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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議題報導注意事項 

 

進行任何公開宣傳活動或發布新聞稿時，應注意所使用的文字將

影響社會大眾如何看待身心障礙者。正面且中性持平的報導，不僅可

以提升社會大眾的障礙意識，且能協助社會大眾瞭解身心障礙者也能

為自己的事情決定並負責。 

一、 採訪前的確認事項 

(一) 確認報導事件內容與身心障礙議題是否相關，如果沒有，請

不要於報導中強調當事人身心障礙的身分。 

如：一名男子吃霸王餐而鬧上警局，該事件與他是否為身心

障礙者無關，因此不建議於報導中表示該男子為身心障礙

者，但如果是導盲犬使用者，因導盲犬遭到餐廳拒絕入內用

餐，則可以考慮提及該使用者為視覺障礙者。 

(二) 如果報導的內容涉及敏感或爭議性，請完善保護受訪者或被

報導者的個人資訊。 

(三) 確認有依受訪者或活動參與者需求提供適切服務。如：手語

翻譯、同步聽打（針對各類身心障礙者的特質與需求可參考

《認識身心障礙者特質與需求》）。 

 

(四) 報導身心障礙議題時，請邀請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代表團



2 
 

體，並確認有提供身心障礙者為自己發聲的機會。 

二、 採訪時的確認事項 

（一） 事先詢問並尊重身心障礙者本人的受訪意願。 

（二） 向受訪者清楚說明採訪的目的及內容。 

（三） 詢問身心障礙者本人，希望別人如何稱呼他、如何描述

他的障礙。 

（四） 採訪及互動過程中，以身心障礙者本人為主體，並確保

給予足夠的話語權。 

（五） 如需透過手語翻譯或其他協助訪問身心障礙者時，採訪

者應直接向身心障礙者提問，而非向身旁的支持者

(如：手語翻譯員)提問。 

（六） 口罩往往會影響聽覺障礙者接收資訊，因此針對手語使

用者及讀話者，採訪者應將口罩取下並維持社交距離。 

（七） 受訪者個人資料的露出，應尊重本人意願，並予以保

護。 

（八） 如需照片露出，需徵得本人同意，並保護其形象。 

（九） 如有敏感之新聞事件，應保護本人隱私。 

三、 報導時的確認事項 

（一） 如身心障礙者同意揭露姓名，請將姓名優先於障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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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程度之前，以人為主體進行報導。 

（二） 提到非身心障礙者時，請盡量避免使用「正常人」、「一

般人」，而是以「非身心障礙者」作為取代，以免加深

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 

（三） 不論是身心障礙者或非身心障礙者皆有其優點、缺點、

夢想及願望，在報導當中，請持平且真實報導，而非過

度誇大身心障礙者的優點或缺點、過於描繪身心障礙者

對於實現夢想的超凡能力或塑造孤立無援、依賴他人的

形象。 

（四） 於報導或露出障礙議題時，請避免使用聳動的話語或標

題。 

（五） 於報導或露出障礙議題時，請避免使用宗教或文化的刻

板印象來解讀。 

（六） 報導或露出障礙議題時，請避免使用情緒性文字（如：

可憐、不幸）、過於悲情的背景音樂。 

（七） 於報導或露出障礙議題時，請使用合宜的圖片來傳遞訊

息。 

（八） 於報導或露出障礙議題時，請包含展現多種身心障礙者

的樣態，避免類化單一障礙者的意見或過於簡化障礙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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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九） 如果對於報導內容不熟悉，請諮詢身心障礙者或及其代

表團體。 

四、 身心障礙專有名詞 

報導的過程當中，使用合宜的文字及正確的詞彙，不僅可以提升

社會大眾的障礙意識，也可以使身心障礙者感到被理解與尊重。

如：社會大眾往往不清楚在什麼樣的情境下應該要稱「手語翻譯

員」、又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要稱「手語老師」，然而如果可以透過

媒體的露出或報導，協助社會大眾瞭解手語翻譯員的任務是透過

手語協助聽人與聽覺障礙者溝通，而手語老師則是教導手語的

人，如此一來，大家就能在正確的情境使用合宜的文字，進而促

進彼此的理解。 

建議文字 爭議文字 

損傷（impairment） 殘疾（handicap）、殘

缺、傷殘、殘廢 

障礙（disability） 殘障 

身心障礙者，簡稱障礙者（people with 

disability、person with disability、disabled 

people、disabled person） 

殘障者、傷殘者、殘疾

者、殘廢者、殘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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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障礙者（people with physical 

impairment、people with physical 

disability）、行動不便者（people with 

mobility impairment） 

瘸子 

智能障礙者（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fficulty、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學習障礙者（people with 

learning difficulty、peopl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y） 

低能、智能低下、白

痴、腦殘、傻瓜 

精神障礙者（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difficulties）、心理社會障礙者（people 

with psychosocial disabilities）、倖存者

（survivor）、精神疾病經驗當事者、精神

疾病經驗者 

瘋癲、瘋子、神經病、

瘋漢 

視覺障礙者（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全盲者（Blind） 

瞎子 

聽覺障礙者（Hard of Hearing）、聾人

（Deaf）、聾人及聽覺障礙者族群（people 

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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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hearing losses） 

口語障礙者（people with a speech 

impairment、people with a speech 

disability、people with a communication 

disability） 

啞吧、喑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