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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其相關影響因素 

吳純慧  河內清彥 
筑波大學人間綜合科學研究科 

摘  要 

在中途失明人口日益增加的背景下，為了解其日常生活上之問題，以為今後提供適切

的社會適應重建，本研究之目的為(1)探討中途失明者與早期及學齡期失明者在日常生活狀

況上呈現之差異；(2)探討中途失明者在日常生活問題上之相關影響因素。本研究對 18 至

64 歲之視覺障礙者 148 名進行調查。研究工具使用自編之「視覺障礙者日常生活狀況問

卷」，內容共分為「定向行動」、「資訊蒐集讀寫」、「生活自理」、「心理適應」與「人際/社

會關係」等五大領域 40 題項。在中途失明者與早期及學齡期失明者在日常生活狀況所呈現

之差異上，以「心理適應」領域內呈現較多之顯著差異。得出中途失明者相較於早期失明

者在心理適應上，呈現相對不安之情形。而探討影響中途失明者在日常生活問題之相關影

響因素上，則以其中之中途失明者 87 名為分析對象。將中途失明者在日常生活狀況上所呈

現顯著差異之題項進行類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中途失明者之教育程度、職業狀況、使

用文字狀況以及視覺障礙程度等因素，對日常生活問題產生影響。本研究根據結果提出，

今後在中途失明者之社會適應重建上，應及早進行心理重建，提升電腦技能，進行定向行

動訓練前克服心理恐懼以及活用失明前之視覺經驗等建議。 

關鍵字：中途失明者、日常生活狀況、失明時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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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視覺障礙人口總數，據統計調

查，自 2000 年的 38,747 名，增加至 2009
年年底的 56,928 名，呈現了持續增加的趨

勢（內政部，2010）。其中，由年齡層的

增加人口比例來看，可發現近年來增加的

人口分佈，主要在 18 歲以上成為視覺障礙

者之族群（以下簡稱中途失明者）。Carroll 
(1961)曾整理出，喪失視力會導致 20 項不

同種類能力的喪失，並指出每一種喪失並

非單獨存在，而是重疊合併著發生，更進

一步說明視力的喪失對個人而言，會帶來

猶如死亡般的極深恐懼與痛苦等在心理層

面重大的影響。Lowenfeld (1975)亦指出，

原本使用視覺器官做為主要接收外界訊息

者，因故在人生的過程中喪失視覺，不只

在生理上、心理上會造成影響，亦會在社

會上、經濟上各方面產生困境。 
其中，面對在 Lowenfeld (1975)所述之

各項重大打擊中，由於處於就業年齡（18
─64 歲）之中途失明者多需擔負起一家經

濟之重責，因此，首當其衝必須面臨的現

實困境則為經濟上的壓力（タートルの会，

1997，2003，2006）。然而，在現今臺灣的

環境下，不論視覺障礙緣起於何種原因，

在成為中途失明者後，能接續過去明眼時

期之專業學習或是職業者，除了少數特殊

案例外（蘇建銘，2004），多數往往因視覺

的損失，導致被迫離職，無法在原職業上

持續進行（陳芸英，2004）。在 26 歲時因

意外事故成為中途失明者之柯明期即曾對

當時失去職業及痛苦的心境狀況做一陳

述： 

「……原在日商公司待遇不錯的工

作，也因而失去；喪失經濟來源，無法獨

立行動，不會點字及生活自理，內心的恐

懼，痛苦與茫然，不知向何人尋求協助？

誰可知下一步該怎麼辦？……」(2004:2) 

由此，呈現了中途失明者在臺灣的環

境下，所遭遇到在各方面求助無門困境的

實例。 

在論及視障者之就業狀況時，不僅受

雇比率與一般非障礙者相較差距甚遠，與

其他障礙類別做比較時，亦出現偏低之情

形（勞委會職訓局，2000）。甚至，在視覺

障礙者中，中途失明者之就業比率亦呈現

出明顯低於先天失明者之情形（李永昌，

2006）。因此，對於中途失明者而言，無法

順利再就業的狀況，除了失去工作生涯，

失去工作目標等打擊外，由於多為擔負家

庭經濟重責之時期，不僅失去固定的工作

來維持穩定的收入，進而使整個家庭的家

計陷入危機，更擴大到影響在整體社會上，

各個專業領域勞動人材的損失（タートル

の会，1997，2003，2006）。 

於此，對於中途失明者提供適切的重

建服務以期早日適應障礙，學得社會適應

技能，重拾自信，回歸社會，進而謀求經

濟能力促使自立更生是極為重要的工作。

在提供重建服務的時期上，萬明美(2000)

以及 Dodds (1993，2006)強調在喪失視覺

早期階段即進行介入的重要；在重建的觀

念上，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

ganization, WHO)則在 1968 年定義出了概

括之醫學重建、社會重建、教育重建與職

業重建等四大方針；而勞委會職訓局(2005)

亦強調提供整體重建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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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可知，重建的提供對中途失

明者為非常重要之工作。然而，相對於先

天或是學齡期失明的族群，中途失明者能

接受到的社會資源可謂極為缺乏（萬明

美，2000；賴淑蘭，Thomson 與陳貴珍，

2008）。在對先天或是學齡期失明的視覺障

礙學生上，臺灣自從 1960 年代後期起，即

開始實施視障學生巡迴輔導教育，視障學

生可選擇進入特殊教育體系的啟明學校，

或進入一般學校就讀，接受巡迴教師的輔

導及資源教室的支援等不同程度的教育服

務（林慶仁，2002；柯明期，2004）。然而，

在中途失明者佔所有視障者總人數中大多

數比例之實際情況下，對於中途失明者提

供之重建資源不僅仍極為缺乏外（萬明

美，2000；賴淑蘭，Thomson 與陳貴珍，

2008），多年來內容上亦偏重在職業訓練

（余月霞，2005；李永昌，2006）。 

針對臺灣多年來重建內容偏重於職業

訓練之情形，余月霞(2005)指出，視障者

本身在未能接納自身的狀況和照顧自己的

日常生活之前，其實很難把握就業的機會

和達到工作上所要求的水準。因此她呼

籲，職業重建必須建立在良好的生活重建

基礎之上。同樣地，在對中途失明者提供

重建的服務上，美日各國也分別提出了，

在進行職業重建工作前，日常生活上之重

建工作需確實實踐之觀念。在美國方面主

張，必須要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後，才有

機會回到職場進行工作（勞委會職訓局，

2005）。而鄰近我國的日本，對中途失明

者之重建工作，不僅由政府設有五間國立

的重建機構，提供在進行職業重建階段

前，為期三至六個月的社會適應訓練。除

此之外，亦有多處民間團體及各地視力中

心積極地進行社會適應的重建工作（坂本

洋一，2007）。 

有鑑於現今臺灣的中途失明人口日益

增加的背景下，特別對處於就業階段之中

途失明者而言，會產生始自個人、家庭進

而擴及至社會等全面性的廣泛影響下，重

建服務的提供已成為刻不容緩之工作。然

而現今的實際情況，不僅資源極為缺乏

外，多數亦僅強調在職業上之訓練，對中

途失明者提供在日常生活上之社會適應重

建的內容至今仍多被輕忽。 

由於中途失明者能獲得的重建機會及

社會資源相對缺乏之背景下，因此，有必

要對不同之失明時期在日常生活狀況上做

一比較，以了解中途失明者特有在日常生

活上所面臨之問題。待了解中途失明者在

日常生活上所面臨之問題後，則進一步探

討相關之影響因素。如此，將有助於對中

途失明者在今後思考社會適應重建內容

時，參考本研究透過實際調查結果後所提

出之具體建議。 

因此，為解決中途失明者在日常生活

上之問題，以為今後提供適切的社會適應

重建，本研究之目的為： 

(一)從失明時期之不同探討中途失明者與

早期及學齡期失明者在日常生活狀況

上呈現之差異 

(二)探討中途失明者在日常生活問題上之

相關影響因素 

二、待答問題 

從上述之研究目的，針對以下問題進

行研究，並探求其答案。 

(一)失明時期不同之中途失明者與早期及

學齡期失明者在日常生活狀況上是否

呈現出差異？若呈現差異，則在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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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日常生活狀況上？而在呈現出

差異之日常生活狀況上，相較於早期

及學齡期失明者呈現出問題者為何？ 

(二)中途失明者在日常生活所呈現出之問

題上，其相關之影響因素為何？ 

三、名詞釋義 

(一)視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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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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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鑑定基準為視力

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表所測定優

眼視力未達 0.3 或視野在 20 度以內者。無

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以其他方式測定

後認定者。 

(二)中途失明者 

本研究所指之中途失明者係指從出生

至青少年階段視力正常，至 18 歲以後甫認

定為視覺障礙者。且在求學過程中不曾就

讀於特殊學校或接受過融合教育中之巡迴

輔導，資源教室等服務者。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探討視覺障礙者之日常生活

狀況，然而此一議題之範圍實為廣泛，因

此，透過相關先行文獻可整理歸納出，定

向行動，資訊蒐集讀寫，生活自理，心理

適應及人際/社會關係等五大類別（山田幸

男與小野賢治，1989；坂本洋一，2007; 

Dodds, 1993, 2006; Hassell, Weih, & Keeffe, 

2000; Sacks & Wolffe, 1998; Weih, Hassell, 

& Keeffe, 2002）來含括視覺障礙者日常生

活狀況上整體之概念。然而，因造成視覺

障礙時期之不同，在此等領域內亦呈現出

不同之見解，茲述如下。 

一、視覺障礙時期對日常生活狀況上之影

響 

(一)在定向行動上 

Carroll (1961)曾指出，在人生的過程

中失去視力而導致 20 項能力的喪失裡，以

喪失移動能力為最重大的問題。並指出，

喪失移動能力將使人失去了獨立自主的能

力，有時更會終生需要依賴他人過生活。

定向行動能力的優劣對視覺障礙者造成了

重大的影響（杞昭安，1999； Baker, 1973; 

Hill, 1986），然而因著失明時期之不同，

則會對定向行動能力產生不同程度之影

響，例如佐藤泰正(1988)指出，在擁有視

覺表象後才喪失視力的中途失明者，由於

在生活上能將失明前存取的視覺經驗不斷

再生活用，在活動上亦能夠意識到空間的

存在而進行不同的動作，因此在理解空間

的概念時，較先天及早期失明者容易掌

握。但是相對地，中途失明者在進行定向

以及行動時，由於對於外界的道路及周圍

的狀況會透過視覺影像來加以想像而增強

了恐懼感，導致在行走的能力上無法容易

精進。不僅如此，河內清彥(2008)也提出，

因為行動的限制而產生的壓力上，中途失

明者感受到的程度則大於先天失明者。 

透過上述可了解，中途失明者在定向

行動的表現上與非中途失明者相較時，呈

現出優勢與劣勢兩方之見解。因此，為得

知台灣之中途失明者在定向行動上究竟呈

現出何種情形時，透過了解在外出上或是

運用大眾交通工具等狀況，將有助於釐清

中途失明者實際在定向行動上之實際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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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資訊蒐集與讀寫上 

對喪失視力前習慣以視覺為主要接收

訊息之中途失明者而言，當改用觸覺為接

收文字訊息的管道時，因為點字摸讀速度

之侷限導致前後連貫性不足，在學習過程

中容易缺乏效率引發挫折和沮喪，因此點

字往往難以作為中途失明者在認知學習上

的工具（柯明期，2004）。除此之外，徐文

志(2005)及澤田真弓和原田良實(2005)提

出，點字的學習，實與中途失明者自身對

視覺障礙的接受程度有關。即為，在無法

接受自己已成為視覺障礙者的事實之前，

對點字的學習往往缺乏動機，並且會產生

強烈的抵抗感。 

另一方面，近年來由於電腦科技的發

展進步，盲用電腦的使用透過螢幕閱讀軟

體可將文字檔轉換成音聲檔，透過聽覺接

收外界的訊息，對視覺障礙者長期以來資

訊取得困難上獲得大幅度的改善。彭淑青

(1998)指出，相較於明眼人屬於技能教育

的電腦訓練，對於視覺障礙者而言，電腦

的使用是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必備工具。 

因此，在中途失明者因點字學習上呈

現出觸覺使用不易以及容易缺乏學習動機

之問題點上，更凸顯出電腦的使用對中途

失明者在與外界進行訊息溝通時，實為非

常重要之管道。然而，台灣在此部份之調

查研究上，至今仍缺乏中途失明者在使用

電腦情況上之相關資料。 

(三)在生活自理上 

石黑清子(1993)指出，中途失明者對

於過去明眼時期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當無

法繼續順利進行時，會在心理層面產生無

數的不安。因此，失明前原本處理無礙的

生活自理能力也就誤以為自己已無法持續

進行，進而產生了喪失自信以及極端無法

自主行動的傾向。然而，小川かほる(1994)

表示，在其中如有極欲突破困難，積極挑

戰學習處理日常生活瑣事之視障者，卻往

往必須面對周圍的親友因為保護的關係而

限制了他們的行動。如此，無形中阻礙了

中途失明者學習應用視覺以外之感官來處

理日常事物的能力，更間接助長了凡事依

賴他人的態度。Carroll (1961)亦指出，由

於日常生活自理上所產生的困難存在於每

個生活的小細節中，而每個生活小細節的

困難都會不斷地提醒著中途失明者他已喪

失視覺的事實。種種對於許多生活小事迫

使需依賴他人的行為，則會令中途失明者

在情緒上由原先之無助漸轉向為憤怒。 

然而，山田幸男和小野賢治(1989)主

張，中途失明者經歷過明眼時期的生活階

段，在生活自理上，對喪失視力前的知識

及生活自理技術只要給予適切的指導，縱

使在喪失視力後仍然能夠充份加以活用，

許多能力亦能在短時間內回復。因此，對

於中途失明者的生活自理訓練若能及早進

行的話，愈能使其早期恢復自信，許多生

活小事將可不需依賴他人，進而能避免各

項不幸的悲劇。 

(四)在心理適應上 

在面對原本擁有的視覺機能被剝奪的

情況下，多位國內外學者分別提出了中途

失明在心理上，呈現出不同歷程的適應模

式。如萬明美(2000)提出了六個適應歷

程，即喪失視力、失業失學、人際疏離、

尋求資訊、參加職訓以及重返社會等階

段。Tuttle (1984)提出了創傷、震驚及否認

期、悲傷及退縮期、屈服及鬱悶期、重新

評量及再肯定期、因應及機動性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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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及自我尊重期等階段。上田敏(1980)

則提出了，震驚期、否認期、混亂期、解

決努力期、接受期等過程。雖然各學說之

內容及順序不盡相同，但可以看出，需要

經過一定程度之歷程後，中途失明者才能

漸漸達到心理之適應。 

陳秀雅(1992)指出，對於中途失明者

之適應，最重要的動力來自失明當事者能

面對失明的事實，並指出積極接納失明則

為適應的關鍵。然而，Carroll (1961)卻提

出，中途失明者的心理問題，不僅單靠當

事者心理堅定或是個性開朗即能克服之重

大問題，實需要靠專業的協助，才有機會

使中途失明者早日適應視覺障礙之困境。

而專業的協助，在作法上，有強調在初期

至眼科進行眼睛診療時，眼科醫師對患者

據實以告即將失明的事實，進而及早尋求

相關的協助（辰巳佳寿恵，2004; Carroll, 

1961）加入視覺障礙者同儕團體獲得同質

性支持（柏倉秀克，2008）；或是如英國盲

人協會(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Blind 

People, RNIB)由視障者志工對中途失明者

定期撥打電話，進行電話諮商等方式

(Stapleton, 2008)。 

由於臺灣在對中途失明者之心理適應

一議題上所進行之探究多為中途失明者當

事人之生命經歷及轉折之深刻體驗述說

（柯明期，2004；蘇建銘，2004），戴銘怡

(2001)亦曾透過理論面以及治療法的諮商

過程和目標的觀點來闡明，可運用「意義

治療法」來輔導中途失明者。然而，在中

途失明者與早期及學齡期失明者在心理適

應上究竟是否呈現出不同或是在心理的何

種層面上產生差異仍尚無實際調查後所呈

現之比較結果。 

(五)在人際／社會關係上 

河野友信和若倉雅登(2003)指出，中

途失明者對外界容易產生疏離感，盡可能

地避開與周圍人群的接觸，導致容易將自

身處於孤立的狀態。然而，更有其他學者

卻提出，中途失明者在適應上的關鍵因

素，並非在成為視覺障礙這樣的事實及個

人人格特性上，而強調周圍及外界的態度

才是關鍵因素(Cimarolli & Boerner, 2005; 

Delafield, 1976; Hudson, 1994)。針對此一

觀點，河內清彥(1976)早在 1970 年代即提

倡，對中途失明者的重建工作，不僅對視

障者本人進行指導，並要思考如何才能使

社會大眾在態度上接受視覺障礙者，亦是

從事重建工作者所必需重視的。另外，由

於 Lukoff 和 Whiteman (1962)強調家族等

重要他人對視覺障礙者態度之重要性，

Cimarolli 和 Boerner (2005)及 Hundson 

(1994)亦曾指出除了對視障者之外，對家

族成員進行諮商輔導的重要性。 

然而，在外界對待視障者的態度以及

視障者的人際關係議題上，因著區域以及

文化的差異將產生不同之狀況。因此對臺

灣的中途失明者實際上在人際／社會關係

上則有瞭解之必要。 

二、影響中途失明者日常生活及適應之相

關影響因素 

Lukoff 和 Whiteman (1962)指出，失明

的時間愈長，在生活上的適應表現愈佳；

失明的時間愈短，則容易呈現不安及混亂

的情形。此一敘述，亦能夠在國內外所提

出之中途失明者的適應歷程內容裡得到呼

應（萬明美，2000；上田敏，1980；Tuttle,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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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orse (1983)指出，殘存視力的程

度，影響了視覺障礙者之適應以及生活。

其中，殘存視力愈多的弱視者在定向行走

能力上較盲人呈現為佳。但也有另一批研

究者持相反的意見，認為弱視者因為有失

明恐懼及邊緣人的性格，而呈現出較盲人

在適應上不良的情形（戴銘怡，2001；

Bauman, 1964）。另外，在弱視族群裡，不

同的眼疾產生視力損失的情況，亦會在心

理上造成影響。例如視網膜色素病變等長

期退化性的疾病，在漸漸損失視覺的過程

中，雖然能在適應上獲得緩和的時間，但

是另一方面，卻得長期擔心未來將可能完

全致盲的預期不安心態以及害怕恐懼（河

內清彥，2008）。 

另外在學經歷上，陳秀雅 (1992)及

Lukoff 和 Whiteman (1962)指出，較高的教

育程度與適應呈現了正向顯著之關連。然

而，柯明期(2004)卻透過實際觀察以及自

身的經驗指出，社經地位與教育程度越高

者，因為在曾經擁有愈多的背景下，當在

面對失明的狀況時，其接受失明之事實也

愈不容易。而在職業上，Taheri-Araghi 和

Hendren (1994)指出，擁有職業之視障者相

較於無職的視障者在適應上呈現較良好的

情況。而在從事之職種上，勞委會職訓局

(2000)在對臺灣視覺障礙者職業滿意度所

做之調查中指出，從事按摩者滿意度低於

按摩以外者。 

另外，擁有可使用的文字手段，不僅

為視障者與外界溝通之工具外，自身亦為

中途失明者之柯明期(2004)提出，點字的

能力會影響盲用電腦的學習動機與能力，

更進一步會影響了中途失明者的就業能力

與機會。 

從上述現有國內外在探討有關影響中

途失明者的日常生活及適應之相關因素

時，了解到失明年數、視覺障礙之程度、

教育程度、職業狀況以及是否擁有可使用

之文字手段等會對中途失明者產生不同程

度之影響。然而，臺灣之中途失明者由於

能夠接收到的社會或重建資源仍相當缺

乏，且職業仍以按摩業為臺灣視障者主要

從事之職種較特殊之文化背景下，對中途

失明者日常生活之相關影響因素之探討實

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一)問卷設計階段 

1. 問卷題項蒐集 

本研究參考視覺障礙者在日常生活狀

況問題上之相關文獻（山田幸男與小野賢

治，1989；坂本洋一，2007; Dodds, 1993, 

2006; Sacks & Wolffe, 1998）以及國外編製

之視覺障礙對日常生活之影響量表

(Hassell et al., 2000; Weih et al., 2002)，在

視覺障礙者之日常生活狀況上設定為五大

領域（「定向行動」、「資訊蒐集讀寫」、「生

活自理」、「心理適應」、「人際／社會關

係」）。在此五大領域內，由研究者將日常

生活中各項行為之內容進行蒐集，初步擬

訂之內容為 150 題項。問卷之回答方式為

5 階段之回答（1｢從來沒有｣～5「總是如

此」）。 

2. 內容效度與信度之審核 

對此初擬之 150 題項，首先請視覺障

礙領域學者兩名，以及視覺障礙教育專攻

之研究生三名，針對各個領域內題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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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切性以及重要性進行各領域 10 題項

共 50 題項之篩選工作。其次，為求調查內

容的完整性與符合台灣現狀之實用性，針

對此選取出之 50 題項，特請臺灣師範大

學、彰化師範大學、臺南大學等三所大學

內視覺障礙領域學者共三名，以及視覺障

礙重建機構主任一名，協助提供意見並修

正內容及措詞。其中，選取四名中三名以

上意見一致之項目為本問卷之題項。另

外，在「人際／社會關係」內初擬之「您

與朋友一起出遊嗎？」一題項上，因呈現

出所稱朋友之定義不明確，則接受建議增

加題項細分為「您與明眼的朋友一起出遊

嗎？」和「您與同是視障的朋友一起出遊

嗎？」兩題項。最終選取出之題項共為 40

題。 

為了解問卷領域內題項在製訂階段所

撰擇之領域題項與視覺障礙當事者在領域

內題項之認知上之狀況，採 Cronbach's α 

計算信度係數。各領域之題項數以及 α係

數為，「定向行動」8 題 α = .76；「資訊蒐

集讀寫」6 題 α = .63；「生活自理」7 題 α 

= .53；「心理適應」10 題 α = .80，以及「人

際/社會關係」9 題 α = .60。最後，請兩名

視覺障礙者協助了解在題目上是否呈現出

與視覺障礙者的實際生活狀況上不符合現

狀之提問，由研究者逐題確認題目的適切

性。兩名當事者均表示問卷題項在內容上

呈現實際狀況之適切性。透過以上步驟，

此五大領域共 40 題項之問卷名稱訂為「視

覺障礙者日常生活狀況問卷」。各題項之內

容請參考表 1。 

(二)問卷實施階段 

本研究之調查實施主要以研究者進行

與受訪對象一對一的問卷訪談；少數受訪

對象則透過視覺障礙團體之工作人員代為

進行面談，或是以電話方式進行訪談。調

查時間約為 30─40 分鐘。 

二、研究對象 

(一)調查對象資料 

本研究以居住在臺灣地區，(1)因視覺

障礙領有身心障礙手冊；(2)年齡介於 18

歲至 64 歲；(3)口語溝通對答無礙等設定

為本研究調查對象之條件。本研究透過兩

所視覺障礙重建機構以及分佈在臺灣地區

北(4)、中(2)、南(2)、東(1)四區域，九處

民間視覺障礙相關團體之協助介紹，經受

訪對象同意協助調查後，對 150 名視覺障

礙者進行資料蒐集的工作。透過研究者進

行一對一之受訪對象為 124 名；透過視覺

障礙團體之工作人員代為進行協助調查之

對象為 26 名。其中 150 名內，兩名受訪對

象之回答因不完整予以捨棄。即本研究取

得的有效調查對象資料為 148 名。以失明

之三時期為區分，0─5 歲（早期）為 29

名（平均年齡 32.90；SD = 10.61）；6─17

歲（學齡期）為 32 名（平均年齡 32.44；

SD = 9.54），而 18 歲以上（中途）為 87

名（平均年齡 41.79；SD = 9.35）。 

(二)中途失明者之基本資料 

由於本研究之探討著重在中途失明者

之日常生活問題上，乃特將其中中途失明

者 87 名之基本資料詳述。 

即中途失明者 87 名中，男性 71 名

(81.6 %)，女性 16 名(18.4%)，年齡範圍界

在 20 歲至 61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41.79 

(SD = 9.35)。在失明年數中，由短至長依

序為，6 年以下 20 名(23.0%)；7─12 年 32

名(36.8%)；13 年以上 35 名(40.2%)， 以

13 年以上的族群人數為最多。在視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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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視覺障害者日常生活狀況問卷（40 題項） 

範疇 編號 題目 

A1 您出門時會請他人協助您外出嗎？＊ 
A2 您一個人外出嗎？ 
A3 您會獨自搭乘公車嗎？ 
A4 您會獨自搭乘計程車嗎？ 
A5 您會分辨方位嗎？ 
A6 您會一個人到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嗎？ 
A7 您外出時遇到需要協助時會主動跟身邊的路人尋求協助嗎？ 

 
A 
定 
向 
行 
動 
 

A8 您外出時曾迷路嗎？ 
B1 您收看電視嗎？ 
B2 您利用電話詢問想得到的訊息嗎？ 
B3 您使用電腦嗎？ 
B4 你利用電腦電話即時通（如：Skype，MSN）嗎？ 
B5 您利用有聲書嗎？ 

 
B 

資訊 
蒐集 
讀寫 

B6 您使用行動電話嗎？ 
C1 您的家務由自己打理嗎？ 
C2 您穿著的衣服是由自己搭配的嗎？ 
C3 您自己修剪指甲嗎？ 
C4 您使用筷子夾飯菜有困難嗎？＊ 
C5 您倒飲料到杯子裡時會灑出來嗎？＊ 
C6 您使用菜刀切東西嗎？ 

 
C 
生 
活 
自 
理 
 C7 您可以分辨紙鈔嗎？ 

D1 您怕別人知道您是視覺障礙者嗎？ 
D2 您羨慕明眼人嗎？ 
D3 您認為有一天視力可能會回復嗎？ 
D4 您認為自己為別人帶來負擔嗎？ 
D5 您因為視覺障礙對未來感到不安嗎？ 
D6 您有因為自己的視覺障礙而想尋短的念頭嗎？ 
D7 您覺得自己的人生不幸嗎？ 
D8 您覺得自己的生活不便嗎？ 
D9 您認為自己很努力嗎？ 

 
 

D 
心 
理 
適 
應 
 
 
 D10 您覺得自己快樂嗎？＊ 

E1 您曾經因視障而參加活動時遭受拒絕嗎？ 
E2 您因為無法確認說話對方的表情而感到困擾嗎？ 
E3 您會主動與朋友聯絡嗎？ 
E4 您與家人一起出遊嗎？ 
E5 您與明眼的朋友一起出遊嗎？ 
E6 您與同是視障的朋友一起出遊嗎？ 
E7 你參加視障團體舉行的活動及運動嗎？ 
E8 您覺得自己對社會有貢獻嗎？ 

 
E 
人 
際 
/ 
社 
會 
關 
係 E9 您認為周遭的人關心您嗎？ 

＊為反向題 



 
 
 
 
 
 
 
 
 
 
 
 
 
 
 
 
 
 
 
 
 
 
 
 
 
 
 
 
 
 
 
 
 
 
 
 
 
 
 
 
 

 

˙36˙ 特殊教育學報 

 

程度方面，盲（47 名，54.0%）的人數略

多於弱視（40 名，46.0%）；在教育程度上，

以高中（職）階段畢業者 42 名(48.3%)為

最多，大學（專）含以上者 31 名(35.6%)

居次，最少的為國中階段（含以下）之 14

名(16.1%)。在職業狀況方面，以目前就職

中且職業種類為按摩業者 44 名(50.6%)為

最多佔逾半，從事按摩業以外者為 18 名

(20.7%)，以及無職業者為 25 名(28.7%)。

而在使用文字上，擁用文字手段且以點字

為主要方式之使用者為 33 名(37.9%)，以

印刷文字為主要方式之使用者為 29 名

(33.3%)，而在日常生活上無法使用印刷文

字以及點字者為 25 名(28.7%)。中途失明

者之基本資料顯示於表 2。  

 

 

表 2 
八十七名中途失明者之基本資料 

個人基本資料 M SD 

年齡（歲） a 41.79 9.35 
性別   

男  71 (81.6%)   
女  16 (18.4%)   

失明年數   
0─6 年 20 23.0 
7─12 年 32 36.8 
13 年以上 35 40.2 

視覺障礙程度   
弱視 40 46.0 
盲 47 54.0 

教育程度   
國中畢業（含以下） 14 16.1 
高中／職畢業 42 48.3 
大學／專（含以上） 31 35.6 

職業狀況   
有職（按摩業） 44 50.6 
有職（按摩業以外） 18 20.7 
無職 25 28.7 

使用文字   
點字 33 37.9 
印刷文字 29 33.3 
無 b 25 28.7 

註：a 年齡的範圍界在 20 歲至 61 歲之間，b 在日常生活

上無法使用印刷文字以及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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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 SPSS17.0 for windows 統計

軟體處理，探討中途失明者在日常生活問

題上之相關因素。研究目的(一)為探討失

明時期之不同（早期、學齡期、中途）在

日常生活狀況上所呈現之差異。在分析方

法上對本研究中之 5 階段順序回答（1｢從

來沒有｣；2「不常如此」；3「中等程度」；

4「經常如此」；5「總是如此」）之各單一

題項採無母數之克-瓦二氏單因子等級變

異數分析（Kruskal-Walli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by rank，以下簡稱克-瓦檢定）

進行。以各題項的回答順序總和，來探討

日常生活狀況與三組失明時期的關係。在

回答順序總和呈現顯著差異之題項，並進

一步以 Steel-Dwass 檢定，進行三組研究對

象間等級平均數之多重比較。而研究目的

(二)為探討中途失明者在日常生活問題上

之相關因素，採無母數之類別迴歸分析

(categor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CATREG)，將

失明時期在呈現顯著水準差異之題項上分

別為從屬變項，個人五項特性因素（失明

年數、視覺障礙程度、教育程度、職業狀

況、使用文字）為獨立變項，來探討影響

中途失明者在日常生活問題上之相關影響

因素。 

肆、結果與討論 

一、失明時期之不同在日常生活狀況上所

呈現之差異 

在不同失明時期與日常生活狀況間的

關係，透過克-瓦檢定，在五大領域 40 題

項裡，共有 8 題項呈現顯著差異。在領域

內呈現最多題項顯著差異水準者為「心理

適應」4 題項，其次為「資訊蒐集讀寫」2

題項，「定向行動」及「生活自理」則分別

為 1 題項。然而，在「人際／社會關係」

領域的 9 題項上，克-瓦檢定均未達顯著差

異水準。 

透過表 3 可得出，在「心理適應」領

域上，呈現顯著水準之 4 題項為，「您羨慕

明眼人嗎？」(H (2, 148) = 9.70, p < .01)；「您

認為有一天視力可能會回復嗎？」(H (2, 148) 

= 9.91, p < .01)；「您覺得自己的生活不便

嗎？」(H (2, 148) = 19.45, p < .01)；「您認為

自己很努力嗎？」 (H (2, 148) = 18.01, p 

< .01)。在中途與早期及學齡期進行多重比

較時，可得出在此 4 題項上，中途失明者

與早期失明者間，前者均呈現出在等級平

均數上較高之顯著水準。而中途與學齡期

間並無呈現顯著水準。因此透過検定結果

可得出，中途失明者在心理適應上呈現出

較早期失明者，感到羨慕明眼人，對視力

回復抱持較高之期待，感到生活不便以及

自覺在生活上較努力之情形。 

在「資訊蒐集讀寫」上，呈現顯著差

異之「您使用電腦嗎?」(H (2, 148) = 14.05, p 

< .01)及「您利用電腦電話即時通（如：

Skype，MSN）嗎？」(H (2, 148) = 17.48, p 

< .01)兩題項上，中途失明者之等級平均數

呈現最低之結果。與早期及學齡期進行多

重比較時亦分別呈現顯著水準。也就是

指，中途失明者在電腦使用以及屬於電腦

應用層面的溝通軟體之應用上，較早期及

學齡期失明者呈現了使用程度較低之情

形。 

在「定向行動」上，呈現顯著水準之

「您外出時曾迷路嗎？」(H (2, 148) = 13.54, 

p < .01)題項上，中途失明者之等級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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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最低，進行多重比較時，與學齡期呈

現顯著之差異(p < .01)。意指，中途失明者

較學齡期失明者呈現較少在外出時迷路之

情形。 

在「生活自理」上，呈現顯著差異之

「您穿著的衣服是由自己搭配的嗎？」(H 

(2, 148) = 6.63, p < .05) 題項上，中途失明者

的等級平均數呈現最高，進行多重比較

時，與學齡期呈現顯著之差異水準 (p 

< .05)。意指，中途失明者較學齡期失明者

在衣服的穿著搭配上多由自己做選擇及決

定。 

 

表 3 

不同失明時期在日常生活狀況上呈現顯著差異之八題項 

失明時期（克-瓦檢定之等級平均數） 
範 疇 題 項 早期 

(29) 
學齡期

(32) 
中途 
(87) 檢定量 

定向行動 A8 您外出時曾迷路嗎？ 83.34 93.34 64.62 13.54** 
B3 您使用電腦嗎？ 85.81 92.16 64.24 14.05** 

資訊蒐集

讀寫 B4 你利用電腦電話即時通（如：

Skype，MSN）嗎？ 85.36 95.17 79.65 
17.48** 

生活自理 C2 您穿著的衣服是由自己搭配的

嗎？ 71.05 63.62 79.65 
6.63* 

D2 您羨慕明眼人嗎？ 54.47 86.67 76.70 9.70** 
D3您認為有一天視力可能會回復

嗎？ 
54.29 79.64 79.34 

9.91** 

D8 您覺得自己的生活不便嗎？ 45.86 72.20 84.89 19.45** 
心理適應 

D9 您認為自己很努力嗎？ 48.91 68.78 85.13 18.01** 
註：(  )內為人數；下底線及外框分別代表 Steel-Dwass 多重檢定呈現顯著差異之組別。 

*p < .05. **p < .01. 

 

針對以上結果，進行中途失明者與早

期及學齡期失明者在日常生活狀況上所呈

現差異之討論。 

Carroll (1961)及 Lowenfeld (1975)曾

舉出中途失明會產生巨大的困難。透過研

究結果亦可證實在心理適應上，中途失明

者對明眼人持較高之羨慕之情，以及對視

覺之回復仍抱持較高之期待。對此，Carroll 

(1961)和坂本洋一(2007)均曾指出，在對中

途失明者重建工作的進行上，若當事人對

視力之回復仍抱持高度之期待，則重建的

工作就無法順利展開。這也與萬明美(2000)

及柯明期(2004)所做之調查中所述之情形

一致，乃中途失明者往往無法避免四處求

醫，花費了龐大的經濟支出，最後除了勞

心傷財之外，更錯過了早期進行重建工作

的時期。因此，Carroll (1961)以及辰巳佳

寿恵(2004)提出了，中途失明者之重建工

作，必須在眼科等醫療機關進行診療時即

開始進行。透過眼科醫師具有同理心但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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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診斷，早日使患者面對即將失明的事

實，進而及早尋求相關重建協助的服務。

另外，在研究結果中亦呈現，中途失明者

在整體生活上感受到不便之程度較高，因

此在生活上需要戰戰兢兢才能進行一般的

生活。如此，也就能說明何以中途失明者

亦自覺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來適應日常生

活的種種問題。 

在資訊蒐集讀寫上呈現之結果可得

知，中途失明者不論與早期或學齡期失明

者相較，都在電腦或是電腦溝通軟體上的

使用，呈現了程度較低之狀況。雖然三組

對象中，中途失明者之平均年齡為最高

（41.79 歲），在科技新產物電腦之接觸及

學習上或許間接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然

而，在離開學校教育機構後喪失視覺成為

中途失明者之群族，除了產生對新事物學

習不易之情形外，更如彭淑青(1998)所

述，進入社會之後，視覺障礙者再學習的

機會是受到限制的。由於中途失明者在進

行文字溝通時，透過觸覺方式之點字學習

實為不易，以及容易在學習過程中感到挫

折及缺乏動機（柯明期，2004；徐文志，

2005；澤田真弓與原田良實，2005）的背

景下，導致多數中途失明者往往無法透過

點字為主要閱讀或書寫的管道。因此，為

減少與明眼人的差異，克服在文字溝通的

障礙上，實有必要在今後加強針對中途失

明者，進行有系統之盲用電腦能力之課程

教學。 

在定向行動上，中途失明者相較於學

齡期呈現出在外出上較少迷路之結果。然

而，在 A2「您一個人外出嗎？」題項上，

不同失明時期之三組間雖然未呈現顯著差

異水準，但得出了中途失明者呈現最低之

等級平均數。透過此一數值之參考，並且

以研究者實際進行問卷訪談時實際接觸調

查對象之經驗，乃認為中途失明者實際上

較早期及學齡期呈現出較少單獨外出之情

形。因此可判斷，中途失明者呈現出較少

迷路之情形，與其較少單獨外出之實際情

形有關。佐藤泰正(1988)曾指出，由於心

理恐懼之故，中途失明者在定向行動的能

力上，一般而言往往無法容易精進。河內

清彥(2008)亦提出，中途失明者因為行動

上的限制，會在心理上產生了莫大的壓

力。如此以說明中途失明者因為心理恐懼

造成不願意單獨出門之情形。中途失明者

減少了單獨外出的機會，雖能暫時避免外

出時迷路之困境，但卻更將惡性循環般

地，導致在定向行動上練習時間不足以及

無法獲得提升能力之機會。 

至於在對生活自理上的衣服搭配一題

項上之結果可知，中途失明者較學齢期在

衣服之搭配上有較多機會及能力自行選

擇。由於中途失明者為成人後才喪失視

覺，因經歷明眼之時期較長而且在對衣服

選擇搭配上的年數及經驗相對較多，並且

較能將明眼時期體驗的各種經驗運用，乃

說明了中途失明者在衣服搭配上呈現出較

自主之原因。此如山田幸男和小野賢治

(1989)所指出，在日常生活自理上，針對

中途失明者進行各項協助時，只要早期進

行，並能善加利用明眼時期之視覺經驗，

則能使之早期恢復自信，在生活上便能更

為順利地進行。 

最後，透過本研究之失明時期在人際

／社會關係領域各題項上均未呈現顯著差

異之結果上，無法透過此次調查來說明河

野友信和若倉雅登(2003)曾指出之，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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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者對外界容易產生疏離感，易將自身

的環境處於孤立的狀態。然而中途失明者

究竟是否容易與社會大眾產生疏離一課題

上實有待後續研究進行深入之探討。 

二、影響中途失明者在日常生活狀況問題

上之相關因素 

以個人五項特性因素（失明年數、視

覺障礙程度、教育程度、職業狀況、使用

文字）為獨立變項，將中途失明者產生在

日常生活問題上之上述八題項分別為從屬

變項來進行分析探討。 

(一)呈現顯著水準之四題項 

以下由決定係數(R2)之大小順序，依

序說明此四題項所得出顯著水準之標準偏

相關係數及各條件之數值（表 4）。 

 

表 4 

達顯著水準之個人特性對四項日常生活問題項目之類別回歸分析 (n = 87) 

個人特性因素／題項 B3 β B4 β D2 β A8 β 
失明年數         

0─6 年         
7─12 年         
13 年以上             

視覺障礙程度         .447 * 
弱視       1.084  
盲         -.923   

教育程度 .516 ** .534 ** .354 **   
國中畢業（含以下） -1.644  -1.068  2.223    
高中／職畢業 1.336  -.624  -.641    
大學／專（含以上） 1.197  1.328  -.136      

職業狀況 .189 *   .362 ** .416 ** 
有職（按摩業） .250    -.942  -.674  
有職（按摩業以外） 1.650    .455  1.916  
無職 -1.232    1.330  -.193   

使用文字 .256 * .194 *     
點字 .093  .888      
印刷文字 .102  .386      
無 .000  -1.539         

多重 R .638  .635  .493  0.474  
決定係數 R2  .407  .403  .243  .225  
調整後決定係數 .338  .334  .154  .134  
F 值 5.870  5.784  2.743  2.479  
P 值 .000 ** .000 ** .008 ** .015 **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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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3「您使用電腦嗎？」題項上(R2 = .407, 

F = 5.870, p < .01)，呈現顯著水準之標

準偏相關個人變項有三，各為教育程度

(β = .516, p < .01) ，使用文字(β = .256, 

p < .05)，以及職業狀況(β = .189, p 

< .05)。其中，各變項內條件之數值大

小，透過表 4 可得出，在教育程度上，

國中畢業（含以下）者為負向，高中／

職畢業以上者為正向；在使用文字上，

擁有文字手段（點字，印刷文字）之數

值大於無使用文字手段之條件者；在職

業狀況上則為，擁有職業者數值為正

向，無職業者數值為負向。意指，教育

程度在高中／職以上，擁有可使用之文

字手段，並且擁有職業者，在電腦使用

上呈現出較頻繁使用之情形。 

2. B4「您利用電腦電話即時通（如：

Skype，MSN）嗎？」(R2 = .403, F = 5.784, 

p < .01)題項上，在教育程度(β = .534, p 

< .01)以及在使用文字(β = .194, p < .05)

兩變項上，呈現顯著水準。透過變項內

條件之數值大小可得出，大學／專含以

上者為正向，以下則為負向；在使用文

字上擁有可使用文字手段者為正向，且

使用點字者(.888)高於使用印刷文字者

(.386)；而無文字使用手段者為負向。

在此意指，在教育程度上以高教育程度

者，且具備點字使用技能者，在屬於應

用上之電腦溝通軟體之使用，呈現頻繁

使用之情況。 

3. D2「您羨慕明眼人嗎？」(R2 = .243, F = 

2.743, p < .01)題項上，呈現顯著水準之

變項為，職業狀況(β = .362, p < .01)及

教育程度(β = .354, p < .01)。兩變項內

各條件之數值為，在職業狀況上，無職

業者之數值為正向且最大(1.330)。在教

育程度上，得出國中畢業（含以下）之

數值為正向。意指，在對待明眼人的態

度上，無職業者且教育程度較低者易產

生羨慕之傾向。 

4. A8「您外出時曾迷路嗎？」(R2 = .225，

F = 2.479, p < .01)題項上，在視覺障礙

程度(β = .447, p < .05)以及職業狀況(β 

= .416, p < .01)上呈現顯著水準。在視

覺障礙程度變項上，弱視者之數值為正

向，而從事職業之職種為按摩業以外者

亦為正向。在此意指，從事按摩業以外

職種之弱視者，呈現出在外出時頻繁迷

路之狀況。 

(二)未呈現顯著水準之四題項 

五項個人特性因素在與八題項之相關

因素探討中，有四題項(C2、D3、D8、D9)

在決定係數裡未呈現顯著之水準。然而，

在探討個人特性因素對此四題項之影響

時，仍可得出失明年數、教育程度、職業

狀況、使用文字等變項呈現出在標準偏相

關上產生顯著水準之結果。以下由個人特

性因素為主軸，分別敘述在四題項上呈現

影響之結果（表 5）。 

1. 在失明年數上，分別對「心理適應」

領域內之 D3「您認為有一天視力可能

會回復嗎？」(β = .236, p < .05)以及 D9

「您認為自己很努力嗎？」(β = .282, p 

< .01)上產生顯著相關。透過表 5 變項

內之條件數值可得出，失明年數為 0─

6 年者，在 D3 題項裡之數值為正向

(1.729)；而在 D9 題項上之數值為負向

(-1.805)。意指，失明年數較短在六年

以下者，對視力的回復抱持高度期待，

但卻不認為自己在生活上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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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教育程度上，分別對 C2「您穿著的

衣服是由自己搭配的嗎？」(β = .324, p 

< .01)以及 D9「您認為自己很努力

嗎？」(β = .306, p < .01)上產生顯著相

關。透過變項內之條件數值可得出，教

育程度在大學／專以上者，在 C2 題項

裡之數值為正向(1.315)；而在 D9 題項

上之數值為負向(-1.311)。意指，教育

程度在大學／專以上者，在生活自理上

衣服之選擇較自主，但是卻不認為自己

在生活上很努力。 

3. 在職業狀況上，對 C2「您穿著的衣服

是由自己搭配的嗎？」(β = .360, p < .01)

上產生顯著相關。透過變項內之條件數

值可得出，從事按摩業者，呈現之數值

為正向(.907)。意指，就業中並且其職

種為按摩業者，在衣服之搭配上較自主

選擇。 

表 5  

未達顯著水準之個人特性對四項日常生活問題項目之類別回歸分析(n = 87) 

個人特性因素／題項 C2 β D3 β D8 β D9 β 
失明年數     .236 *     .282 ** 

0─6 年    1.729    -1.805  
7─12 年    -.907      .342  
13 年以上     -.159        .719   

視覺障礙程度           
弱視           
盲               

教育程度   .324 **        .306 ** 
國中畢業（含以下）  -.282         .251  
高中／職畢業  -.877         .884  
大學／專（含以上）  1.315         -1.311   

職業狀況   .360 **         
有職（按摩業）   .907          
有職（按摩業以外） -1.596          
無職  -.446             

使用文字    .222 *      
點字  -1.289      
印刷文字    .205      
無    1.224       

多重 R   .431   .365   .245    .413  
決定係數 R2    .185   .133   .060    .171  
調整後決定係數   .090   .032  -.050    .074  
F 值  1.948  1.311   .548   1.764  
P 值   .057   .245   .835    .089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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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使用文字上，則對 D3「您認為有一

天視力可能會回復嗎？」(β = .222, p 

< .05)上產生顯著相關。透過變項內之

條件數值可得出，使用點字者為負向

(-1.289)，而無具備使用文字手段者為

正向且最大(1.224)。在此意指，在日常

生活上無法使用印刷文字以及點字之

中途失明者，對視力回復抱持之期待較

高；而已學會並且使用點字為日常使用

文字手段者則對視力之回復抱持較低

之期待。 

針對以上結果，對影響中途失明者在

日常生活問題上之相關因素進行討論。電

腦的使用，在現今社會對視覺障礙者已然

成為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然而，透過結

果顯示，教育程度較低者，無具備使用文

字手段者以及無職業者，在使用電腦的狀

況上仍屬於低落之情形。另外，在使用電

腦溝通軟體進行應用上，則為高教育程度

者以及具備使用文字手段，特別為點字使

用者，呈現出頻繁應用電腦軟體之結果。

彭淑青(1998)曾指出，在文字的溝通上，

電腦的存在對視障者彷彿像一隻筆，視障

者必須透過電腦的使用才能與明眼人順利

做溝通，藉此減少文字上溝通的障礙。因

此，在對中途失明者提供盲用電腦課程

時，特別針對教育程度較低者，無具備使

用文字手段者，以及無職業者積極進行則

為不可忽視之工作。然而在影響屬於應用

層面之電腦溝通軟體的使用上，透過研究

結果可得知，不僅教育程度較高外，點字

技能之習得亦為另一重要的因素。此項結

果與柯明期(2004)所提出之，點字的能力

實會影響盲用電腦的學習動機與能力不謀

而合。 

在對明眼人感到是否羨慕一題項中，

透過結果可得出，教育程度較低以及無職

業者呈現出較羨慕之狀況。陳秀雅(1992)

及 Lukoff 和 Whiteman (1962)在對視覺障

礙者的適應上所做的研究中，提出了較高

的教育程度對適應上呈現了正向關連之論

點。本研究亦透過對於中途失明者對明眼

人所持之態度來證實此一傾向。然而，結

果也呈現出，無職業者亦對明眼人產生較

羨慕之情。李永昌(2001)在對視障者之就

業率調查中，得出了視障者之就業比率僅

為 37.4%，與明眼人之就業率差距懸殊。

而阮芬芳(1997)在對視障者的職業狀況所

做的調查中提出，在家中無就業的視障者

就有 66.2%實際上為想要就業。另外，在

同為視覺障礙者中，中途失明者又呈現出

較早期失明者就職不易之情形（李永昌，

2001）。在就業極端不易且半數以上又均有

就業意願之背景上，或許也就能說明無職

業者對明眼人容易產生羨慕情緒之其一緣

由。 

而定向行動上，從事按摩以外職種之

弱視者，呈現出在外出時較頻繁迷路之狀

況。此乃亦因弱視者較常單獨外出，導致

迷路機會較高之故。李永昌(2001)之調查

中曾指出，能單獨到陌生地方之視障者

中，已就業者之比例高過未就業者許多。

在職種上，台灣的按摩業者大部份為自營

業或是長期居住於按摩院裡（王育瑜，

1995，2004），因此多數不需要頻繁外出即

能從事工作。然而，從事按摩業以外之職

種者，往往需要在交通繁忙的都會區裡自

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抵達工作場所，而導

致迷路之機會亦相對增加。因此透過此項

結果認為，未來在欲開拓視覺障礙者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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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按摩業之新職域的同時，定向行動的提

升將成為重要之條件。 

另外，個人特性因素裡之「失明年數」

變項，在決定係數裡雖未呈現顯著差異水

準，但仍可發現在心理適應領域內之兩題

項上產生偏相關之關連。即失明期間愈短

者，則對視力的恢復抱持較高之期待，或

為自覺努力程度較低之情形。此項結果可

以應證了在先行研究中 Tuttle (1984)所指

之在失明早期之「否認期」以及上田敏

(1980)所指之震驚期、否認期、混亂期、

解決努力期、接受期等過程中，失明期間

愈短者在達到「解決努力期」階段仍尚有

一段距離。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對中途失明者思考如何提供適切的

社會適應重建上，本研究提出在心理適應

以及電腦技能學習和定向行動以及生活自

理上實證結果之參考依據。並透過得出中

途失明者之個人特性因素對日常生活問題

上所產生之影響結果，亦可針對個人特性

部份提供適切之社會適應重建工作時之參

考。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與發現，得出

以下結論。 

(一)中途失明者與早期及學齡期失明者在

日常生活狀況上所呈現的差異，以在

心理適應上呈現最多不安之傾向。其

中，中途失明者呈現了較早期失明者

羨慕明眼人，對視力回復抱持較高之

期待，感到生活不便以及自覺在生活

上較努力之情形。然而，中途失明者

之個人特性裡，在對待明眼人的態度

上，無職業者而且教育程度較低者以

及失明年數較短者較容易產生羨慕之

傾向。 

(二)在電腦使用以及屬於電腦應用層面之

溝通軟體之使用上，中途失明者較早

期及學齡期失明者呈現了使用程度較

低之情形。並且在個人相關因素上呈

現出，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上，擁

有可使用之文字手段，並且從事職業

者，影響在電腦利用上頻繁使用之情

形。另外，在利用電腦溝通軟體進行

應用者，則為高教育程度者以及具備

點字之使用文字手段者，呈現出頻繁

使用之情形。 

(三)在定向行動上，推論出中途失明者因

較少單獨外出，而呈現較少在外出時

迷路之情形。在個人相關因素上呈現

出，從事按摩以外之職種的弱視者，

在外出時較頻繁迷路之狀況。 

二、建議 

(一)在失明早期重視心理適應重建 

在本研究結論中，提出了中途失明者

呈現了較早期失明者羨慕明眼人，對視力

回復抱持較高之期待，感到生活不便以及

自覺在生活上較努力之情形。並且，無職

業者，教育程度較低者，以及失明年數愈

短者，愈容易產生情緒不安之情形。因此

建議未來針對中途失明者之心理適應重建

工作時，需著重在失明早期的介入，並且

加強對目前無職業者以及教育程度較低之

中途失明者進行。 

然而在進行心理適應重建時，礙於台

灣目前對中途失明者之心理適應及價值重

建上有用的輔導介入方法除了意義治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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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銘怡，2001）之提出可進行應用外，

仍尚未有有系統之心理輔導及諮商介入的

現況下，建議可參考柏倉秀克(2008)提出

鼓勵加入視覺障礙者同儕團體獲得同質性

支持；或是如由視障者志工對中途失明者

定期撥打電話，透過電話中的對談進行諮

商等作法。 

(二)加強中途失明者之電腦技能訓練 

研究結果得出，中途失明者在電腦的

使用，以及應用軟體之活用上，均呈現較

早期及學齡期失明者較少使用之情形。然

而，在多數中途失明者無法使用點字為書

寫工具的背景下（柯明期，2004；徐文志， 
2005；澤田真弓與原田良實，2005），對中

途失明者進行有系統之盲用電腦能力的課

程教學實為當務之急。然而，其中特別針

對在教育程度較低者，無具備使用文字手

段者以及無職業者等族群之中途失明者積

極進行課程的提供則為不可忽視之工作。 
(三)進行中途失明者之定向行動訓練前，

重視克服心理恐懼 

透過本研究，發現中途失明者容易呈

現了不願單獨外出至陌生地方之難題。佐

藤泰正(1988)提出，中途失明者經驗過明

眼時期之階段，因此對於外界的道路及周

圍的狀況會透過視覺影像來加以想像而增

強了恐懼感，導致在行走的能力上無法容

易精進。針對此一問題，為了減輕中途失

明者之心理恐懼，建議加強中途失明者之

感官訓練，活用視覺以外之感覺，並重視

明眼時期的視覺經驗，例如活用對空間概

念的理解，以協助在定向行動時掌握整體

的環境。而在實際練習定向行動時，需透

過循序漸進之方式，先在熟悉且安全之小

範圍練習單獨行走，待駕輕就熟後，才漸

漸擴大單獨行動之範圍。 

(四)開拓視障工作新職域時，需增進定向

行動技能 

開拓視覺障礙者之新職域，為近年來

在談論視障者工作時重要之議題（李永

昌，2003，2006）。李永昌(2001)指出，能

單獨到陌生地方之視障者中，已就業者之

比例高過未就業者許多。透過本研究更進

一步得出，從事按摩業以外職種之中途失

明者，呈現出較常外出之情形。然而，在

抵達工作場所前，往往需要在交通繁忙的

都會區裡自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而導致

迷路之機會亦相對增加。因此透過此項結

果可得知，未來在思考開拓視覺障礙者從

事非按摩業之新職域的同時，增進定向行

動技能已成為重要之條件。在做法上，除

了在失明初期如上述之克服心理恐懼之輔

導外，亦可增加中途失明者外出之機會，

並使用最新在定向行動上有用之科技輔助

儀器協助外出。 

(五)在生活自理上重視活用明眼時期之視

覺經驗 

本研究之結果呈現出，中途失明者在

生活自理上衣服的搭配等呈現了較佳之情

形。因此，未來若能針對中途失明者所擁

有較多視覺經驗之優勢上加以活用，並早

期進行對日常生活中影響重大的生活自理

等重建訓練，應能如山田幸男和小野賢治

(1989)所指出，能使之早期恢復自信，在

生活上便能更為順利地進行。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一)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兩所分屬於北部

及東部之視覺障礙重建機構，以及台

灣地區北(4)、中(2)、南(2)、東(1)等四

區域之九間民間視覺障礙相關團體之

介紹進行樣本的抽取。然而，在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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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取上，稍嫌偏重在北部之疑慮而

造成各地的視覺障礙者比例不協調之

狀況。 

(二)本研究透過「視覺障礙者日常生活狀

況」問卷來進行視覺障礙者日常生活

狀況之瞭解。然而，在問卷各領域內

一致性的檢核中，特別在「生活自理」

領域內呈現出較低之結果一問題點，

呈現出此領域內題項之完整性及統一

性上不夠充分。今後針對此一問題點

則有進行題項之增刪及改進並進行重

新建構量表之必要。 

(三)本研究在中途失明者之失明年數上分

成三區段來探討。然而，有多數之中

途失明者所患之眼疾，例如視網膜色

素病變或是青光眼等疾病為屬於長期

漸進惡化之情形。因此，究竟以哪一

年起才正式界定為視覺障礙者一議題

上，在本研究調查中，只能依據受訪

對象自我定義提供給研究者進行參

考。於此，本研究在中途失明者之失

明年數上，有無法使用統一標準進行

失明年數界定之疑慮。 

(四)本研究在就職者職種中，僅區分為按

摩業與按摩業以外兩種。而按摩業以

外實包含了多種多樣之職種，因此在

未來針對「按摩業以外」不同職種之

視覺障礙者所呈現之日常生活狀況需

留待後續研究以進行探討。 

(五)本研究在日常生活狀況上在五大領域

裡採 40 題項進行探討。然而，日常生

活狀況上應不僅此 40 題項能完全包

括。今後仍需對視覺障礙者進行在此

五大領域上之質性的深度訪談，以求

得出更深入在各領域內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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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1)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he age of losing sight (congenital, 

school-age, and adventitious visual impairment) on daily life issues, and (2) explore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issues that bring about difficulties in the daily life of people suffer-
ing from adventitious visual impairment (adventitious group) and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
istics (duration of losing sight, level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wordusage, and level of 
impairment). We developed a questionnaire consisting of 5 basic aspects of rehabilitation: 
Orientation and Mobility,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Daily Living Skill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mpleted by 148 
visually impaired adults in Taiwan. Age of losing sight showed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
ences on items under all aspects except those und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uggesting 
that people suffering from adventitious visual impairment have more anxiety than those 
suffering from congenital group. Of the 4 remaining aspects, categorical regression analy-
sis revealed that items under all aspects except those under Daily Living Skills were sig-
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ll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except for duration of losing sight. 
The results thus suggest that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should improve the daily life issues 
of people with adventitious visual impairment. 

 

Key words: adventitious visual impairment, age of losing sight, daily life issues, psycho-
logical adjustment, rehabili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