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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與輔具應用
臺北市合宜輔具中心 林紫婷兼任戊類輔具評估人員

前言

職務再設計的服務在臺灣已有數十

年歷史，有不少的文獻研究指出，透過

職務再設計除可增加個案工作獨立性、

提升工作品質外，也能達到促進穩定就

業之效果（姚威州，2009；張玉山，

2013）；更長遠來說，藉由職務再設計

服務的介入，示範了身心障礙者透過職

場環境改善、適切有效的輔具、工作流

程分析與工作重新安排，便有機會長時

間穩定就業，對勞動力短缺的現下環境

而言，更有機會增加職場聘用身心障礙

者的機率（邱滿艷等，2010）。

視覺障礙輔具在職務再設

計中的應用

若以使用的感官知覺做區分，視覺

障礙輔具可簡單分為增進視覺功能、聽

覺替代、觸覺替代等三種。

一、增進視覺功能

主要常見的輔具有放大鏡、可攜式

擴視機/桌上型擴視機及望遠鏡等，皆透

過放大的方式來增加近距離閱讀、遠距

離辨識物品之能力。

1. 放大鏡

放大鏡具有輕便、好攜帶、易於上

手之優點，但若職場使用到的紙本文字

大小不一，因放大鏡多為單一倍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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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容易受限（圖1）。

 

圖1、放大鏡

2. 可攜式擴視機

擴視機可由使用者自行調整放大倍

率，有些對比明顯退化的低視能視覺障

礙者，也能透過改變螢幕與字體的顏

色，達到增強對比、協助閱讀之效果。

但可攜式擴視機使用時，螢幕會遮蔽書

面實體資料，需透過練習來減少找不到

目標物之頻率（圖2）。

 

圖2、可攜式擴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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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桌上型擴視機

與可攜式擴視機相同，具有可調整

倍率、改變螢幕字體顏色之優點，且因

螢幕與鏡頭分離，不會產生機體遮蔽文

字情形，若工作中長時間需閱讀紙本文

字，其使用效率佳。但因其體積較大，

若職場常需轉換不同工作地點，有攜帶

不易之困擾（圖3）。

 

圖3、桌上型擴視機

4. 放大軟體ZoomText

低視能視覺障礙者常會透過操作滑

鼠放大鏡功能，或直接設定放大百分比

的方式，改變電腦螢幕上的內容大小；

此外也可另外購置、安裝專門的螢幕

放大軟體。該軟體具改變放大倍率、加

強對比之功能，但因電腦硬體要求較

高，購置安裝前建議先進行下載試用。

有些視覺障礙者操作電腦時需將頭頸往

前推，縮短與螢幕的距離才得以操作電

腦，除上述輔具外，亦會建議裝設「螢

幕支架」，避免長時間的姿勢不良（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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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4、（a）放大軟體ZoomText；（b）螢幕支架

二、聽覺替代

全盲的視覺障礙者需在電腦中安裝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協助操作電腦，有

些低視能視覺障礙者也會透過聽覺替代

來減緩視覺負擔，此外也會使用智慧型

手機開啟語音朗讀功能來讀取信件、操

作社交軟體，此時公司系統介面的無障

礙化就顯得非常重要。

工作中若有辨識紙本資料之需求，

常會使用掃瞄器加上光學字元辨識軟

體（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來協助；除上述傳統掃瞄器外，

亦有透過鏡頭直接拍攝、辨識之機種。

但受限於辨識效果，若需確保資料之正

確性，如公文或專業文獻資料等，則需

要額外人力協助校對（圖5）。

    

                                     （a）                                                                        （b）

圖5、（a）掃描器；（b）閱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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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觸覺替代

若視覺障礙者熟稔點字，點字觸摸

顯示器將是很便利的職場輔具。近幾年

來點字觸摸顯示器除了體積縮小、重量

減輕外，有些機型內建記事功能可單獨

使用，可協助會議記事；有些機型則可

透過藍芽連接手機與電腦，讓使用的範

圍更加廣泛。

 

圖6、點字觸摸顯示器

輔具選擇

每個視覺障礙者視覺功能差異甚

大，導致輔具需求亦有很大差異。在輔

具提供前若做完整的評估將可增加輔具

的適配性（黃靜玲，2015），而功能

性視覺評估可作為服務的基礎，考量職

場的工作任務來對應輔具介入，將更有

利於解決視覺障礙者就業之困境（彭淑

青，2010）。

結語

無論世界或臺灣針對身心障礙者就

業的研究皆發現，視覺障礙者受到偏見

影響，常被視為沒有工作能力，若與其

他障礙類別相比，呈現出明顯的低就業

率（朱貽莊，2011；郭峰誠、張恆豪，

2011）。故若職場不瞭解視覺障礙者的

障礙特性，也無職務再設計的介入協

助，職場更顯困難重重，例如低視能者

無放大輔具之協助，長時間依靠自身剩

餘視覺功能勉強完成工作，將造成工作

難以長久持續。此外，因職場不易有機

會認識視覺障礙輔具介入後可改善的程

度、職場環境該怎麼配合，也常導致彼

此間的溝通落差，例如職場已提供安裝

有聲軟體之電腦，但公司內部系統欠缺

無障礙化，視覺障礙者仍需要透過他人

協助才得以操作（朱怡靜，2016；洪千

惠，2016）。故認識視覺障礙輔具在職

務再設計中的應用與其相對應之配套措

施（楊意韻、陳美香，2017），將有助

於視覺障礙者、專業服務人員與有意願

聘用視覺障礙者之職場彼此間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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