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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現今社會中手機的發展越來越進步，例

如利用手機導航了解目的地的位置以及路

徑，像是目前手機的 Google Map，操作手機輸

入目的地名稱，再由系統分析路徑，另外也可

以使用語音輸入目的地名稱，但在吵雜的環境

中辨識正確性不高，容易被環境噪音干擾。對

盲用者而言並無法像正常人般利用手機，所以

為了讓視障者也能在未知的區域內，瞭解路徑

該如何行走，本研究設計出輔助盲人的盲用智

慧型手機導航系統。我們主要是將盲用點字規

則與智慧型手機結合，建構出一套點字系統以

改善盲人輸入訊息的障礙。由於導盲時語音的

輸出並不容易完整的回饋給使用者，所以導盲

方面我們增加震動提示。加上震動提示可降低

語音干擾，避免環境的因素影響盲人的行徑，

能更有效地導引盲人方向並且提高視障者的

安全。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視障者、人機介面、點字輸入、導航、

智慧型手機。*
 

Abstract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s, 

the navigation can provide users with the location 

of and the path to the destination, such as the 

Google Map Navigation System. The users enter 

the correct destination into the mobile phone, and 

the system analyzes and indicates the paths. 

Users can also enter the designation by voice 

input; however, this method has low recognition 

rate and may be affected by the noise in the 

surrounding. Unlike the users with normal vision, 

the visually impaired users are unable to use 

mobile phones. To enable the visually impaired 

users to find paths, the study designed a “Smart 

Mobile Navigation System for the Blind”, which 

combines the Braille rules with the smart mobile 

phones. The Braille system can overcome the 

blind’s difficulty in message input and help them 

enter the correct destinations. As the voice output 

may not be completely received by the users, a 

vibration function is added to this syste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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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minimize the interference, reduce the 

errors in judgment, and avoid the impacts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blinds, thereby 

increasing their moving speed and improving 

their walking safety. 

Keywords: Blind, User Interface, Braille rules, 

�avigation, System Smart Phone.  
 

1. 前前前前言言言言 
近年來，手機使用人口快速成長，人們可

以分享大量的資訊，無論是在休閒育樂或是訊

息溝通。但對視覺障礙者而言，手機的運用上

是否跟一般人有相同的可行性，來拓展獨立生

活的能力，對於如何讓視覺障礙者便利的使用

手機，是一大議題。然而，以價格而言，盲用

手機比一般手機貴上許多，且在市面上不易取

得，並不像一般的手機在市面上常見，必須透

過一些方法才能取得，而其中功能無法滿足視

障者，使得視障者仍面臨手機多樣性不足的窘

境。 

在智慧型手機方面以定位導航系統廣受很

多人使用，不過視障者無法直接使用觸控智慧

型手機的導航，因為在目前的智慧型手機是以

明眼人為主，盲用者在輸入訊息以及了解系統

就已經是一大困難。而一般人使用的導航系

統，只需輸入目的地，藉由系統規劃在手機端

顯示地圖，定位目的地位置。而使用者須觀看

螢幕來確定目前位置並循著圖型顯示之路徑

前進。因此，對於視障者使用方面有著相當的

不便性。雖然在智慧型手機上的語音輸入及輸

出功能越來越進步，但語音的辨識率尚有進步

的空間。另外語音的輸入及輸出也常受到環境

噪音的影響，使得盲用者使用時受到限制。 

一般而言，如果盲者到了不熟悉的地方可

藉由導盲犬來引導行走。導盲犬並不會知道盲

者要去的目的地，且導盲犬在馬路上只會引導

盲者在安全的路線進行直線前進。當遇到分岔

路口時，導盲犬會停下來由盲人指引方向，導

盲犬才會繼續引導盲者行走。因此導航系統對

於盲者是相當有用的工具。因此在此研究中，

我們在具觸控功能的手機上設計點字模組，由

視障者利用點字輸入法在行動裝置上輸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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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並經由系統計算路徑導引盲者，以便使

用者指示導盲犬按照規劃的最佳路徑帶往目

的地。另外系統在盲者行走時增加了轉彎的提

示震動，以避免在路口噪音過大時使盲者因未

聽到語音提示造成危險。 

 

2. 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本章節將介紹目前盲人點字規則、盲用手

機、盲用裝置的相關介紹。 

 

2.1 盲人點字規則盲人點字規則盲人點字規則盲人點字規則 

點字是以摸讀的方式讓盲人透過觸覺達到

辨識文字的效果，是為視障者所專門使用的文

字，透過不同的組合而構成文字，文獻[1]中提

到點字的基本單位為一方，而一方分為六個

點，並有順序輸入，可行成 64 總組合。就類

似於國字的筆劃，目前國內的國語點字乃是採

用注音符號，以拼音方式進行輸入，不過相較

於一般的拼音規則會略有不同。目前台灣地區

以六點點字使用最為普遍，因此我們將以六點

點字作為開發概念的說明。 

下圖左側為點字的規範，左邊由上而下三

個點，依序為第 1 點、第 2 點、第 3 點，右邊

的由上而下三個點依序為第 4 點、第 5 點、第

6 點，由六個點組成一體的點字通稱一方點

字。下圖右側是注音和數字點字記號，國字注

音點字方面像是ㄍ和ㄐ、ㄑ和ㄘ、ㄒ和ㄙ相

同，但韻母不同所以不會造成混淆；數字方面

通常要先加上數符（第 3、4、5、6 點）。下圖

為注音與數字點字符號圖。 

圖圖圖圖 2-1 注音注音注音注音、、、、數字點字符號數字點字符號數字點字符號數字點字符號 

 

2.2 盲用手機盲用手機盲用手機盲用手機 

對於盲人用戶而言，研究[2]中提到由於按

鍵太過多且系統過於複雜化，導致一般的手機

用起來不方便，所以近代手機的演變，對於按

鍵方式是越來越簡易化，像是目前的觸控智慧

型手機，幾乎按鍵都不超過十個，另外手機研

發的技術提升也融合了許多各項領域的技

術，而現階段對於視障者使用的手機介面設計

與調整的手機少之又少，但是都以軟體與硬體

綁定為主，並無像目前一般人所用的手機能自

行更新軟體。 

 
2.2.1Mobile Phone Organizer (MPO)  

MPO 手機是使用刷新點字觸摸的顯示

器，在上方的面板有二十個點字字方，以及八

個點字的按鍵，可與電腦接收與傳輸訊息，且

能在點字顯示器上顯示出輸入之訊息，然後與

內用的語音連結，由語音與點字輸出訊息。 

 

圖圖圖圖 2-2 MPO 手機手機手機手機[3] 

 
2.2.2Samsung 盲用概念型手機盲用概念型手機盲用概念型手機盲用概念型手機 

Samsung 手機外型有點像是遙控器，而主

要的按鈕皆為點字顯示，而手機的上半部會呈

現輸入的數字，來電號碼可供視障者摸讀，曾

經獲得 2009 年德國紅點設計獎 (Red Dos 

Award)，但目前仍為概念階段尚無生產。 

 
圖圖圖圖 2-3 Samsung 盲用概念型手機盲用概念型手機盲用概念型手機盲用概念型手機[3] 

 
2.3 盲用裝置盲用裝置盲用裝置盲用裝置 

由於本研究中需要了解盲用者的習性，為

了減少本研究開發的系統與使用方面的問

題，所以將探討盲用裝置與介面發展所需之功

能，對於操作方面以及硬體設備從文獻中去聯

想，並改進我們所開發的程式，融合學者們的

優點，創造出更好的系統。 

 

� 盲用裝置盲用裝置盲用裝置盲用裝置 

研究[4]提到盲用電腦是以安裝螢幕閱讀

軟體，電腦的文字透過語音的結合，將其螢幕

的文字由語音輸出，或配合點字顯示器轉換螢

幕的文字顯示相對應之點字，讓使用者了解內



文，文獻[5]的 BWS 是一個點字顯示器，如圖

2-4 為點字顯示器。 

 

圖圖圖圖 2-4 點字顯示器點字顯示器點字顯示器點字顯示器[5] 

大部分的點字顯示器只能顯示文字，為了

能讓視障者也了解網頁或文章中的圖形，文獻

[6]中研究出圖片顯示器，利用介面與力的感

應，創造出類似目前智慧型手機的繪畫系統。

直接操作機器，就能在電腦中畫圖，如圖 2-5

為觸控機器模型。 

 

圖圖圖圖 2-5：：：：觸摸機器模型觸摸機器模型觸摸機器模型觸摸機器模型[6] 

觀 察 之 前 學 者 研 究 的 導 盲 系 統

[7][8][9][10]，是一種穿戴式的導盲設備，結合

了各種機器有筆記型電腦、無線網路、GPS 等

增強視障者對導盲時接受到的訊息，如 2-6 圖

所示。 

 

圖圖圖圖 2-6 綜合導盲系統綜合導盲系統綜合導盲系統綜合導盲系統[7] 

 

3. 系統設計系統設計系統設計系統設計 
本研究系統模組主要以點字輸入法進行操

作，目前的觸控智慧型手機無任何的點字輸入

法的模組，在此以增加盲人的點字方式作為資

訊的輸入，並藉由語音的回饋來給使用者所需

之訊息。 

在於點字方面會提供兩種點字輸入法讓盲

用者使用，第一種為單點點字系統，將觸控螢

幕劃分為六個區域，一次觸控一個區域的輸

入，而後系統再自行結合判斷，而另一種點字

方式是多點點字系統，可同時進行多點觸控來

輸入點字，不像傳統的點字書寫方式一點一點

的依順序輸入，下列文章中將會詳細介紹兩種

點字輸入法的輸入方式，以及使用者端的操作

方式。 

另外對於導盲方面增加的震動提示，對於

目前舊有的語音提示，在戶外時面對車水馬龍

的街道上，語音提示無法完完全全的回饋給使

用者，由於環境的聲音過於吵雜所以在提示方

面增加了震動，讓盲用者更能確定正確道路。 

 

圖圖圖圖 3-1 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 

 

3.1 觸控點字模組觸控點字模組觸控點字模組觸控點字模組 

本研究由於是著重於點字系統模組的規

劃，所以對於使用者介面優先考量點字的方

式，點字規則需要 6 個區域，為了因應點字區

域不同性，在程式設計將會把螢幕劃分為八個

區域，六個區域為點字規格的區域，另兩個為

按鍵為是與否，怕對於盲用者太過複雜化反而

增加不便性，所以優先考量盲用者的點字方

位，避免觸控時點錯區域，先在 PDA 的觸控

區域，客製化螢幕保護貼，保護貼上製作有紋

路的線條（如下圖 3-2 中 PDA 螢幕上的黑色虛

線）包覆整個手機，為了讓盲用者了解每個點

字的區域，也須在手機邊緣增加凹凸虛線，這

樣才能讓盲用者準確了解螢幕的點字區域範

圍，讓使用者操控時能夠較為準確地按到想要

的區域，使得誤觸機率降低，同時可有效地降

低成本。為了更加減少輸入時的失誤率與時

間，在實驗階段將探討兩種點字規則，對於盲

用者來說何種其為便利。以下介紹兩種點字方

式與路徑規劃的實作方式。 

 

3.1.1 單點觸控點字輸入法單點觸控點字輸入法單點觸控點字輸入法單點觸控點字輸入法 

在單點觸控介面的規劃中以圖 3-2 解釋，

手機區域 1~6 格對應點字法的 1~6 的點，如紅



色點字區塊所標示，在其下方另有兩區塊，分

別為代表確認與取消。在文獻中已經介紹過盲

用點字拼音該如何執行，而單點點字方式就是

要利用劃分區域的觸摸時碰觸點來進行判

斷，例如要打上ㄅ就直接在觸控螢幕的點字區

域按順序點上 1、3、5，而等候一秒，讓系統

抓取觸控時的區域與順序，利用盲人寫點字的

習性固定每個字的編號，也就是類似一般人寫

字的筆劃，而後依照文字的點字編號轉換成文

字，再由系統組合而成目的地名稱。 

另外數字輸入時需要兩個 6 點的區域（即

兩方），再當輸入數字時需點出 1、2、3、6 順

序，在此我們減少輸入數符的方式來輸入數

字，直接點上各個區域所代表的點，在選擇目

的地時可以直接輸入編號，此觸控方式對於點

字輸入便利性提升的可能性。 

 
圖圖圖圖 3-2 單點觸控介面單點觸控介面單點觸控介面單點觸控介面 

 
3.1.2 多點觸控點字輸入法多點觸控點字輸入法多點觸控點字輸入法多點觸控點字輸入法 

多點觸控點字的方法是可以一次點三點，

不用再把一方裡面的六點個別輸入，也就是輸

入所需要注音點字的數量，配合觸控輸入時手

指觸控的數量做判斷，對於單點點字方式有很

大的差別，單點點字需順序輸入每個點，且需

要輸入正確的位置，對於多點點字而言，不用

到確切的位置，只需要輸入需要點字的數量即

可，在操作方面更加快速也可減少失誤率。，

比如說輸入ㄅ，只需要在螢幕上分兩次按壓，

第一次按壓兩指，第二次按壓一指就可以辨識

為ㄅ，為了能有效於使用者使用。 

多點點字方面一次最多輸入三點，另外剛

好一方點字為六點，所以在此將把一方點字分

為左右兩邊，以左右各三點來判讀，另外因為

多點觸控點字方式將有可能兩字同一次數，但

由於目的地都是詞句，另外還有語音輸出作為

輔助，所以即使文字擁有相同的點字次數，輸

入了整個詞也不會完全相同到，也可以從語音

輸出選擇使用者所需要的詞，所以多點觸控可

大大減少輸入的時間，而且不用依點字的區域

去輸入訊息，對於第一種單點觸控來說減少了

許多的不便性。 

O
X

 
圖圖圖圖 3-3 多點觸控介面多點觸控介面多點觸控介面多點觸控介面 

 

3.2 震動提示模組震動提示模組震動提示模組震動提示模組 

一般而言，盲人通常都是行走在自己熟悉

的道路上，而行走於陌生區域時通常會先由專

人帶盲人熟悉地區，以及帶領較為安全性的道

路，之後盲人會記下大概的路徑以便於自己行

走，所以為了考量安全性本研究的導盲系統將

會採取固定路徑，減少視覺障礙用戶走向未知

的道路，減少危險的情況發生。 

對於盲用者而言行走時遇到轉彎的部分，

在戶外環境吵雜的情況下，聽取導航語音而判

斷方向極其困難，尤其當系統提示語音時如果

有過大的雜音會讓盲用者聽不清楚行動方

向，盲人通常會帶導盲犬，到了轉彎的階段，

導盲犬會停下來接者再由盲人指引方向，導盲

犬才會繼續導盲。 

所以在系統方面增加震動提示，利用震動

提示增加盲用者了解轉彎時該行徑的方向，在

手機方面增加為:左轉時連續短暫震動約為一

秒一次振動頻率，而震動次數為 10 次；右轉

時連續長時間震動約為震動不間斷持續三

秒，震動次數為 5 次；直走時不會有震動提示。

此震動的規劃著重於長短，因為是以次數為震

動次數為主，容易算錯次數導致走向錯誤方

向；如果是以長短作為提示，即使一開始沒發

現，只要了解震動長或是短，也可以馬上確認

方向，之後確定了行走方向再指示導盲犬，以

便於行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震動提示的增加，

有利於當語音訊息不清楚時，讓盲用者有效的

指引導盲犬的方向，提升前往目的地時的正確

率，減少盲用者走向未知的區域。 

 

4. 實驗分析實驗分析實驗分析實驗分析 
在上一章節中，提出了有關於盲用點字模

組機制、導盲模組與震動提示模組這三種模結

合成為導引盲人系統。為了驗證所提出的這些

系統能夠實際運作在導盲上，且能夠擁有預期

的效果，在第四章將針對提出的方法進行實驗

與分析。主要討論項目一部分為點字系統的實



用性與可行性，另一部分為震動提示對於導盲

方面是否能有效的將盲用者導引到目的地，最

後則是導盲系統能否與導盲犬結合導盲，並探

討本研究所發展系統之可行性。圖 4-1 與 4-2

為導盲時所需之設備。 

 
   圖圖圖圖 4-1 耳機或藍芽耳機耳機或藍芽耳機耳機或藍芽耳機耳機或藍芽耳機 

 

    
   圖圖圖圖 4-2 導盲犬搭載導盲鞍導盲犬搭載導盲鞍導盲犬搭載導盲鞍導盲犬搭載導盲鞍 

 

4.1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本研究之系統開發環境，使用之軟、硬體

資源、如表 4-1 與圖 4-3 所示： 

表表表表 4-1 系統開系統開系統開系統開發環境發環境發環境發環境 

硬體資源 

PC 主機 
Pentium 4 1.5G CPU, 2GB 

RAM 

軟體資源 

作業系統平台 Microsoft Windows XP 

程式語言 JAVA 

開發環境 Eclipse 

 

 
   圖圖圖圖 4-3 左為單點介面左為單點介面左為單點介面左為單點介面、、、、右為多點介面右為多點介面右為多點介面右為多點介面 

 

實驗環境在於屏東科技大學校內，屏科大

校內擁有犬舍培訓導盲犬以及視障者志工，對

於本研究在實驗中有許多的幫助，下圖為實驗

系統實驗中實際的情況，以及導盲系統配合導

盲犬行走之過程。 

 
圖圖圖圖 4-3 導盲起始時輸入目的地位置導盲起始時輸入目的地位置導盲起始時輸入目的地位置導盲起始時輸入目的地位置 

 

 
圖圖圖圖 4-4 距離路口距離路口距離路口距離路口 20 公尺內將會震動提示公尺內將會震動提示公尺內將會震動提示公尺內將會震動提示 

 

 
圖圖圖圖 4-5 岔路時指引導盲犬方向岔路時指引導盲犬方向岔路時指引導盲犬方向岔路時指引導盲犬方向 

 
4.2 實驗結果與分析實驗結果與分析實驗結果與分析實驗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實驗對象共 10 人，男女比例為 9：

1，年齡分布於 22 歲到 35 歲之間，實驗對象

皆為視覺障礙者。 

為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觸控智慧型手機搭

載點字導盲系統為概念的系統架構，將透過實

證方式評估盲用導盲實驗結果。 

 
4.2.1 實驗一實驗一實驗一實驗一、、、、兩種觸控點字花費時間比較兩種觸控點字花費時間比較兩種觸控點字花費時間比較兩種觸控點字花費時間比較 

本實驗中，將指定每位盲用者走三個目的

地，系統每回實驗都會以使用者開始行走時以

輸入目的地時所耗費的時間作為紀錄，每一次

到一個目的地時都需要從新輸入下一個目的

地，走完一次共需輸入三次目的地，至於所在

的目的地會自動定位。每輸入完一次將會記錄

輸入時花費時間。 

而當回程時使用多點觸控點字方式，也是

同樣記錄耗費的時間，從兩種觸控點字的每個

人總花費時間的平均值作為比較，下表格為 10



個受測者兩種觸控型輸入法所耗費的時間。 

表表表表 4-2 使用單點觸控輸入法耗費時間使用單點觸控輸入法耗費時間使用單點觸控輸入法耗費時間使用單點觸控輸入法耗費時間 

單點輸入 地點 1 地點 2 地點 3 

受測者 1 17.3s 19.6s 29.7s 

受測者 2 19.2s 20.1s 35.0s 

受測者 3 16.8s 19.2s 30.0s 

受測者 4 18.2s 20.5s 33.5s 

受測者 5 17.1s 21.3s 31.9s 

受測者 6 18.5s 20.0s 32.0s 

受測者 7 20.1s 25.3s 38.2s 

受測者 8 18.3s 23.1s 30.6s 

受測者 9 17.5s 20.9s 32.1s 

受測者 10 17.9s 19.0s 32.5s 

表表表表 4-3 使用多點觸控輸入法耗費時間使用多點觸控輸入法耗費時間使用多點觸控輸入法耗費時間使用多點觸控輸入法耗費時間 

單點輸入 地點 1 地點 2 地點 3 

受測者 1 9.3s 18.5s 21.0s 

受測者 2 10.2s 19.2s 22.5s 

受測者 3 8.9s 18.5s 21.5s 

受測者 4 11.5s 20.1s 22.0s 

受測者 5 9.9s 19.6s 20.8s 

受測者 6 10.5s 20.2s 23.6s 

受測者 7 13.2s 21.5s 25.7s 

受測者 8 11.8s 20.5s 22.7s 

受測者 9 9.6s 18.3s 21.3s 

受測者 10 12.3s 21.5s 21.9s 

表表表表 4-4 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平均值比較平均值比較平均值比較平均值比較 

 總花費時間 

平均秒數 

單點平均值 71.84s 

多點平均值 52.81s 

 

由實驗結果的兩種輸入法所花費的時間來

比較，表 4-4 為計算十個實驗者，輸入三個目

的地總花費的時間平均值，多點觸控輸入法較

為快速，由此可見，單點觸控輸入法需一個一

個輸入，每一個字耗費的時間多過於多點觸控

輸入法，使用上而言視障者也表示多點觸控輸

入法較為便利且迅速。 

 

4.2.2 實驗二實驗二實驗二實驗二、、、、兩種觸控點字錯誤次數兩種觸控點字錯誤次數兩種觸控點字錯誤次數兩種觸控點字錯誤次數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本實驗中，將比較每個使用者輸入時錯誤

的次數，由於兩種輸入法的輸入類型不同，第

一種輸入法需要確定區域來完整性的輸入，並

且有一定的順序輸入各方點字的方式，也就是

類似一般人寫字的筆劃順序，而第二種是可一

次輸入觸控多點也不用對於輸入時按下正確

的區域，減少輸入時錯誤的次數，下表表示輸

入各種目的地時輸入錯誤點字的次數。在此比

較中可以判斷出來對於兩種點字方式，何種能

夠有效的減少錯誤，以達到最有效率的輸入訊

息。 

 

表表表表 4-5 使用單點觸控輸入法使用單點觸控輸入法使用單點觸控輸入法使用單點觸控輸入法錯誤次數錯誤次數錯誤次數錯誤次數 

單點輸入 地點 1 地點 2 地點 3 

受測者 1 0 0 1 

受測者 2 1 0 3 

受測者 3 0 1 0 

受測者 4 0 1 2 

受測者 5 1 0 0 

受測者 6 1 0 0 

受測者 7 0 2 0 

受測者 8 0 0 0 

受測者 9 1 0 1 

受測者 10 0 2 0 

表表表表 4-6 使用多點觸控輸入法使用多點觸控輸入法使用多點觸控輸入法使用多點觸控輸入法錯誤次數錯誤次數錯誤次數錯誤次數 

單點輸入 地點 1 地點 2 地點 3 

受測者 1 0 0 1 

受測者 2 0 0 0 

受測者 3 1 0 0 

受測者 4 0 0 0 

受測者 5 0 1 0 

受測者 6 0 0 1 

受測者 7 0 0 0 

受測者 8 0 1 0 

受測者 9 0 0 1 

受測者 10 0 0 0 

表表表表 4-7 總錯誤次數總錯誤次數總錯誤次數總錯誤次數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總錯誤次數 

單點觸控 15 

多點觸控 6 

從表 4-7 實驗結果可得知多點輸入法比單

點輸入法的錯誤率低上許多，單點輸入容易點

錯區域，而多點輸入法當輸入時不劃分區域，

可以有效避免點字輸入時的錯誤。 

 

4.2.3 實驗三實驗三實驗三實驗三、、、、使用震動提示系統對導盲方向正使用震動提示系統對導盲方向正使用震動提示系統對導盲方向正使用震動提示系統對導盲方向正 

確性確性確性確性影影影影響響響響 

本實驗中，第一次行走三個目的地時只有

語音提示，並不會加上震動提示，而第二次行

走時，增加震動提示，當然旁邊還是有人會跟



隨，當走錯時將會糾正方向，並且記錄走錯的

方向次數。比較有無震動提示時是否對於盲用

者比較能夠了解其目的地方向。對於錯誤的定

義為在轉彎時候的猶豫以及方向性，例如說在

轉彎時假設盲用者猶豫時間超過 3 秒也算是錯

誤，下表為過程方向錯誤次數。 

 

表表表表 4-8 無震動提示導盲系統無震動提示導盲系統無震動提示導盲系統無震動提示導盲系統 

單點輸入 方向錯誤次數 

受測者 1 0 

受測者 2 1 

受測者 3 1 

受測者 4 0 

受測者 5 2 

受測者 6 0 

受測者 7 0 

受測者 8 0 

受測者 9 1 

受測者 10 0 

表表表表 4-9 有有有有震動提示導盲系統震動提示導盲系統震動提示導盲系統震動提示導盲系統 

單點輸入 方向錯誤次數 

受測者 1 0 

受測者 2 0 

受測者 3 0 

受測者 4 0 

受測者 5 0 

受測者 6 0 

受測者 7 1 

受測者 8 0 

受測者 9 0 

受測者 10 1 

表表表表 4-10 方向錯誤方向錯誤方向錯誤方向錯誤次數次數次數次數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總錯誤次數 

無震動提示 5 

有震動提示 2 

由表 4-10 實驗結果的總錯誤次數可以了

解到，無震動提示時 10 個人總錯誤次數達到

5，有震動提示時只有到 2，實驗的區域在於校

內，如果是以校外而言，沒有震動提示時一定

會有更多的錯誤次數，所以震動提示可減少許

多方向的錯誤性，對於在吵雜的環境中，震動

提示讓使用者獲得了許多道路上的提示，大大

的減少危險性，所以震動效果對於指引方向性

有更佳的顯著性，且在每一次的選擇路口方向

也減少盲用者的錯誤，以免花費更多的時間抵

達目的地。讓視覺障礙用戶在往目的地時也避

免發生走錯路的問題。 

 

4.2.4 實驗四實驗四實驗四實驗四、、、、使用者對於系統的評估使用者對於系統的評估使用者對於系統的評估使用者對於系統的評估 

本研究出發點在於為視覺障礙者所研發的

點字系統以及震動提示系統，為了讓視障者也

能使用觸控智慧型手機，以問卷方式來探討，

由於視障者不方便填寫問卷，所以在問卷方面

將以擬定問題，而由發問者問受測者一些對於

導盲的意見以及看法，來確認此創新的智慧型

手機導盲系統是否能有效地應用在智慧型手

機平台。其問卷分數於下表內。 

表表表表 4-11 滿意度評分滿意度評分滿意度評分滿意度評分 

 單點觸控 多點觸控 震動提示 

受測者 1 1 2 0 

受測者 2 0 2 1 

受測者 3 0 1 0 

受測者 4 2 1 1 

受測者 5 -1 2 0 

受測者 6 -1 0 2 

受測者 7 1 0 1 

受測者 8 0 2 1 

受測者 9 -2 0 1 

受測者 10 1 2 2 

分數平均值 0.1 1.1 0.9 

由問卷結果分析，依滿意度評價分數，對

於非常不滿意分數為-2、不滿意為-1、普通為

0、滿意為 1、非常滿意的分數為 2，而評分標

準為單一系統 10 人總分大於 0 代表系統的接

受性，而多數的受測者可接受其整合性系統。

在表中顯示單一系統而言單點觸控的分數低

於多點觸控，所以多點觸控的便利性較高也容

易被使用者接受；而震動提示分數也大於 0，

導航時多了震動提示對盲人而言擁有相當大

的影響。 

當視障者行走陌生區域時此研究是一大福

音，相較於以往的導盲系統都是以語音輸出與

輸入，但在此研究中能夠以點字方式輸入，可

有效地降低語音辨識錯誤率，以及導盲中增加

的震動提示，也減少了輸出時噪音的誤導，對

於盲用者來說不是單純靠語音輸入與輸出，更

有效地從手機端獲取訊息，問卷有效的表示出

盲用者對於此研究深刻的感到有利於視覺障

礙用戶。 

另外使用者的心得與建議提出了下列三

點： 



� 單點觸控比較方便，雖然對於分數方面多

點觸控大於單點觸控，但因為當行走時手

牽著導盲犬，而無法空出兩隻手來進行多

點觸控，所以對方便度來說單點觸控可一

隻手進行操作，也就是說明了在操作便利

上，單點觸控優點多於多點觸控。 

� 震動提示的增加非常良好，對於目前的語

音導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創新，因為有

些高齡的視障者對於語音容易聽不清

楚，導致於語音方面沒辦法完全得到訊

息，加上震動提示對於聽力不好的視障者

是非常有用的訊息。 

� 點字應用在觸控智慧型手機上，是非常有

獨特性的，因為之前手機大多都是體積較

大不方便攜帶，而且能讓視障者使用正常

人的手機，對心理方面而言可以感覺與正

常人相同，不會因為視覺有障礙而被忽

略。 

 

5.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目前智慧型手機對於視障者而言，幾乎是

無法使用的，而這研究出發點就是想要讓視障

者跟正常人一樣可以完全的使用手機，所以開

發點字系統為重點，即使視障者看不到手機畫

面，也可以利用點字方式輸入訊息，在未來可

以利用本研究所開發的觸控點字系統，讓視障

用戶想要呼叫出手機的程式，只需利用觸控點

字輸入系統的名字亦或是編號，都可以呼叫出

系統，而且配合語音方式就可完全輸出手機內

的訊息。 

像是配合近期發展的電子書，可以藉由語

音軟體配合點字方式輸入書籍訊息，然後下載

由語音輸出等等利用方法，而且點字系統主要

是搭載在智慧型手機上，不會因為缺少所需要

的系統去更換手機，只需要連結網路並且輸入

正確的訊息，達到即使無法用視覺了解手機的

內容，也可以正確地輸入訊息，視障者就可以

跟我們一般人一樣，盡情的在網路上在遨遊，

另外搭配網路語音系統也可以透過網路平台

認識許多人，可以盡情的開闊視野。 

而研究中的導盲增加了震動的功能，對於

在戶外的危險性降低了許多，另外 GPS 也可以

隨時得查詢所在的位置，以前舊型的盲用手

機，只能單純的用文字與語音輸入及輸出；而

開發的導盲系統套用在觸控智慧型手機上

面，再加上網路的應用，在未來也可繼續開發

後續，目前的智慧型手機就像是一台小電腦一

樣，在未來的哪一天手機也許可以成為盲用者

的眼，帶著他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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