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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聾啞⼈⼠在社會上更輕鬆與⼈溝通 

 

⼀、 社會關懷議題 

(⼀) 關懷議題內容(觀察發現或企業內改造議題亦可，惟需涉及社會關懷議題)  

根據衛⽣福利部統計處統計，在2019年聽覺機能障礙者為12萬 4485⼈，根

據台灣聽⼒語⾔學會統計，國內失語症⼈⼝約4.6萬⾄5萬⼈等。在⽇常⽣活中我

們也會遇到所謂的聾啞⼈⼠或是我們的家⼈本⾝就患有此類疾病，現今幫助失聰

患者的⽅式除了早期嬰兒預防、助聽器、⼿語、唇語、聾啞學校等資源。都是為

了幫助他們更快可以融入在社會裡⾯。根據社團法⼈中華⺠國聽障⼈協會表⽰，

⽬前聽障⼈⼠的不識字比例相當少，雖然我們可以利⽤⼿寫來跟他們進⾏溝通，

但這樣的速度仍比不上我們直接溝通，所以我們希望設計⼀款眼鏡裝置可以幫助

失聰患者讀取他⼈唇語，透過機器學習來辨識唇語，⽽投射到裝置上，讓失聰患

者可以明⽩對⽅在說什麼，作為除了⼿語之外的輔助系統。另外，我們也會設計

⼀款項鍊，項鍊配有麥克風，去接受外⾯的聲⾳，進⽽投射到眼鏡上，讓失聰患

者可以感受到現在的聲⾳，失聰患者也可以透過眼鏡上的鏡頭，偵測⾃⼰的⼿語

⼿勢搭配項鍊上的麥克風來表達⾃⼰所講的。 

  



 

 

(⼆) 關懷議題的社會影響度 

若能因為我們的幫助，讓聾啞⼈⼠、社會都可以更傾聽彼此的聲⾳，達到⼀

個更多元包容的社會，對聾啞⼈⼠的歧視也可以消失，不再讓他們感到⾃卑，勇

於表達⾃⼰的意⾒。 

我們也希望可以將這套設施應⽤在未來更多⽅向，如： 

1. 以機器輔助，幫助他們更便利、即時地進⾏溝通，讓他們在更多⾏業找到

就業機會。除了可以應⽤於常⾒的商業和服務⾏業外，還可以⽤於公共場合

和緊急情況的溝通，例如醫院、學校、公共運輸等等。若遇到突發狀況，需

要及時向周遭的⼈反應時，如果其他⼈都看不懂⼿語等肢體語⾔，沒辦法很

及時地了解聾啞⼈⼠的表達，可能也沒辦法很即時的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2. 應⽤於線上會議和通話當中，讓聾啞⼈⼠也能夠參與到使⽤網路溝通的活

動中。特別是在⽬前疫情影響的情況下，⼈們更多地依賴網路溝通，如果將

這樣的技術應⽤到線上會議與通話，將有助於聾啞⼈⼠的⽇常⼯作和⽣活。  

3. 透過機器輔助，協助他們意識到⾃⼰有無製造出過⼤的聲⾳，防⽌聾啞⼈

⼠無⼼卻讓周圍的⼈感到不禮貌的狀況，也讓他們能更好地組織⾃⼰的語⾔，

以便與其他⼈溝通以及應對各種社交場合，不必擔⼼⾃⼰會不⼩⼼打擾到周

圍的⼈。  

4. 應⽤AI技術來判別情緒，這樣聾啞⼈⼠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他⼈的情感狀

態，像是可能有⼈已經⽤不開⼼的語氣在講話了，但是可能因為未戴⼝罩等

原因，令聾啞⼈⼠難以辨認出來，這樣對彼此都無疑是不好的經歷，因此有

個AI技術來提醒的話，可以更好地應對社交場合。此外，這樣的技術還可以

應⽤在智能家居等領域中，以便⾃動控制燈光、⾳樂和其他設備，以滿⾜聾

啞⼈⼠的需要和偏好。  

5. 應⽤於教育領域，幫助聾啞學⽣更好地理解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交流。透過

這樣的技術，聾啞學⽣可以更好地參與到課堂中來，提⾼學習效果。  

6. 應⽤於旅遊和文化體驗領域中，讓聾啞⼈⼠在各國旅遊時，能夠更順利地



 

 

體驗當地的文化和風俗⺠情，並不受限地與當地⼈進⾏文化交流，也無需擔

⼼語⾔問題。  

7. 應⽤於藝術和娛樂領域中，讓聾啞⼈⼠能更好地欣賞⾳樂、戲劇和其他表

演藝術。透過這樣的技術，聾啞觀眾可以更容易理解表演者所表達的情感，

⽽更深入地體驗藝術的魅⼒。  

 

⼆、 解決⽅案(請敘明如何具體有效解決該社會關懷議題) 

服務⽬的：  

幫助在⽇常溝通上有困難的聾啞⼈⼠能夠順暢無阻的與非使⽤者交流。  

服務模式：  

使⽤者穿戴我們的裝置並連線⼿機，針對不同情況中，裝置會做出不同動作，

以幫助使⽤者和他⼈交流。  

（１） 他⼈說話時：  

項鍊麥克風將錄製語⾳，並傳輸⾄使⽤者⼿機即時轉換成文字，轉換完成之

文字將傳輸⾄眼鏡上顯⽰，讓使⽤者可以得知對⽅在說什麼。  

（２） 使⽤者溝通時：  

使⽤者使⽤⼿語時，眼鏡中的鏡頭會將使⽤者的⼿語錄製並傳輸⾄⼿機，⼿

機將分析⼿語並轉換為語⾔，最後將轉換完成的語⾔傳輸⾄項鍊麥克風並播

放。 

 



 

 

三、 實踐策略(⽅法) (請敘明如何實踐該解決⽅案，如經費、⼈⼒、推動⽅法、

宣傳⽅式等) 

  

產品實施⽅法： 

1. 運⽤機器學習，使機器能夠辨識各種⼿語並進⾏翻譯，讓⼿語在翻譯時成為

其中⼀種語⾔，如同現在翻譯設備⼀般，可以快速地翻譯成各國語⾔。  

2. 為了讓使⽤者可以接收外界傳輸的訊息，我們需要能夠將外界訊息（他⼈說

的話）轉變成使⽤者可以接收的⽅式，如：⼿語動畫或文字。  

3. 因為聾啞⼈⼠其實是能發出微弱聲⾳的，也有屬於⾃⼰的⾳⾊，我們會讓使

⽤者在⼀開始使⽤時先發出⼀些聲⾳，使機器模擬使⽤者說話時的聲⾳，讓

使⽤者的麥克風使⽤其本⾝的聲⾳和外界說話。  

4. 我們會在眼鏡上裝設鏡頭，以辨識使⽤者比出的⼿語，並將麥克風結合項鍊

⽤其發出說話的聲⾳。相反的，我們會利⽤麥克風接收外界的聲⾳並利⽤眼

鏡顯⽰翻譯給使⽤者。 

產品使⽤技術： 

1. CNN(卷積神經網路)：設計專⾨⽤來處理像素資料，⽤於進⾏⼿勢辨識處

理，以及⼿語的特徵提取，再將這些特徵傳遞給 RNN進⾏後續處裡 

2. RNN(循環神經網路)：擅⻑處裡時間序列數據，可以⽤來處理⼿語動作的時

序數據，捕捉⼿勢的演變和上下文然後 RNN 也可以⽤於⾃然語⾔⽣成，⽣

成⼿語對應的語⾳。 

3. 語⾳轉文字：我們選⽤的是 meta ai 研究院最新研發的語⾳辨識訓練模型

audio visual hidden unit bert，這個模型不只可以接收語⾳，同時他還可以

讀懂說話者的唇形，所以他就可以提⾼辨識的精確度 

4. 指向性麥克風，指向性麥克風主要可以分為 

 全指向  

 雙指向 

 新型指向  

 超⼼形指向  

 槍型指向 

⽽我們希望可以使⽤槍型指向的麥克風，因為她最不容易受到環境⾳得

⼲擾，他主要的收⾳原是前⽅，⽽側⾯背⾯的範圍就比較⼩，我們考慮



 

 

到對話時⼤部分的情況是⾯對⾯的，所以槍型指向麥克風就比較符合我

們的需求。 

5. 5G 網路及藍芽：我們的智慧眼鏡跟項鍊都要跟⼿機做連結，這時候我們就會

⽤到藍芽做連結的功能。再來就是我們要透過⼿機的網路來快速的將資料進

⾏解析還有處理，然後再將識別得結果回傳到智慧眼鏡或著項鍊。 

6. 臉部表情跟語⾳情緒的辨識技術：像是我們可以藉由多模態情感識別結合⾯

部表情識別，還有語⾳情感識別等技術，並使⽤ AI 深度學習以及統計模型等

⽅法，來從不同的模態，例如聽覺、視覺中來實現 AI辨別情緒。 

7. 語⾳辨識情緒：我們會先擷取不同情緒的聲⾳特徵，例如聲⾳頻率、共振

峰、聲⾳的振幅⼤⼩、語速等來進⾏判別，研究表明，當⼀個⼈感到憤怒或

快樂時，其聲⾳的能量會呈現增強的趨勢。此外，憤怒時的語速往往會超過

悲傷時的語速，這些都可以成為判斷的依據，我們可以透過標記好情緒的資

料進⾏機器學習，訓練辨識模型，AI 就會根據先前所訓練出來的辨識模型將

語⾳與資料庫的語⾳特徵進⾏比對，然後就可以辨識出這些語⾳的情緒為

何。 

創建期： 

現階段推廣： 

1. 舉辦比賽提⾼知名度（以及搜集資料） 

2. 價格優惠 

3. 和相關協會合作推廣 

4. 建立頻道發布推廣以及教學影片 

5. 免費講座（和學校合作） 

6. 政府標案 

初期融資： 

1. 參加創業比賽，例如新創之星 

2. ⾏政院國家發展基⾦舉辦的創業天使投資⽅案 

3. 青年創業貸款(⽟⼭銀⾏) 

4. 新創募資平台 

未來展望： 

早期： 

⽅法：導入費⽤以及抽成特價。 

⽬的：在業界內擁有⼀定⼝碑及地位，並快速打市場，也透此⽅法讓客

⼾產⽣依賴性(時間、⾦錢、成本)。 

成⻑期： 



 

 

⽅法：完成認證公司邀請其它客⼾導入我們的⽅論，給予雙⽅適當優惠。 

⽬的：拓展優質客源，加速提升市佔率。 

成熟期： 

⽅法：加強客⼾關係，建立客⼾後援團隊，提供優質的客⼾服務和⽀持，

致⼒於幫助客⼾實現他們的業務⽬標，並提供持續的技術與培訓。 

⽬的：建立⻑期關係和提供增值服務，以提⾼客⼾忠誠度和留存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