對小孩安

排課程，��校的�長們比較具�接

納他們的心態等。因此當面臨��的

盲生遇到轉銜（（ t ransit ion）要到國小要到國小

就讀這個階段，一直是身為視障教�教

�的我們最需要審慎評估的建議，因為

�長一�對於視障教�教�皆非常信

賴，依我們的立場是安排及建議�生至

最理想的環境，也就是最少限制的環境

（the least environment），故依�國

連續性的教�安置其意義即為依照�生

的障礙等�，還�其特殊教�的需求下

作評估安置，其安置的型態是三角型，

由障礙等�輕度到極重度，安置的型態

由普通�至養護機構的安排，特殊教�

其安置為提供一富�彈性的教�安置架

構（（Gearheart, Weishahn, & Gearheart, 

1992），也就是「連續性教�安置變通，也就是「連續性教�安置變通

方式」（the continuum of educational 

placement alternatives）。

　　在與�長作深入的�通中，�發現在與�長作深入的�通中，�發現

�長對�生最大的期�就是孩�能慢慢

適應這個社會人群，甚至將來能自己工

作能養活自己。而他們也深信教�確實

能改善他們，如何照料及教�身心障礙

兒童，看到小孩在接受早療和特殊教�

的教�，確實�改善他們不良的行為，

甚至藉由「行為改變技術」、「行為管

理」慢慢將一些不良的行為�除，以良

／������

    選擇普通班或啟

明學校舉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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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行為作為保留替代行為，這是他們

對特殊教�一種肯定。如今即將面臨小

孩就讀小�，開始需要重新思考各相關

人員給的意見，甚至當參觀完啟��校

後，發現啟��校及普通�都對自己的

小孩�幫助�，此�不得在兩者之中選

擇一個最合適的理想�方。

貳、融合教育的好處

　 　 現 今 是 � 合 教 � （現 今 是 � 合 教 � （（ i n c l u s i o n 

education）大力�行的�代，雖然�大力�行的�代，雖然�

�與�對的人皆�其理由，但視障教�

中算是最早於�國五十五年，由國立臺

南大�（�身臺南�專）成立「視覺

障礙兒童混合教�計畫」（何華國，

1987），以培訓視障教�教�採巡迴輔

�（（itinerant instruction） 。而一�視 。而一�視

障生在普通�皆採定期�不定期的巡迴

輔�方式，對視障�生提供部分��的

教�，�與普通�教�研討如何輔�視

障生的�略，也對普通�教�提供必要

的特殊教材。視障生在普通�就讀具�

以下的好處：

一、��人������、��人������

　　視障生在普通�就讀最大的優點即視障生在普通�就讀最大的優點即

為，視障生�提早與非視障生�接觸的

機會，而且他們在普通環境�會與人進

退應對的技巧，��們不用�意安排角

�讓視障生�適應，相對視障生由於經

常面對非視障生，早已產生一套與人際

互動的技巧。

二、��一�人�������、��一�人�������

　　非視障者由於長期與視障者接觸，非視障者由於長期與視障者接觸，

藉由不斷的彼此認識與介紹，更對視障

者如何應對方式�新的體�，相對也減

少一�人對視障者的誤解。

三、������������、 ������������

驗（鈕文英，2001）

　　一��習環境是啟��校較難��一��習環境是啟��校較難��

造，而視障者在一�環境更能趁早適

應、�習、考�，進而能�得較完整的

�習經�。

參、特殊學校的好處

　　啟��校係針對視障�生�視障且啟��校係針對視障�生�視障且

附帶其他障礙（視多障）�生而設立

的，啟��校的專門與輔助教�軟、硬

體設備要比一��校來得齊全。另啟�

�校�提供住宿設備（台中啟�、惠�

�校），而無提供住宿則採通�方式

（高雄楠梓�校）。�次參觀台中惠�

�校發現��項優點：

一、�、������、�、������

　　進入啟��校就覺得建��設計皆進入啟��校就覺得建��設計皆

考慮視障�生的需求，無障礙設施讓人

性的尊重完全發揮，尤其教材教具的研

發和放置�點，與巡迴輔�相較之下，

最大的優點就是隨�都��用，具��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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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啟 � � 校 的 擴 大 核 心 課 程 （ t h e 

expanded core curriculum）中，包括了

教�社交技巧以及能夠獨立生活的自理

能力（Hatlen, 2002），這是在普通�

較難��行的課程，而啟��校編排課

程更能應視障生的需求。

肆、結語與建議

　　轉��視障混合教�已經�過�十轉��視障混合教�已經�過�十

年，也是現今視障兒童教�的一股主

流，但歷史悠久的啟��校仍�其存在

的價值。張訓誥（1985）曾�出住宿

�校與混合教�兩種教�型態須協調合

作，以相輔相成的理由：

一、 社會大眾已能瞭解視障者的特質，

啟��校與普通��建立合作交流

機制，甚至共�編制課程與教材，

以符合視障�生的需要。

�、 法定的視覺障礙之定義與分類，並

不能充分表示個別視障兒童的需

要，不能完全以此作為安置就�的

依據。

三、 目�住宿�校與混合教�各�不�

之主管機構，其經費、人事、設備

等規定各不相�。其實視障�生也

是我們的下一代，教�當局所應努

力的是儘量提供多采多姿的特殊教

�設施與方案，以期提供身心障礙

�生及其�長選擇最合適的教�課

程與環境設施。

�、 個別化教�計畫（IEP）不應只照

顧少數個別的�生，應能顧及全體

視障生的個別需要。

五、 啟��校�研發教材教法提供巡迴

教�使用，針對視障教�的研討議

題�共�研討。

　　經過與視障生�長面對面�通後，經過與視障生�長面對面�通後，

站在支持�合教��題下，面對�擇啟

��校與普通�，提出以下建議：

一、���參�度、���參�度

　　在個人輔�深�印象中，�位盲生在個人輔�深�印象中，�位盲生

經由整個視障教�團隊與�長�通下，

�定選擇台中啟��校，其理由是當�

長（某一方）對視障生的態度是冷漠，

而不是積極的，則我們會建議�長選擇

啟��校，其強調�長在視障生�習成

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二、����������、����������

　　記得與台南市視障教������記得與台南市視障教������

談論�關視障生教�安置的問題，因他

�身也是視障礙者，而且�小就讀啟�

�校，一直到國中才回到普通國中就

讀。他覺得�小就�在啟��校，對親

情�一種渴望，雖然�小就培養獨立照

顧自己模式，但�小的安全感就比較欠

缺。所以�小就給視障生�溫暖的親

情，�培養視障生�健全的人際關係。

三、��������、��������

　　啟��校的優點一直是巡迴輔�無啟��校的優點一直是巡迴輔�無

法達成的�方，但藉由完善的�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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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教材的研發、科技輔具的提

供、評量工具的產出等。�培養出互助

合作的伙伴關係，每次的聚會研討，將

產生意想不到的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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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國���（�國太平�大�看到�國���（�國太平�大�（�國太平�大��國太平�大�

視��博士，中山醫�大�視�系）費）費費

心�幫我們�生免費���與檢查�

�，每位均花2小�檢�，才知���

�不是只是一�單純10分鐘的檢�而

已，�國���發現我的���痙攣現

象，所以度數不準確，需點散朣劑一小

�後才��得準確。

　　�國���告�我們台�並未開放�國���告�我們台�並未開放

讓視��博士成為�科醫�，目�為人

檢���與��只是醫�院�科醫�才

�做的事，將來�能還要限制�鏡行不

���，因教�部的某長官兒�給�鏡

行��與�科醫���差200度，不知

其兒�是否也���痙攣等毛病而造成

度數�變化，其實也�遇過��度數急

速驟減的個案，也許需要多位�科專�

才能確定個案的問題。

　　其實教�部想要限制專�人士��其實教�部想要限制專�人士��

�是善意，但專�人士是合格���還

是�科醫�？�是合格���兼�科醫

�？在�國是由視��（即合格��兼（即合格��兼即合格��兼

�科內科醫�）與�科外科醫�一起�）與�科外科醫�一起�與�科外科醫�一起�

治，國內則限定�科醫�院畢�的�科

醫�才�為病人�治��，並無�科內

外科醫�的差別。

　　�國�科歷史博����到�科醫�國�科歷史博����到�科醫

�將��交給助手視��研發成專�，

而分�科內外科醫�，�科外科醫�施

行手術，�國��與��檢查則交給助

手視��（亦稱�科醫�）�治,�別（亦稱�科醫�）�治,�別亦稱�科醫�）�治,�別）�治,�別�治,�別

於台�。

　　對我們�費者而言，當然是各種�對我們�費者而言，當然是各種�

科專�為我們�治��是最好的，�祈

求�科外科手術醫生能修多一點的視�

���、�養�、�養免疫�，才能為

我們�費者多做�防醫�衛教的工作，

使台�的病人能減少，而不是像�部分

過度認真的醫生忙著殺病患的病毒��

病症而已，因為�防重於治療，每天

注意均衡的�養（5大類�機、無污染

的清淡食�；早餐最重要，佔全天熱

量2/6，至少340卡以上；午餐吃得好，

佔全天熱量3/6，至少520卡以上；晚餐

吃得少，佔全天熱量1/6，至少340卡以

上；體重公斤＊30~40卡�一天所需熱

量；30卡乃輕度不久站工作者所需熱

量；35卡乃中度�動型工作者所需熱

量；40卡乃重度搬重�型工作者所需熱

量），充足的睡眠（10點�睡覺）與

／������

視障眼科學

     學分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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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運動（每天30分鐘全身運動，

一週210分鐘，也另外包含每天�球八

方運動），足夠的飲水（每天4000cc的

水）。

　　相信台�每位醫生都�持著�病患相信台�每位醫生都�持著�病患

的心志，縱使台�的醫療給付遠低於�

國，�許多人付不起�國高額的醫療費

用，寧願遠渡重��回到台�看病，但

每位看病只�短短的5分鐘，不但醫生

與醫療團隊很累，病人也無法得到適

當的衛教與治療，台�醫療量多而質不

精，與�國量少而質精的�庭醫��防

醫�衛教比起來，不在醫德而在觀念，

看醫生不必一定要拿藥，乃在於醫生與

病人一起討論如何使病狀改善與�防如

何下一次別再生病了，若�與病人促膝

長談30分鐘以上，聽一次�防醫�衛教

能抵10次短短的5分鐘看病、吃藥、治

病，如此醫生與醫療團體也不必如此繁

忙，病人也不必如此無奈�多次病倒在

醫院�長病不起。

　　��不是只是察知�鏡度數而已，��不是只是察知�鏡度數而已，

它是很專�的，讓台�的醫療體系�遇

能合理提高；更希望台�的病人不要看

病總是要拿藥的心態，而能與醫生、醫

療團隊們一起討論、努力別再生病了，

大�都重視�防醫�的衛教觀念（�養

�、�養免疫�、疾病�防），如此就

�過著健康而喜樂的人生。

　　醫生與醫療團隊們：別讓眾多的病醫生與醫療團隊們：別讓眾多的病

人忙壞了您們的身體；病人們：請讓您

們的�庭醫生來幫助您們一起努力�防

疾病，吃藥並不一定最好，會�致身體

抗生素、藥副作用太多；教�部與教�

局的長官們：請讓更多的專�（視��

��、�養�、�養免疫�）來幫助醫

生與醫療團隊們更能幫助我們�費者擁

�身心健康。

�本文作者為桃園縣楊梅鎮仁美國中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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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已久的吃��百�之定�行動期�已久的吃��百�之定�行動

終於成行，原以為那陣�下大雨會打亂

行程，沒想到一早天公很作�，天氣晴

朗還出大太陽。

　　聽完���告後，我很�利的以�聽完���告後，我很�利的以�

跡找到��好心為我們準備的公車錢。

一行人浩浩蕩蕩帶隊出發，我與佳宜兩

人一組，一開始是由她�矇��到�校

後門。以往我們都是利用手杖行�，靠

著聽覺、觸覺及�伴的提示保護�到後

門，但這次我們改換成斜置技能。

雖然斜置法比起手杖行�較能讓我們�

安全感，但�許是沒�經常練習這項技

能，所以當佳宜碰觸到邊�線的�縫�

會覺得手杖被卡住，�點不習慣。那�

我在旁邊幫忙撐傘遮太陽，發現若要避

免不小心踩�跌下�，�以利用台階上

的邊緣磁磚與左邊的磁磚來感覺不�的

觸感。左邊的磁磚是以菱形面構成，而

右腳邊緣線的磁磚圖案是以正方形的圖

案組成，若能感覺其不�讓兩腳踏在不

�磁磚上，較能分辨現在的位置而不至

於常常兩腳踩��偏�。

　　一群人�到後門提�機，換我矇�一群人�到後門提�機，換我矇�

行�，雖然大��沒矇�過馬路，心裡

�點戒慎恐�，但在��的幫忙�護協

助下，總算安然�過這個路口。

　　�一次用��的方位行�於馬路�一次用��的方位行�於馬路

邊，�點小小的害怕，怕會不小心偏�

�到馬路上讓車撞。但是�佳宜在我身

旁幫忙保護我，並且告知我方位，讓我

�勇氣大步���。雖然我��還是會

偏�，不是差點撞上路旁汽車�盆栽就

是太超過馬路邊，但至少�驚無險的完

成這段路程。

　　位於體�路與健康路的十字路口真位於體�路與健康路的十字路口真

的會讓人心驚驚，好在��為了避免危

險，讓我們使用人�法行�於這個路

口，一開始我還笨笨的用手杖行�，之

後和佳宜使用人�法才安然快速的�到

目的�。事後佳宜說在�那個路口�，

一群人盯著我們看，好像我們是稀�動

／王姿涵

定向行動之吃冰逛

百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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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雖然很害羞，但還真是個好

笑的比喻呢！

　　來到體�公�������後，一來到體�公�������後，一

夥人戴著�罩以�跡的方法尋找座位入

座，由於我的������最快做好，

所以�由我大快�頤。�了之�矇�吃

早餐的經�，讓我能很快的以�跡得知

我的盤�放在哪，並且�用觸覺、嗅覺

及聽覺的感官瞭解它的形狀、味道及聲

音。聽著湯匙敲擊��到盤�的聲音，

慢慢將����切塊，與糖漿混合攪

拌，憑著切挖����的感覺，一口一

口將它送入口中。其�，佳宜加了一些

碎�塊給我，攪拌均勻之後，幸福又涼

爽的滋味油然而生，果然夏天還是要吃

�好阿！吃到剩沒多少後，發現一些小

塊的����很難用湯匙挖起來，遂直

接把盤�拿起來，感覺出盤�和嘴巴的

距離及方位後，以湯匙�送的方式慢慢

將所剩不多的����通通吃��，超

滿足又成就的感覺阿！

　　吃完�����後，我和佳宜互換吃完�����後，我和佳宜互換

角�，一群人又浩浩蕩蕩用人�法帶隊

到公車停車處。欲通過狹窄處�，真的

要特別小心注意夥伴的狀況，若只顧著

方位的帶領而沒顧慮到對方的身體協調

及姿勢，很容易就會撞到障礙�。公車

靠站後，再次和佳宜互換角�，由她以

人�法帶領我上公車，發覺台南市的公

車真的與高雄市公車很不一�，不僅階

梯多也很曲折，彎來彎�後才�利�到

位置上坐好。公車上的阿公阿嬤很�

�，以為我們是真的視障者，還一直跟

��聊天詢問。

　　新�三越新天�，在未開門�，我新�三越新天�，在未開門�，我

很專心聆聽佳宜為我�解方位及介紹一

些廣告，非常期�六樓的日式特產展

覽，一堆吃的產品，聽得我口水直流！

一入大門，首�是專櫃小姐們的宏亮

「歡迎�臨」聲，這也是我生平�一次

體�到的奇特經�。在以手杖碰碰撞撞

的��電扶梯後，終於要進入另一階段

的課程，以手和腳�感覺手扶梯的轉

動，在一次又一次的練習中，我發現能

最快感覺到何�起身與離開的微妙技

巧。在起步�，�在�微妙�差的邊�

處等�，以一腳踩踏邊�處的距離跨出

�，若與階梯�些微�差再自行調整，

在手扶梯上以兩腳踩踏上下階梯，等到

越往上快接近抵達點�，以手的彎曲幅

度及腳的�差離�感覺來分辨抵達點的

距離。欲往下�，以一腳稍微踏出手扶

梯的邊�線感覺抵達點。這種方式一再

嘗�後，越發覺得能抓到起步與離��

暢的感覺，興奮的心情伴隨著成就感。

在與佳宜交換角��，也與她分享這個

方法。

　　手扶梯練習結�後，角�互換，大手扶梯練習結�後，角�互換，大

�嘗�矇��入電梯，在狹窄的��

內，如何以人�法正確帶領�伴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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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出口是一個問題，還需多加�習練

習。

　　到了六樓，看到��滿目的日�特到了六樓，看到��滿目的日�特

產展覽，驚奇且��大開。逐一以人�

法帶領佳宜並一一介紹各式的�品，其

�還矇��摸雨傘、�坐懶骨�沙發

墊、�喝蘋果醋及黑咖啡，感覺真的很

好�！

　　一整個上午的課程下來，��非常一整個上午的課程下來，��非常

豐富且值得，果然還是要實際�出�體

�才能瞭解到比課�更實際的技巧。非

常感謝��，即使那�天下大雨也還是

堅持教�目標，安排出外教�體�，讓

我們能真正�到更多的東西！

�本文作者為臺南大學特三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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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禮拜我們做了一次很難得的戶外

體�，這是我們�一次�出校外，也�

以算是一整個�期�定�行動課程以來

的一項總結，平常在校�裡做定�行

動，較重視於加強�的技巧訓練，環境

尚稱單純，在安全問題上倒也沒�太大

的顧慮，但是一旦�出校外，環境頓�

變得複雜許多，不只頻繁來往的人車需

要注意，還�路邊的設施、擺放的�

品、攤販、紅綠燈等等，這�我們平常

倚賴的手杖還不足以讓我們安全的�在

馬路上，而必須配合他人的引�。

　　在過大馬路�，我認為如果不用人

�法，而是單由��陪�，矇�者獨立

行�，如此還是不能�足夠的安全感，

�許是心理障礙使然，車聲吵雜引發緊

張的情緒，讓我們無法完全託付給陪�

者，使用人�法則較為�安全感，我們

確實需要多一點的�習，及�著信任陪

�者，由此也�知，盲人過馬路的必然

限制，在國外，�盲犬較為盛行，�以

幫助盲人安全通過馬路，國內也應該加

以�廣，讓盲人能獨立�出�。

　　另外是矇�吃�，較之�的矇�吃

早餐來的簡單一點，我們�以聞到濃濃

的��味，體�盲人吃�的感覺，之後

就是坐公車了，因為公車通道狹窄，必

須以過窄路的方式引�，上公車階梯較

為困難，和我們平常上下樓梯不太一�

的是，階梯狹窄，矇�者與引�者無法

併肩行�，而是必須由引�者�上一

階，矇�者才能跟著上，但是大致上只

要�人引�，坐公車也非難事，較為�

惜的是公車沒�裝設語音廣播系統，為

盲人即�播�路況與位置，期許國內的

公車能夠普遍裝設，重視盲人的權利。

　　接著我們坐公車到達新天�，我們

必須引�矇�者摸一摸�以接觸的到的

建��外觀，如柱�、門等，並介紹一

些廣告看版，讓矇�者也能夠大概知道

百�公司的外觀與當�的一些活動等

等，如果能夠��配合觸摸�圖，對於

盲人的定�則較為�利。

　　進入百�公司後，我們的�一任�

是�習如何矇�搭電扶梯，這也是這趟

體�之旅讓我感受最深也是��最多

的，一開始，無�否認的我相當緊張，

因為以�對電扶梯的印象就是它很危

／�玉萍

矇眼坐公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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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必須小心使用，更何況是矇�之

後，如何才能夠抓到搭上階梯的��點 

? 經由��的解說之後，才放了心，因

為我們�以用腳尖�手杖�探測電扶梯

的速度，�讓腳尖接觸階梯，知覺到拖

的感覺，還�每一階的邊緣��線的�

方經過腳底�凸凸的感覺，當凸凸的感

覺通過腳底就�以�勢踩踏上�，那也

是上電扶梯的最佳��點，熟能生巧，

到最後已經能百分之百準確且安全無虞

的搭上電扶梯了，我們的心情也就由一

開始的煩惱緊張轉為�習與挑戰的成就

感喜悅。

　　這一天的體�，我們�到很多但也

讓我們體認到需要�習的�方甚至更

多。

�本文作者為臺南大學特三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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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三日一大早上課，聽完��

的�告之後便整裝準備�探險，���

讓大�帶�罩拿零錢，當摸到五元跟一

元十元感覺它們大小很像�點難分辨，

這�，剛好�個��將錢弄掉了，��

�便教�我們了解視障者是如何撿掉在

�上的東西，不過零錢的大小真的很不

好找，看��在�上摸一摸到錢的�方

都剛好跳過，害我們在一旁看了比她還

著急，後來問��，��說感覺很難找

到，摸了�半天還不一定摸的到。大�

下�啟�苑大門集合�，就看到強烈的

陽�熱情的照耀著大�，跟�伴協調後

�定由我�體�當盲人�路�吃�，戴

上�罩開始�路，�能是太久沒練習�

了讓我斜置�偏�也偏得很厲害，常要

�伴的提醒，且用左手拿手杖敏感度完

全降低了，��連磨到馬路上還是人行

道的磚塊上都感覺不出來，但�一陣�

之後情況就�所改善越�越�了；接著

就是�出校�了，�在馬路上讓我覺得

整個沒�安全感，我都一直覺得我快�

道路中央了，接著是最大的挑戰～過馬

路，真是一整個驚險，我只聽到車�聲

在我的身旁，感覺自己好像快被車�撞

到了吧！這段路感覺真的是很漫長，我

都覺得如果我是盲人大概一輩�不敢過

馬路吧！好不容易�到��坐下來，看

不到�的��只能摸索著吃�還蠻�趣

的，雖然看不到�是卻一直�以撈到�

���來吃覺得還蠻厲害的，雖然�罩

拿下來看到還�不少的����沒被我

撈到覺得很�惜。

　　接著就是換另一個戴上�罩坐公

車，當領�員其實還蠻辛苦的，要顧到

自己和盲人的安全還真是不容易，領�

��上車要抓著她的手告�她投錢的箱

�在哪，司機拿給她的車票要拿，然後

上樓梯，到位置上要讓她�碰觸椅�讓

／��雯����������������

新天地歷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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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進�，接著一整路跟她說已經到

哪裡，不過因為那些路對我們都很熟所

以心理�圖很快就呈現出來，對於一個

視障者而言覺得還真不容易呀！到了新

天��享受當貴賓的感覺，在練習手扶

梯�真的很不容易，要抓準�機機站上

�又要到達�很準確的�出電扶梯會很

難�測，不過還是�以用手杖�測是否

到達了，接著坐電梯上六樓我都覺得一

直在�，聞到很多香味，�是卻吃不

到，什麼東西也沒摸到。

　　新天�裡雖然大，�是卻一點�盲

設施都沒�，真的需要改進，還�一個

樓層裡�周都擺滿了吃的，沒�一個�

方是能夠讓視障者�個依靠的憑據，對

一個視障者而言會是非常大的挑戰。

�本文作者為臺南大學特三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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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

一、 �期中，�員定�行動實習自95

年9月4日至96 年1月26日，中、南

區定�行動實習��教授排定訪視

行程，個別評量�員實習成果，中

區於�期中排定三次實習座談會，

瞭解�員實習現況及解�問題，

並安排一次教�參訪活動，�點：

淡�大��源教室、新莊臺�盲

人重建院及羅東慕�重建中心。

（95.9.4～96.1.26）

�、 辦理「95�年度���期視覺障

礙專長�分�」，科目：低視力教

�及視障科技輔具應用，人數約

12位，��：96年3月10日至5月

26日（週六，共9次），�點：�

校啟�苑308室，參加對象：公私

立高中、國中、小、幼稚�普通�

合格教�（�上�視障生）等。

（96.3.10～96.5.12）

三、 定�行動�分�北區於寒假排定

��階段課程，��：96年1月28

日～2月4日，�點：臺��範大

�；南區��階段課程於寒假96年

1月29日～2月2日，�點：臺南大

�啟�苑。（96.1.28～96.2.4）

�、 辦理「96年度�齡�視多障�生

�長知能研習」，共計8堂課，邀

請8位不�領域之專��者，共�

幫助�視多障孩童的�長儘早認識

及規劃未來，人數15名，��：

95年3月10日至5月19日，�點：

�校啟�苑210室，�一場�者：

�宜晉��（台南縣公誠國小），

主題：視障�生�長經�分享。

（96.3.10）

五、 於3月10日（六）辦理北區視障生

升�說�會，�點：臺北縣政府，

3月17日（六）辦理南區視障生升

�座談會，�點：臺南大�啟�

苑。（96.3.10）

六、 臺南大�示範按摩站遷移至啟�苑

2樓繼續為大�服�。（96.3.13）

七、 辦理「96年度�齡�視多障�生�

長知能研習」，��場�者：�一

蘭主任（臺北市視障者�長協會早

療中心），主題：視障者的早期療

�。（96.3.17）

／編輯組整理

啟明苑及國內視障動態

（96年1月～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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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辦理「96年度�齡�視多障�生�

長知能研習」，�三場�者：周榮

惠教�（台中惠��校），主題：

如何與既盲又聾啞的孩��通。

（96.3.24）

九、 辦理「96年度�齡�視多障�生

�長知能研習」，��場�者：

�崇宜醫�（新樓醫院�科），

主 題 ： 視 障 孩 童 的 � � 照 護 。

（96.3.31）

十、 北區�員於3-4月�往台北市立啟

��校實習；南區�員已結訓。印

製課程結�證書及�分證�書，寄

發給三區�員。設計課程滿意度調

查表，寄發給三區�員。設計及製

作定�行動教�識別證，以利教�

上課使用，函文通知視障相關單位

定�行動教��訊，以便�需要�

�聯絡（96.3～96.4）。

十一、 出版啟�苑通訊�55期，印製

7 5 0 �寄送給各縣市政府教�

局、視障��團體、早期�員等

相關人士，啟�苑通訊�56期持

續徵稿中。（96.4）

十�、 陸續回�課程滿意度調查表，並

做統計表，以備成果�告之用。

設計及製作定�行動教�識別

證，以利教�上課使用，函文通

知視障相關單位定�行動教��

訊，以便�需要��聯絡。��

定�行動教�識別證規範，並每

年�蹤輔��生人數及�數。

（96.4）

十三、 於「九十六年度視覺障礙��培

訓與相關工作計畫」中新增「雙

視點字、大字體及點字教科書使

用成效及滿意度調查」研究案，

教�部已函文核定。

十�、 寄出視障生甄�准考證，聯絡視

障生確認甄�輔具需求，回答相

關諮詢電話。（96.4.13）

十五、 召開「雙視點字、大字體及點

字 教 科 書 使 用 成 效 及 滿 意 度

調 查 」 相 關 事 項 討 論 會 議 。

（96.4.17、96.5.1）

十六、 辦理「96年度�齡�視多障�

生�長知能研習」，�五場�

者：張文龍助理教授（臺南大�

戲劇創作與應用�系），主題：

戲劇潛能與創造力開發遊戲。

（96.4.21）

十七、 �利完成視障生升高中�甄�，

今年增考作文，共�76位考生應

考，4位考生缺考，2位考生缺考

作文。（96.4.28-4.29）

十八、 辦理「96年度�齡�視多障�生

�長知能研習」，�六場�者：

王亦榮教授（嘉南藥理科技大

�），主題：視障幼兒視覺圖像

轉譯與詮釋。（96.5.5）

十九、 辦理「96年度特教合格專任教�

在�進修視障專精�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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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給各縣市政府教�局，即日起

開始�名至5月7日（一）截止。

（96.5.7）

�十、 於5月8日（�）將視障生甄�

成績單寄發給考生，5月10 -11

日 考 生 申 請 複 查 成 績 ， 5 月

1 4 - 1 5 日考生網路填�志願。

（96.5.8-5.15）

�十一、 辦理「9 6年度�齡�視多障

�生�長知能研習」，�七場

�者：王琄教�（表演藝術工

作者），主題：超越視�的語

言。（96.5.19）

�十�、 召開視障生甄�初步安置會

議 ， � 點 ： � 校 啟 � 苑 2 1 0

室。（96.5.22）

�十三、 辦理「9 6年度�齡�視多障

�生�長知能研習」，�八場

�者：�靜文教�（台北啟�

�校��教��），主題：�

齡�視障兒童的生活教�。

（96.5.26）

�十�、 雲�縣按摩工會�來�校示範

按摩站參訪，�校特教系及中

心協助安排借用場�等相關事

宜。（96.5.29）

�十五、 公 告 視 障 甄 � 安 置 名 單 。

（96.6.1）

�十六、 辦理「9 6年度特教合格專任

教�在�進修視障專精�分

�」，�名�料都已�齊，彙

整及建檔複選���料，於6

月4日（一）上午召開�員複

選會議，�點�校啟�苑210

室，下午召開課程討論會，邀

集�分�授課教�討論上課

內容，�點：�校啟�苑308

室，於6月11日（一）公告�

員錄�名單。（96.6.4）

�十七、 召開聽障生初步安置會議，�

校啟�苑210室。（96.6.22）

�十八、 公 告 聽 障 生 安 置 名 單 。

（96.6.29）

參、出席會議

一、 曾怡惇主任出席「九十六�年度身

心障礙�生十�年就�安置」就�

輔�委員會議，�點：臺中高農。

（96.1.15）

�、 曾怡惇主任出席「九十五�年度�

一�期視障巡迴輔�檢討會」，�

點：臺中啟��校。（96.1.24）

三、 �慶�教授�往教�部出席「研

商 身 心 障 礙 者 教 � 需 求 調 查 �

告 建 議 事 項 � 動 方 案 會 議 」 。

（96.3.13）

�、 蔡秀滿助理�往教�部中部辦公室

出席「九十六�年度身心障礙�

生十�年就�安置」投標會議。

（96.3.26）

五、 曾怡惇主任�往台中高農出席「十

�年國���教�下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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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十�年就�安置措施會議」。

（96.4.2）

六、 曾怡惇主任及蔡秀滿助理出席「96

�年度身心障礙�生十�年就�安

置」聯合安置會議，�點：台中高

農。（96.5.28）

七、 曾怡惇主任及蔡秀滿助理出席「96

�年度身心障礙�生十�年就�安

置」聯合安置會議，�點：台中高

農。（9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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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石馬拉松賽——張文彥摸黑跑 

吳興傳當眼線

 自由電��96.1.18

　　張文彥（左）在吳興傳的陪跑下，

�得多項運動賽事殊榮，包括�洲盃殘

障馬拉松�軍，��年還成功登頂玉

山。

 �記者何玉華���記者何玉華��

　　金石國際馬拉松今年希望號召百對

雙胞胎參加，象徵「人數倍增」，記者

會現場出現不少雙胞胎小朋友，雙胞胎

藝人2MORO也來代言。（記者何玉華

�）

 �記者何玉華�專訪��記者何玉華�專訪� 

　　金石馬拉松代言人張文彥是台�少

數全盲的跑者，他�天性弱視，在模糊

的世��上慢跑運動；因為苦讀用�不

當，模糊的世�變成黑暗，以為再也不

能跑，幸運的�了一位「引�者」，讓

他持續跑步這條路。

　　「陪跑�要用繩�」，教練吳興傳

拿出手上一個結雙環的童軍繩示範，2

人的手靠攏，各自緊握一端，一步一步

的��跑，這�一跑就跑了11年。吳

興傳說，在全盲的世�跑馬拉松難度很

高，全台不過5、6位，一趟下來，比常

人要費上更大體力。 

　　張文彥是在就讀啟��校�，因為

一心一意想考大�，在�校9點半熄燈

之後，為了多念點書，他常常帶著放大

鏡、檯燈，把浴室當書房、洗衣機當書

桌、衣櫃當書櫃，用�不當、苦讀的結

果，竟是讓他僅剩的視力再度受到嚴重

傷害。 

　　後來在一次教會的聚會中，知道全

盲者在1位「引�者」陪伴下，仍然�

以繼續慢跑，這一發現，激起了他重新

出發的動力；�年下來，在吳興傳的陪

伴下，他�得多項運動大賽殊榮，包括

�洲盃殘障馬拉松�軍，��年還成功

登上玉山。 

　　�天視障的慢跑選手，因為�跑而

被稱為「台�阿甘」，張文彥現在不僅

為健康而跑，也打算一生為公益而跑，

希望這次金石國際馬拉松賽也�更多視

障朋友參加。

二、���郭育廷 多才多藝

 中國��96.1.25

��國正、校�特約記者�����市�國正、校�特約記者�����市

視障人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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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洲殘障運動會，�得�百公

尺接力銀牌的清華大�經濟系�生郭�

廷，是多才多藝的視障生。他常笑稱自

己是「�行性動�」，因為只��幕低

垂，沒�強烈�線�，才能稍微看清事

�的輪廓。

　　在清大風雲樓餐廳，郭�廷點餐，

身裁略胖的�闆幫他拿著餐點，引�他

到座位上，體貼的問「還需要什麼？」

郭�廷堆著笑容說，在校�裡隨�會�

人伸手幫忙。

　　出生�因視神經萎縮、雙�近乎失

�的郭�廷是雙胞胎，弟弟隨著他在8

分鐘後出世，視力正常，雙胞胎兄弟在

出生那�便�不�的命運，目�弟弟就

讀遠東技術�院。生性樂觀、多才多藝

的郭�廷，很用心經�自己的生命。 

　　郭�廷9歲被�人送到台中后里啟

��校，開始住校生活，因想�會經常

流淚，每年只�節慶年假才得以回�。

當�還頗調皮的他，入�一星期就�搖

椅摔斷腿被送回�。 

　　在啟��校�國樂、升國中�國樂

社團的�軍升上一軍，擔任�校樂隊比

賽的鼓手，並參加盲人棒球隊。郭�廷

為了不必晚自習，加入管樂社吹黑管、

合唱團男生高音部，後來還加入田徑

隊，成為短跑選手，展現他多才多藝的

一面。 

　　升高中�，對他期望很高的�親，

堅持要他選升�組，��關係一度緊

張。�現在進入清華大�的結果來看，

郭�廷很感謝�親的堅持，不然他現在

�能就是靠按摩維生。 

　　參加殘障生考�郭�廷分發到清大

經濟系，原想讀經濟�以幫助�裡做生

意，實際讀了才知道經濟系和做生意�

段差距。求�期���們都很幫他的忙

他用錄音筆�點字�做筆記，考���

�提供電�檔案，讓他用電腦做答。

　　棒球是他的最�，高�就入選為國

�代表隊，�往芝加哥參加世�盃盲人

棒球錦標賽�得�五名。由於�一次出

國比賽，他曾緊張到腳都在抖，而且

�國選手人高馬大，都是180,190公分

高，實在「�夠大隻」。 

　　清大沒�盲棒隊，郭�廷為了打棒

球，假日都搭車到台北在新埔捷運站的

河堤與�好練球，目�清大�7、8位球

伴，希望未來能組成清大盲棒隊。

三、老��� �譜�命"嘻"大� 

 自由��96.3.22

　　邱瑞淵及吳杰特兩名�少視障者，

合奏音樂，默契絕佳。

 �記者�文����記者�文���

　　邱瑞淵以自身經�，���是視障

的吳杰特探索鋼琴內部構造。

 �記者�文����記者�文���

　　�記者�文��台南���永華國

小�年八���昨天上了一堂相當特別

的音樂課，57歲的盲人鋼琴調音�邱瑞

淵進入校�，和��分享接觸音樂的歷

程；校方��安排曾�得總統教�獎的

視障生吳杰特與邱瑞淵對談，分享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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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及感動。

　　邱瑞淵是全台�一個盲人鋼琴調音

�，不僅音樂感精準，還能憑藉敏銳觸

覺動手更換零件，33年來克服行動不

便，跑遍全台各�與離島。

　　�感於邱瑞淵的生命歷程值得�

習，台南市�庭教�中心即日起安排

「生命的勇士校�巡禮」活動，在全市

國中小舉辦33場座談會，請他�入校

�，分享生命熱忱，首站�往永華國

小。

　　由於永華國小也�一名才華�溢的

視障生吳杰特，校方特別安排邱瑞淵以

小提琴演奏，杰特以鋼琴伴奏，合奏一

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雖然�是視障

人士，但一�一少默契絕佳，讓全��

生陶醉在悠揚的樂音中。

　　隨後，邱瑞淵現場表演拆鋼琴調音

絕技，雙�全盲的他，快速的拆解鋼

琴，並且逐一�解各部位功能及調整方

式，手法精湛，讓小朋友們嘆為觀止，

現場不�傳出驚嘆聲。

　　完成鋼琴調音工作後，邱瑞淵與�

�分享�習過程點滴，他並以自身經歷

表示，由於看不到，當�包括�小提琴

及摸索鋼琴�，全部依靠手�觸摸，常

因此搞到手掌破皮、手�起泡，痛苦不

堪，不過他還是堅強面對，才能成為專

�的「鋼琴醫�」，勉勵��們不要輕

易放棄任何希望。

四、黑暗見曙光 牽手扶攜影不離

 自由��96.3.22

 �記者�文��專訪��記者�文��專訪�

　　當關心者為全盲的邱瑞淵無法�事

常人�做的簡單工作覺得惋惜�，生性

樂觀的他卻回過�安慰關心者，「全

黑的環境中，只�我能更換電燈保險

絲」，面對缺憾的人生，邱瑞淵選擇正

�面對，樂觀的態度，讓生活過得多采

多姿。

　　邱瑞淵因為�天性�疾，出生就是

全盲，當年�風閉塞，�中覺得出了一

個盲�小孩不是�彩的事，每次�外人

來訪，�人總是要求他不要出來見客，

因此，一直到了14歲，他還沒上過�。

所幸當�他遇到生命中�一個貴人，在

一次因緣際會中，惠�盲校校長�淑靜

得知他的狀況，�後3度拜訪邱瑞淵的

��，希望讓他出門接受教�，原�對

他已經不抱希望的��，受校長誠意感

動，才讓邱瑞淵上�。

　　為了培養生活技能，入�後，所�

生活都須自理，邱瑞淵�原�左右腳都

分不清楚，到自己折衣服、縫鈕釦，甚

至煮飯炒菜。

　　此外，�校還安排他餵食遭��棄

置的小嬰兒，靠著雙手摸索，邱瑞淵�

原�把飯菜餵得嬰兒滿臉，到能夠擔任

稱�的保�，一點一滴發現自己生存的

價值。

　　雖然視力障礙，但邱瑞淵的音準卻

異於常人，加上對樂器的高度興趣，�

別於一�視障人士大多�事按摩等行

�，邱瑞淵經過多年�習，手掌破皮、

手�起泡的痛苦，終於在�國63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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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成為全台首位盲人調音�。

　　他的樂觀進�，��影響到�人，

妻��清香雖罹患�天性白內障，視力

也不好，但還是擔任邱瑞淵的��，帶

著他�處服�，不管騎機車、搭火車，

兩人形影不離，「琴瑟和鳴」令人羨

慕。

五、 從小乩童到鋼琴��師 全盲邱瑞

淵 分享奮鬥歷�

 中國�� 96.3.22

 ���文�台南������文�台南���

　　全台� 1 位盲人鋼琴調音�邱瑞

淵，昨天應台南市�庭教�中心邀請，

於永華國小與榮�總統教�獎的視障生

吳杰特合奏「月亮代表我的心」，邱瑞

淵還現場示範鋼琴拆裝、調音，看得小

朋友頻頻稱�。 

　　閉上��聆聽，很難想像傳來的悠

揚鋼琴、小提琴聲，竟出自2位全盲者

的演奏。邱瑞淵12歲才上小�，最後

畢�於台南神�院，他不但�會拉小提

琴，還�會鋼琴調音，並且以此維生，

更榮�市府頒給模範�親及創�楷模。 

　　榮�模範�親創�楷模 

　　昨天，他應邀與永華國小�生分享

多舛的人生，並與曾�總統教�獎殊榮

的4年8�全盲生吳杰特合奏，2位視障

者的奮鬥史，讓所�人動容。 

　　邱瑞淵�小失�，出身屏東乩童世

�，阿公將他送給池府千帥當義�，�

5歲起開始�當乩童，算命、�驚等種

種工作，12歲�一度以為人生將�此定

型。 

　　與總統教�獎盲生合奏 

　　不料�一天，台中惠�盲校校長�

淑靜，突然連續�訪他�3次，勸說�

長讓他�上�，於是12歲的邱瑞淵開始

�綁鞋帶、�生活自理、餵幼稚�小朋

友吃飯等生活細節，也開始�小提琴。 

　　小�6年��，他在台中受洗成為

�督徒，當天一大早，他遠在屏東�事

乩童的阿公，還曾感應起乩，問起來才

知道，他受洗當�督徒，不繼承��當

乩童了。 

　　念淡中結�台南神�院 

　　據了解，由於他小�候發過重誓，

長大後要當乩童，要不就無後，現卻成

為�督徒，�人一度心驚膽跳，所幸宗

教畢竟是寬容的，在他生下女兒後，證

實�人的擔心，不過是虛驚一場。 

　　邱瑞淵上�後課�進步神速，小�

畢�想繼續升�，校長就幫他買了張車

票，讓他搭車到淡水中��到，最後他

結�於台南神�院，在神�院��會彈

鋼琴、維修及調音，�出自己的人生。 

　　33年來跑遍全台修鋼琴 

　　事實上，他不但憑著精準音感、敏

銳觸覺，練就一身好�領，33年來更是

克服行動上的不便，靠著外�客戶的接

駁，跑遍全台各�與離島維修鋼琴。 

　　最近受邀到南市各校現身說法，邱

瑞淵苦口婆心��小朋友們勸說：「像

我這麼笨的人都能�今天的成就，小朋

友們不要怕失敗，要�勇氣面對挑戰，

更要好好努力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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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盲警改行諮詢員 再造第二春

 中國�� 96.3.30

 �����南縣��������南縣���

　　昔日的人�保��皇�，儘管車禍

�致雙目失�，人生卻未因此而陷入黑

暗，他�會點字，並�得按摩證照，繼

而�縣府錄�為視障電話諮詢員，昨天

開始坐上諮詢服�台，為弱勢的勞工朋

友提供服�。 

　　現年32歲的�皇�，�國八十�

年警專畢�後，踏進警�服�，九十一

年�在永康警分局龍潭派出所任勤區�

�，當年�月發生車禍，雖然救回了寶

貴性命，雙目卻因受創嚴重而失�，迄

今仍只能感覺到�線的刺激，卻沒�視

力，完全看不到。 

　　失�之後，夫妻關係也發生變化，

一�人面對雙重重大打擊，恐怕難以承

受，�皇�卻勇敢以對，療養期�即積

極思考未來要如何生存下�。 

　　看不見東西，不�能繼續當警察，

�皇�辦理因公傷殘退休，為了謀生，

身體康�後，他開始�習點字，而且�

得按摩丙�技術士證照，為自己往後生

活奠�。 

　　就讀警專�，�皇�柔道練得不

錯，�年他參加在馬來西�舉辦的遠

東暨南太平�區殘障運動會，�得�4

名，他將再爭�代表國�參加2008�洲

殘障運動會。 

　　縣府�勞委會補助經費，勞工局要

聘請1名視障電話諮詢員，�皇��名

參加甄選，以優異的�經歷�錄�，1

聘2年，昨天開始上�。 

　　「因為自己傷殘，在爭�權益過程

中，熟悉了一些法規，�以提供給弱勢

的勞工朋友參考」�皇�說，初期提供

勞工電話諮詢服�，以傷殘方面為主，

其餘的則要再�習。 

　　目�住在東山鄉，�皇�暫�由�

親接送上下�，為免�親勞累，他考慮

搭乘縣府到新�火車站的接駁車，再轉

搭乘客運車上下�，另外，他在新�市

�治路旁，即縣府斜對面�房�，整理

後就�以搬進�住，上下�更方便。 

　　勞工局將�勞委會爭�補助，購買

盲用電腦給�皇�使用，並在勞工局設

�盲磚，方便他熟悉工作環境，希望在

他為勞工朋友服�的��，也能提供他

一些服�。

七、 湯國保黑暗中傳琴藝 榮�青年獎

章 奮發向上 音樂比賽屢獲獎

 自由��96.3.30

　　�記者蔡智銘�后里���國立台

中啟��校視障��湯國保榮�青年獎

�。�歲失�以來，湯國保在�境中奮

發�上，不但多次�得音樂比賽首獎，

更返回�校任教奉獻自己，湯國保說，

殘障者不要劃�自限，只要努力一定會

���。

　　三十五歲的湯國保出生在新�市的

一個小村莊，��都是�層勞工，靠著

勞力養活五個孩�，排行��的他原�

被期�能夠保�衛國，但�歲一場車



— �� —

《 啟明苑通訊，56 期， 96.6 》

禍，造成雙目失�，也改變了他的命

運。

　　十歲才進入啟��校就讀國小一年

�，湯國保說，其實剛開始不覺得自己

��看不見�什麼麻煩，�倒是�更多

人照顧他，但進入�校後才意識到自己

要�著獨立。

　　小�三年�，湯國保跟著周進成�

��習�胡，�此生命變得不一�。國

���得台中縣音樂比賽青少年組冠

軍，並曾兩度得到全國音樂比賽胡琴組

冠軍，大�聯考更以術科九十六分考�

文化大�國樂系。

　　曾多次在國�音樂廳舉辦個人獨奏

會，湯國保最感榮耀的是代表台�到�

國參加國際特殊才藝協會舉辦的音樂比

賽，拿到冠軍並�得「殘障青年演奏

�」首獎殊榮。

奉獻自己 回啟明母校任教

　　畢�後，湯國保�得按摩乙�技術

士�照，也回到�校任教，雖然沒能像

�親期�的保�衛國，但湯國保努力把

自己的經�傳承下�，回饋社會。

　　儘管身為視障者，但湯國保常跟�

生說，不要把自己的缺點當成缺點�是

別人的負擔，凡事盡力�做，不要劃�

自限，即使��看不見，還是�以做很

多事。

　　這次和台�之�王建����得青

年獎�，正巧湯國保也常用棒球鞭�自

己：人生面對的不一定都是好球，但�

準備的強打者隨�都�以揮棒。

八、 靠「氣功」打PASS 愛盲樂團 默

契全在一息�間

 中國��96.4.10

 ���智�台北������智�台北���

　　別人看譜、配合�揮的輕鬆演奏，

他們卻要背譜與練「氣功」，才能彈奏

和諧的曲調。�盲專屬樂團由七名視障

者組成，因為看不見�揮，演奏�需發

出輕促的「鼻息」，讓團員得知下一小

節該加重�放輕，一�人很難察覺。 

　　這個樂團使用的樂器雖很常見，包

括古箏、�胡、笛�，以及大提琴、吉

他與鋼琴，但�合在一起演奏，還真令

人意外與�嘆。連�深音樂人�揚都跨

刀擔任樂團的總監，將為�盲樂團量身

編�樂曲。 

　　今年廿七歲的何永裕是�盲樂團團

長。他說，他是視障，樂譜看不見、

�揮的手勢也看不到，遇到難度高的

樂曲，他就跟不上，甚至還�能「放

炮」，一�樂團根�不會聘用他。他大

�畢�後，只好在�盲�金會擔任盲用

電腦教�，放棄他最喜�的音樂。 

　　直到�盲要成立樂團，他主修大提

琴的專長被發掘，何永裕才滿心喜悅接

下團長的行政工作。他說，「這才是我

的��與興趣」，而他的妻��雅絹與

一歲大的女兒也都支持。 

　　由於七名團員都是視障，他們把樂

譜轉成點字簿�聽錄音帶、CD，死記

與硬背，但樂曲在演奏過程中要怎麼和

諧演出，何處要加大音量？何處又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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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何永裕透露�訣說，他們就是靠

「鼻息」的氣功來傳達�令，透過鼻孔

噴氣，這短促的一聲，團員就知道下一

小節的演奏方式。若用嘴吹笛�而沒

氣，則�在曲�的尾段拉高音�低音，

讓團員知道下一節要做變化。 

　　何永裕說，每名團員都�其擅長的

樂曲，但要和諧演奏卻不容易，恐得花

一年的��練習「鼻息」的氣功，�默

契成熟，再做正式公演。 

�、���樂團 母親節獻處女秀

 自由��96.4.12

  患��天性白內障的�孟貞，是視障

樂團最年輕的團員，擅長口風琴。

 �記者��標���記者��標��

　　�記者��標�苗栗���今年�

親節，十名視障者組成的樂團，將應生

命之�文教�金會之邀，在西湖渡假村

演出他們的處女秀，而且將是成軍後領

到的�一筆酬勞，意義重大，團員們正

加緊練習，希望呈獻最完�的表演。

視障協會會員 展音樂天賦

　　十名團員都是苗栗縣視覺障礙者福

利協進會的會員，在協會的視障重建中

心鼓勵下，在�月成團，他們�的是�

天性喪失視力，�的則是後天因素如視

網膜剝離等病變，靈魂之窗�此漆黑，

但都�一雙巧手與音樂天賦。

　　團長�博文擅長小提琴、口琴與長

笛；年紀最大、已五十八歲的謝乾旺，

橫笛、洞簫都吹得好；最年輕的團員洪

敏智，畢�自啟��校，只��十歲，

多才多藝，吉他、陶笛、橫笛都很拿

手，是中山高泰安休息站的街�藝人，

每週六、日�往演出。 

　　全盲的�兆宗擅長手風琴、爵士

鼓，高�成吹得一口好直笛；曾憲政除

了爵士鼓，還會吹陶笛；其他�名女團

員中，�秀葉�彈電�琴、拉胡琴，徐

雪琴會打鼓、吹笛�，吳滿楨擅長電�

琴，�十三歲的�孟貞，患��天性白

內障，但口風琴吹得不錯。

　　視障協會總幹事張春梅說，視障樂

團的成立具�多重意義，除讓視障者精

神�所寄託，擁�屬於自己的表演舞

台，重拾自信，也藉此鼓勵他們�出戶

外，帶給他人歡樂並�增加�入。 

　　張春梅說，十名團員擅長的樂器，

涵蓋中、西，又都�視覺障礙，視障協

會邀請精通中、西樂器的���隆燈�

�團員演奏技巧，並訓練合奏與培養默

契，他們認真�習的精神不輸一�視力

正常的人。

十、全盲按摩師 �愛看見希望

 自由��96.4.12

　　曾凱文�按摩工作體會助人的重要

與快樂。

 �記者�開����記者�開���

　　�記者�開��高雄���盲人的

世�是黑暗的，但對於付出公益�心的

曾凱文來說，儘管全盲，人生卻是充滿

希望的�芒。

　　�小就是弱視的曾凱文，又因��

離異，自幼由奶奶照顧長大，當�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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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如何正視��的問題，�致視力逐

漸惡化；再加上高中階段，為了賺錢撫

養奶奶及弟妹，毅然輟�工作，在「想

賺大錢」的驅使下，經常身兼數�，忙

得沒��吃飯。

　　就在這種疲於奔命的日�中打轉，

飽嚐工作壓力的曾凱文，30歲那年，視

神經病變完全瞎了，讓他再也無法看到

這個世�；瀕臨崩潰的曾凱文，幸好�

女友的全心照顧，終於度過煎熬期，但

難免心情沮喪，他靠著「聽」電視、�

音機，汲�知識與常識，��也靠著勵

志性的節目，逐漸讓自己恢�信心，並

且在短��內考�按摩�及理療兩種�

照，重新出發，就在�事按摩工作中，

讓他深深體會到助人的重要與快樂。

　　為了求上進、�求更多的專�知

識，曾凱文�年考上屏科大社工系，因

緣際會�與弘道志工協會南服處主任蔡

�華結緣，受其感召投入�人服�，固

定每星期三下午到�金活動中心免費為

�人�按摩，深得�人�的依賴與歡

心。

　　今年38歲的曾凱文，與�人的互動

中發現「如果這個社會，大�每天願意

用10分鐘來協助別人，所產生的互助

精神，會讓社會減少許多暴戾之氣，增

加和諧與溫馨」，且大�常脫口而出的

「沒���」，只是「太多的理由和藉

口」罷了。視覺上的黑暗擋不住�心的

�芒，曾凱文活在希望的快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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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歡迎視障教育與服務相關文章

二、經錄取即贈送稿費

三、來稿請寄

700台南市樹林街二段33號

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或

E-mail：gac720@mail.nutn.edu.tw

四、本刊有刪改權，不擬刪改者請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