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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50年正式採認 Braille 為通行全球的視障者文字，1990

年所出版 World Braille Usage 一書中，總計有八十五個語言或國家承認並認同使

用這個文字系統。點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但可以讓視障者獲得資訊，也能

利用它來傳送訊息，由此可知視障者學習點字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然而目前台灣

點字書籍製作耗時耗力，懂得點字的閱讀和翻譯的專業人員非常稀少，本研究旨

在探討點字與注音的關聯性並以其理論基礎做注音輸入就能打字出來的點字字

型開發，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有效改善使用點字使用的不易。研究方法共分為三

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點字製作機構的訪談了解目前點字製作的現況，第二階段為

拆解點字特性進行製作軟體，第三階段使用軟體進行檢測，而後透過字型軟體的

實際使用設計創作作品；研究結論為點字軟體可以有效改善點字產品製作的時間 

，增加盲人書籍產生，增進其知識量的吸收，並讓設計師介入點字製作流程的機

會，雙視書籍圖形與點字編排同步製作達到設計師能夠預期的美觀化，此研究成

果將有助於點字書籍、產品的生產，並供為後續點字研究之參考，所研發的字型

軟體已審核通過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發明專利案號為109115385。 

 

關鍵字：點字、字型軟體、雙視書、視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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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50,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officially recognized braille as the universal writing system for people who 

are visually impaired. Then in 1990, the publication of World Braille Usage revealed 

that this system of writing had been adopted by 85 different countries. As Braille 

became an essential tool for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send out messages, however, learning how to use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se 

people. In Taiwan, the making of braille books has been time-consuming and strenuous 

due to a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s who can read braille and convert texts to braille.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is research seeks to establish a correlation between braille 

characters and the Mandarin Phonetic Symbols (MPS) and then develops a font that 

converts MPS into braille.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research contains three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interviews with organizations that produce braille documents were 

conducted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for braille production. In the 

second stage, efforts were focused on setting braille-MPS conversion patter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software. Lastly, usability tests were run on the software.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oftware can largely shorten the time producing braille documents, 

hence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braille books available for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 to read and absorb knowledge. Also, by involving designers in the creation 

of braille books, the typesetting of pictures and braille texts can be carried out at the 

same time, thus ensuring the beauty of the book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ould support the production of braille books and other braille documents, 

while providing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on braille. 

 

Keywords: Braille, Font software, Double-view books, Visual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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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書經‧秦誓上〕有提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稱為萬物

之靈主要來自於人類比起任何動物多了思想的交流與傳遞，然而帶動這樣的交流

所輔助的工具就是語言及文字，自從人類擁有了文字之後，才能進行具有一貫性、

系統性、以及維持性的複雜思考，然而最後一個特性是最重要的，這樣才能確保

人類的文明能夠持續不斷進化。 

    迄今為止目前全球文字的發展已達數千個語種，語言學家或是人類學家亦一

一破解並且以此來深入了解該語種國家的文化意涵，隨著這些文字體系的完整建

立，似乎我們常常遺忘了還有一種文字它運用同一種符號標記並連結各個國家的

文字規則，打破了一般我們既定印象的文字書寫系統常態那就是＂點字＂。 

    在 195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正式採認 Braille 為點字，在 1990 年出版的 World Braille 

Usage 一書中，共計有八十五個國家語言使用這個文字系統（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 Handicapped, 1990）。點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但可以

讓盲人獲得資訊，也能利用它來傳遞訊息，也是視障者必備學習的基本工具，雖

然也有使用錄音帶藉由聽覺來學習，但能按自己的速度，不必受時間場所之限制

則必定使用點字不可(張訓誥，2000)，此可知盲人學習點字的迫切性及必要性，

加上國內視障人口逐年上升，相對點字的需求也隨之增加，點字書籍及產品將會

是日漸需求的事情。 

    隨著各個國家不斷研發推進視障者所能夠使用的電腦打字系統，然而視障者

所使用的點字似乎對明眼人來說像無字天書一般神祕，因為明眼人平常不需要使

用就忽視了解其意義，加上對於點字開發的軟體設備都偏向視障者使用的立場去



2 

 

 

建立，所以當明眼人需要一個轉譯的橋梁就必須仰賴視障者或者是各種管道去一

一拼讀轉譯，這些方法需要花費更多時間人力，其實深入了解點字，它一樣和我

們明眼人學習國字都是使用了注音符號來拼解，也就是說對明眼人而言，點字的

了解其實並不困難，難在沒有一套有效的系統幫助明眼人輕易的轉換成點字。 

    隨著印刷技術的快速成長，要印製這樣凸點的點字已經不是一個煩雜的事情 

，在未來家裡的印表機就能輕鬆達成，既然如此是否更加深更多設計師在設計平

面產品或是立體產品時，願意使用點字讓更多的群眾也就是視障群眾來了解，但

目前翻譯點字還需仰賴一對一報讀聽打，如果有了一套完整的點字字型軟體是否

能夠簡化文字轉換成點字的作業時間，縮短印刷業者或是個人製作點字的時間？

又或者能夠輕易讓點字轉換成設計師能夠讀懂的文字？有了點字軟體對於設計

師版面的編排上會有很大的幫助。 

1-2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所呈現台灣目前轉換點字的現況與問題，本研究提出製作

一套點字字型軟體方便注音打字與點字的轉換，進而有效改善市面上點字需求製

作流程繁雜的現況，增加盲人書籍產生，增進其知識量的吸收，並讓設計師介入

點字製作流程的機會，達到雙視書籍或是製品同步製作達到美化。 

研究方針： 

1. 破解並研究點字字型運作規則建立點字字型軟體，目前國內還沒有針對注音

對應的點字字型軟體，經過此次的研究嘗試建立起來。 

2. 轉譯製作程序上縮短工時達到最好的效率提升，工作程序是否真正能夠縮短

工時提升效率。 

3. 讓明眼人輕易上手點字打字的製作。 

4. 提升評估使用正確度達成程度是否真正能夠減少轉譯人員的人力。 

5. 輕易轉換注音成點字和點字成注音，讓明眼人可任意翻譯使用或做完成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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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內容校正並測試。   

6. 實際使用進行設計創作。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的過程中，點字軟體的製作排除了研究點字字型大小的研究範圍，因點

字大小將會擴大軟體研究的研究範圍，與發展的面相將會有所差異，有鑑於此本

研究範圍聚焦於點字軟體與中文輸入法轉換的情況。 

1-4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進行之研究流程與架構，如下頁圖 1-1 所示，其內容說明於下：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以論述研究背景及動機來確立研究目的。 

2. 文獻探討與整理 

    主要分為六個面向，分別為視覺障礙、注音符號、點字符號、字型軟體以及             

使用點字的現況趨勢及點字出版單位，針案對每一部分進行文獻的蒐集與彙整，

探討和釐清研究之理論定義與目的。 

3. 點字軟體建立 

    研究點字的使用規則並與軟體及注音輸入法的結合，這中間區分為研究結合

注音輸入法的運作研究及初步驗證點字軟體狀況的研究。 

4. 實際使用與評估 

    進行到實際使用評估階段分別為注音符號組合檢測，和現有點字書籍對照檢             

測，以及參考專家使用專業建議及使用看法。 

5. 創作運用 

    使用研究的點字軟體進行設計創作運用，實際展現軟體可以運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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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結論 

    綜合彙整上述的研究結果提出研究過程中的研究問題及解決方法，做出結論， 

提出後續可研究的參考建議。 

研究架構圖: 

     

                         

 

 

 

 

 

 

 

 

 

 

 

 

 

 

 

 

 

 

 

 

 

 

 

 

 

 

 

                        圖 1-1  研究架構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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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文獻探討主要分為六個面向，分別為視覺障礙、注音符號、點字符

號、字型軟體、使用點字的現況趨勢、以及點字出版單位，從這六個面向去了

解目前視障者的狀態以及注音的形成和規則，進而了解點字符號與注音結合的

拆解方式，再探討到字型軟體的定義，進而做出從這些資訊中所歸納的總結。 

2-1 視覺障礙 

    近幾年在我們生活中隨處都可以看到點字的使用，隨著視障者的比例攀升，

政府逐漸重視視障者讀與知的權力，企業也慢慢建立起產品讓視障者能操作使用

的點字介面，究竟目前視障的占比情況與目前的現況首先就以此為研究探討。 

2-1-1 視障的定義  

    依據我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四條之規定，所謂「視覺障

礙」是指依照萬國視力表所測定之優眼視力未達 0.3 (優眼視力指雙眼最好視力

之一眼)或視野在 20 度以內者。依照障礙程度分為兩類，兩者依照規定所描述

的視力狀況學生皆是以點字書籍作為學習工具(萬明美，1996)，以下是兩種類

別： 

1. 全盲： 

    全盲是指視力測定值未達 0.03。全盲者因為沒有視覺功能所以無法依賴並且

使用視覺來學習，必須經由觸覺比如點字或聽覺比如錄音帶來做讀取資訊，並須

要以手杖來做輔助行走功能。有些全盲者完全喪失光覺比如醫學盲，有些盲者尚

有殘餘視力，可辨識大型物體的移動或者是障礙物的形影，對於定向行動略有輔

助的功效。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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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弱視： 

    弱視是指視力測定值在 0.03 以上未達 0.3 或其視野在二十度以內。有的弱視

還可以利用些許的視覺能力來做學習，但閱讀一般字體依照嚴重程度劃分總體來

說是有一定的困難度，需要借助特殊光學輔助儀器比如放大鏡或望眼鏡或者是將

字體放大到一定的大小來擷取資料。弱視者的視知覺狀況差異很大，依照每個人

的狀況會有所不同通常會有以下狀況： 

 (1)缺乏立體感和遠近感者。 

 (2)無法掌握全體與部份關係者。 

 (3)畏光或對光線敏感者。 

 (4)無法辨認顏色者。 

 (5)因夜盲而在夜間行走困難者。

 (6)因視野狹窄而行動不便者。 

    弱視者在閱讀時除了速度較為緩慢之外，常常因為視知覺的困難而唸錯、跳

行、或重讀、閱讀時容易疲乏不持久。活動時常因動作緩慢、正確度低而較不為

團體所接納，因而產生退縮、自卑的現象。有些弱視者在外表未有顯著的特徵，

或不願被標記為視覺障礙，因而常被群體所忽視，未能獲得適當的協助。 

 

    總體而言不論是全盲或是弱視者，皆需要使用點字來作為閱讀的媒介。 

 

2-1-2 我國視障人口比例 

    在台灣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109 年 4 月 20 日最新統計公告顯示，累計至 2019

年為止全台灣視障人口數為 56209 人，以縣市為區分，視障人數最密集為新北市

總計 7830 人，次之為台北市總計 6186 人。另外以全國視障人口分布，男生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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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為 29560 人，女生視障人數為 26649 人(新舊制總數統計) ，視障人口數占

全國身心障礙比例為 5%，視障人口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2-2 注音符號 

     注音符號原名為注音字母又簡稱為注音，是標準漢語標音系統之一，以章

太炎編創的紐文和韻文作為藍本，國語注音符號稱之為第一式又簡稱為我們熟知

的「注音符號」，自民國二年創制，民國七年公布，其後經過不斷的補充修訂才

有現今看到的完善。民國二十四年教育部又公布「國字旁注之注音符號印刷體式

表」如下圖 2-1 所示，並以此作為原型製作附有注音的國字銅模，補救國字教學

的困難成為學習國語的最好途徑沿用到現在都還在使用。注音符號的制訂，是承

繼中國傳統聲韻學及詩歌押韻原理，採聲、韻、調分析法，取合於雙聲疊韻的古

代漢字簡化而成。所以用注音符號來拼國字，就等於是以漢字來拼注漢字，發音

最為精準，而且一音一符，學習起來也極為簡易。注音符號不僅可以用來拼注國

字的字音，成為國字正音的工具，同時也可以用在字典的編排上，成為一套良好

的字音編序及檢索系統。至於用在小學教科書或兒童讀物上，則成為學習「國語」、

認識「國字」的最佳法門。學會了注音符號，也就是學會了一套自學工具，無論

是閱讀附有注音的書報雜誌，或是利用「注音輸入法」來使用電腦，都可以得心

應手，受用無窮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20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87%E5%87%86%E6%B1%89%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99%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A0%E5%A4%AA%E7%82%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A0%E5%A4%AA%E7%82%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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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國字旁注之注音符號印刷體式表 資料來源：國音標準彙編 

 

2-2-1 名稱由來及制定 

   「注音」二字意謂註譯漢字的發音。清末時期的「切音字」到中華民國初年公

布時，名稱變成「注音字母」的原因，根據吳稚暉的解釋，是由於當時召開的「讀

音統一會」，避開造字的嫌疑，表示此一方案是專門為了「注譯讀音」而設計。

當時參加會議的切音字家王照則表示：「專為白話教育計，絕非為讀古書注音。」

「讀音」的意思，即讀舊書之音註。1912 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召開臨時教育會

議，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1913 年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通過馬裕藻、朱

希祖、錢稻孫、許壽裳、周樹人等人的提案，以他們的老師章太炎所創造的紐文、

韻文作為基礎，從該方案中選取 15 個字母：「ㄇㄈㄅㄌㄏㄕㄊㄙㄧㄩㄛㄟㄠㄥ

ㄢ」，再改造部分漢字得出 23 個字母，另外造一字母「ㄦ」，共計 39 個。以下

探討其演變過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5%99%E8%82%B2%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80%E9%9F%B3%E7%B5%B1%E4%B8%80%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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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8 年最初制定 

    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初次公告的注音字母及其順序大致依

三十六字母的傳統，以「見溪」開始，「來日」結束。字母的順序規定如下表

2-1： 

 

 表 2-1  1918 年注音聲母介音韻母 

                                                                本研究整理 

2. 1919 年的順序調整 

    重新排定注音字母，廢棄原本 36 字母的次序，以語音歸類的方式，依發音

部位排列並分組，如下表 2-2：  

 表 2-2  1919 年注音聲母介音韻母 

                                                                本研究整理 

3. 1920 年正式增加字母「ㄜ」 

    1920 年，官方正式公布增字母「ㄜ」排列於「ㄛ」之後，注音字母共計達 40

個，即如下表 2-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8D%81%E5%85%AD%E5%AD%97%E6%AF%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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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920 年注音聲母介音韻母 

                                                           本研究整理 

4. 1922 年修改聲調符號標示位置 

    注音字母的聲調符號原為舊式的四聲點法，在字母的左下、左上、右上、右

下四角加點，以標示四聲符號（平、上、去、入）。1922 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

母書法體式表」時，為方便橫行連寫，聲調符號（ˊ ˇ ˋ）改標在注音字母右方。 

 

5. 1928 年再次更動次序 

    將「ㄧ、ㄨ、ㄩ」的位置改列在「ㄦ」的後面，如下表 2-4： 

 表 2-4  1928 年注音聲母介音韻母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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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30 年改稱「注音符號」 

    1930 年 1 月，吳稚暉到北平召開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年會並擔任主席，

建議將「注音字母」的名稱改為「注音符號」。同年 4 月 21 日，吳稚暉在中國

國民黨中央第 88 次常會發表〈改定注音字母名稱為注音符號及推行辦法案〉， 

提案指出：「教育部前頒注音字母其於音理之整齊畫一，實勝於假名。惟其功用，

亦不過或注字音，或注語音，足當音注而已；與假名相同，僅適注音，不合造字，

稱為字母，名不副實，日本稱為假名者，名即謂獨體之簡單初文，假則謂其代音

而已，不作文字論。猶言此為傳音之記號也。可以注音字母，亦宜改稱為注音符

號，以昭核實。」此案於當日通過。教育部於同年 5 月 19 日以 483 號訓令，令

各級教育機關將注字母改稱為注音符號。 

 

7. 1932 年廢棄部份字 

    「ㄪ」、「ㄬ」、「ㄫ」3 個注音符號，增加輕聲符號( ˙ ) 。 

 

8. 1932 年教育部正音 

 1932 年 5 月 7 日，教育部正式以新國音取代老國音，中文以北京音為標準， 

本來的三個注音符號「ㄪ」、「ㄬ」及「ㄫ」不再使用，後標註為只作拼寫方言

之用。注音符號表成為現在使用的形式，如下表 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9C%8B%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5%9C%8B%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8%A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8%AF%AD%E6%96%B9%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8%AF%AD%E6%96%B9%E8%A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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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5  1932 年注音聲母介音韻母 

                                                                本研究整理 

    1932 年教育部在「編定《國音常用字彙》特組會議」時決定，為了便利說明，

添補一個注音符號「ㄭ」，作為「ㄓ、ㄔ、ㄕ、ㄖ、ㄗ、ㄘ、ㄙ」七個聲母單獨

成音節時的省略韻母。另外有三個注音符號ㆭ、ㆬ、  用作解釋聲隨韻母（ㄢ、

ㄣ、ㄤ、ㄥ）時使用。「ㄤ」解作「ㄚ+ㆭ」、「ㄥ」解成「ㄜ+ㆭ」、「ㄢ」爲

「ㄚ+ㄯ」、「ㄣ」是「ㄜ+ㄯ」；同理，複韻母「ㄞ」解為「ㄚ+ㄧ」、「ㄠ」

是「ㄚ+ㄨ」。ㆭ、ㆬ、絕少單獨使用，「嗯」常唸作「˙ㄣ」，也有人唸成「˙ㄯ」。

但以上符號只作為發音輔助說明用未列入正式符號表中。  

 

9. 1970 年代末 

開始台澎金馬以外，華人社區不再教學及使用注音。  

 

10.  1986 年公布注音符號第二式 

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為「注音符號第二式」，注音符號因 

此又稱為「第一式」，第二式名譯音符號茲說明第一式符號使用(1952，台灣省國

語推行委員會)，如下表 2-6 所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3%84%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3%86%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3%8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8%AA%9E%E6%B3%A8%E9%9F%B3%E7%AC%A6%E8%99%9F%E7%AC%AC%E4%BA%8C%E5%BC%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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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6  注音符號第二式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注音符號第二式 

 

2-2-2 聲調 

    注音聲調採用黎錦暉的提案：四聲調號標在韻母右上角，而輕聲在直寫時則

是標在整個字音上頭，橫寫時標在整個字音前頭。輕聲只是將字輕讀，一般而言

不列入四聲，如下表 2-7 所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8%AA%9E%E6%B3%A8%E9%9F%B3%E7%AC%A6%E8%99%9F%E7%AC%AC%E4%BA%8C%E5%BC%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E%E9%8C%A6%E6%9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8%8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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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7 聲韻表 

 

                                            

 

 

 

 

 

 

 

 

                                            本研究整理 

  注音符號的制訂，是承繼中國傳統聲韻學及詩歌押韻原理，採聲、韻、調

分析法，取合於雙聲疊韻的古代漢字簡化而成。所以用注音符號來拼國字，就

等於是以漢字來拼注漢字，發音最為精準，而且一音一符，學習起來也極為簡

易。 

 

2-3 點字符號 

  點字（法語：Braille）又稱盲文、盲字、凸字，是盲人使用的文字，由法國

人路易·布萊爾發明，透過點字板、點字機、點字印表機等在紙張上製作出不同組

合的凸點而組成。點字的基本單位是長方形的盲符，有位置固定的六點，從法國

發明至今已傳至各國成為盲人公認使用字型，視障者利用指腹的觸覺從上而下，

從左至右摸讀辨認每個點字所表達的音節，以下整理出國外點字及國內點字基本

組成模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2%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F%E6%98%93%C2%B7%E5%B8%83%E8%8E%B1%E5%8F%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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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點字圖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外國點字使用最多的是英文點字，有時候會搭配不同國家點字使用，例如：

注音+英文，這樣的組合，英文點字如下圖 2-3。 

  

 

               圖 2-3  英文點字表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圖書館） 

             https://www.ntl.edu.tw/ct.asp?xItem=1916&ctNode=759&mp=1 

 

    點字的演進期跟隨著歷史不斷變動，根據視障教育及中國盲文二書文獻資

料統整，點字可劃分為浮凸字體期、替代符號期、點字符號期，三個時期(李文

煥，2014)資料統整如下表 2-8： 

 

 

 

 

 

https://www.ntl.edu.tw/ct.asp?xItem=1916&ctNode=75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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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8 點字演變三時期 

 (1) 浮凸字體期 

 

 

 (2) 替代符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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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字符號期 

 

                                              資料統整:李文煥(2014) 

2-3-2  國內點字 

    臺灣盲文（Taiwanese Braille）又稱臺灣凸字、國語點字、注音符號點字，是

以在臺灣使用的中華民國國語為基礎所制定的盲文。雖然是以國際統一盲文字母

（英語：International uniformity of braille alphabets）為主要參考來發展的，然而

主要的輔音字母已被重新再設定；臺灣盲文和中國大陸的現行盲文、漢語雙拼盲

文一樣，都是半音節文字均屬於漢語盲文。  

   布萊爾點字系統於西元 1870 年首先由英國長老會教師莫偉梁引進我國。他

在北平甘雨胡同基督教會設立瞽目書院，依據布萊爾點字系統，創制瞽目通文點

字，教育盲童，瞽目通文點字系統根據中國音韻編列，有 408 個基本字母，發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2%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9%9A%9B%E7%B5%B1%E4%B8%80%E7%9B%B2%E6%96%87%E5%AD%97%E6%AF%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9%9A%9B%E7%B5%B1%E4%B8%80%E7%9B%B2%E6%96%87%E5%AD%97%E6%AF%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uniformity_of_braille_alphabet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C%94%E9%9F%B3%E5%AD%97%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B0%E8%A1%8C%E7%9B%B2%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8%AA%9E%E9%9B%99%E6%8B%BC%E7%9B%B2%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8%AA%9E%E9%9B%99%E6%8B%BC%E7%9B%B2%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A%E9%9F%B3%E7%AF%80%E6%96%87%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2%E6%96%87#汉语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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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單元」；其中聲母有 21 個盲元、韻母有 16 個盲元、結合韻有 22 個盲元。另

外「聲調符號」5 個盲元。「標點符號」有 3 組盲元。中文點字共分為 8 個時期

(李文煥，2014)資料統整如下表 2-9： 

表 2-9 中文點字演變 

資料統整:李文煥(20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B2%E8%AA%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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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點字字母單元 

1. 字母元音 

  每一個聲母(輔音)一般以一個「盲文字母單元」來制定，計有 21 個盲元，如

下表 2-10。 

表 2-10 點字元音表 

 
                                                         本研究整理 

注音的盲文字母 ㄍ，ㄘ，及 ㄙ可以替代齦齶音 ㄐ，ㄑ，及 ㄒ。即《ㄍ與

ㄐ》；《ㄑ與ㄘ》；《ㄙ與ㄒ三組的點字符號相同，但使用時並不會造成混淆。 

而後者〈j、q、x〉可接"閉前不圓唇元音"ㄧ與"閉前圓唇元音"ㄩ之結合韻；例

如：ㄍ＋ㄢ 點字爲（ ）ㄍㄢ；ㄍ＋ㄧㄢ 點字爲（ ）ㄐㄧㄢ，所以在注音

和拼音裡的 g, c, s 及 j, q, x 語言之間的區別是多餘的。 

 

2. 介母及韻母 

  韻母(元音)有 16 個盲元。結合韻介母+韻母有 22 個盲元。注音符號的盲文

表示是將結合韻介母+韻母合起來作為一個「盲文字母單元」來制定。如只有介

母、或只有韻母，則單獨用為一個「盲文字母單元」來表示，如下表 2-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B2%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88%E8%85%AD%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89%E5%89%8D%E4%B8%8D%E5%9C%93%E5%94%87%E5%85%83%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89%E5%89%8D%E5%9C%93%E5%94%87%E5%85%83%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BB%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8%E9%9F%B3%E7%AC%A6%E8%99%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8B%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BB%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K.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V.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K.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T.svg


22 

 

 

表 2-11 介母及韻母表 

                                                           本研究整理 

    ( )用來表示空韻 （不是用注音表示的）及韻母ㄦ，例如：斯( )。  

 

3. 聲調符號 

  每一個聲調符號一般以一個「盲文字母單元」來制定，計有 5 個盲元，如表

2-12 所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B2%E8%AA%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9B.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312D.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E5.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9B.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Apostrophe.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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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2  聲調符號表 

 

 

 

 

 

 

 

 

 

 

 

                                                     本研究整理 

 

  聲調總是被標示出來。也包含無聲調音節，比如了，點字為( )位於圖像

的上方偏右。  

 

4. 標點符號 

  每一個中文標點符號（英語：Chinese punctuation）一般以一個「盲文字母單 

元」來制定；或用一組標點符號、或則一組盲元來表示，如下表 2-13 所示。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6%96%87%E6%A8%99%E9%BB%9E%E7%AC%A6%E8%99%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punctuatio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88.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A1.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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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3  標點符號表 

                                                          本研究整理 

 

表 2-14 符號點字組合 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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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整理   

文句終止的標點符號（句號、問號、驚嘆號）規則： 

(1) 符號在句子中間，之後要空方，符號在最後一方，下一句首字位於行首，無

需空方。 

(2) 符號之後接後引號、後括號不需空方。 

(3) 符號不能在行首，應將前一行最後一字與符號一起換行點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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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符號點字組合 2 

 

                                                         本研究整理 

前後包覆之標點符號（引號、夾注號、專名號、書名號）點字規則： 

(1) 前符號不能在行尾，後符號不能在行首。 

(2) 兩方代表一符號者，不能分開點寫。 

(3) 除專名號與甲式書名號外，其餘前後不空方。 

    表 2-16 符號點字組合 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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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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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符號 點字 

單引號 「 」 
⠰⠤⠀⠤⠆ 

(56-36 36-23) 

雙引號 『 』 
⠦⠦⠀⠴⠴ 

(236-236 356-356) 

夾注號 

甲式（ ） 

 

乙式── ── 

⠪⠀⠕ 

(246-135) 

⠐⠂⠀⠐⠂ 

(5-2 5-2) 

專名號 ＿＿ 
⠰⠰ 

(56-56 0) 

書名號 

甲式：﹏﹏ 

 

乙式： 

《 》 

〈 〉 

⠠⠤ 

(6-36 0) 

  

  

  

  

                                                       本研究整理 

《點字符號彙編 國語點字》列出，無相關釋義點字規則： 

(1) 兩方代表一符號者，不能分開點寫。 

(2) 前後均需空方再寫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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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符號點字組合 4 

                                                           本研究統整 

《點字符號彙編 國語點字》列出，無相關釋義點字規則： 

(1) 前括號之前後不空方，後括號之前不空方，之後需空方，後括號之後若接標

點符號則不空方。 

(2) 前括號不能在行尾，後括號不能在行首。 

(3) 括號內若使用英文或數學括號，英數前括號之前與後括號之後均應空方。 

 

                     表 2-18 符號點字組合 5 

 

 

 

 

 

 

 

 

                                        本研究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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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符號彙編 國語點字》列出，無相關釋義點字規則： 

表 2-19 符號點字組合 6 

名稱 符號 點字 說明 

連接

號 

甲式：

— 

乙式：

～ 

未定

義 

用於連接時空的起止或數量的多寡等。 

甲式連接號形狀為一全形橫線，位於中央高度 

乙式連接號形狀為一全形波浪號 

• 點字規則 

連接號未列於《點字符號彙編 國語點字》，取其形

似建議 

甲式連接號 — 可用 ⠤⠤⠀(36-36) 前後不空方表示 

乙式連接號 ～ 可用 ⠔⠔⠀(35-35) 前後不空方表示 

                                                           本研究統整 

5. 台灣盲文數字 

  臺灣盲文數字包括序數詞則直接照中文數字發音的盲元表示之，也因四、十

為單聲母故需加上空韻( )符號( )作為後盲元。 

表 2-20  台灣盲文數字表 

〇/零 一/壹 二/貳 三/叄 四/肆 五/伍 六/陸 七/柒 

 

    

 

   

八/扒 九/玖 十/拾 十一/拾壹 十二/拾貳 十三/拾叄 …… …… 

     

   

                                                           本研究整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6%87%E6%95%B0%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312D.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9B.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Y.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mm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85.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Apostrophe.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9B.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ntractionPrefix.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E5.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V.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Apostrophe.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E5.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9B.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ntractionPrefix.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ST.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Accent.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S.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ntractionPrefix.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O.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84.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Apostrophe.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S.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ntractionPrefix.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K.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S.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Accent.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I9.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9B.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mm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I9.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9B.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mm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85.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Apostrophe.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I9.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9B.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mm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9B.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ntractionPrefix.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I9.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3%9B.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mma.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E5.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V.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Apostrophe.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ntractionPrefix.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ntractionPrefix.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ntractionPrefix.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ntractionPrefix.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ntractionPrefix.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raille_ContractionPrefix.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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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1  Unicode 注音字形列表 

           本研究整理 

 

 

2-5  點字目前使用現況 

    一直以來為了讓視障者能夠使用點字閱讀，從早期只能製版印製到藉由各

種機台輸出白色紙張的點字以及膠膜點字，在此整理早期到現今點字印製方式演

進至今已可無版印製點字技術。 

2-5-1  早期到現在點字印製方式 

  從早期一直到現在的點字書本印製有兩個方式，一種是以塑膠紙製作點字

圖書，一種是用模造紙製作點字圖書。 

1. 塑膠紙點字圖書 

   所謂的塑膠紙點字圖書是指視障者利用盲用電腦觸讀機點譯點字輸入再利用

點字機在模造紙上打出點字，經校對更正無誤後，再利用熱印機加熱複印在塑

膠紙上，將印好的塑膠紙版做打孔裝訂機，大約 80 至 120 頁裝訂為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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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點字印製機器  資料來源：台灣學校網界博覽會網站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2/C0232220137/3-1.htm 

2. 模造紙點字圖書 

    利用鋁板製版機在鋁板上面打出點字之後，先用滾印的機器滾印出一張紙版

來做為校對使用，等到校對更正無誤之後，再做大量滾印複製，並且印好後送到

裝訂廠以精裝書的形式裝訂成為一冊冊。用盲用電腦列印出來的模造紙版直接精

裝成冊。 

3. 圖形點字書製作 

  製作圖形的點字書比製作文字點字書難，因為有許多的圖形都是不規則的形

狀，先描繪該圖形且左右相反，用工具把圖形的邊一點一點的點出來，放上打字

機配上文字的盲人點。完整的點字圖卡就可以完成了，至於製作時間的長短就要

由此圖的難易度來判斷。 

 

 

      圖 2-5  點字圖形印製摸讀  資料來源：台灣學校網界博覽會網站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2/C0232220137/3-1.htm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2/C0232220137/3-1.htm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2/C0232220137/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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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點字圖書不論是以何種方式製作，點字的原始檔包括磁片都必須妥善保

存，以便隨時可以再翻製或拷貝。兩種點字書比較起來，塑膠紙點字圖書不怕潮

濕、不易磨損，但怕熱、怕摔，而且成本較高；滾印出來的模造紙點字書籍怕潮

濕、易磨平，但它的成本較低。點字圖書係一字一字點譯、製作完成的書籍，體

積龐大，原本只有一冊，長約二十五公分；寬二十公分；高五公分的健康醫藥百

科全書，但翻成點字圖書之後則膨脹為三十四冊。 

2-5-2 無版印刷技術的點字技術現況  

  近幾年印刷技術有新的突破，如 UV 噴墨在經過光聚合硬化（ Curing ）過

後的印紋會有凸起墨厚，如果能簡單的從數位 UV 噴墨機械的量控制和紫外光線

的特性調整，達到視障同胞可感觸得到的凸字或紋，將解決圖文並茂的點字書在

出版印刷過程的繁瑣費時、耗巨資現況。就目前印刷科技越來越先進，無版印刷

已經是一個趨勢，慢慢有許多印刷廠商已能夠使用無版套用印刷機器來印製點字

產品，無版印刷增加了許多設計者設計印製物品的機會以及便利性，如果能夠擁

有一個明眼人也能輕鬆套用打字的點字字型，便能夠增加設計者把文字創作輕易

翻譯成點字的便利性，進而增加點字在平面設計使用的普遍性，目前亦有中央印

製廠，以數位噴印實現立體點字可行性之研究點字使用的普及率提高，做為研究

議題的論文探討，裡面探討到數位噴墨達到點字凸度識讀的效果及未來達成的普

及性，也就是說未來點字印刷將不再需要煩雜的手續，家裡的噴墨印表機都能夠

輕易的把點字給印製出來。由江瑞璋、魏嘉萍、李祥棟、張世錩等人所研究的數

位 UV 噴墨印表機經由參數設定已可印出視障者可摸讀的點字並取得新型專利。 

    如現今印刷業者也有引進如盲人點字印刷 DCS 直噴機，該機器已獲得美國

ADA 盲人點字系統兩項專利，無須製版，沒有最低印刷量限制直接打印在被印

材，例如：紙張、木材、金屬、瓷磚、塑膠、玻璃、工業部件廣泛應用於各種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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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印刷與無障礙設施觸覺裝置。例如:告示牌、電梯面板、玩具、書本等等...可兩

面進行印刷，突破傳統工藝只能單面製作的限制，除了印製盲文點字，也可以印

製圖案，印製可達 3mm 浮雕效果。 

 

 

 

 

 

 

 

 

 

 

 

 

 

 

 

 

     圖 2-6  DCS 直噴機無版印製 資料來源：威譽領先科技有限公司網站 

https://wilsonleading.com/ 

 

2-5-3 坊間轉譯編輯軟體使用狀況  

  目前坊間轉譯編輯軟體使用狀況為雙視書的製作有的直接以「乾隆方陣」或

Tiger軟體製作，直接列印國字和點字一體成形。因列印在白色列紙上面，外表

稍嫌單調（杞昭安，2016）。一般這類文書編輯器想要打出點字，必需先打出對

應的英文字或號，選取後改成點字字型；但同一份資料若拿到另一台沒有點字字

型的電腦，看起來就變亂碼。乾隆方陣可以把字體轉為點字，但轉換的過程中需

要搭配購買顯示器轉換顯示，轉換的過程中無法確認認讀上是否有問題，一般是

印刷廠印刷書本所使用，但印出的點字皆是預設的白紙，完全是提供給視障者摸

讀使用。當購買編輯器時還需另外花錢購買機台才能同步使用。 

https://wilsonlea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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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7 乾隆方陣 資料來源：常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https://www.llaids.com.tw/h/index?key=825207133218 

 

2-5-4 點字產品 

    近年來隨著政府對於視障者讀的權力抬頭，點字產品逐漸增加，特別是交

通工具已加入點字作為導視系統的規劃，以及視障產品的增加，可見社會慢慢重

視視障者的權利。 

1. 目前點字的生活產品 

  點字的廣泛運用上已經非常普及，大到交通運輸工具普悠瑪列車以及捷運系

統標示設計皆有使用到點字運用，小到辦公空間的飲水機及家用的洗衣機上皆有

使用，可見運用點字的視障族群越來越多，點字已不再是一個單一小眾的需求。 

 

 

        

  

    圖 2-8  普悠瑪列車內標示系統以及飲水機標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https://www.llaids.com.tw/h/index?key=82520713321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biw=1487&bih=693&tbm=isch&q=%E6%99%AE%E6%82%A0%E7%91%AA&spell=1&sa=X&ved=0ahUKEwihr_iC_7zgAhVIerwKHeDEDIsQkeECCDgoAA
https://www.google.com/search?biw=1487&bih=693&tbm=isch&q=%E6%99%AE%E6%82%A0%E7%91%AA&spell=1&sa=X&ved=0ahUKEwihr_iC_7zgAhVIerwKHeDEDIsQkeECCDg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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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作法是否會影響書籍的品質，缺乏多元的明眼字自動轉換點字的測試，加

上缺乏「懂點字的人」最後驗收把關，政府推行書籍雙視化的政策，將是危險且

令人擔心的。 

    另外雙視書因為同時呈現國字和點字，因此製作成本提高且可以承接製作的

廠商變少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3) 。在種種限制下不禁讓人擔心雙視書是否

具有攜帶和閱讀的方便性；封面內文是否具美觀性；在破音字、錯別字、同音異 

方面的正確性如何；是否真正達到明盲溝通的目；一套成本平均在一萬元左右，

政府是否有能力承擔(杞昭安，2014)。 

  況且目前雙視書的製作方式還是為另貼上翻譯的點字透明貼紙（如圖 2-9），

這樣的做法需要另外增加每一頁翻譯及印製貼上的工時，另外這樣的外加方式對

於書本設計者以及明眼人而言破壞了最初書本繪製製作的整體美感，視覺上也會

被干擾，如果繪製時能夠連同點字做設計考量下去製作便能夠省去後續外加的工

時，另外也能夠由設計者規劃點字與實體字的呈現方式，如同市面上可以看到由

夢乃娜‧卡丁製作的翻譯童書《這是一本有顏色的書》，利用上光印刷達到圖面設

計連同點字設計一起的書籍（如圖 2-10）。 

 

 

 

 

 

 

 

 

 

             圖 2-9  雙視書加工貼上點字 資料來源：愛盲出版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A4%A2%E4%B9%83%E5%A8%9C%E2%80%A7%E5%8D%A1%E4%B8%81/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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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0  《這是一本有顏色的書》 資料來源：青林出版社 

 

3.  導覽文物 

    隨著視障者人數增加，博物館漸漸思考到為視障者的導覽文物，國內博物

館與美術館自 2005年起舉辦了五種不同類型的視障教育展覽(趙欣怡，2016)，

從早期歐美地區一直到台灣慢慢針對視障者摸讀展覽文物做一系列的規畫，特

別是國立故宮博物院也推行視障者也能參觀的導覽手冊，裡面詳細記載文物擺

放的位置圖，以及特別繪製文物的型態，使用可摸讀的紋路效果讓視障者體驗

不同文物上的紋飾，並可配合館內耳機導覽，除了用聽感受展品，更可以進一

步用摸讀的方式了解展品的樣態及內容，幫助視障者也能夠體驗古文物的展覽

感受，如下圖 1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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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1  點字參觀手冊 資料來源：本研究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拍攝 

             

   圖 2-12  文物紋飾可摸讀化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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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觸摸式世界地理圖冊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於台北市立啟明圖書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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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5 觸摸式世界地理圖冊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於台北市立啟明圖書館拍攝 

 

 

 

 

 

 

 

 

 

   

  

圖 2-16 觸摸式世界地理圖冊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於台北市立啟明圖書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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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圖繪製完成並印出來後，先印國字，再印點字。王晴紋說明，由於現在很

多視障生都與一般生一同上課，若是只印點字，老師根本無法辨別，所以為了達

到「雙視」目的，除了點字以外還會印製國字。 

  中心裡的媽媽們在印好的圖上面黏貼不同的材質，最終將成品拿給中心的視

障同仁觸摸，試試看圖像是否能辨別，或是點字部分是否正確，再進行修改或複

製。如研製中心製作的人體消化系統圖，小腸的位置會以棉繩標示，大腸的部分

則用尼龍繩代表，配合一旁貼著的材質區域導覽，視障者就能摸出兩者的差異，

進而辨認。 

  除了製作教科書之外，研製中心開始製作台灣的地理圖冊，將縣市、公路、

山川等等呈現在圖上。做完之後，再著手進行中國大陸、世界的圖冊，甚至做了

觸摸的、立體的地球儀。如世界圖冊的歐洲區域，研製中心會以不同紙材黏製國

家位置，如在獨立國上協黏貼軟木板，羅馬尼亞運用水彩紙，保加利亞則是使用

瓦愣紙呈現。 

  發展一段時間，研製中心有了瓶頸。從製作面向來說，手工的教材、教具，

或是圖冊，很符合視障者個別化的需求，因為做得精細且呈現不同材質，但是其

缺點是，規格沒有統一，而且手工黏製的較不能持久。視障者教材教具研製中心

原本以教科書為主要的業務來源，但由於少子化，導致學生僅剩下三分之一，甚

至更少，所以為了營運下去，勢必要再開拓其他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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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正式成立於 1991 年底，原隸屬台北市政府教育局，1997

年底改制為全國性的社會福利團體，九十五年改隸於內政部，2013 年 8 月主管

機關改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是國內第一個為視覺障礙朋友以及其他

身障朋友，在文教、職訓與視障福利政策方面，提供全面性服務與前瞻性規劃的

基金會。 

  目前基金會組織內的數位出版處組織下的圖文編輯組、盲文製作組承辦了國

內許多點字翻譯轉譯以及承包政府點字課本製作。以下是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於

網路上公佈兒童雙視繪本點字製作流程： 

表 2-22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於網路上公佈兒童雙視繪本點字製作流程 

  

繪本故事依固定格式 key in 成文

字檔，以利將文字轉譯為點字 

  

一對一報讀& 點字校對：透過報

讀，將書目資訊、頁數、故事內容

和標點符號正確傳達給視障點譯

者，視障點譯者則同步進行點字校

對及排版作業，以符合原書內容，

避免錯漏字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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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點字膠膜，繪本報讀完成，配

合各書版面大小，調整列印出該

繪本的點字膠膜。 

 

  

剪裁編排並貼上膠膜，依序確認

繪本每頁文字與點字，剪裁並在

適合位置貼上點字膠膜。完成且

確認無誤，一本雙視繪本就誕

生。 

 

 

                                                  資料來源:愛盲基金會 

 

 

 

 

 

 

 

 

 

 

 

 

 

 

 

 

          圖 2-17 愛盲基金會出版流程 資料來源網站：愛盲數位出版 

https://www.tfb.org.tw/web/index/index.jsp 

 

https://www.tfb.org.tw/web/index/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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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小結 

  針對這些背景的探查，我們可以發現使用點字是逐年上升必要的需求，由於

「點字」的發明，才使無數優秀的盲人得以展現長才，在社會上找到屬於自己的

一片天地。但不是只有全盲者才可以學習點字，視力在 0.03 以下、無法用視覺進

行閱讀的學生就必須學習點字。一般人的閱讀能力是每分鐘六百個字，而視障生

的摸讀能力是每分鐘一百個字。杞昭安認為由於先天之限制，對於資訊之吸收倍

感壓力，視覺障礙學生訊息的獲得多賴聽覺與觸覺，有聲圖書及點字圖書乃成為

其資訊之主要來源，有聲圖書方面，自「聽讀索引」(voice index) 卡帶出現後，

已能快速的提供資訊給視覺障礙者，可惜國內乏人製作，至於點字圖書方面，仍

沿用傳統的摸讀方式，一個字一個字的接收，這實是視覺障礙學生知識獲得之一

大阻礙。目前點字仍是視障者唯一溝通工具，點字也是視障者最主要的訊息來源

(杞昭安，2017)。點字的發明讓視障者得以擁有學習及閱讀的權利，如果點字製

作能夠普及化更能夠增加點字產品的生產，幫助視障者學習的閱讀量。以下整理

出總和文獻所了解目前點字書籍產品面臨的問題和缺點： 

1. 雙視書籍可讓明眼人及視障者共同閱讀但製作成本提高承接製作印刷廠商少。 

2. 目前視障書籍還需仰賴明眼人及視障者搭配來回報讀費時費力。 

3. 目前視障者閱讀書籍多數還是需要使用剪貼製作耗費許多人力成本，無法大

量複製讓多數視障者閱讀。 

4. 雙視書籍雖然標榜明眼人也可以共同閱讀，但後天加工點字膠膜貼字在書籍

上容易貼在圖畫或文字上重疊，明眼人閱讀變成一大干擾。 

5. 視障者書籍的產能每年有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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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實際探訪點字出版單位，實際了解目前製

作上的問題和需求，第二階段為分析製作點字字型軟體，第三階段為實際檢測點

字軟體運行上的正確性及可行性，流程如下圖 3-1。 

 

                          圖 3-1 研究方法流程 



51 

 

 

3-1  點字出版單位實際探訪 

    除了文獻探討有查詢到目前點字產品出版單位所製作的流程，為了能夠實

際了解點字出版單位在製作上實際面臨出現的問題，以及每個環節的流程，因

此選擇目前幫助政府編譯出版啟明學校師生所教授課本的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來做為詳細的紀錄訪談對象。 

愛盲基金會出版事業部 

    以下表格為與出版事業部的劉專員實際訪談了解目前點字出版的流程。 

表 3-1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探訪紀錄 

時間：2019 年 7 月 6 日 

地點: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訪談對象:出版事業部劉專員 

 

 

這是目前前端打字時由視障者所

使用的點字鍵盤。 

 

 

目前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使用的

軟體還是老舊的 DOS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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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打好後點字文件會連接特殊

使用凸點列印的印表機器。 

  

點字文件列印出來的效果，目前

還是只能單純列印點字部分無法

同步加工其他效果。 

 

 

這是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目前正

在進行的課本製作案例，承包國

小數學課本五年級下學期第一

卷。 

 

 

打開有點字及文字的排列都是分

開製作列印。 

 

 

一頁正反面皆有印降低書本的印

紙量及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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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到的圖需先行空下讓後續

人員剪貼上去。 

  

圖都是用突起的泡棉剪貼上

去。 

 

 

 

 

  

部份地方需要印在點字膠模 

再人工方式一一對好剪貼上

去。 

 

 

 

  

列表式圖表皆需以剪貼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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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厚度約 3 公分厚，點字的書

籍最後製成的結果缺點就是書本

佔用紙張及空間會多這是值得改

善的問題。 

                                                           本研究整理 

 

  探訪實際的製作過程可以了解到目前點字書出版花費時間是很費時費力的，

也感受到每位製作者投入相當多的心血，以國小五年級下學期課本第一卷(共四

卷)點字課本為例，僅僅是其中一卷的製作時間需花費到 1 個月的時間，並需要

3 個人力，而且從採訪的流程中可以看到製作的過程，點字打字要空下給圖形的

區塊，要等點字建立印製完成後，才可以用另外凸點列印圖形的機器印製圖形，

但並非全部圖形皆可用機器印製，還需要到人工手工貼圖的部份，手工貼圖又劃

分為：1. 特殊材質手工貼製比如像泡棉，2. 點字膠膜印製出來再人工加工貼圖，

可想而知很多的地方皆需人力手工完成，因此把整本 4 卷完成的時間將會拉到更

長，單單一本就要約 3 公分厚，整體而言目前製作點字的軟體老舊，很難想像已

邁入 21 世紀，點字製作還停留使用在 DOS 介面，製程費時費工，佔用紙張及空

間很大，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成本和人力才能完成一本書，並且無法一次大量印

製，如此耗時的製作方式不免讓人疑慮這樣製作的課本數量，一本課本只能提供

多少位學童上課輪流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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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雙視書製作 

 

 

依照頁面的文字看使用多大的

點字膠模 

 

 

點字膠膜使用越大價格越高 

還需加手工貼模的人工費用 

                                                           本研究整理 

 

 

  雙視書的點字製作也需等出版社印製好書本，依照ㄧ頁需使用多大版面的點

字膠模計費，並且還有人工貼模的費用計算，一本書的點字輸出到貼膜的費用很

可觀，但這樣的貼模方式對於明眼人觀看來說視覺干擾很大，因為貼膜為了準確

貼在對應的頁面，只能直接貼在插畫圖片或文字上，另外這樣後製貼膜又會衍生

出日後貼膜脫落或是長期翻閱貼膜破損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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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點字軟體建立與製作 

  點字一開始設計是針對歐洲語系所設計的，所以傳到台灣所使用的注音點

字排列組合會比較沒有規律的邏輯性，這也是一開始明眼人學習的一大障礙，

更是軟體建立辛苦的地方，根據注音點字去做對應建立起點字字型軟體，並讓

製作範圍延伸至注音、英文、數字、符號，共 4 種，同一份文件可以各語種共

通存在而不會混亂掉，讓使用的範圍更全面，軟體規劃為 4 套，分別以有含標

示注音符號為一大類，無標示為另一大類。點字上面會標示各語言的字，達到

可以讓明眼人檢視校對的功能。並提供一種用於電子裝置之點字轉換方法及其

電腦程式產品，於接收經輸入之文字資訊後，點字資料庫中進行查找，以將輸

入之文字資訊轉換為對應之點字，再將文字資訊及與其對應之點字顯示為點字

字形，其中點字資料庫所定義之轉換規則除個別文字對點字的轉換外，還可根

據不同語言類別執行不同的文字對點字的轉換。因此，本發明用於電子裝置之

點字轉換方法能執行點字與文字之間的自動轉換，並支援不同語言類別之文字

對點字的轉換，另藉由即時提供點字之編輯與校閱，可提升點字的產生速度及

準確性。 

 

1. 技術領域 

    關於一種電腦文字處理方法，特別是關於文字資訊與點字之間的自動轉換方

法。 

2. 先前技術 

    盲文以規則排列之凹凸點於物體表面顯示為點字字形(glyph)，以供視障者觸

摸，進而協助視障者進行溝通及學習的一種工具。在台灣，主要係以六個凹凸點

所排列而成的矩陣，用以表示每個漢字的注音拼法或讀法，並藉由將點字字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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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於點字產品上(例如，點字書籍)，以供視障者經由觸摸其上的點字，進而理解

點字產品的內容。 

    然而，由於點字為藉由觸摸而理解的文字，一般點字產品製造商無法直接校

對所輸出點字內容的正確性，故現行點字產品之製作，往往需要先由點字產品製

造商將漢字或注音依注音點字拼法翻譯為點字，並經由列印至點字產品後，再經

由具有點字閱讀能力者的人工核對程序(例如，由具有經驗之視障者先行「閱讀」

點字產品並核對其內容)，以確定點字確實已翻譯正確，再予以印製發行。因此，

現行點字產品的製作非常耗費人力及時間，且人工的核對使得點字產品的內容難

免產生人為的錯誤，為了提高內容的準確性，無可避免必須增加更多的人力及時

間。 

    因此，如何能夠提供快速且準確的點字轉換方法，以有效應用於點字產品製

作時點字的轉換及校對，係本技術領域之重要課題之一。為解決上述之問題，本

研究字型軟體提供一種用於電子裝置之點字轉換方法，包括：接收經輸入之文字

資訊；判定該文字資訊之語言類別；取得對應該文字資訊之字元編碼；以及根據

該文字資訊之字元編碼及語言類別於點字資料庫中進行查找，以根據該點字資料

庫中所定義之轉換規則，將該文字資訊轉換為與其對應之點字。 

    在軟體製作方法中，該文字資訊之輸入包括以鍵盤輸入、分析語音檔中之該

文字資訊後輸入、以及將外部文字檔輸入之其中任一者或其組合。包括將該文字

資訊顯示為文字字形，以及將該點字顯示為點字字形，其中，該文字字形可與其

所對應之點字字形在對應的位置上呈現。該語言類別包括漢字、數字、符號及歐

文，其中歐文包括英文及歐洲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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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軟體規劃 

1. 軟體切換規劃 

  點字字型軟體規劃為 4 套，各自有其用處，使用時 4 套可隨時切換使用，如

表 3-3 介紹，轉換樣式如下圖 3-3 所示。 

表 3-3 點字字型軟體規劃 

字體形態 設計使用範圍 字體形態 設計使用範圍 

 上面含有可辨識的符號，提

供給明眼人校對使用，並保

留標注 6 點位置，方便學習

階段者使用時能夠清楚掌握

點的分部位置。 

 上面含有可辨識的符號，提供

給明眼人校對使用，只保留有

含意的點字實點區塊，無使用

的省略。 

 上面無可辨識的符號，提供

給點字印刷使用，並保留標

注 6 點位置，方便印刷給學

習階段者使用時能夠清楚掌

握點的分部位置。 

 上面無可辨識的符號，提供給

點字印刷使用，只保留有含意

的點字實點區塊，無使用的省

略，此為正式印製給盲人使用

的點字。 

                                                           本研究整理 

 

2. 設計使用步驟 

設計步驟： 

(1) 把點字字型軟體灌至電腦。 

(2) 打開任ㄧ可打字的軟體(word,繪圖軟體,記事本....)。 

(3) 軟體和鍵盤的對應敲打注音文字自動轉換。 

(4) 也可貼上文字(或使用外部軟體翻成注音)自動轉換點字。 

   整個使用過程從灌軟體至能夠開啟打字紀錄大約費時 1 分鐘。 



59 

 

 

轉換成點字分為 3 種方式： 

(1) 可以利用打字直接逐字馬上轉換成點字。 

(2) 已經有現有的文字檔經過國字轉譯注音軟體轉譯成注音，再選擇點字字型軟

體馬上轉換成點字。 

(3) 語音檔轉換成文字同(2)轉換成點字。 

 

3-2-2 研究點字字型運作 

1. 注音符號區 

    注音符號著重重組注音涵蓋區域以及拆解韻母及結合韻的組合規劃，使輸入

法輸入時能夠連動，讓明眼人輸入時能夠輕易按照打字時的狀況輸入，ㄅ到ㄩ可

以一對一轉換，ㄧㄚ到ㄩㄥ之間就需要經過程式轉換。 

 

（1）組合建立 

依照現有點字基礎規則開始建立製作基本組合如表 3-4。 

   表 3-4 注音符號與點字組合 

                                         資料來源：愛盲基金會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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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特殊組合要件 

    研究點字特性作程式轉換結合韻的部分內容如表 3-5。 

 

表 3-5 結合韻組合(表格僅顯示部分組合) 

當ㄧ+ㄚ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ㄚ     當ㄧ+ㄛ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ㄛ 

    當ㄧ+ㄝ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ㄝ     當ㄧ+ㄞ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ㄞ 

    當ㄧ+ㄠ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ㄠ     當ㄧ+ㄡ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ㄡ 

    當ㄧ+ㄢ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ㄢ     當ㄧ+ㄣ的組合自動替換為 ㄧㄣ 

                                                           本研究整理 

 

另外國語點字中有七個音 ( ㄓ、ㄔ、ㄕ、ㄖ、ㄗ、ㄘ、ㄙ ) ，其單獨成音

時，為避免與英文二十六個字母中的 ( Ａ、Ｂ、Ⅰ、Ｇ、Ｈ、Ｊ、Ｅ ) 相混淆，

完其聲母後須加一個空韻母ㄦ ( １，５，６ 點) 再注聲調，以示區別，運作方

法如表 3-6。 

表 3-6 加空韻組合(表格僅顯示部分組合) 

當ㄓ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ㄓ+ㄦ    當ㄔ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ㄔ+ㄦ 

    當ㄕ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ㄕ+ㄦ    當ㄖ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ㄖ+ㄦ 

    當ㄗ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ㄗ+ㄦ    當ㄘ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ㄘ+ㄦ 

    當ㄙ單獨出現自動轉換為 ㄙ+ㄦ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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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軟體進行檢測 

    把字型軟體灌入電腦，並經過注音輸入法輸入實測，，確實可輕易輸入點字。 

              

            圖 3-2 字型輸入套用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2. 英文區 

    英文區較為一對一，主要是著重對應英文字型的位置，英文不分大小寫。 

(1) 組合建立 

依照現有點字基礎規則開始建立製作基本組合如表 2，到一級點字的基本組

合，如下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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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7 英文與點字組合 

 

 

 

 

 

 

 

            

                             資料來源：愛盲基金會統整 

(2) 增加特殊組合要件 

    研究點字特性作程式轉換，達到英文第二級的部分，以下分析的英文點字規

則遵照英文二級點字教材(胡懿心、林萃蘋，2010)。 

(3) 英文特有記號 

建立英文特有的大寫記號、斜體記號、雙大寫記號，如下表 3-8。 

        表 3-8  記號組成範例 

 

 

 

 

                            資料來源：英語二級點字教材 本研究統整 

 

 

 

 

 

 



63 

 

 

(4) 一方省略字 

以特定字為其縮寫記號，如表 3-9 所示。 

      表 3-9 一方省略字 

 

 

 

 

 

                                                             

 

 

 

 

 

 

 

 

 

 

                             資料來源：英語二級點字教材 本研究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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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字首省略字 

 以該單字第一個字母為其縮寫記號，如表 3-10 所示。 

    表 3-10 字首省略字 

 

 

 

 

 

 

                                                      

                                                            

 

 

 

 

                            資料來源：英語二級點字教材 本研究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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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字尾省略字 

     表 3-11 字尾省略字 

 

 

 

                                 資料來源：英語二級點字教材 本研究統整 

 

 

3. 縮短字 

共計 76 個組合這裡列出部分規則，如下表 3-12。 

     表 3-12 縮短字 

 

                              

 

 

 

                         資料來源：英語二級點字教材 本研究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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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字母記號 

字母記號須寫在字母前，必須使用字母記號之情形表示是字母不是單字。 

 

(1) 建立校對印刷機制 

    點字字型軟體規劃為 4 套，各自有其用處，使用時 4 套可隨時切換使用，如

表 3-13 介紹。 

 

表 3-13 英文點字字型軟體規劃 

字體形

態 

設計使用範圍 字體形

態 

設計使用範圍 

o 上面含有可辨識的符號，提

供給明眼人校對使用，並保

留標注 6 點位置，方便學習

階段者使用時能夠清楚掌

握點的分部位置。 

o  上面含有可辨識的符號，提

供給明眼人校對使用，只保

留有含意的點字實點區塊，

無使用的省略。 

 上面無可辨識的符號，提供

給點字印刷使用，並保留標

注 6 點位置，方便印刷給學

習階段者使用時能夠清楚

掌握點的分部位置。 

 上面無可辨識的符號，提供

給點字印刷使用，只保留有

含意的點字實點區塊，無使

用的省略，此為正式印製給

盲人使用的點字。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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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軟體進行檢測 

    把字型軟體灌入電腦，並經過英文輸入法輸入實測，確實可輕易輸入點字， 

如圖 3-3 所示。 

 

 

 

 

 

 

                圖 3-3 字型輸入套用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3. 數字符號區 

    內容參照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著，《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版。中華

民國 97 年 12 月。點字符號彙編 國語點字（教育部，2000）。符號共有三種類

型：《重訂標點符號手冊》與《點字符號彙編 國語點字》均有列出之符號參照。

僅《點字符號彙編 國語點字》列出，無相關釋義。僅《重訂標點符號手冊》列

出，無對應點字。因《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日期較新，故整理之標點符號「名

稱」、「說明」欄位，均直接引用《重訂標點符號手冊》為準則，實際使用時也

應依其相關規範，點字規則部份再參照《點字符號彙編 國語點字》，尚未定義

之符號則於「說明」欄位提出個人建議及理由。文句尚未結束的標點符號（逗號、

頓號、分號、冒號、間隔號、刪節號、破折號）。 

規則整理： 

(1)符號前後不需空方。 

(2)符號不能在行首，應將前一行最後一字與符號一起換行點寫。 

(3)兩方以上符號不可分開點寫（冒號、刪節號、破折號） 

http://language.moe.gov.tw/001/Upload/FILES/SITE_CONTENT/M0001/HAU/c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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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其他符號連書之間不用空方。 

使用軟體進行檢測 

    把字型軟體灌入電腦，並經過英文輸入法輸入實測，確實可輕易輸入點字， 

如圖 3-4 所示。 

 

                 

 

 

 

 

 

 

 

 

 

 

                 圖 3-4 字型輸入套用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  點字軟體測試驗證 

    點字字型軟體製作完成後，最重要就是能夠經過實際驗證，如何能夠全面

性的達到測試，並擁有精準的驗證性進而達到實用性，檢測以二種驗證方法比

對，首先先以”國語點字”一書所編彙點字字型注音符號排列組合篩檢出可讀音

出來後進行檢測，之後再請視障印刷廠觀看轉換過程進行驗證。 

 

3-3-1  注音符號排列組合檢測 

    首先先以早期盲人點字研究叢書國語點字裡面，書中注音組合總計 1656 個

組合，以及國語推行委員會所訂之國音標準編彙一書所寫的注音符號來交叉比對

做出注音符號排列組合做出統整，篩檢出有使用的注音拼音，檢測方式如下圖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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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5 注音組合檢測  

1. 注音排列組合研究彙整                         

    注音排列組合首先以《國語點字》一書來做研究，《國語點字》為杞昭安 

(1982)，於台南臺灣省視覺障礙發行的一本點字書籍，書中罕見的列出所有點字

注音規則，是國語點字學習重要的一本書籍，書中點字排列組合共 1656 個，但

這是包含沒有發音的有聲無字都列入其中如圖 3-6，所以本研究以此為版本進行

篩檢有效使用的注音組合。 

            

 

 

 

 

 

 

                      

                   圖 3-6 《國語點字》(杞昭安，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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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音標準彙編》一書為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於 1952 年推行的注音標示

組合的注音讀冊，是台灣最早發行教育師資所使用的一本國家公告通用讀本，臺

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是中華民國在臺灣曾設置過的文化、教育機關，專責推廣國

語和「我手寫我口」的官話白話文這些語言文字工作。1946 年創立，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規程〉，在臺灣各縣市成立負責國語

注音教育推行。《國音標準彙編》從 1952 年首刷到 1978 年為止一共發行共 33

刷版，現今通行的注音符號是由 1942 年由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重訂，裡面詳

盡介紹注音符號擺位及常用字彙，是研究注音組合最好的參考書籍，如下圖 3-7

所示。 

 

 

 

 

 

 

 

 

 圖 3-7 《國音標準彙編》所標示的注音排列 資料來源：國音標準彙編 

 

    統整《國語點字》與《國音標準彙編》裡面所列出的注音組合後與國語點字

所排列的交叉比對統整出有效注音符號組合共計 1312 組，刪除國語點字 1656 組

裡的無效發音排列，以及調整入聲位置為現今鍵盤習慣位置，因統整量過於龐大

全部總表整理於附件中，在此擷取部分內容如下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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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4 研究整理有效注音列表(僅出示部分， 

             全部內容收錄於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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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彙整 

共彙整總計 1312 組，全部組合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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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注音排列組合進行點字轉換檢測 

    利用製作好的點字字型軟體把上列研究出有效注音組合做點字轉換，並與國

語點字一書所列對照檢測確認正確性，組合過程中記錄使用點字字型軟體轉換

1312組注音符號組合共需花多少時間，如下表 3-15，在此僅放入部分檢測內容，

實際檢測是全部 1312組皆檢測核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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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比對檢測(僅提供部分檢測內容)                     

 

國語點字一書ㄅ拼音點字 

 

使用本研究字型軟體ㄅ拼音檢測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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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點字一書ㄆ拼音點字 

 

使用本研究字型軟體ㄆ拼音檢測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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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彙整比對 

國語點字一書ㄇ拼音點字 

 

使用本研究字型軟體ㄇ拼音檢測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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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測結果顯示完全符合國語點字注音組合，並且一旦組合建立完成，使用

點字軟體將組合表轉換時間測試僅需 1 秒。 

 

3-3-2  視障出版單位人員檢測 

    經由前面注音排列組合檢測以及視障書籍比對檢測後，交由出版單位專業

人員檢視，確認轉換無誤如圖 3-8至 3-9。 

 

 

 

 

 

 

 

 

              圖 3-8 檢測字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圖 3-9 出版單位人員看輸出轉換點字狀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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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結 

    經過 2 段檢測，注音排列組合排列出 1312 組有效注音組合，全面性了解是

否能夠有效轉換涵蓋全注音排列；點字出版人員檢測，了解出版前線工作者使

用轉換中是否能夠有效幫助轉換。測試證實確實可以有效轉換字型為點字，每

段測試轉換時間皆需 1-2秒內，證實以下好處： 

1. 轉換速度快速。 

2. 轉換便利。 

3. 正確性高。 

4. 節省許多人力及時間。 

5. 沒有介面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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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創作方法與內容 

 

    創建好點字字型軟體之後實際進行設計創作，希望由作品創作的過程中記錄

並驗證開發的點字軟體使用時的流程效率評估。 

 

 

 

 

 

 

 

 

 

 

 

 

 

 

 

 

 

 

                          圖 4-1 設計創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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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創作理念發想 

    一般我們對於失去視覺就會有黑暗且伸手不見五指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

似乎就有既定映像覺得就像活在一個黑暗的空間，感覺是孤獨的冷僻的，沒有任

何的色彩、不能融入世界，生活失去意義，然而在我製作點字軟體過程中，接觸

到很多視障者，發現其實他們有的很樂觀開朗，甚至告訴我你以為我們的世界沒

有色彩其實我們也會做夢也會幻想，在我們心裡還是多采多姿的，這時候就讓我

聯想到一個空間，那就是宇宙，ㄧ般我們講到宇宙就有黑暗的象徵，甚至科學家

研發追求一種沒有任何折射的黑稱之為宇宙黑，但宇宙真的是黑色的嗎?根據高

倍數的望遠鏡拍攝出來的星體圖，因為星體的光芒因為星雲的變換因為星際的塵

埃因為太陽的火光，種種所產生的星光讓宇宙的照片充滿綺麗的魅力色彩，讓這

個原本黑暗的世界帶來更多的美麗，我想這就比做視障者的內心世界黑暗中充滿

色彩和希望。 

 

         

      

 

 

 

    

 

 

 

 

 

 

 

      圖 4-2  The Veil Nebula 面紗星雲最新照片 資料來源：NASA 網站 

        https://www.nasa.gov/image-feature/veil-nebula-supernova-remnant 

 

  

https://www.nasa.gov/image-feature/veil-nebula-supernova-rem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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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查找的資料在香港有一個「盲人觀星傷健營」，每一年固定舉辦”觀星”

活動持續舉辦 8 年，完全以在戶外聚集聊天交談中感受星空，並由健全人士的聲

音導賞，由「聲音」去「看見」，他們指出：「因為看不到，所以心中有圖，視

力健全的人會忽視好多並非用眼睛『看到』的事，沒有用心感受視力外的一切」。

確實視障者比我們更用「心」看世界。 

    我思索著視障者也有觀星的權利，但是不是就僅止於用聽的呢? 而ㄧ般我們

熟知的星體記號恰恰是以點和線做標記，我認為這是經常使用點字作為閱讀的視

障者最熟悉也最好觸摸的切入點，因此才有創作視障者可以觸摸星星這個概念，

並且完全套用點字字型軟體來製作驗證是否有助於設計師製作點字產品。 

 

 

 

 

 

 

 

     

 

 

 

 

 

 

 

 

 

 

 

圖 4-3 星座標示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www.wikiw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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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創作主題訂定 

    主題我希望以星空做為發想，能夠讓視障者也能摸讀的星空設計，創作中文

名稱為”指尖星空”，指尖就是視障者摸讀最重要的媒介--手指，每個點字在他們

手指摸讀下彷彿像浩瀚的星空一般有無窮無盡的知識力量，星座的標記圖示也是

由圓點所呈現，就像視障者所熟悉的點字，我覺得星空這個空間是最能夠與視障

者連結的世界，所以主題名稱訂定為”指尖星空”，英文名稱為”Constellation at your 

Fingertips”。 

 

4-3 製作素材運用 

   作品以黑色紙為宇宙的概念，圖面星空與點字使用燙金技術呈現。早在二十

世紀的 30 年代以前，人們的確是使用金或銀來製作燙金。因為其化學性能穩

定，並且在空氣中不易氧化，利用它們良好的延展性，通過敲打滾壓使之成為

極薄的金屬箔片，再在其一面塗上洋干膠或蛋白膠，而後用於燙印，讓作品呈

現精緻感。到目前為止燙金的手法已經很多，除了使用印刷工法燙金機製作，

缺點在於需開版及成本高，延伸到後來慢慢有燙金紙出現讓燙金技術不再遙

遠。 

  考量到星空的主題作品呈現燙金手法使用燙金紙表現並結合燈光照射產生多

樣色彩的宇宙星空，另外因為作品是提供給視障者觀看，所以星座圖和說明字

皆有凸起效果呈現，方便視障者觸摸了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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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燙金紙材料 資料來源:研究拍攝 

 

 

 

 

 

 

             圖 4-5 使用黑色星光紙面印製 資料來源:研究拍攝 

 

4-4 創作相關資訊蒐集 

1. 西方星座: 

   星座是指天上一群群的恆星組合。自從古代以來，人類便把三五成群的恆星

與他們神話中的人物或器具聯繫起來，這些迷思的綜合稱之為「星座」。星座幾

乎是所有文明中確定天空方位的方法，從早期航海領域應用非常廣泛。對星座的

劃分完全是人為的，不同的文明對於其劃分和命名都不盡相同。星座一直沒有統

一規定的精確邊界，直到 1930 年，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為了統一繁雜的星座劃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1%92%E6%9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8%A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B7%E6%80%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5%A4%A9%E6%96%87%E8%81%AF%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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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精確的邊界把天空分為 88 個正式的星座，使天空多數恆星都屬於某一特定星

座。這些正式的星座大多都以中世紀傳下來的古希臘傳統星座為基礎。 

 

 

 

 

 

 

 

 

 

 

 

 

 

 

 

 

 

 

            圖 4-6古時候西方星座圖 資料來源:天文教育資訊網 

                     http://aeea.nmns.edu.tw/index1.html 

 

2. 八十八星座 

    星座的數目不斷增加，主要是為填補托勒密星座間的空缺（因古希臘人認為

明亮的星座間是有暗淡的空白地帶的），另一原因是當歐洲的探險家往南進發時，

能夠看見一些以前看不到的星空，所以要加入新星座以填滿南面的天空。上述 48

個托勒密星座中刪去了南船座，加上 41 個較新的星座就構成了現代的 88 星座， 

現代星座常使用的 88 星座里包含 14 個人類形象、9 種鳥類、2 種昆蟲、19 種陸

地動物、10 種水生物，2 個半人馬怪物以及 29 種非生物；頭髮、巨蛇、龍、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B8%8C%E8%85%8A
http://aeea.nmns.edu.tw/index1.html


86 

 

 

馬、河流各一種（種數之和超過八十八是因為某些星座里不止一個形象）。本創

作大星座盤即是呈現八十八個星座來讓視障者摸讀，然而 88 個星座分布有眾多

版本，內容皆大同小異，本創作內容使用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的星座盤為基

礎來製作如下表 4-7。 

 

 

 

 

 

 

 

 

 

            圖 4-7 八十八星座盤 資料來源: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3. 黃道十二宮: 

    黃道帶（或是黃道十二宮）的概念起源於巴比倫占星術，巴比倫人注意到了

與太陽同時升起的星星，在黎明之前，可以觀察到靠近太陽位置的星星升起，這

些星星以一個似乎規則的圓周來回運動。他們將這些星星分為十二組，並給其命

名。希臘人從巴比倫人那裡繼承了這一習慣，才有了黃道十二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9%81%93%E5%B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6%AF%94%E5%80%AB%E5%8D%A0%E6%98%9F%E8%A1%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98%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B8%8C%E8%85%8A%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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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道十二宮的順序依次為： 

(1).  白羊宮（Aries,     ） 3 月 21 日~4 月 20 日 

(2).  金牛宮（Taurus,     ）4 月 21 日~5 月 21 日 

(3).  雙子宮（Gemini,     ）5 月 22 日~6 月 21 日 

(4).  巨蟹宮（Cancer,     ）6 月 22 日~7 月 22 日 

(5).  獅子宮（Leo,     ）7 月 23 日~8 月 22 日 

(6).  處女宮（Virgo,     ）8 月 23 日~9 月 23 日 

(7).  天秤宮（Libra,     ）9 月 24 日~10 月 23 日 

(8).  天蠍宮（Scorpio,     ）10 月 24 日~11 月 22 日 

(9).  射手宮（Sagittarius,     ）11 月 23 日~12 月 21 日 

(10). 摩羯宮（Capricornus,     ）12 月 22 日~1 月 20 日 

(11). 水瓶宮（Aquarius,     ）1 月 21 日~2 月 19 日 

(12). 雙魚宮（Pisces,     ）2 月 20 日~3 月 20 日 

 

4-5 設計創作製作 

    創作出 logo 和作品這裡詳細介紹區分為 logo 創作流程以及作品創作設計流

程。 

1.  Logo 設計創作流程: 

 表 4-1  logo 設計創作 

圖像部分 說明 

 利用圓形及星體標示元素

來構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7%BE%8A%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7%89%9B%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99%E5%AD%90%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8%E8%9F%B9%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D%85%E5%AD%90%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84%E5%A5%B3%E5%AE%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A7%A4%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8%9D%8E%E5%AE%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4%E6%89%8B%E5%AE%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7%BE%AF%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7%93%B6%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99%E9%AD%9A%E5%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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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呈現以圓為主軸延伸

星體的概念。 

 

字體部分 說明 

 

字體設計延續星體標示會

有連接圓點和軸線的概念

去設計。 

ㄓˇ ㄐㄧㄢ ㄒㄧㄥ ㄎㄨㄥ 
翻譯成點字 logo 先打好 

翻譯注音。 

 使用點字軟體翻譯成點字 

，轉換時間為 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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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呈現: 

 

 

 

 

 

 

 

 

 

 

 

 

 

  

 

 

 

 

 

 

 

 

 

 

 

 

 

                          

 

                            

 

 

                          圖 4-8 設計創作 logo  

 

 



90 

 

 

2. 主視覺製作流程: 

 

 表 4-2  主視覺製作 

圖像部分 說明 

  

使用設計好的構圖印製出

來在銀點紙上。 

 

 

使用金色燙金紙轉印。 

 

 

轉印出金色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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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套用呈現在畫框中。 

 

 

 

 

 

 

 

 

 

 

 

 

 

  

3. 星座盤製作流程: 

 

 表 4-3  星盤製作 

圖像部分 說明 

  

使用點字字型軟體翻譯，

總計 88 個星座，翻譯時間

為 1秒，而後進行編制並

印製出星座盤。 



92 

 

 

 

 

燙金後開始做細節處理， 

在輔助視障者摸讀的星座 

記號及星盤邊線及橫縱軸

加上凸起效果，讓視障者

容易辨識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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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每個星座與點字的位

置。 

 

 

 

請視障者進行摸讀測試並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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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放置在畫框中完整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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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名片製作 

 表 4-4 名片製作 

圖像部分 說明 

  

描繪完後使用點字字型軟

體轉換為點字，套用後印

出燙銀。 

 

 

增加凸點效果。 

 

 

 

 

 

最後呈現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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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展場布置與設計呈現 

展場發想示意圖： 

                         圖 4-9 展場設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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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版設計： 

 

                          圖 4-10 展場展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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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呈現： 

    創作展覽於師大美術系德群畫廊 C 區，展場展出牆面寬度為 769 公分，分

為兩個區塊，左邊白色區塊講解注音點字字型軟體製作研究背景、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以及驗證，右邊黑色區塊利用注音點字字型軟體製作指尖星空創作

內容。 

                          圖 4-11 展覽現場 1 

                            圖 4-12 展覽現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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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3 展覽現場 

圖 4-14 展覽現場 4 

 

      

 

 



100 

 

 

 

 

 

 

 

 

 

 

 

 

 

 

圖 4-15 展覽現場 5 

 

 

    指尖星空主要製作一個 60x60 公分的大圓盤，裡面共有八十八個星座，每

個星座皆有翻譯成點字並凸點製作供視障者來摸讀了解每個星座的走向。 

     

 

 

 

 

 

 

 

 

 

 

 

                      圖 4-16 展覽八十八星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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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7 凸點設計提供視障者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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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8 展覽中視障者摸讀情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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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9 展覽中視障者摸讀情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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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0 展覽中為參觀者講解情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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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展覽中為參觀者講解情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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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設計創作小結 

                  

    從創作的過程中可以輕易的使用字型軟體轉換成點字，使用簡便的點字字

型軟體後不再像坊間點字書籍設定框架只能在白色紙面或是膠膜貼片上呈現，

設計師可以輕鬆的開啟繪圖軟體或是文字編輯軟體直接執行製作，執行起來轉

換的過程中很快速，也能即時檢測所打的文字是否正確，達到檢視及設計的效

果，相信更能夠讓設計師便於使用創作並加入點字的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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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首先經過文獻的蒐集查找了解到點字與注音符號的關聯性以及點字

的創建過程，並了解到現今點字書籍製作之不易，而後經過實際參訪愛盲基金會

出版部，了解到目前製作點字書籍還必須使用 DOS 這樣的老舊介面，並且一本

課本來來回回耗費許多人力才能花幾個月的時間製作出來，完全不能量產，而本

研究字型軟體的設計創作建立，打破一般點字轉換需經過視障者聽讀敲打鍵盤的

緩慢流程，直接讓明眼人能夠經由注音轉換點字，方便使用及印製。研究達到以

下功效： 

1. 破解並研究點字字型運作規則建立點字字型軟體並建立起來。 

2. 轉譯製作程序上縮短工時達到最好的效率提升。 

3. 讓明眼人輕易上手點字打字的製作，明眼人能夠輕易上手。 

4. 達到減少轉譯人員的人力。 

5. 讓明眼人可任意翻譯使用做完成的點字內容校正。 

6. 實際進行設計創作並以開發發的點字軟體去了解效率是好的。 

7. 突破軟體限制。 

8. 不需綁訂機台。 

    結果顯示經過測試點字字型軟體確實可經過注音輸入輕易把點字輸出出來，

並且上面含有可辨識的符號，提供給明眼人校對使用，並保留標注 6 點位置，方

便學習階段者使用時能夠清楚掌握點字的分部位置，若轉換為上面無可辨識的符

號，提供給點字印刷使用，如此一來除了讓點字翻譯更容易快速，並可實際校正，

讓任何人都可以製作出點字出來，以上所翻譯出來的點字經過注音點字對照實證

以及給出版點字專業人員及盲人實證過確實能夠有效把注音輸入轉換成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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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論為點字軟體可以有效改善點字產品製作的時間，增加盲人書籍產生，

增進其知識量的吸收，並讓設計師介入點字製作流程的機會，雙視書籍圖形與點

字編排同步製作達到設計師能夠預期的美觀化，此研究成果將有助於點字書籍、

產品的生產，並供為後續點字研究之參考，所研發的字型軟體已審核通過中華民

國發明專利，發明專利案號為 109115385。 

5-2 研究建議 

  本次研究僅製作出注音及英文和數字，後續亦可以此研究基礎延伸至中國

盲文點字或日文盲文點字等等更多國家語言點字轉譯，嘉惠更多國家的視障者，

幫助增加每個國家視障者書籍的轉換印製達到量產進而使視障書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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