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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這是我第四次申請鄭豐喜獎學金了，不知不覺自己撰寫的社福小論文也即將邁入

第四篇。這次的命題我認為是歷年來最有挑戰與深度的一次，許多想要申請獎學

金的同學都來訊問我這次題目該如何撰寫。CRPD身心障礙權利公約這個議題對

於台灣許多特殊教育界的專家或是在學中的身心障礙學生都是相當欠缺的基本

人權觀念。 

 

回到校園，不難發現太多的身心障礙學生對於特殊教育的想像都遭到現狀的不足

所限縮，當我們突然要求教育現場的孩子、學生重新正視自己的權益時，他們反

而對於自身觀念上的不足感到害怕和空虛。基本權益是什麼？怎麼樣才叫做歧視？

如果想要改變現況，我能做什麼、爭取什麼？我們可以發現當今特殊教育對於身

心障礙學生自身的基本權益沒有培育足夠的素養認知，導致台灣的身心障礙學生

認真受限、資訊貧乏。 

 

接下來我要用自己的觀察和視野來跟大家分享 CRPD的精神與台灣的種種現況，

透過文字去記錄、反思當前我國近年來仍需要檢討的問題，也希望讓新生代的台

灣身心障礙朋友們去發現並且投入這個文化、這個議題，讓我們的人權被社會看

見，讓我們的需求被國家所重視。 

 

二、正文內容 

【為什麼需要 CRPD身心障礙權利公約？】 

我喜歡將 CRPD形容為一種文化、一種態度和一種精神，你要能夠把 CRPD融入你

的思想並且實踐在生活之中，這樣才是真正的 CRPD。 

 

身心障礙權利公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倡議」，透過聯合國國際平台來為身心障

礙議題做發聲以提高關注度，同時為仍在發展身心障礙文化的國家樹立「基本典

範」。 

 

CRPD是公約，不是施行細則，所以聯合國公約的國內法化只是發展身心障礙文

化的開始，一個國家還必須努力去學習在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上持續推動行政



命令細項，因為沒有相關的法律內容法治國家往往就無從檢討與改變，而台灣正

是處在這個尷尬的成長階段。 

【CRPD八項原則】 

接下來我將會根據 CRPD第三條的八項原則逐一地做闡述，將個人的生活觀察及

台灣狀況進行連結，但是也在此提醒，八項原則彼此是環環相扣，許多例子可能

也同時包含其他項目之問題，故每項原則皆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a)尊重生而具有之尊嚴、包括自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 

 

多久沒有自由選擇 

一棟建築有四個出入口，但是有蓋斜坡的只有一個；電影院的輪椅席通常是位於

第一排，視野差又折頸；座位區永遠是獨立一區，朋友、伴侶跟家人都只能隔排

相望；跟家人或朋友一同到了遊樂園，但不是你來選擇要玩什麼，而是遊樂設施

來選擇你是否可以玩；進了教室，輪椅都只能坐在第一排或最後一排等。這些都

是台灣目前最真實的親身體驗，相關的例子數也數不完，這樣的狀況在我們的生

活不斷上演，想請問所有的身心障礙朋友，你們還想要這樣多久？ 

 

你是先看見障礙？還是看見我？ 

當家長跟身心障礙孩子來到公共場合，或是一群朋友跟一位手拿白障的視障朋友

一同來餐廳用餐，我們往往都會遇到服務生或其他人都會透過旁人來詢問身障當

事人需要什麼。這就是標準的先見到「障礙」的先入為主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

社會忽略了障礙者當事「人」的真正想法，並且想要透過他人的判斷來決定身障

者的決策。 

 

(b)不歧視 

 

這樣也是歧視！ 

有很多身心障礙的朋友對於歧視的認知有很大的誤解，其實歧視也是相當多元化。

今天在學校讀書，你所就讀的那棟校園建築物有多個出入口，根據<<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的最低標準校方在其中一個出入口蓋斜坡、裝扶手，但是其他

出入口都沒有且校方都不願意修改、增設。或是每年五月天的演唱會無障礙席次

都被安排在左右兩側的邊邊視野，也有可能是辯解說為了良好的視野只能安排在

二樓的位子。其實，這就是所謂的「歧視」！ 

 

「歧視」在人權觀念中是相當嚴重的指控，在許多身心障礙人權意識較高的國家，

如：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等國家，上述的相關狀況是當今不容許發生的歧視

行為，肯定會吃上官司的嚴重問題。但是我們在台灣卻可以發現完全沒有相關「禁

止歧視」的法規，充分顯現台灣在於身心障礙人權觀念的推廣仍有太大的進步空



間，無論是從法律、教育層面上都有太多事情需要去改善。 

(c)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 

 

沒有無障礙的社會，怎麼談參與和融合？ 

綜合所有台灣的相關無障礙現狀，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身心障礙者和社會的參與

和結合有很多的進步空間，所以當我們要開始談如何推動參與、融合，最基本的

環境無障礙、通用化空間就要優先落實在生活中的各種面向。(相關內容可參考

f項的論述) 

 

用心理解、細心改變 

時至今日，還是有許多身心障礙學生被學校以安全為由勸退不參加畢業旅行，就

算到了現場卻安排了許多無法融入參與的團康活動，還有根本輪椅無法前往的景

點規劃。有些過去的不理解或是舊有思維的判斷真的應該被淘汰，只要我們都更

用心點就可以做出很大的改變。 

 

(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多樣及多元社會人之一份子 

 

別再當我是病人，我們都一樣 

我們一再強調身心障礙「文化」的觀念，就是因為醫療模式的看待身心障礙者就

是過去的一大錯誤觀點，我們將這些人都視為「障礙」者，認定就是他們是失去

了東西才會如此不同和弱勢，並且一直希望他們變得跟大家一樣。但是這樣的觀

念就是排擠社會多元化，唯有當我們放下病人、障礙者等標籤才能達到真正的尊

重。 

 

(e)機會均等 

 

法律必須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機會 

透過法律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平等機會再有些人眼裡也是歧視身障者的能力，但是

當我們都去正視台灣社會當前的模樣，何來的平等關係？法律的保障就是為了達

到暫時的機會平等，唯有社會進步到近乎真平等，這個時候才是我們討論是否刪

減法律條文的時刻。 

 

換個角度思考可能性 

這邊我想要用正確的適應體育觀點作範例。常常聽到有人說：「他可以做哪些運

動，田徑、桌球和棒球等體育項目」，但是我們要改變這種舊有的判斷方式，應

該是「某幾項運動因為特殊身體因素需調整，除此之外，通通都可以」。很多時

候我們都被固有的判斷價值綁架而失去了很多可能性，當我們只要大破錯誤的框

架才能真正機會平等。 



 

(f)無障礙/可及性 

 

無障礙不只是環境！ 

許多人談到無障礙就想到空間環境，通用化設計也完全不陌生，但是這裡的無障

礙更加廣泛、多元。從食衣住行育樂各方向就有很多的相關狀況需要落實無障礙，

交通上無障礙巴士、客運、接駁車、計程車的普及化，或教育現場是否為聽障學

生配至少一名的聽打員，還有身心障礙者的休閒娛樂內容是否受到排除，這些都

是無障礙的一環。 

 

(g)男女平等 

 

雙重弱勢 

女性至今在台灣社會還是較為弱勢的族群，再加上身心障礙者的弱勢處境，雙重

弱勢的限制下對於個人未來的發展非常不易，更不用說如果是第三性的身心障礙

朋友。多元性別的平等、尊重是當今社會最重要的觀念及精神，我們應該禁止所

有對於特定性別的歧視，並且要鼓勵多元性別的相關法律保障、支持基本人權。 

 

(h)尊重身心障礙兒童具有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

同之權利 

 

小孩子也能自主 

在華人文化的背景下，許多台灣的家長都相當干涉自己孩子的認知和未來發展，

過多的插手以及規劃讓小孩子失去自主的想法及判斷。父母唯一需要做得就是讓

孩子體驗、探索各種類型的事物，並且必要時進行引導和提供意見。天下父母心，

太多人都會怕自己孩子遇到太多挫折，但是我們要記得，我們不是希望孩子學會

閃避挫折，而是學會如何從挫折中重新站起來。 

 

不要替孩子決定他的人生 

家長生了孩子並不代表你就擁有他的人生決定權，假如今天生了一位肢體障礙的

孩子，你應該主動帶他去認識這個社會文化以及身障文化，並且讓他自己逐漸去

摸索認同的文化歸屬。就好比現在許多的同志家庭的正確教養態度，我們只要保

子開放的心胸去接受孩子，鼓勵他/她去做出自己喜歡的決定。 

 

  



【如何翻轉台灣―法律與教育】 

有法無規。有法不執行 

台灣近 30年來針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進行反覆的修正和調整，但是許

多身心障礙朋友卻反應此法沒有實質的幫助，產生這樣的狀況大概是因為下列兩

大問題。 

 

第一，有法無規。台灣目前在各級機關內都缺乏較貼近人民生活的施行細則和行

政命令，許多時候機關單位都是依據例年計畫和中、長期的實施計畫在反覆執行

相關事務，但是當過程中出了問題就當作個案處例或是踢往其他機關要求負責，

這時人民想要透過相關法律尋求保障才發現台灣的規範細則多屬於沒有內容的

基本要求，因此法律上的保障也失去方向遵循。 

 

第二，有法不執行。這點在台灣的無障礙環境發展就能發現巨大的漏洞，<<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在台灣已經多年，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發現許多國家、地

方公家部門並沒有符合相關需求，又或是近年來才蓋起來的高樓大廈等建築物將

規範視而不見，還有較大的民間企業建築和商店的消極迴避，但是我國卻沒有相

關的規範和罰則來達到一定的強制約束力，因此變成如今看得到卻得不到的無奈

慘況。 

 

教育是未來最大的可能性 

法律並不是萬靈丹，無法輕易修正的僵化特質讓法律通常都無法持續與時俱進，

因此教育是能大量且統一地讓台灣社會對於身心障礙文化和 CRPD精神深入大眾

思想的辦法，搭配上網路資源蒐集簡單的新資訊時代，如何將正確的思維觀點讓

國民吸收、內化，進而達到 CRPD精神的生活實踐，這是台灣新世代身心障礙文

化的一大課題。 

 

三、反思與結語 

【自我實踐與結論建議】 

將正確的態度傳承下去 

今年已經邁入大四的我開始感覺到自我使命的轉變，過去在台師大總是跟幾位同

屆的同學一起在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為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做倡議，我們幫助

台師大做出了許多改變，但是同時也有許多遺珠之憾沒能成功推行，這點讓我發

現傳承的重要性，因此這次的鄭豐喜獎學金我鼓勵、尋找了幾位台師大的學弟妹

一同申請，在過程中也多少給予過去的相關經驗，更希望透過這個機會讓這些台

師大的身心障礙學生能透過社福論文省思自身過去對於身障文化的關心程度，如

果已經相當熱誠的學生能持續下去並努力精進；如果是比較沒有經驗的學生也可

以檢討並做出改變，目的只有一個，希望台灣的身心障礙學生能夠更用心去為台

灣的身心障礙文化盡一份心力。 



結論建議 

CRPD真的是台灣身心障礙學生應該去認識的基本人權公約，透過撰寫的過程重

新去思索台灣當前的處境、困難，以及自身對於 CRPD精神的生活實踐程度，儘

管這次書寫上對於大部分的學生來說較為陌生和無力，但是我相信願意去嘗試撰

寫的每一位身心障礙學生多多少少都有收穫與改變。 

 

最後，簡單為這次的論文內容做出以下三點歸納建議，並且將這三句話送給所有

台灣的身心障礙朋友，一同為這塊土地共勉之。 

 

1. CRPD不只是法律，更是一種文化精神和態度。 

2. 法律和教育的併行，是翻轉台灣的方法。 

3. CRPD不能止於理解，必須是自我、生活或社會上的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