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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三創教學課程 
113-1 期末成果報告確認表 

課程/學程名稱：融合性休閒遊憩 

課程代碼：TRLS40040 

授課教師：陳上迪 副教授 

服務單位：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班級人數：21 

勾選 繳交項目 說明內容 

■ 本確認表 請確實填報，以俾利核對 

■ 
執行成果總報告表-電子

檔 (Word) 

字型：標楷體 (中文)；Times New 
Roman (英文) 

行距：單行間距 
字體大小：12 號字 

■ 活動記錄表 
當期程全部活動紀錄，如講座、參

訪、期末成發展等 

■ 本年度活動照片 (原檔) 
精選 8-20 張即可  
(請將檔案控制在 20 MB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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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教學計畫-執行成果總報告 
單一課程/跨領域課程 

一、課程內容特色 
本課程分作三階段：「概念理論」、「實務操作」、「提案設計」進行，以下分別敘述。 

1. 概念理論階段：本課程將依據美國融合式休閒服務指標學者 Dr. John Dattilo（2017）
所提出的「融合性休閒服務教育模型（An educational model to promote inclusive 
leisure services）」，深入淺出帶領學員認識國際間對於融合性休閒遊憩的核心原則，

了解社會上相對弱勢群體在參與休閒上的社會、心理與生理阻礙，認識融合性休閒

遊憩的阻礙克服策略，以及其在推動上的綜合元素。藉由基於學術理論的融合性休

閒服務教育模型，應可使學員有系統地釐清融合性休閒的多層面考量。此外，這階

段內容的設計將應用「接觸理論」建立同理心，接觸理論主張為當兩個觀念或原則

不同的群體進行有意義的交流，有可能會相互理解進而降低彼此間的負面態度，故

此，本課程邀請輪椅導遊黃欣儀與到課堂分享，開啟非身障者與身障者之間的對話，

使參與課程的學生理解身心障礙者在當代社會提供之遊憩活動所面臨的困境。 
2. 實務操作階段：考量到本課程學員皆為觀光暨休閒遊憩的大學部學生，對於活動營

隊帶領皆有實務經驗，然而較少接觸到身障者，所以在課程設計上，本課程著重於

身障者的休閒活動方案，透過實際體驗的方式，讓學員瞭解如何針對身心障礙者的

休閒需求，規劃出適切的休閒活動方案（如：融合式高爾夫飛盤）。此外，為增加

課程的豐富度及議題探討的深度，此階段將應用接觸理論，跨領域邀請本校負責適

應體育推廣的陳孝夫老師，帶領修課學員實際體驗地板滾球與沿徑定向休閒活動，

並邀請致力推動適應體育的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姜義村教授，帶領修課學員

實際體驗視障馬拉松，兩位老師皆是在推動身心障礙者休閒運動有著豐富的實務經

驗。最後，為了實際讓學生瞭解融合休閒的無障礙環境，本課程將帶領學生實際接

觸與走訪花蓮在地共融遊憩場域如：鯉魚潭風景遊憩區、南濱共融公園，了解無障

礙的建築法規如何落實在遊憩場域中，並且讓學員反思遊憩場域中如何考量空間的

利用、動線的安排、還有因地制宜的彈性化使用設計，讓參與的所有人能充分地從

事休閒遊憩。值得注意的是，課程於這一階段將開始進行障礙體驗，藉由輪椅體驗

的替代經驗，讓學生親自嘗試模擬情境造成生活上的困擾，進而理解融合式服務及

通用輔具的重要性，並建立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同理心。 
3. 提案設計階段：為了讓學員有實際操作融合性休閒遊憩的實際操作經驗，本課程在

期末將以「團隊合作學習（team-based learning, TBL）」與「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
based learning, PBL）」，以團隊方式完成融合式休閒遊憩方案，讓學生能主動參與專

題製作，以團隊方式基於合理調整概念，設計出適合所有群體參與的休閒活動，為

了深化學員的學習經驗，以及提升學生休閒活動方案在實務現場中的執行可執行

性，除了讓學員評量彼此的學習的成果外，本計畫預計邀請花蓮縣身心障礙福利團

體「社團法人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的彭儀珠理事長進行評量與回饋，讓學

生所學能結合地方福利團體、貢獻地方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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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透過上述的教學後，串起從硬體無障礙環境營造、軟體休閒遊憩規劃、

至個人行為態度的友善休閒服務三個重要面向，進而呼應休閒正義的責任與使命，並實

踐社群理解的多元社會與包容精神。綜合上述，本課程具體教學目標為學期結束時，學

生應會： 
1. 熟悉融合式休閒服務的發展與重要性 
2. 理解弱勢群體在休閒參與的阻礙 
3. 理解融合式休閒遊憩的阻礙克服策略 
4. 闡釋融合式休閒遊憩在推動上的綜合考量 
5. 應用休閒服務與環境設計的通用原則與程序 
6. 培養個人及團體實施融合性休閒活動方案的設計能力 
7. 關懷與理解身邊周遭與自己不同的人及群體 

二、特殊創意/活動規劃 
本課程的教學規劃以「接觸理論（contact theory）」作為驅動，接觸理論主張為當兩

個觀念或原則不同的群體進行有意義的交流，會相互理解進而降低彼此間的負面態度

（Allport, 1954）。本課程依據此理論作課程的創意與教學策略的規劃： 
4. 異質分組：同學往往會習慣與自己認識的人坐在一起，而本課程為了讓每位同學皆

有機會接觸到與自己平常沒有在相處的同儕，每堂課將透過撲克牌方式落實接觸理

論的意涵，步驟為每位同學進到課堂時將隨機抽取一張撲克牌，不同花色但與號碼

相同的同學坐在一起（四人一組），此分組方式持續整學期，每次課程皆可與不同

的同儕進行互動與討論，最大化彼此的接觸與理解。 
5. 參與式學習：本課程以參與式學習進行課程內容，如何設計出讓學生能有多元互動

參與，是成功帶領學習學員積極涉入的核心關鍵。就此，本課程依照不同的教學內

容，設計出以「組」為主的系列性教學活動。 
6. 模擬經驗：本課程安排每位同學體驗輪椅（請見多元評量尺規），藉由嘗試模擬情

境造成生活上的困擾，以及面臨到休閒遊憩設施使用上的困難，進而理解融合式服

務及共用式輔具的重要性，並建立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同理心。 

三、教學策略/教學方法 

在本課程的教學創新方面，應用下列五點創新教學策略： 
1. 參與式學習：以互動性佳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深化學習經驗。 
2. 跨領域間的合作教學：與「特殊族群議題」結合，邀請身心障礙者（輪椅導遊黃欣

儀）與學員們對話，讓學員們能透過「眼耳觀聽」和「交流對話」建立同理心。此

外聘請校內外資深的老師來進行適應體育的活動帶領，透過跨領域的對話，深化學

員的跨域執行能力。 
3. 透過「實地參訪教學」提供學員具體經驗：本課程實地走訪「鯉魚潭風景遊憩區」，

帶領學員親身所見無障礙水域遊憩設施，瞭解無障礙環境營造的重要規範，得到具

體與真實的經驗，豐富其學習意義。 
4. 應用「TBL」為教學方法：讓學員發展出人際互動、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等團隊合

作素養；了解不同領域團隊及不同專業背景成員所開發的融合休閒遊憩方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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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在地遊憩景點的無障礙設施，激盪出創意創新的在地方案。 
5. 應用「PBL」為教學方法：以小組方式討論出融合休閒遊憩方案與在地遊憩景點的

無障礙考察，藉由同儕互動中，釐清自己與他人想法的差異，建立學習思辨的能力。 
四、課程/學程相關產業分析 

本課程應用 TBL 與 PBL，引導學員以團隊開發出融合式休閒遊憩方案成果，共四

組，學員們在 113 年 12 月 23 日進行期末團體報告，並邀請花蓮縣身心障礙福利團體

「社團法人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的彭儀珠理事長進行評量與回饋，以下為 4 個

方案，以下介紹： 
1. 方案 1：聖誕園藝手作之旅（組員：陶憶萱、王婉儒、廖觀鵬、陳柏翰、劉憫綸）

-旨在為花蓮縣脊椎損傷協會的輪椅使用者打造一個充滿溫馨與創意的節日休閒體

驗，透過園藝手作、趣味遊戲和聖誕主題活動，促進參與者的手作樂趣與心靈滿足，

增進社交互動與情感交流，並在輕鬆友善的環境中展現自我價值，活動設計包含：

謝寄生花環 DIY、香氛袋製作、打雪仗投糖。 
2. 方案 2：脊樂聖誕派對（組員：林宜萱、黃言澤、韓秀芸、莊家樂、詹立柔）-設計

活動包含：快樂彈球數一數、金雞下蛋、電捲風暴。 
3. 方案 3：重陽無礙行 -悠遊壽豐（組員：陳思源、饒昀、郭文彬、宋郁庭、楊馨媛、

陶君玥）-重陽節是中國法定的老年節，被賦予了尊老敬老、祝福健康長壽的含義。

希望透過此遊程，讓身心障礙人士走出家門，享受壽豐的美景。遊程包含：小雨蛙、

鯉魚潭、A2 水岸。 
4. 方案 4：海浪滔滔我不怕（組員：莊明臻、劉原禎、王洛恩、林容合、申余巧柔）

-活動主旨是為脊椎損傷協會成員打造一場輕鬆愉快的旅遊體驗，促進健康與社交

互動。我們將結合有趣的遊程和支持性的環境，讓參與者在舒適氛圍中放鬆身心、

增進交流，並收穫滿足與美好的回憶。遊程包含：多羅滿賞鯨、理想 Park 水岸生

活、如豐琢玉工作坊、慶修院。 

  
組別 1  聖誕園藝手作之旅 組別 2  脊樂聖誕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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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3  重陽無礙行 -悠遊壽豐 組別 4  海浪滔滔我不怕 

圖 各組在期末的口頭報告 
五、整體活動執行成果效益 

本次課程達到的執行成果如下： 
【質化指標】 
1. 運用參與式學習於課堂中，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2. 引導學員從行動不便者角度思考日常生活休閒規劃。 
3. 學生能理解融合式休閒遊憩的阻礙克服策略與倡議方式。 
4. 獲得團隊合作精神與技能，增進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 
【量化指標】 
5. 舉辦 1 場戶外教學，戶外教學參與人數達 21 人，學生滿意度超過 4（滿分 5）。 
6. 舉辦 1 場實務融合活動工作坊，每場講座參與人數達 21 人，學生滿意度超過 4（滿

分 5），以提升跨領域學習能力。 
7. 舉辦 4 場跨域講座，每場講座參與人數達 21 人，學生滿意度超過 4（滿分 5），以

提升跨領域學習能力。 
8. 學生產出期末輪椅體驗報告達成率 95%。 
9. 學生以團隊方式（共 4 組）產出針對花蓮縣社團法人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的

活動報告達 100%。 
六、多元評量尺規 

各項評分內容說明如下： 
1. 期中考試（25%） 
2. 演講心得（15%）：本課程將於 10/7 與 10/28 分別邀請「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

會彭儀珠理事長」與「黃欣儀輪椅導遊」演講與同學們對話，同學在聽完演講後需

撰寫接觸身障者後的反思心得 
3. 輪椅體驗報告（20%）：輪椅體驗活動於 11 月中進行。未體驗輪椅者，本次作業不

予計分。 
(1) 目的：體驗行動不便者在日常生活所遇到的障礙，藉由嘗試障礙情境造成生活

上的困擾，以及面臨到休閒遊憩設施使用上的困難，進而理解融合式服務及無

障礙空間的重要性，並建立對於身心障礙者及失能者的同理心。此體驗具生命

教育意義，讓我們以更包容及尊重的態度，對待身心障礙群體。 
(2) 撰寫報告：請依照下列項目為段落主題，撰寫輪椅體驗報告： 

• 社會反應：請描述在體驗輪椅過程中，他人對於你/妳言語及非言語的互動

或行為，請舉出具體的例子，以及你/妳對此互動或行為的想法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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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阻礙：請描述在體驗輪椅過程中，你/妳所面臨到的環境阻礙，包含建

築上的阻礙、非共用性設計的阻礙及自然環境造成的阻礙，並進一步提供

可改善的建議與解決阻礙的可能方案。 
• 經驗反思：身心障礙者及失能族群日益增加，但臺灣休閒遊憩設施目前主

要還是以正常身體功能者為客群，相當需要融合式休閒服務的專業。經歷

過此體驗活動，請進一步融入自身的日常經驗，反思你/妳在生活或社區中

採取的具體行動，以支持對身心障礙者的包容性，這可以是創造認知、倡

導無障礙設施，或僅僅是在社交場合中調整自己的行為。 
4. 團體無障礙考察或方案（40%）：本課程應用團隊合作學習與專題導向學習，引導

學員以團隊開發出融合式休閒遊憩方案成果。對此，本課程在第一週開始將會協助

同學們分組（請同學們自行找尋小組同學，若有落單者，教師與助教將會協助分組）。

學員需實際設計出「適合身障者進行的休閒遊憩方案」。評量以主題明確、內容完

整、規劃適切等評量要點等為主。 
(1) 口頭報告需包含下列主題： 

• 方案標題：請發揮創意，訂定簡單明瞭且符合共融目標的標題 
• 活動主旨：說明此方案欲達到的活動目標 
• 遊憩場域：說明此方案與哪花蓮在地遊憩場域結合（如：欣綠農園） 
• 活動目的：說明進行此活動的細部流程、配合器材、人員、注意事項等 
• 活動流程表：說明此活動進行的所需時間與時間配置 
• 活動經費預算表：進行此活動所需的預算 

(2) 12/23 口頭報告當日評量方式： 
• 專家評量（30%）：除授課教師外，本課程將邀請花蓮縣「社團法人花蓮縣

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彭儀珠理事長擔任專家審查者，對於同學們的期末

方案進行評量。評量指標包含：方案報告表現性、方案創意性、方案構想

完整性、方案可行性等四大項目。 
• 組內同儕互評（10%）：組內同學在期末需繳交組內的同儕互評表，評量項

目包含：工作認真負責、提供專業意見及擔任重要工作。 
七、學生整體意見與回饋 (整體活動滿意度、文字意見回饋等) 
以下為期中教學意見回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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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檢討與建議 

以下幾點為本課程檢討與建議： 
 作業說明需再強調輪椅體驗時，同學必須先事先與授課教師知會，取得同意再進行，

避免不必要的爭議。另外，輪椅體驗的動線安排需要有事前討論，避免同學應付了

事，可透過課程 1 小時討論，讓所有同學報告路線與遊憩活動的規劃，如此一來，

輪椅體驗的效益會更為明顯。 
九、與本課程相關成果報導、競賽獲獎或研討會發表 

暫無。 
十、活動精彩剪影 (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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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參與式學習進行課程 期末報告邀請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彭

儀珠理事長進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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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講座分享-促進平等與包容-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與無障礙休閒活動設計 

活動時間 113 年 10 月 07 日 14 時 10 分至 16 時 00 分 

活動地點 本校管理學院 D211 教室 

主講人 彭儀珠 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理事長 

參與人數 21 位 

活動內容 

演講內容如下： 
時間 內容 備註 

14:10~15:00 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主持人：陳上迪 老師 

15:10~16:00 
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

如何設計無障礙休閒活動 
講者：黃欣儀 導遊 

16:10~16:30 輪椅使用說明與體驗 講者：黃欣儀 導遊 
16:30~17:00 同學對答與問題討論 主持人：陳上迪 老師 

 

活動回饋 
與成效 

學生意見與回饋： 
1. 從這次的演講中更能想像到身心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便，也讓我對於身

心障礙者們的生活起居有更多的瞭解，讓我知道未來不論是就業還是在生活

上，要如何站在與身心障礙者的角度思考，與從旁協助。 
2. 聽過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彭儀珠理事長的演講後才知道原來台灣有這

麼多的身心障礙者需要幫助，在我個人的想像中一直以為只有坐輪椅和拿拐

杖的人會比較需要幫助，但實際上我想的還太少了，雖然有些人是坐輪椅的，

但他們還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出門去玩，像是去看山上的花海又或是去野柳

看風景等等，所以這些人也是可以和普通人一樣出遊的但只是會需要花比較

多時間去準備。 

活動剪影 

  

與彭儀珠理事長的合照 彭儀珠理事長與學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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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講座分享-特殊教育學生的校園日常 

活動時間 113 年 10 月 14 日 14 時 10 分至 16 時 00 分 

活動地點 本校管理學院 D211 教室 

主講人 王祥瑋 國立東華大學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資源教室輔導員 

參與人數 21 位 

活動內容 

演講內容如下： 
時間 內容 

14:10~14:40 
以東華大學為例，介紹校園內常見的九種障礙者，障礙類別與

障礙困難。 
14:40~15:10 以東華大學特教生為例，介紹障礙者的就學歷程與輔導經驗 

15:10~15:50 
進行障礙體驗活動，以三到五人為一組，進行障礙體驗。體驗內

容：一人為障礙者，一人為協助者，其他人為觀察者每組依序抽

題，障礙包含（視障無視覺、聽障無聽覺、肢障缺少下肢） 
15:50~16:00 開放問答和討論 

 

活動回饋 
與成效 

學生意見與回饋： 
1. 這次的講者是由學校校內的諮商輔導員來做介紹，經由本次的演講後，讓我

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世界，特別是更能以不同視角來看待事情，像是戴

助聽器的人他們用手機講電話的時候會開比較大聲是因為拿太近會有電子雜

訊的聲音，這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 
2. 其實有很多地方都是我們沒有看到的細節，那些身障者會遇到的問題，對於

普通人而言正常不過的小事，瑣碎到根本不會記得，但是是身心障礙者需要

用很多的力氣去跨越的門檻。 
活動剪影 

  

與王祥瑋輔導員的合照 王祥瑋輔導員帶領的障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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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講座分享-無障礙環境及數位無障礙的初探 

活動時間 113 年 10 月 21 日 14 時 10 分至 16 時 00 分 

活動地點 本校管理學院 D211 教室 

主講人 楊珩 國立東華大學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資源教室輔導員 

參與人數 21 位 

活動內容 

演講內容如下： 
時間 內容 

14:10~14:30 無障礙環境的背景介紹(含使用者、法源沿革等) 
14:30~15:00 無障礙環境包含的項目 
15:00~15:30 校內及周邊環境無障礙環境舉例 
15:30~15:50 數位無障礙(網頁、APP 設計)的介紹 
15:50~16:00 問答與討論 

 

活動回饋 
與成效 

學生意見與回饋： 
1. 能夠更加明白管理學院對於身障者的環境提供社施，以及現今社會的無障礙

設施有哪些以及一些應用上的方式，包含我們常常忽略到的許多細節其實都

對身心障礙者有許多不便利。 
2. 雖然許多設計或使用不當的無障礙設施是我們很輕易就能看得出來的，但還

有不少細節是我們沒有注意到的，例如無障礙坡道與導盲磚不是不能共存，

而是可以透過改變導盲磚材質，就能避免因導盲磚凸起的部分影響到輪椅使

用者，又能保有導盲磚的功能性。透過這次演講，讓我們能更貼近理解身心

障礙者真正所需無障礙設施的模樣。 

活動剪影 

  

與楊珩輔導員的合照 楊珩輔導員與學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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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講座分享-無障礙旅遊：跟著輪椅導遊玩台灣 

活動時間 113 年 10 月 28 日 14 時 10 分至 17 時 00 分 

活動地點 本校管理學院 D211 教室 

主講人 黃欣儀輪椅導遊 

參與人數 21 位 

活動內容 

演講內容如下： 
時間 內容 備註 

14:10~15:00 何謂無障礙旅遊 主持人：陳上迪 老師 
15:10~16:00 我的生命故事 講者：黃欣儀 導遊 
16:10~16:30 台灣準備好無障礙旅遊了嗎 講者：黃欣儀 導遊 
16:30~17:00 問答與討論 主持人：陳上迪 老師 

 

活動回饋 
與成效 

學生意見與回饋： 
3. 也通過這次演講我更能去站在她們的角度去想，也讓我不管在現在還是未來，

都會更去幫助不便的人，也才覺得自己每天能輕鬆的使用手、腳、身體各個

部位，對一些人來說是這一生都遙不可及的夢想，讓我知道自己應該更珍惜

自己所擁有的！ 
4. 這次黃導遊演講，給予我深深的烙印，同理這件事要如何做到，也許是我們

一聲的課題。導遊分享了她的病發過程以及發病當下的身心痛苦，遭到前夫

的背叛等。平淡的講出這些困難讓我更想落淚。在過去，對於身障者我只有

要多幫助的心態，現在我知道對於身障者最需要的是同理，同理的設施、同

理的政策、同理的幫助、同理的眼光。 

活動剪影 

  

與黃欣儀導遊的合照 黃欣儀導遊與學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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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實際走訪花蓮在地無障礙遊憩場域：「鯉魚潭風景遊憩區」 

活動時間 113 年 11 月 11 日 15 時 00 分至 17 時 00 分 

活動地點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環潭北路 100 號（鯉魚潭遊客中心） 

主講人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風景區管理處遊憩課解說志工 

參與人數 21 位 

活動內容 

為了實際讓學生瞭解融合性休閒的無障礙環境，本課程帶領學生實際走訪花蓮在

地共融遊憩場域：「鯉魚潭風景遊憩區」，了解無障礙的建築法規如何落實在遊憩

場域中，並且讓學員反思遊憩場域中如何考量空間的利用、動線的安排、還有因

地制宜的彈性化使用設計，讓參與的所有人能充分地從事休閒遊憩。 
當日流程： 

時間 內容 

14:10~15:00 管院集合、前往鯉魚潭 

15:00~16:40 鯉魚潭無障礙設施導覽解說 

16:40~17:00 點名集合返程 
 

活動回饋 
與成效 

學生意見與回饋： 
1. 透過實地訪查，更了解無障礙的相關設施。 
2. 認識潭南跟潭北的遊憩設施差異，可看見民間與公部門之間需要很多的協調，

潭北的無障礙設施很完善，讓人覺得無障礙族群備受重視。 
3. 對無障礙設施有更深入的了解 

活動剪影 

  

在鯉魚潭的團體照 導覽志工解說無障礙碼頭與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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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融合式體育增能研習工作坊 

活動時間 113 年 11 月 23 日（一）09:00~12:00、13:00~16:00 

活動地點 體育中心桌球教室 

主講人 
姜義村教授（校外講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與高齡福祉研究所 
葉翰霖博士候選人（校外講者）台灣適應身體活動學會/副秘書長 

參與人數 21 位 

活動內容 

內容如下： 
時間 內容 備註 

09:00~10:30 融合教育到運動平權 主持人：陳上迪 老師 
10:30~12:00 適應體育支持服務原則 講者：姜義村 老師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5:50 
視障模擬、視障陪跑、田徑運動

障礙模擬情境 
講者：葉翰霖 老師 

15:50~16:00 問答與討論 主持人：陳上迪 老師 
 

活動回饋 
與成效 

學生意見與回饋： 
1. 這次非常幸運能夠聽到講師的關於運動平權的分享，我自身可以思考在未來

成為高齡者時自身的休閒生活要如何規劃，以及體會到不是只有身體力行才

叫做運動。以運動的方面拉近我們與目標族群的距離。或許可以在未來規劃

活動時，思考活動規則是否彈性，特殊需求是否有不同程度的差異。相互融

合式的無差別待遇社會才是未來的重點課題。 
2. 我覺得這次的體驗很有趣，特別是下午的體驗，讓我更有同理心 

活動剪影 

  
視障體驗 團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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