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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與輔具應用」服務學習課程專訪

「桃園市視障福利發展協進會」專訪

用玩具搭起最純粹的橋樑

用心代替眼睛，理解生活

關於安寧療護，我們想說……

青年志工力量大

世外桃園

安寧留言板

讓彼此的界線不再設限



「對這個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

    跌倒了就不敢繼續往前走。」 

服務學習記者團 敬上

引             

言

節錄自周杰倫的稻香

這期我們採訪到了「資訊科技與輔具應用」課

程的王佳盈老師以及桃園市視障福利發展協進

會，我們希望透過這期月刊，能夠讓大家更用

心體驗生活，遇到問題也能迎刃而解。



王佳盈老師與課程同學實際到協會了解孩童需求

青年志工力量大

「 資 訊 科 技 與 輔 具 應 用 」 服 務 學 習 課 程 專 訪
校園記者 / 林沛潔、吳秉杰

用 玩 具 搭 起 最 純 粹 的 橋 樑

身心障礙不該成為人與人之間的阻礙，輔具課
程連接了愛與關懷，帶領大學生深入早療兒童
協會，為孩子們開啟學習的希望之手。

溫暖的平日下午，滿帶微笑的王佳盈老師與小記者

們分享了這堂充滿著溫暖與愛的輔具課程。「當初

帶領學生去參加比賽，在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特教

專業的老師，了解到特教輔具相關的需求」王佳盈

老師和我們提到。由於在開課初期，老師曾經有幫

助過國小營隊製作感測器的經驗，因此將兒童與輔

具連接創辦成課程，正好能讓大四或研究生同學們

能將在課程中的作品作為專題發想。



服務過程無價的收穫

王老師提到「輔具課程本身為一堂跨領域的服務學習課程，曾經也不少同學對

服務內容提出疑惑或感到陌生。」所以對電機系的學生們來說，進入早療協會

與孩子們互動，或許是他們在原先道路上從未想過的一段經歷。不管是與孩子

們從陌生到了解，還是從需求找出解方，看見學生在過程中所經歷的成長讓

王老師欣慰的說，「電機系所學是與電腦設備進行互動，但與早療兒童的相

處中，他們學會了溫暖關懷，學會溝通交流，更仔細地聆聽早療協會老師的     

建議進行改善」，這樣的改變是老師原先始料未及的。於是當看到在學期末成

果發表時，學生們用心為了孩子們絞盡腦汁的樣子，都使王老師感動不已。

青年志工力量大

在課程進行初期，除了傳授一些基本的基礎技術以外，特別的是會安排學生

們進入現場觀察孩子們的需求，透過與早療兒童的互動，進而發想出他們所

需的輔具。早療兒童意指「發展遲緩兒童」，指學齡前兒童認知學習、語言

溝通表達、動作、人際互動與情緒發展等方面與同年齡的兒童相比，有一種

或數項發展落後、異常的現象。「高科技的輔具不見得比較好，好的輔具才

是合適孩子們用的。只要適合，那高低科技之分便不重要」王老師向我們介

紹，老師提到曾經有學生們製作了一個協助孩童貼封箱膠帶的輔具，為了因

應早療兒童可能會出現肢體出力不足的問題，其中藉由輔具製造出的輪廓，

讓使用者可以方便地黏貼且不容易歪曲。因此即使學生們所發想的輔具可能

不會使用到電機系所學的高科技技術，但他們願意站在孩子的視角出發，用

心去感受需求，製作出最適合的輔具，這便是令王老師最為欣慰之處。

用心觀察 關懷發想

教導協會老師修繕輔具



在學習中成長

透過學童分享的回饋中，王老師與小記者們分享了其中感

人的小故事。「有同學分享自己沒有抱過小孩，對照顧小

孩是有點陌生的。但透過服務後才發現，小朋友沒有想像

中可怕，也會進一步思考要如何幫助那些孩童們。」「也

有很多學長姐在課程結束後，仍然回去機構看看小朋友們，

無償幫他們修玩具。」同學們各種自發的行為及反思即是

給王老師和合作機構最大的回饋及支持。也是因為有三方

的合力經營及延續，才會讓這個課堂得以延續數屆，也讓

機構的小朋友們一直有新的玩具可以把玩。

青年志工力量大

不只提供產品 還有『售後服務』

除了提供各類客製化且多元有趣的輔具之餘，王老師也帶領

課程的學生們修繕舊玩具。許多電子玩具內部電路結構較為

複雜，合作機構內的老師也無能為力，機構夥伴將會以其整

理成箱，交給課程的學生進行後續的修繕及重生。電機系學

生能發揮一技之長，讓暫時損壞之玩具有了「重新投胎」的

機會。不僅只是學生們單方面的修玩具，他們也會將修玩具

的專業知識傳授給機構的老師，讓老師們可以在玩具們發生

意外時即時搶救。



對未來的期許

「我們科系的同學相對其他科系比較欠缺的是跟人的互

動、規劃和溝通。」王老師向小記者們提及了電機系同學

們的屬性。在輔具課程中，學生有機會可以親自與小朋友

相處，實地了解及觀察小朋友的需求，同時也訓練自己與

人相處的能力。「譬如說團隊中人與人的互動，有一個明

確的方向，大家怎麼去合作、一同努力完成。我覺得這是

比較有價值的。」王老師也向小記者們表達了希望能夠與

他系學生進行合作的意願，不只是增加學生們團隊合作及

溝通的能力，更想藉由不同的專業視角，激盪出不一樣的

火花。有如此溝通合作的溫度，同時了解小朋友們的需

求、策劃並發揮自己的善心，在了解社會弱勢中找到自

己，也是王老師帶給學生最大的展望吧！

青年志工力量大

課程同學協助修繕輔具



世外桃園

門口可見歷史已久的招牌上被油漆手寫著：「指壓、按

摩」，那是協會初期提供視障按摩的服務，現今也已開

設更加完善的視障按摩店面。協會創立至此，更朝著持

續為視障人士謀取福利、爭取保障的目標前進。本次專

訪將造訪坐落於桃園鬧區小巷中的「桃園市視障福利發

展協進會」一探究竟視障人士在生活中會遇到什麼樣的

困難、身為公民的我們又該如何給予幫助呢？

用 心 代 替 眼 睛 ，
理 解 生 活 桃園市視障福利發展協進會專訪

推動視障福利、融合社會的努力

「桃園市視障福利發展協進會」於民國 46 年成立，並

在江國盛理事長及團隊成員的推廣之下，致力達成「盲

而不廢、自力更生及互助團結」之核心精神。協會除了

提供視力協助員（簡稱視協員）充當視障者的眼睛，協

助視障者排除因視力不便所導致的工作阻礙，進而獨立

並穩定就業、申請、視障按摩課程、視障基礎資訊課程、

辦理休閒活動等，更定期關注協會內成員的近況，並透

過訪視，了解每位會員的生活狀況，如同親朋好友般關

心互動。

校園記者 / 洪泳詠、林家瑄、蕭閎澤

108 年度—資訊應用課程



世外桃園

協會之中許多會員來自不同的年齡層，從小至大，青年學生、

壯年、老年人皆存在，也有先天性、後天性失明的成員。與

此同時，協會透過專業管道幫助視障人士滿足他們所需要的

資源，像是提供視協員的輔助，帶領成員出門等。或是透過

教育培訓，學習專為視障者開設的基礎資訊課程，利用 3C

卻不求人。此外，協會更舉辦許多休閒活動，例如：設立讀

影班、國內外旅遊、舞蹈班等，促進視障人士之間的交流和

交友，並逐漸與社會建立起友善的橋樑。

採訪期間小記者也詢問到，除了協會之外，理事長在過往更

於此地開設按摩工作室。「我們最快樂的地方是妥善服務顧

客，並得到顧客的好回饋。顧客甚至試過找醫生、吃藥等方

式，都沒什麼效果，結果在我們這裡推拿後，腦袋及身體都

輕鬆舒服多了！」 理事長將顧客的回饋化作養分，與他們彼

此交流，這樣的談笑風生也算是經營期間的一種幸福。

111 年度—視障按摩師進修研習會之培訓



世外桃園

細查生活周遭 探索視障需求

隨著和江國盛理事長訪談漸漸深入，小記者們發現許多

視障朋友們的需求都藏在日常裡。大眾認為枝微末節的

瑣事，往往對於視障者來說產生了極大的不便。像是導

盲磚，過去由於輪椅族的發聲，在政府聽見他們的訴求

後，針對影響輪椅行進路線提出「新式導盲磚」，盼能

解決各方的不便。但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材質不一，相較

於過去統一為橡膠材質的舊式導盲磚，新式導盲磚並無

規格化也就產生了各種的導盲磚，導致視障者們已經踩

在導盲磚上方還渾然不知。因此希望機關場所在規劃無

障礙空間時，能多參酌使用者的意見，才能在看見需求

的同時，提出確切對應的解方。

pvc

視障手沖咖啡課程。協會提供課程，讓成員們習得一技之能

新、舊式導盲磚比較（資料來源：聯合報 記者葉臻）



另外，在交通上，視障者正因為一些疏忽，而面臨極大的

困難。「你們在搭公車時，有沒有注意到車上廣播常常都

是關著的狀態，雖然有時會開，但在音量不足的狀況下， 

對於視障者來說，還是無從得知下一站是哪站。」江理事

長說道。聽到這裡小記者們恍然大悟，在科技日新月異

下，民眾們搭車時經常仰賴 APP 確認離目的地的距離，

就算車上廣播銷聲匿跡也不以為意，可能沒想到這樣的情

況對於視障者有多困擾。江理事長說：「廣播不只是給視

障者用的，每個人到不熟悉的地方，聽到廣播就能知道

自己的所在位置。」江理事長之前出去玩時就有這體悟，

「那是在前往九份的路上，剛開始車上都有廣播，然而最

後幾段路程沒有了語音廣播，所以當到達目的地時司機大

聲喊道：『九份！九份！』時，乘客最初一臉茫然，後來

才知道要下車了」江理事長笑著與小記者們分享。因此，

多注意所處的環境，同時從日常中挖掘出仍要持續改善的

部分，是我們當下所要思考的課題。

協會提供無障礙之旅—「馬祖 3+1 夜未眠之旅」

世外桃園



世外桃園

改善視障生活 方方面面入手

理事長提出了現今視障朋友在外出交通及生活上所遇到的問題，

近年來政府推廣視協員專案，交通上的問題可以請視協員協助，

充當視障者的眼睛，協助視障者排除因視力不便所導致的工作

阻礙，進而獨立並穩定就業，但這專案仍有可改善的地方，像

是由於每個月有一定的時數限制且有嚴重的供需失衡，也可能

沒辦法與視障者精確配合，理事長提到自己這幾十年來主要是

透過太太的幫助及默契建立，才能對生活自理及交通娛樂做到

幾乎與常人無異。

除了視協員之外，自民國 100 年來許多企業都讓視障按摩業進

入公司，企業也從排斥抗拒到現在根據一定比例提供職缺錄用

視障者，這其實也是雙贏的一大關鍵。第一，公司員工能夠在

員工疲憊勞累時有舒壓的機會；第二，視障者能有工作的保障，

理事長舉例日月光公司與視障協會合作之後，公司視障同仁內

部達到四十位之多也間接造福了四十個家庭。

採訪桃園視障福利發展協進會的過程氣氛詼諧幽默，受訪者們

提起適應過程彷彿很輕鬆，雖然如今生活與明眼人差異甚小，

但在字句中才漸漸發現，一路走來付出非常多的努力，困境早

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因此也才能有餘力自嘲自己。作家海倫．

凱 勒 說 過“The best and most beautiful things in this 

world cannot be seen or even heard, but must be felt 

with the heart.”世界上最美的事物，看不到也摸不著，必須

用心去感受。願所有人都能用心感受發現美的事物。



安寧暖心留言板

隨著安寧療護刊物的發行及與讀者們在校園擺攤的互動，小記者們
所希望推廣的安寧宗旨在這個小小的社群發酵。其中也不乏收到很
多感人的回饋，接下來就來一起看看大家有什麼樣的感想吧！

中原大學工業系 張◯◯

中原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林◯◯

「在我高中以前得到的教育知識中，往往都是用盡

所有方法把病人救回來，還是比較少討論到病人意

願、尊嚴等處理方法。最近社會對於善終的問題也

越來越重視，這次的雙月刊讓我更了解安寧療護的

各面向。實際的例子讓我知道，病人也可以選擇自

己想要的治療方式，而不是像我們從前聽到的，為

了延續病人生命就加重藥效，或是用更多讓病人痛

苦的方法治療。安寧療護使病患及其家屬可以用比

較緩和的方式去面對自己的病情。我覺得病患更受

到尊重，也更注重到病患及家屬的情緒！」

「若醫生能減緩病患疼痛，那究竟為何要在患者痛

苦時，再使患者更不舒服，讓患者能活下去。難道

患者活下去會得到疼痛減緩，甚至解除嗎？如果患

者先前選擇安寧醫療，我想這是在醫病雙方上解決

了一些問題，同時，也是在給予醫病雙方的尊重。

因為病人得到疼痛和痛苦的減緩或解除，而醫生也

降低了背負著決定患者生命的責任的壓力。」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 蔡◯◯

中原大學職員 黃◯◯

中原大學化工系 黃◯◯

「因近期身邊較為親近的親戚剛走，所以在看此篇的時候感
觸很深，由於自己沒法在最後一段時間陪伴對方，所以在看
見安寧療護中心這類為病人深入考慮所設置的空間以及不同
專業人士的協助，讓我特別希望若真的有機會，我也想讓對
方在最後一段時間裡能好好的安心的離去。而文章裡提到的
那位少年的故事，也讓我更加堅定活在當下的想法，讓我更
多的想要珍惜當下的每一天的生活。」

「看完文章後其實很感動，心裡也酸酸的，畢竟死
亡 這 個 課 題 在 16 歲 就 像 遙 不 可 及 一 般， 很 突 然 的
近在眼前，如果可以誰都不希望生病，如果是在過
去可能只能一直不斷搶救，但現在有安寧療護，病
人可以在最後這段時間好過一些、舒服一點，也剛
好可以讓掛心的家人們沈澱，感覺上是非常受到幫
助的，不論是病人或者是家屬都是。」

「這篇文章讓我覺得印象很深刻，感觸也很深，文中的主
角是很錯愕，很突然的就遭遇到健康上的變故，他的家人
也在變故之後，面對著極大的壓力選擇了安寧病房。這段
的經歷跟我外婆很像，我外婆也是開刀完原本已經轉到一
般病房，卻突然因為腦壓升導致腦出血並且只能靠呼吸器
生存，我們親屬最後也是放棄治療，拔掉呼吸器來做最後
的決定。雖然這段經歷沒有了解到安寧病房的來歷，不過
也體會到了每一個面對安寧療養的家屬的心路歷程。透過
這篇文章，讓我更加了解到每一位家屬以及病患都有說不
出的辛苦。」



青年志在行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桃竹事務所

桃園市共融兒童服務中心志工長期招募中

2024 年 ISU 世界青年花式滑冰錦標賽志工招募

一、招募單位：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桃竹事務所
二、服務時間：周一至周五 , 時段依各據點安排
三、服務地點：新竹、桃園服務據點
四、服務內容：陪伴、活動、行政

五、報名方式：電話、Email 報名
六、聯絡方式：

一、招募單位：桃園市共融兒童服務中心
二、服務時間：週一到週五 13:00-18:00
三、服務地點：桃園市共融兒童服務中心（包含館內空間及課後照顧據點）
四、服務內容：

五、應徵志工所需條件：年滿 18 歲以上即可
六、報名方式 : 電話或網路報名

一、招募單位：2024 年 ISU 世界青年花式滑冰錦標賽
二、服務時間：2024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3 日 , 共計 7 天
三、服務地點：臺北小巨蛋主場館、副場館 ( 冰上樂園 )、選手村
四、服務內容： 行政、協助簽證交通、紀錄、行銷宣傳、場地協助、典禮接待
五、應徵志工所需條件：

六、報名方式：

聯絡電話：03-6563638#26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13:00-18:00
聯絡信箱：t00124@careus.org.tw

年滿 18 歲 ( 含 ) 以上 ,
有服務熱忱且對花式滑冰運動有興趣者 

聯絡電話 : 李小姐 ,0966-612482
聯絡信箱 :wjc2024taipei@gmail.com
服務時間 :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維護館內親子遊戲安全、空間整潔、陪伴孩童完成功課、
規劃與帶領活動或至外單位帶領活動（幼兒園、國小及附近社區）

聯絡電話：桃園市共融兒童服務中心 03-3732338#25 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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