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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冠冠狀病毒（簡稱新冠肺炎）蔓延全球，並且在入秋之後，有升溫趨 

勢，面對疫情襲來，所幸台灣應對得宜，至今並未形成大規模感染，或導致 

社區感染的情形，對於台灣人民在面對於此全球疫情的處境之下，已是萬 幸。 

然對於障礙者的生活中，卻面臨了全新的變化，這個變化不僅僅只是戴 

上口罩如此之間單而已，而是造成整體與社會互動方式的改變，舉凡在人 際、

旅遊，對於自身而言，心理的影響也是重要之因素。以鉅視觀點而論， 政策

面之設計，更是直接影響我們如何地因應接下來的疫情，對於障礙者而 言，

政策設計往往不及於障礙者的需求，關於這點，勢必是值得檢討的一 環。 

本文以一輕度肢體障礙者的角度書寫，探討自身所處之環境，以及聽聞 

障礙者之所見所聞，對於面臨的困境，加以描摹。 

 

 

 

壹、「戴口罩」並不是僅將臉遮起來而已 

 

 

戴口罩是現今防疫方法當中最為關鍵，且是最基本的方法，然而帶口罩 

對於一般社會大眾，僅是一簡單的動作，對於肢體障礙者而言，卻是在生 

理，以及在社會互動上，會產生困難。 

109年度「鄭豐喜獎學金」社福論文 佳作獎 



我身為是一位腦性麻痺輕度的患者，雖說一般在動作執行上不致困難，但

在走路的過程當中，帶口罩卻讓我出現上氣不接下氣，並有噁心作嘔的感

覺，原因在於走路姿態的緣故，是需要出更多力氣的，換言之，自身呼吸的

次數就會比別人來的多、來的喘，戴上口罩之後，因口中的空氣減少而產生

吸不到空氣的狀況。 

身邊同樣也有聽障的同學，影響就更為明顯了。聽障人士與人溝通主要

靠的是手語、聽打，或是辨識口型來理解話語，卻在戴上口罩之後，此項溝

通方式便行不通，與人交流便形成阻礙，擴大而論，對於此同學而言，就是

一社會互動當中的困境。換一思維而論，當溝通時必須脫掉口罩，同時也會

形成另一感染的風險。 

對於較為重度的障礙者而論，面對的也不僅僅是這一簡單的動作執行，

而是背後涉及到的權利以及生存問題。如此全面性的疫情，導致很多人因而

留在家中，然對於獨居障礙者而言，將是一重大的生活轉變。在前陣子有關

於障礙研究之分享當中，令我為之震懾。譬如他是獨居障礙者的話，照顧人

力勢必會是一問題，許多的照顧者會因為疫情的關係而無法前去家中協助照

顧，導致障礙者在生活上需進行重大的調整與轉變，甚至面臨到生存的困難

（例：此障礙者需要定時翻身的協助，但如果那時照顧人力無即時因應，即

構成問題），一連串涉及於政府的政策設計有無針對障礙者做即時的調整，

顯然需進行檢討。 

根據上述所述，凸顯了一重要的問題意識：戴口罩並不只是選擇而已，

而是一連串的權利，以及政策相扣合。 

關於我的身體狀況是不適合久站的，對於排隊買口罩這件事情，已構成

不小的阻礙，然障礙者的生活型態具多面向，口罩取得並不容易。記得當時

疫情開始邁向高峰之際，同是腦麻的朋友即在社群網頁上傳遞關心的訊息，

表示自己家中還有一些先前存放，他關心周遭的肢障朋友以及視障的朋友購

買口罩的狀況。自身的狀況是有家人的協助以及幫忙排隊，才度過那陣子需

要排隊的情況，如此一來，便又涉及到庭支持功能的議題了。當口罩並不是

隨手可能，而是變為一政策制定的操作時，障礙者便會形成一新的困境，在

大學學習的過程當中曾經探討過在障礙者公部門申述過程當中，會面臨的困

境，包含平行溝通（部門跟部門之間）的資訊落差、以及公文往返的程序耗



時。在過去政府管制口罩的時期，曾經有 14 天發放 9片口罩的政策，而發

放對象則是針對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有列冊之獨居老人及身障者，當時，就有

障礙倡議團體反應：為何不是所有的身障者都發放呢？如此障礙者非獨居身

份，但其相關的配偶、照顧者也可能也是行動不變者，另外，各大藥局的無

障礙環境，大多都是不利於障礙者進出的，障礙者很難得知此藥局是否方便

通行等困境。依照我的日常經驗觀察，障礙者的配偶同是障礙者的比例確實

較多。 

故然，戴口罩一事，並不能簡化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對於障礙者而

言，包含身理上體力的限制，抑或者是涉及到照顧的方式必須調整，其是整

體生活模式的改變，背後的脈絡是一政府政策的下的環環相扣。 

 

貳、疫情之下的衝擊，對內，也對外 

 

記得去年的社福論文是論述關於出國旅遊對於障礙者的意義及意涵，然

而，此疫情的衝擊之下，出國旅遊，便是大家暫時不去考慮的事項了。將角

度縮小，「出外」這件事情是一相當重要與社會互動的方式，然而，再這樣

的氛圍之下，在早些疫情高峰之際，變為一會令人警戒、擔憂之事，對於障

礙者而論，情況也更為明顯，還記得在前幾個月疫情剛爆發，那時身邊就有

許多身障朋友表示自己暫時不能在出門、相約，原因有些為家長告誡，或是

因為障礙的因素，而導致身體抵抗力較為差的緣故，原本排定之預定行程，

也隨之往後延期，甚至取消。這個凸顯了一重要的問題，也就是對於障礙者

在「互動」層面上，疫情的衝擊是全面性的。如同論文引言所敘，障礙者的

社交互動本來就較為艱辛，然而此疫情將導致的是活動的減少，伴隨的就是

社交互動的機會跟著消失，如此，對於障礙者之人際互動，是不利的。對於

自身而言，面對於疫情的不確定以及不穩定所產生之焦慮感，以及結合自身

障礙（如他本身抵抗力弱，怕會引發嚴重後遺症）的擔心，更使得障者更為

艱熬，故然，疫情之下的互動衝擊，不只是對外，亦也對自身產生影響。 

如何因應是一重要到問題，則必須回覆到政策設定的目標，以及目的，是

否確實反應到障礙者得需求，而回歸到自己身上，我認為則必須從防疫，原



先生活習慣兩者中間，去做一平衡，以盡可能不阻礙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而

達到最大的防疫效果，以我自己為例，就真的必須要適時地拿下口罩，等身

體狀況好些時，在戴上。 

 

 

參、結語 

 

近期台灣的疫情狀況已有好轉，目前正處於穩定階段，但未來仍須注意秋

天之後入冬，第二波疫情可能隨時捲土重來，況且國外狀況仍持續嚴峻當中，

都在在顯示疫情並不會那麼早結束，並且，後續整個全球的政經產業的變化，

也仍須我們共同面對。 

回歸到障礙者身上，從自身因為口罩而導致喘不過去的情形，衍伸周邊身

障同學的狀態與處境，到整個政策的變化，凸顯了在看待障礙議題時，決不是

從單一面向觀察，而是具全面性而環環相扣的影響。以政府得角度而論，也十

時的提醒，必須要去看見障礙人口群的需要及需求，這是政府的責任，也會是

大家的福祉，而避免讓障礙者落入到疫情之下的困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