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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物館是為每一個人所設立的。為體現全民美育推

廣的理念，國立臺灣美術館本著平權的原則，竭誠

希望取之於社會而成就的每一檔精心策畫之展覽、

教育推廣活動及館內其他藝術資源，都能公平無私

地回饋社會大眾，與所有的人分享。儘管我們知道

有些人因為先天或後天種種因素而導致身體行動上

或心智上遭遇種種社會／文化參與上的不便，我們

仍希望在能力範圍內盡最大的努力，締造一個「無

障礙」的藝術環境與教育服務予所有面臨不便情境

的人。

對大多數人來說，身心不便者是被阻隔於種種主觀

與客觀現實之外的一群，雙方並沒有那麼多的實地

認識與相處機會。然而，當我們從平權的角度來省

思，在社會結構已然步入老年人口居多的台灣，或

許需要懇切提醒大家意識到的事實是：年齡達75歲

者的視力狀況，其實已與占視覺不便之人口多數的

弱視族群類似；而因意外或文明病導致的中途失明

人口又占全盲人口的多數，就更遑論隨著年紀漸長

而普見的體力、聽力與行動力上的種種衰退情形

了。如此看來，通用設計的概念與普及引用，以及

更周到的照護知識與能力養成，是博物館確保文化

平權參與的基礎素養建設。

為具體落實本館友善平權的服務理念、充實本館服

務人員對視覺不便之觀眾的需求認識與服務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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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友善平權服務推動小組特別編印本服務手冊，

期望藉由厚實相關人員友善服務的素養，廣開文化

參與平權之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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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導原則‧四要領｜ 

由於視障者所能接收到的周遭環境訊息是不完整

的，他們不能辨別當下是否有危險，如果突然有人

以直接拉扯的方式來支配他們的身體，反而會讓他

們極度的害怕與不安。而比起運用導盲犬或輔具，

由熟悉「人導法」的明眼人來直接協助視障者行

動，是相對更安全的。不正確的引導方式，會讓被

引導者遭遇危險，甚至受傷。以下即是施行人導法

時要注意的四大原則－問、拍、引、報：

(一) 問

1. 在與視障朋友碰面應主動先開口打招呼，並自我

介紹。

2. 路上看到徬徨無助的視障朋友時，請主動趨前輕拍

視障者的肩膀，並詢問他是否需要協助。

3. 對視障者說話時，要先稱呼其名，視障者才會明白

是在和他對話。打招呼的時候，可以輕拍他的肩膀

或者輕拉他的手做出手掌對手掌搖一搖的動作，

說：「嗨」。欲離開時，也要先告知。不要讓視障

者單獨站在馬路中間或空曠處，可引導他們至可倚

靠處（如欄杆、圍牆、柱子等），或有空位處休

息，並告知他所處的位置。

4. 提供任何服務前，都先主動詢問對方需不需要，並且

切記是直接詢問視障者本人，即使他有隨行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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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拍

1. 有機會帶領視障朋友時，不要推他身體、牽他的手

或拉他手杖，請站到視障者的左前側方約半步距

離，以手背碰手背的方式輕拍視障者的手(圖1)，提

示他你就定位了，讓視障者可以輕易沿臂輕輕抓握

你（引導者）的手肘上方手臂或肩膀(圖2)。

圖2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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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遞水壺或茶杯時，將東西放定位後，協助視障朋

友以手背輕碰水壺、茶杯，或其他物品後，視障者

即可自取水壺、茶杯飲用。

3. 就坐時，牽扶視障者的手先觸摸到椅背，再順著椅

背滑摸至椅墊；若是椅子沒有椅背，則請讓他們先

摸到（或以手杖輕碰到）椅墊，視障者即可自行坐

下(圖3)。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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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引

1. 引導時，可讓視障者抓握引導者的手肘或扶著引導

者的肩膀。基本上以兩人的相對身高為考量，以讓

視障者可以舒適動作為主。但如果引導者較視障

者的身高高出許多（如成年引導者帶領視障小朋

友），因為視障小孩不易抓握到引導者的手肘或肩

膀，引導者可改以手腕握住視障者的手腕進行引

導，但因為透過手腕引導，視障者不易感受到路面

的變化，因此引導者需要特別注意視障者行進過程

的安全。

2. 如果沒有足夠的明眼人可協助，同時又有超過兩位

以上的視障者需要行動時，可由明眼人在第一位引

導，視障者搭前者的肩，所有人像火車列車般一起

行動(圖4)。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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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遇到道路狹窄或人多、僅可供一人行走時，引導

者可將被視障者握住的手肘，夾緊貼著腰旁稍向後

背挪移，此動作即可暗示視障者前有窄道。被引

導的視障者則會順著引導者的手勢將身體移向引導

者身後，即可安全通過窄道。進出人潮壅擠的電梯

門口時，亦以窄道通行的方法引導視障者進入電梯

(圖5)。

4. 看見視障朋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若有空位，請

引導他們入座，或引領他們站到較不影響乘客通行

的地方。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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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下樓梯前，引導者在跨出第一階前，應先引領視

障者到第一階前，待兩人齊頭並排就定位後，輔以

口頭說明表示要上樓或下樓後再行動。下樓前的第

一階就定位時，引導者務必伸出視障者抓握的那隻

手擋在視障者身前，以防視障者在調整腳步時不慎

滑落階梯(圖6)。待雙雙就定位之後，引導者即可先

行向前跨進階梯，以相距一個階梯（半步）的距離

緩慢引導視障者上、下樓。上（下）樓走完整個階

梯或遇轉彎處時均須稍停，以暗示前方有障礙物或

樓梯已走完。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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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

1. 當有視障朋友向你問路時，請以他所處的位置與方

向，告訴他在他前、後或左、右的道路名稱，如要

明確告訴視障者前往目的地的路徑，除了說明沿途

經過的路名與轉彎方式外，最好也能說明沿途經過

的路口數量，或者在第幾個路口如何轉向。切勿僅

以手指著某個方向而告訴視障者「這裡」、「那

裡」。

2. 對視障朋友介紹物品時，需告知注意事項並詳細介

紹物品內容，若具危險性則應優先說明（例如會

燙、易打翻、特別銳利容易割、刺傷等等）。

3. 用餐時，可告知視障朋友菜色，並以鐘點方向進行

描述（例如：在你的十二點鐘方向是竹筍、一點鐘

方向是糖醋排骨）。而對於餐具的擺放位置，也需

告知視障朋友（如：在你的前方有餐盤、餐盤右邊

是筷子、左邊是湯匙）；若有視障者不方便自行取

用的食物，請徵詢他的喜好以後，協助他取食。

4. 陪同視障朋友進入陌生場所時，宜先低聲向他說明

場內環境以及在場的人員等相關基本訊息。

5. 在有視障者在場的多人對話場合中，應盡量避免使

用缺乏明確對象的發話方式，且應該減少以眼神、

表情和手勢等肢體語言打暗號的溝通模式，以免孤

立視障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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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廁所時，以同性別者協助指引比較理想。請告知

視障朋友廁所是蹲式或坐式馬桶，並一一辨別確認

馬桶位置、衛生紙、垃圾桶、沖水按鈕、門鎖以及 

洗手台位置後再離開。

7. 當你無法繼續幫助視障朋友時，請務必告訴對方你

必須先離開；最好替他另找到可以繼續協助的人再

離開。 

 

10



口述影像‧具體說｜

由於視障或弱視者無法看清楚周邊景物、招牌、路

標、公車站牌與所有出版品的文字資料，必要時可

提供的協助（告知）即是報讀。提供視障者的報讀

概分成三種：

(一) 書報報讀

就是直接將報章雜誌、書籍等，視障者無法自己

「閱讀」的文字、圖表「唸」出來給視障者「聽」

的服務。

(二) 基本報讀

是一種對於視障者生活中簡單視訊的即時告知，像

是公車號碼、物品位置或周邊路標景物等等。

(三) 深度報讀

指的則是針對電視、電影、博物館展覽、自然景觀

乃至於教科書插圖等視覺屬性的傳播媒介的影像報

讀，以讓視障者了解視覺呈現的文化符號意義為主

要目標，是一種深度的報讀，也就是所謂視障「口

述影像」服務。其他諸如有聲書或博物館的語音導

覽等服務則屬於「預錄的報讀」，也是深度報讀的

一種。

1. 無論是哪一種等級的報讀，口述的內容都應盡量減

少明眼人視覺性的指示詞彙，如：這裡啊、那裡啊

等等，最好掌握「由整體到部份的敘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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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完形優先原則。

(2) 先強調「整體」的意義，再提供進一步的「細

節」。

2. 不要忘記對象毫無視覺經驗，並且要避免使用專業

術語：盡量使用視障者熟悉的日常生活語言。善

用隱喻、類比、比較、對照、舉例等描述技巧，

用「已知熟悉的事物/經驗」比喻「未知陌生的事

物/經驗」（如雙手張開可及的事物、日常生活用

品、自己的身體姿勢以及其他「共感覺」的知覺經

驗），並盡量包含明確的物理性資料，如方向、長

度、色彩、大小和材質與重量等要素。

3. 以指向性字眼描述所見之物的方位、形狀及尺寸。

方位除了上下左右外，也可以鐘點方向來指稱；尺

寸或距離則可以視障者本身的身體部位來比擬，如

身高或手臂長或拳頭、手掌大小等等。

4. 描述顏色時則可加上一般的形象連結或個人心理層

面的感受字眼，以增進視障朋友對顏色的理解並想

像整體視覺現場的景況。

5. 善用具體生動的比喻來增加視障朋友對場景、動作

及氛圍的想像與理解，最好是還能佐以相關輔具或

實物供視障者觸摸、嗅聞或聆聽來親身體驗。

6. 仔細觀察視障朋友的情緒與表情，以耐心等待並鼓

勵對方表達溝通及進一步的互動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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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一問‧導盲犬｜

1. 如遇有導盲犬帶路的視障朋友，請依循「三不一

問」的原則應對之：

(1) 不餵食：絕對不要以任何人類的食物吸引或餵食

導盲犬。

(2) 不干擾：絕對不要在主人/視障朋友未同意的狀

況下，任意干擾或撫摸導盲犬行徑工作。

(3) 不拒絕：立法院三讀通過法案，保護導盲犬可以

自由進出公共場所、搭乘交通運輸工具。 

(4) 主動詢問：看到視障者朋友在公共空間(或博物

館場所)猶豫徘徊不前時，請主動詢問視障朋友

是否需要協助。因為各場館空間相關限制條件不

一，不容易為視障者及導盲犬辨識，請走到視障

朋友的右邊，然後請他們將手搭在我們的肩膀上

或握著我們的手肘上方手臂，同樣以一般人導法

幫助視障朋友安全的行走。不可直接呼喚導盲

犬，因為讓導盲犬養成在帶領主人行進間對旁人

的呼喚有回應的習慣，會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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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確辨識導盲犬的三個途徑：

(1)識別證

(2) 身著紅色背心（訓練中犬隻及幼犬）(圖7)

(3)  配戴導盲鞍（工作中犬隻） (圖8)

 圖7（台灣導盲犬協會提供）

 圖8（台灣導盲犬協會提供）

14



展場輔具‧免費借｜

本館各入口皆設有無障礙專用坡道、停車場亦設有

無障礙專用汽機車停車位。

館內除了主要動線的無障礙硬體設施如無障礙廁

所、無障礙坡道、無障礙電梯等外，更於服務台備

有：

1. 展場全區觸摸圖

2. 低視能觀展輔助望遠鏡(有四種倍率可供選擇)

3. 名片型放大鏡

4. 老花眼鏡

5. 輪椅及嬰兒推車

相關借用需求請至服務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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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認識視障．Q&A｜

Q：視障者眼前是黑暗的?

A： 不一定。視障包括「弱視」與「全盲」。優眼視

力〈兩眼中其中視力較佳的那一隻眼〉值0.3以

下至0.03者，通稱為弱視。優眼視力值0.03以下

者，則稱為全盲。有些全盲者完全喪失光覺，有

些盲者尚有殘餘視力，可辨識車輛移動或障礙物

的形影，真正「眼前一片黑暗、沒有光覺」者在

視障人口中不到5%。

Q： 看不到的人，聽覺一定比較好?正所謂目不明、

耳更聰?

A： 不一定。台灣每年平均新增2至3千名視障者，約

九成都在成年後發生，沒有證據證明，視力變差

有助於聽力的提升。一般視障者給人聽力佳的印

象，可能因為較專注於聽覺之故。

Q： 看不到，觸覺就一定比較靈敏?視障者的觸覺較

靈敏?

A： 不一定。成年後才導致視障者，沒有證據顯示，

觸覺會因此變佳。而由糖尿病引發的視障者(機

率為一般人的17倍)，則常伴隨有頑固性的手、

腳痲痺感；至於先天全盲者，如果從小學習並經

常摸點字，觸覺是有可能較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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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有斜坡道，對視障者才方便? 

A： 不對。透過「手杖」或「正確的人導法」，視障

者可「感覺」前方的高低差（階梯），未必一定需

要走斜坡，斜坡主要為協助輪椅族。至於，在斜坡

道上設導盲磚，易造成輪椅跳動、肢障者的柺杖打

滑，甚為不當。

Q： 為了視障者的方便，我們應該引導他們使用無障

礙廁所?

A： 不一定。無障礙廁所主要為輔助輪椅族而設

計，方便他們從輪椅移動到馬桶以及使用洗手

台。而在小便池上加扶手，則是為了方便持柺

杖的肢障者，放置柺杖、倚靠身體而設。一般

視障者使用一般廁所沒有困難，因此不一定要

使用無障礙廁所。

Q： 視障者是靠著「算步伐」，正確判斷自己的位置

與方向?

A： 不是的。視障者通常是依靠手杖和自己的雙腳來

感覺路面的高低、地面的平滑與否，或有無阻

礙；他們並且靠聽覺感受周遭的聲音、靠嗅覺聞

特別的味道，再依靠這些種種所交織形成的心理

地圖，來辨別自己所處的位置及方向。數步伐、

算階梯，都是一般人對視障者錯誤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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