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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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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病理化 要看到差異、

促進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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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報導
✓ 日常生活無礙不易，例如無障礙下車上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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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_iLnB1kGl4&feature=youtu.be&fbclid=IwAR1CEP866Jp3dFLm5cS0r50yOeD90w5ooX6LPgX9886SMKkgs1tVAhoCgco


▧ 歧視之島：銀行友善APP假保護 5萬視障者被迫
用閹割版(蘋果日報專題報導2019年11月20日）

▧ 2018年開始，用意佳，但是執行……

▧ 明眼人「以愛為名」的歧視

報導給予一般讀者沈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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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91120/VTV76VVXCU3HNF7AGEO3B4C3RA/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91120/JSAF6MNNQLWNNPRQYDPL7T47TY/
https://tw.inv.appledaily.com/blind/?allowww=1464007


▧ 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翟宗悌教授呼籲加入

「作為服務聾人/聽障者的心理師與研究者，我很驚訝的
發現台灣十分缺乏聾人/聽障者情緒的量表及調查。沒有
量表就無法快速評估當事人的現狀以提供合適的服務，
沒有研究也無法瞭解聽障者/聾人的普遍心理需求，這些
都會阻礙助人者，包括輔導教師、資教教師、心理師、精
神科醫師、社工…等人提供適合的服務，受苦的會是聾人
/聽障者當事人。因此我們（研究人員、手語教師、手譯
員）花了一年的時間將有關憂鬱、焦慮及解離的量表，以
簡白的文字與精準的臺灣手語呈現希望台灣的聾人/聽障
者們能踴躍參與這個調查，也能透過這個調查對自己的情
緒多些體會，也能給予需要的人支持與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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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椅上的金鐘感言：這世界沒有障礙的人，
只有障礙的環境

摘自余秀芷 獨立評論@天下「從台下到台上，我走了一段平權

之路」

漢聲廣播電臺主持人，以「45度角的天空——秀芷的異想世界」奪下２０１９年

第54屆廣播金鐘「社會關懷節目主持人獎」

一條平順的路，障礙者爭取了多久？

一個環境的障礙，為難的不只是障礙者，而是所有在這環
境、典禮中的每個人。環境的障礙裡，沒有人是局外人，
沒有障礙的人，只有障礙的環境。期盼台灣一步步走往障
礙平權，讓每個障礙者都能做他想做的事，成為他想要成
為的那個人，不再被障礙的環境所耽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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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10/article/8589


出自蘋果日報「歧視之島」專題，

「這是一種金融歧視。」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李秉宏分析，無障
礙版本的功能減少，是不公平的金融服務，可能違反《身權法》
第16條，構成歧視。該條文指出：「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
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其接受教育、應考等權益，不得有歧
視之對待。」而金融權益包含在內。

這也可能違反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同為
視障的李秉宏指出，網路銀行APP將視障者「強迫跳轉」至友
善版，已影響其自主性，更違反公約精神。因台灣已通過「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該公約具國內法效力。

檢視台灣網站無障礙發展甚早，但卻亂成一團。2003年，行政
院研考會（現為國發會）訂定「網站無障礙規範1.0」，之後一
段時間沒有進展，直到2012年《身權法》修法，政府、學校網
站需取得無障礙認證，主管權責也轉給NCC，並於前年頒布
「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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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 公約簡介

▧ 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縮寫為CRPD）由聯
合國第61/106號決議通過，並在2008正式生效，希望能夠
「促進、保護和確保實現身心障礙者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充分、平等享有，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的尊重。」

▧ 台灣障礙社群於2007年時將原有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修改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簡稱《身權法》），
嘗試納入CRPD之部分精神與內涵。2014年，立法院通過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CRPD國內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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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身權公約》審查：只用「生病」的角度看
待身心障礙者，是台灣最大的問題(2017/11/04 關鍵

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2666
【專訪】身障者日誌：捷運電梯只是你的「選項之一」，卻是我的「唯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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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2666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5797


司機應該保有「隨時都可能有身障者要搭車」的
認知，而不是載到身障者就覺得今天特別衰。

出自〈身障者日誌：捷運電梯只是你的「選項之一」，卻是我的「唯一
選擇」〉(2016/12/9)

11



➢ CRPD第21條:表達和意見的自由以及獲得資訊機會
提供無障礙格式的資訊，提供適合於各種 障別的技術，且必須是即時、
無須額外付費

• 無障礙的語言:手語，視障者點字，輔助及替代性的溝通
• 敦促公私部門提供無障礙網際網路資訊：大眾媒體向障礙者提供無障

礙資訊與服務

➢ CRPD第30條障礙者參與文化活動，娛樂，休閒及體育活
動內涵，包括：

• 享有以無障礙格式提供之文化素材、享有以無障礙形式所提供的電視
節目，電影，戲劇及其他文化

• 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by王育瑜

CRPD公約與身權法的無障礙
通訊傳播近用環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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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F&bulletinId=881


(一) 「尊重」他人及「尊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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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Users/user/Downloads/%E9%BC%93%E5%8B%B5%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8%80%85%E5%8F%83%E8%88%87%E8%97%9D%E6%96%87%E6%85%B7%E8%A1%A8%E6%BC%94%E5%9C%98%E9%9A%8A%E4%B9%8B%E6%85%A8%EF%BC%9F%EF%BC%8D%E8%BA%AB%E9%9A%9C%E6%B3%95%E4%BF%AE%E6%AD%A


▧ 過往，電影院常將坐輪椅的身障者座位安排在第
一排，必須費力仰頭觀看，影廳內常常缺乏無障
礙坡道供輪椅使用者行進等等。

▧ 當年身權法通過之後的安排與討論，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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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等的機會與性別對待；
（三）不歧視

▧ CRPD : 歧視的定義 (第二條 定義)

「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基於身心障礙而作出之
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

▧ 歧視的後果 : 損害或廢除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
於公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任何其他領
域，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之認可、享有或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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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權法
第 七 章 保護服務 第 74 條

傳播媒體報導身心障礙者或疑似身心障礙者，不
得使用歧視性之稱呼或描述，並不得有與事實不
符或誤導閱聽人對身心障礙者產生歧視或偏見之
報導。
身心障礙者涉及相關法律事件，未經法院判決確
定其發生原因可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
礙狀況，傳播媒體不得將事件發生原因歸咎於當
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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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瘖啞、聾啞等用語

用語本身或被認定為中性，但是，早年新聞媒體
常使用「瘖啞竊盜集團」等文字，將身障人士與
犯罪集團、行為連結在一起，造成負面刻板印象。

我們會在新聞中，刻意強調「嫌犯為聽人，耳聰
目明」嗎？ 新聞畫面取自「法律白話文運動」網站(20170213)

https://plainlaw.me/2017/02/13/deaf-and-hearimpa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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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lainlaw.me/2017/02/13/deaf-and-hearimpaired/


過去改正法律中歧視用語
(取自上報20170109報導)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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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0160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0160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修正原則
(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20180212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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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Users/user/Downloads/%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8%80%85%E6%AC%8A%E5%88%A9%E5%85%AC%E7%B4%84%E6%B3%95%E8%A6%8F%E5%8F%8A%E8%A1%8C%E6%94%BF%E6%8E%AA%E6%96%BD%E4%BF%AE%E6%AD%A3%E5%8E%9F%E5%89%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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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報導身心障礙運動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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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運即將登場。報導專業體育人員的角度，
是否同等運用在具有障礙身份的體育選手
身上? 不是總強調障礙狀態？

例如，「即使沒有雙腳…仍然可以…」

▧ 是選手、不是障礙者；是競技、不是殘而
不廢：希望能以報導選手的角度，從選手不同
賽事的經驗，去分析他的狀況。或者在於國內對
於障礙身份的選手培訓，可以多些琢磨。



▧ 弱化？神化？

▧ 看不見制度之病，但強調「溫暖」
例子

為母則強？

孫子揹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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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用語，其中的刻板印象



實務工作上，我們可以如何稱呼？

▧ 請教公共電視台語台記者，

視覺障礙sī-kak tsìong-gāi
聽覺障礙thiann-kak tsìong-gāi
「若時間允許，「視力和聽力有欠缺的人」，或許

也可參考看看，比較口語一些」
很多話語的專有名詞翻做台語，對很多聽眾來說，聽不習
慣。陣痛期難免。比起「青盲」、「臭耳人」這類白話但
是充滿歧視的口語，正名更名實為重要。

如何擺脫過去雖能直接會意但卻極具爭議和歧視的
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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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歧視，嗎？可以思考

▧ 身障人士：拿我們的不幸當作生命啟發，其實是
一種歧視 20140706關鍵評論

你是否注意到自己總是期待從身障人士的故事中獲得啟發？
其實，這也是一種歧視…

Stella認為我們不該以身障人士的不幸，作為四肢健全的
人勇敢生活的啟發。「因為有更多比我們不幸的人，所以
我們沒有不勇敢的藉口」是一種錯誤的心態，既不是真心
的關懷，更不是誠懇的憐憫之心，我們似乎只是把身障人
士當作安慰自己「其實生活沒那麼差」的自私理由

⚫ Stella Young TED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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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204
https://www.ted.com/talks/stella_young_i_m_not_your_inspiration_thank_you_very_much


✓ 進不了美容院

✓ 進不了試衣間

✓ 障礙者性權

人的權利與日常，看重「人權」，而非「他好可憐，
這也不行」。媒體可以注意他應該有哪些權利，
而非只是，他多努力、他好厲害。

✓ 表現尊重最簡單的方式，是專注於對方這個
「人」，而非他身體上的不便。(出自關鍵評論網，

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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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877?utm_source=www.thenewslens.com&utm_medium=tnla_recommend&utm_campaign=TagRecommend


常見微歧視用詞（請教余秀芷）

1. 正常人（建議使用：一般民眾、大眾）

2. 殘障、瘖啞人士（建議使用：障礙者、聾人、
聽障者、盲人、視障者）

3. 唐氏症、玻璃娃娃（不一定是兒童卻常被稱為
孩子，有弱化障礙者的感受。）

4. 手語翻譯員、手語老師，兩者的不同，前者為
進行翻譯工作，後者為教學。



舉例：公共電視「主題之夜」播放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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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

▧ 聽力損失

▧ 聽覺障礙

▧ 聾人
「我也是成為障礙者後才開始了解障礙事，即便現在我是
障礙者，也不可能理解不同障別各自的需求跟想法，都是
經過溝通跟相互學習。」「聾人，聽障，這也是種自我認
同的過程。」

參考：The Name Game:聾人？聽障？為何要對稱呼執著?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530-notes-the-name-
game/?fbclid=IwAR2e5opuKx-
UBU0V2SWi7SoohW2b8mMYaIyBiQDkASoJDxJxGtUA0UgVOnw

2021/10/22 30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530-notes-the-name-game/?fbclid=IwAR2e5opuKx-UBU0V2SWi7SoohW2b8mMYaIyBiQDkASoJDxJxGtUA0UgVOnw


▧ 障礙狀態只是障礙者生命與身體的一部分，而不
是全部。在製作節目的時候，內心感動與佩服之
外，或許我們更該多以另外角度去思考，生為人，
如果你的生命沒有這樣的克難過程，那到底是哪
裡出了問題、少了什麼，讓不同於自己的族群，
卻需要花費更多力氣生活？

▧ 報導難免還是會出現對於不同族群的刻板印象，
容易將不同族群貼上標籤。例如障礙家庭會被設
定為更加辛苦、孩子會遭受歧視，障礙家庭的孩
子會承受照顧重擔。但其實這也都是環境的阻礙，
而不是障礙者本身的問題。



▧ 社會，要尊重、看到差異

▧ 社會應該以多元文化的觀點來看待障礙者；

▧ 不要選擇性的同情、不要一味地榮耀身心障礙者，
期待「他們」因其障礙而就是鼓舞「我們」的存
在；

▧ 人、人、不、同。我們應該如何對待他人？先聆
聽對方、理解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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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

▧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5/m5_04_01_index

▧ 反性別暴力資源網（TAGV）、反性別暴力電子
報 (衛福部保護服務司）

期待透過淺白與即時資訊的傳播，宣導反性別暴力觀念，以強化
社會大眾性別暴力防治意識，也成為學術及實務工作者的知識。
TAGV自2011年以來即由臺大社工系劉淑瓊副教授擔任計畫主持
人及總編輯，截至2019年04月，歷經7年經營，本網站已累積2萬
多筆資源，584萬瀏覽量，此外，本網站也與電子報連動，結合
時事，每年推出6個反性別暴力特別企畫專題

http://tagv.mohw.gov.tw

33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5/m5_04_01_index
http://tagv.mohw.gov.tw/


▧ 是非題，請填入Ｏ或X
▧ （）1 108年「未參與勞動原因」中，男性以高齡、身心

障礙占41.63%最高，而女性以料理家務占 50.42%最高。
我國女性則因料理家務及負擔照顧家人，勞參率呈明顯下
降，65 歲以上為 4.5%，遠低於韓國之 26.7%、日本
18.0%及美國 16.4%。

▧ （）2.「多元家庭」的組成包括傳統家庭成員外，尚包括
「單親」、「繼親」、「婚姻移民」、「不婚者」、「晚
婚者」、「離婚者」及「非婚同居者」、「非異性戀的多
元性傾向者」所組成的多元型態家庭。故現代多元家庭中
各成員是否能得到合宜且妥善的照顧及法律的保障，成為
當代社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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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當我們說到「積極突破父權文化束縛」
的時候，婚姻、喪葬、祭祀、繼承、年節習俗的
儀典中具貶抑與歧視女性的部分，茲事體大，不
在積極鼓勵推展平權的範圍。

▧ （）4. 落實職場之性騷擾防治工作，包括公務
體系、國軍體系及民間企業相關性騷擾申訴救濟
及保護管道的建立實屬必須。消除性別暴力，法
律是最重要的工具與手段，而且法律有象徵性與
教育性的功能，所以，相關執法單位與司法體系
的人員對於性別暴力本質的認知，影響其執行法
律與處理案件，我們必須促使司法環境具有性別
意識，建立性別平等政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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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改善健康決策與醫療職場的性別比例十
分重要，例如醫療職場上，性別比例失衡情形普
遍，女性婦產科醫師比例14.7%，男性護理人員
比例僅1%，在護理之家照顧者與照顧服務員的
女性比例則高達九成以上，以上反映了醫療職場
的性別比例問題。

▧ （）6. 女性與男性經常因為生理、社會角色與
資源配置等差異，而在空間使用、社區參與、環
保、科技利用等行為與認知方面，有不同的模式
或優先順序，特別是原住民與農村女性，有許多
在地的知識、創新和實務智慧，對環境生態和生
物多樣性都有貢獻，卻經常受到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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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世界銀行（World Bank）一直積極提倡
「兼容式交通」（inclusive transport）的理念，
強調交通政策及設施在制訂、規劃、實施、建造
與維護時，應特別考量婦女、年長者和行動不便
者的需求，避免因交通運輸設施不足、使用不便
或過於昂貴，而排除了人民就醫、就學、就業、
自由行動以及與社會聯繫等權益，世銀認為這些
機會和資源都是人民能否脫貧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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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題目與答案，出自 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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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ec.ey.gov.tw/Page/FD420B6572C922EA


謝謝各位!

提問與討論

You can find me at:
telnh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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