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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可一如往常，坐在大書桌前。擺在桌上的，除了大尺寸的液晶螢幕與傳統

鍵盤之外，桌子上另外有一台大型擴視機，佔據了一大半的桌面。然而，米可並

沒有打開桌上電腦的電源，反而從口袋中拿出了一台智慧型手機。只見米可熟練

的滑動著手指，接著，手機就像收音機一般，播放出語音；甜美的聲音正述說著

一段新聞。原來，米可有閱讀線上新聞的習慣，因為電子報紙的即時性與多樣化

比起電視新聞要有趣的多，也有更多種類的新聞可以選擇。尤其是國際新聞，單

向的收聽新聞頻道或收看電視新聞，在內容的深度及廣度上都相當缺乏，唯有透

過線上搜尋，才可能對於某些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能夠有較完整的理解。原來，

米可是一位正在就讀大學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主修的是應用社會學，因此必須大

量的閱讀並追蹤重要的新聞事件。尤其是重大的政治新聞議題，例如「大埔拆遷

案」的事件發展及其可能的後續影響，都是米可感興趣的觀察重點。為了充份的

了解事件的始末與發展脈絡，因此他必須廣泛的閱讀相關事件的新聞資料及事件

參與者的相關論述與第三方的評論，說起來，要閱讀並整理這些資料量與資訊流

量的工作負擔，對於一般人而言，已經不算輕鬆了，更何況米可是一位重度的弱

視者；他的視力，矯正之後的右眼是零點一，左眼更低到只有零點零一而已。從

國小到高中，米可就讀的都是一般學校，上課時只有依賴擴視機的輔助，才能勉

強看到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字，也因此，抄錄整理課堂的上課筆記就變成相當困難

的事，但也因此，反而將米可訓練成具有超強統整力|近乎過耳不忘的人。 

自從智慧型手機普及之後，手持式裝置(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網路瀏覽

方式也大大的改變了傳統電腦螢幕的資訊表現方式。由於手持式裝置的螢幕不像

一般的電腦螢幕那麼大，因此，網頁資料在編排上，開始以精簡、摘要式的資訊

臚列為主要的瀏覽模式。連帶亦使得手持式裝置上的應用軟體也大走簡要風，無

疑的，「重點式瀏覽」正是傳統網頁設計的一大變革。尤其手持式裝置上的語音

報讀功能更是日新月異，結合語音輸入功能的強化，可能大幅度簡化輸入操作的



困難度，減少文字輸入的繁瑣。在資訊近用性與系統的操作便利性來說，都是前

所未有的一大進步，真可以說，智慧型手機的發展，對於視覺障礙者瀏覽網路資

料，取得線上資源來說，確實是一大福音。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就是語音

報讀軟體的長足進步，具有突破性的發展。「早期電腦上的語音軟體，不但語調

生硬，而且不易操作。」米可如是說；「但是現在有了智慧型手機，不只是蘋果

或安卓系統，就連微軟的視窗作業系統，也具有相當親和的語音幫手。」這其中，

其實也得力於網頁瀏覽畫面的精要簡潔。米可接著說：「就如同你看到的，我現

在除了要看紙本資料，才會用到傳統電腦與擴視機，大部份瀏覽網路資料還是要

仰賴手機、平板等等手持式裝置。」 

米可告訴我一些網頁規劃的新思維，值得網頁前端工程師與版面設計師參考；

首先，精簡的網頁板面比起複雜華麗的頁面不但更容易閱讀，也更能夠突顯資訊

流的重點，在繁忙的競爭之中，更有利於使用者的檢索與吸收資訊，而不會迷失

在繁瑣華麗的各類聲光垃圾之中。開創簡約風格的知名網站，就是谷歌，也證明

了谷歌的成功，一大部份是得力於簡單明白的網站風格。簡要的網頁編排，可以

大量的減少設計人員的工作量與網站的維護成本，尤其是對於符合無障礙網站的

檢測標準來說，愈是簡明的網頁，愈能達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對於政府機關及

公立學校與國營機構來說，愈是簡明的網站，其實愈符合公眾使用。其次，盡量

避免使用三欄以上的網頁編排樣式，而改採最多二欄式的網頁呈現。這其中最重

要的是，一定要設計「友善列印」的功能。米可說：「只要有『友善列印』的功

能，我都會直接點按使用，這樣簡潔的資料呈現可以更容易放大閱讀或使用語音

程式報讀。」所以，最好能把「友善列印」按鈕放置在板面的第一排左上角，並

且改稱為「輕鬆易讀」，如此一來，一定大受網站使用者歡迎！再則，應盡量縮

小圖片所佔據的空間，而多多使用圖片的連結，需要開大圖時，再去點按縮圖即

可。如此可以降低網頁資料的傳輸流量，提高網頁的可讀性與瀏覽網頁的順暢度。

如果以上三點可以列入「無障礙網站檢測」的標準，再配合「網頁導盲磚」的設

計，相信會更有利於視覺障礙者瀏覽網頁及使用網路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