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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台灣社會未來的可能影響 	

一、前⾔ 

CRPD 是 21 世紀第⼀個保障全球⾝⼼障礙者⼈權的公約，臺灣在 2014 年也

「跟⾵」⽴法，這表⾯主旨是促進、保障及確保⾝⼼障礙者完全及平等地享

有所有⼈權及基本⾃由，促進固有尊嚴受到尊重，降低⾝⼼障礙者在社會上

之不利狀態，以使其得以享有公平機會參與社會之公民、政治、經濟、社會

及⽂化領域。CRPD 的 8 ⼤原則： 

1. 尊重他⼈、尊重他⼈⾃⼰做的決定 

2. 不歧視 

3. 充分融⼊社會 

4. 尊重每個⼈不同之處，接受⾝⼼障礙者是⼈類多元性的⼀種 

5. 機會均等 

6. 無障礙 

7. 男⼥平等 

8. 尊重兒童，保障⾝⼼障礙兒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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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原則探討《⾝⼼障礙者權利公約》對⽣活影響的實質狀況是……。 

⼆、《⾝⼼障礙者權利公約》⼋⼤原則在⽇常中執⾏困境的解決⽅式：全⽅位

設計 

    傳統的教學⽅式是⼀種⿑頭式平等的課程設計，從硬體的教室格局到每位

學⽣的教材操作皆⼀視同仁，⽽這有個很⼤的缺點就是即便再優秀、⼋⾯玲瓏

的教師，也不可能像千⼿千眼觀⾳同時處理所有⼈的學習狀況，正因無法及時

滿⾜全班學⽣需求的教學內容，有可能忽略個⼈適合的學習型態媒體，⽽造成

其他型態學習者的學習困擾（張美華，簡瑞良，2006），甚⽽演變疑似學習障

礙，所以，⼤部份現場的教學是教師以滿⾜多數學⽣的學習需求做為教學設計

的⽬標，造成上課時，少部份學⽣無法吸收，⽽這些被忽略、被當作客⼈的學

⽣在經過數年的累積造就下，很⾃然⽽然地成為了所謂的低成就、⽂化不利、

疑似學習障礙、疑似智能障礙等學習處劣勢學⽣。 

    為了讓「所有」的學⽣都能在常態的教育情境下⼀同學習課業與⼈際關

係，教育開始興起全⽅位課程設計概念，透過全⽅位課程設計教學模式的實

施，來達成有意義的教育。 

     過去的無障礙倡議多專注於硬體、現在的特殊教育主流為「融合教育」、

建築也為了迎合⾼齡化社會⽽更友善，從硬體到軟體都與世界朝著多元化的趨

勢發展，這意味著過去被說是「少數者的特權」的環境調整說詞將被改寫，當

所有使⽤該空間設施的⼈之個別化需求都被滿⾜、教育能依不同個體做個別化

的課程調整，使每位學⽣皆能有效學習，那麼所有的社會建設、發展都可發揮

最⼤的可能性，讓所有⼈使⽤、參與，增進全⼈類的權益。 



    將無障礙空間的通⽤設計概念延伸應⽤在教學上，就叫做「全⽅位設計學

習」，⽬的是要讓「每⼀位學⽣」都能在課堂中得到「適性的學習」。全⽅位

學習環境設計在設計課程、教材、教法與評量⽅式等，能將各種不同學⽣的需

求考慮進去，⽽設計出具有⾜夠彈性、⽅便教師能視學⽣情況調整的課程與教

材，以降低教師事後調整所產⽣的困擾，並同時也能滿⾜各群體不同的需求，

這種全⽅位課程設計概念在⽬前融合教育環境更重要。 

三、結論	

全⽅位設計的核⼼即在強調為所有⼈的需求來設想，⽽教育相關的學者即將此

想法推展到教育上，希望解決特殊學⽣的學習能⼒、障礙需求等來做考量，發

展⼀套教材是所有的學習者皆能參與的課程，達到「學習無障礙的」⽬的。 

     對此彈性學習的特性，凸顯科技化教學的重要性，⽽教材數位化的優點： 

1.提供學習者彈性的選擇。 

2.數位媒體具有轉換性，如：聲⾳格式轉換為⽂字形式、⽂字格式轉換為聲⾳

檔、⽂字轉換為點字。 

這兩項特⾊，能增加教學的可及性。此外，評量⽅式應該以充分彈性⽅式實施

準確的形成性評量，教師需根據課程調整給適宜的評量⽅式，再依結果調整教

學⽅式，增進學⽣的學習成效。 



     最後，CRPD 的 8 ⼤原則⾯對全⽅位課程設計未來的成熟發展，可以有所

改善，進⽽傚仿美國與其他州或地區的合作專業網絡，彼此共享專業並發展出

⼀套有效的系統化全⽅位課程設計⽅案，再以此為基礎廣辦研習、推廣，給予

教育者充能，全⽅位課程設計才得以久遠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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