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宜昌國民小學 
愛的四季春 

「身」不由己 

找回身心障礙者的道路使用權 



希望力 
Hope 



       三年級時，老師帶
我們體驗盲人行走的困
難，我們勇敢的走到校
外，雖然路程很短，但
每一步都步步驚心！ 
       騎樓跟人行道堆滿
了各種大小雜物、停了
許多機車、路面也有很
多坑洞。 
      但意外的是，我們
發現路口有一支會唱歌
的智慧型紅綠燈，因為
這個裝置，也讓我們興
起了想要探討身心障礙
者使用道路的權利。 

三年級  盲人道路行走體驗 



花蓮特教學校的智慧紅綠燈 

智慧紅綠燈： 
 
1.綠燈時，會發
出「請通行」。 
 
2.直向和橫向綠
燈，除了會發出
請通行的指示外，
播放的音樂聲音
也不同 



四年級   人行道初探調查 

四年級時，我們在學校外的街道做了初步的調查，發現道路上隱藏著許多危險的障礙，
像是人行道路上都是住家和店家的東西，也有許多的坑洞、還有擋在路中央的變電箱等。
我們覺得身心障礙者已經身體不方便了，還要天天身在危險之中，所以我們就很好奇花
蓮的道路是否隱藏著我們從來沒有發現過的問題？ 



我們產生的疑問 

私人物品可以放在騎樓或人行道上？ 

身心障礙者應該擁有哪些行走權利？ 

身邊親友或孕婦都有行走困擾，更何
況是身障者？ 



幫助更多身心障礙者 
解決道路行走的難題 

我們想找出答案！ 



超越力 
Ex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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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蓮縣人行道路通行與設置現況 

確定行動目標 

二、花蓮縣道路無障礙設施的使用現況 

三、花蓮民眾對身心障礙者使用道路權利的看法 



我們想要在訪談前，先閱讀一
些資料，這樣才不會在訪談時
問不到重點，也可以避免無法
更深入跟受訪者對談狀況發生。 
 
我們閱讀了跟身心障礙者的特
質及行動權益需求、無障礙設
施的相關規定、以及通用設計
理念與實施的相關資料。 

 
  

查詢、閱讀資料 



目標與行動連結 

人行道路通行與設置現況 

無障礙設施的使用現況 

民眾對身心障礙者 
使用道路權利的看法 

訪談 

實地踏查 

問卷 

        我們透過「訪
談、實地踏查、問
卷」三種方式，解
決我們想要知道的
問題。 
 
        訪談後得到的
資訊，會成為實地
踏查時觀察的目標
重點。訪談與實地
踏查的結果，也會
成為編制問卷的問
題內容。 

遞交政府單位 



救援力 
Rescue 



行動歷程 訪談 

★日期：112年7月 

★研究對象：花蓮縣議員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視覺障礙者 

                        腦性麻痺者 

★實施方式：半結構式訪談 
 

問卷調查 

★日期：112年9月 

★研究對象：花蓮縣民眾 

★實施方式：方便抽樣 
 

田野調查 

★日期：112年9月 

★研究對象：人行道路 

★調查地點：花蓮市金三角 

           （中山、中正、中華路） 

 ★實施方式：輪椅體驗 

      問題記錄、拍照 

      外人行道路寬量測 
 



訪談 
112年7月，共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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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議員、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身心障礙者 



縣議員 身障學生家長 

視覺障礙者 腦性麻痺者 



訪談結果 

花蓮人行道路通行與無障礙設施現況 

民眾態度與看法 

▲部分民眾認為身 
    障設施會影響生 
    活，產生困擾。 
▲多數民眾願意主 
    動給予身心障礙 
    者行動協助。 

道路通行現況 

▲人行道不足，且有 
    許多阻礙物。 
▲人行道路路面常有 
    破碎或高低不平現 
    象。 
▲建議應拓寬並清空 
    人行道路。 

無障礙設施設置 

▲斜坡道與導盲磚 
    的設置多數未能發 
     揮應有功能。 
▲無障礙設施設置時， 
    建議需站在使用者 
     立場設置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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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 
112年9月，市區金三角 

乘坐「輪椅」觀察人行道路 



踏查路線圖 

1 2 

3 

4 

5 

6 

01 以輪椅體驗 

        我們透過訪談，了解身障者最常會外出的
地點，以及遊客最容易聚集的地點，選擇了花
蓮市金三角地區進行實地踏查路線(左圖)。 
        我們依據1-6的順序進行踏查，這樣就能把
整個區域的左右兩側人行道都徹底調查清楚。
另外，我們也乘坐輪椅進行，更可以感同身受。 



量測路寬 02 03 紀錄問題  
以「編碼」方式記錄 

 
▲觀察項目： 
紅綠燈、斜坡道、變電
箱、雜物堆置、路面(平
整、寬度)、騎樓高低、
導盲磚、汽機車、其它 

 

受訪者提到的阻礙項目 

        我們發現三條馬路
兩側的外人行道街道寬
度都不同。而外人行道
上又有很多變電箱阻礙
去路，所以我們也進行
了外人行道及變電箱寬
度的量測。 

        我們分成兩組，一
組是輪椅組，一組是問
題紀錄組。問題紀錄組
除了要紀錄項目出現的
次數，也要把所在的阻
礙點位置標示清楚。 



踏查紀錄表 

        我們的紀錄表分成
兩張，一張是把位置標
示出來的紀錄表(上排
圖示)。另一張除了記
錄阻礙物編號外，也簡
單的記錄了阻礙狀況
(下排圖示)。 
 
     我們希望透過仔細
的位置跟次數記錄，除
了可以更系統化的整理
外，也可以在未來向政
府單位提出討論時，可
以更加清楚。 



田野調查 
結果1 

變電箱 
阻擋通行 

TOP1 

TOP2 雜物放置 TOP3 燈柱、招牌、工程擋路 

TOP4 斜坡道出
口被阻擋 

TOP5 機車停放
人行道 

45次 

32次 29次 

18次 13次 

我們在坐輪椅體驗時，
會深刻地感到緊張與刺
激。統整發現，中華路
阻礙共63處，次數最高，
接著是中正路43處、中
山路34處，這三條路的
通暢度都有很多要再調
整的地方。 



田野調查 
結果2 

「外人行道路寬」 
量測結果 

▲路寬128~283cm 

▲變電箱寬度約 

     170cm。變電箱 

     擋路導致輪椅族 

     難以通行。 

路
段 

中正路 
右側 

中正路 
左側 

中華路 
右側 

中華路 
左側 

中山路 
右側 

中山路 
左側 

路
寬 

8尺30 
（約251cm） 

4尺20 
（約128cm） 

6尺65 
（約128cm） 

5尺50 
（約201cm） 

9尺35 
（約283cm） 

5尺59 
（約169cm） 

市區金三角人行道路的最窄路寬介於
128公分至283公分之間，其中最寬的
是中山路右側道路，最窄的是中正路左
側。根據前頁的調查結果，阻礙人行道
問題最嚴重的是變電箱擋路，經過實際
量測，變電箱寬度大約是170公分，以
中正路右側為例，如果變電箱擋路，輪
椅族只剩下80公分左右的路寬，會很難
通行。但是我們在踏查時也有發現中山
路左側雖然路寬不寬，但在變電箱外側
的人行道會向外鋪設一個轉彎區，讓輪
椅有足夠空間可以通行。 
 

中山路外人行道向外鋪
設ㄇ字區，可以讓輪椅
族閃避電箱阻礙問題。 



問卷調查 
112年9月，631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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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民眾對人行道使用現況及身心障礙者使
用人行道看法」調查問卷 

有效問卷631份 
線上調查 ：112.09.18至 09.25 

 

多數填答民眾在花蓮市
與吉安鄉行走 

現在或過去有行動不
便者，佔25% 

行動正常者 
每天 4-6天 

1-3天 

近半數民眾，一周會在路
上行走1-3天 



問卷結果-1 
一、民眾對人行道通行看法與經驗 

人行道通行現況感受 

人行道設施可以更加完
善，讓通行便利度提升 

（八成民眾） 

人行道上常有障礙物，讓
民眾因此需走到馬路上，
希望人行道障礙狀況可以
獲得改善 

（九成民眾） 



平日下午騎樓 
花蓮市區的攤販多是在下午才會出來擺攤，騎樓區域通
常是窒礙難行，除了店家商品外，也會有許多人潮。 



人行道現況 

店家私人物品堆置 

電箱、電桿阻擋去路 

停車後也無空間可通行 

民眾提供給我們的照片。 
 
民眾說，當時有一位外
國遊客拉著行李經過這
裡，但他被重重阻礙阻
擋去路，最後只能嘆氣
搖頭，拉著行李走到大
馬路上。 
 
這也是花蓮市區街道非
常容易見到的現象。 



問卷結果-２ 

無障礙設施現況與人行道設計 

現有人行道對身障者的
行走較不友善，且無障
礙設施可更完善。 

（八成民眾） 
人行道設計應兼顧所有人
的需求。 

（九成五民眾） 

二、民眾對身心障礙者的行走看法 

身障者有使用道路的權利 
（九成五民眾） 



斜坡道問題 
斜坡道除了被店家物品阻礙，
更多是被停車格阻礙動線。 



導盲磚問題 
導盲磚停下的位置，距離斑
馬線太遠，盲人會無所適從 



問卷結果-3 
三、民眾對人行道行走的相關建議 

⮚ 民眾建議政府鋪設人行道的地磚材質應選擇防滑材質、相關單位應統籌
各施工單位統一設計、加強人行道管制等。 
 



行動後發現與建議 

花蓮人行道路完善度可再提升，人行道上的障礙
物常影響民眾行走，建議可與店家進行協調。 

花蓮縣人行道路無障礙設施不足或難以發揮作用，
身心障礙者行走時常感到阻礙，建議施工前後，
可邀請身障者評估適切性。 

多數民眾願意主動協助身心障礙者，也認同身心
障礙者有道路使用權利，希望花蓮市能打造成一
個具有通用設計的道路環境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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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力 
Overcome 



政府單位的改善推動 

從市長FB，我們看見行動後，市長持續改善人行道問題 



寫信給市長 雖然我們的行動有了具體的結果，但那對我們而言
並不是一個終點，僅是整個歷程中的一個中繼站。
對我們而言，有了結果、發現後，能把後續的建議
帶到實際場域，讓相關主事單位看見，一起研擬解

方，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我們寫信給市長，
向他提出見面邀約！ 

親愛的市長您好：  
           我們是宜昌國小六年級的學生，因為我們前一陣子有做一個
行動方案，是有關於身心障礙者道路行走權利的行動，目前我們的
行動方案已經告一段落。但是我們覺得不能因為行動告一段落而結
束，於是我們想將行動結果回報給您。 行動過程中，因為我們在
田野調查的部分是選擇市區金三角地區進行踏查，而且填答我們問
卷的人有近九成都會在花蓮市道路上行走，於是我們想要向花蓮市
長反映道路上的狀況，向您分享我們的行動內容、並且邀請您一起
上街踏查，讓我們可以有機會為了喜愛的花蓮做一些努力。 誠摯
的邀請市長，也希望市長能在百忙中接受我們的邀請，謝謝市長。  
 
祝您 平安順心  
宜昌國小六年級 鄭永濬、陳鏖軒、趙向、溫宗頎 敬上 2023.12.13 



與市長有約(市公所報告) 

向市長報告行動發現 市長回饋與交流 

建設課長回覆建議 

遞交行動報告書給市長 

       感謝市長對我們行動的重視，不僅親自接待，聽
取我們的行動簡報，更帶著相關處室課長與負責人同
行聆聽我們的心聲。 
       市長表示，去年他因為腳骨折打石膏，坐了一陣
子輪椅，也非常能感受人行道不便產生的困擾。建設
課長表示，已經申請一大筆改善身心障礙設施的經費。 



與市長有約
(道路踏查) 

路樹阻礙 

變電箱阻礙 

導盲磚設置問題 

市長跟著我們一起去看我們要
帶他去看的地方，一一的請建
設課長記錄下問題，並允諾會
積極的改善處理，建設課長也
表示已編列一筆無障礙設施經
費，關於我們提到的導盲磚與
斜坡道問題都會一一改善。 



人行道的轉變 

拆除後 拆除前 

斜坡道受阻 重新規劃畫線 

過程中，我們積極的告訴市長哪邊有問題，
哪邊會對身障者有什麼危險，我們也告訴
市長，我們有發現半年前踏查時，原本店
家凸出的招牌被拆掉了，還有一些擋到斜
坡道的停車格被重畫。能夠看到大家一起
讓我們喜愛的花蓮變好，是一件很幸福的
事情！ 



我們告訴市長 

我們希望深愛、居住的花蓮 
可以愈來愈美好 

只要我們願意一起開始改變  
就是往美好的方向前進 



2024.01.24更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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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行走的困擾 

繪製生命歷程圖 

繪本coming soon 



後續行動延伸 

繪本創作 
(周雪子女士故事) 

文學創作 

行動研究 

花蓮火車站身心障礙設施調查 

運用Scratch設計無障礙人行
道小遊戲 

用Minecraft設計校園無障礙
建築環境 

除了繪本創作外，行動小組成員
也有不同的行動延續想法，目前
已經著手進行右邊三項行動研究。
我們希望能透過不同媒介的運用，
讓更多人可以重視跟關注這個議
題，才能讓身障者的權益受到保
護，打造一個有愛無礙的環境。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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