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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团是高校课外教育的重要平台袁建设大学生创客社团是野双创冶时代背景下更高层次的丰富校园创新文

化建设的新使命遥 文章从国家战略需求尧高校自身发展和个人能力提升三个方面分析建设创客社团的意义袁围绕学生核

心素养的科学精神尧实践创新尧责任担当三个维度袁类比分析了当前主流创客空间的功能定位袁得到野创客教育驱动型冶

创客空间最适合大学生群体的结论袁然后以安徽师范大学青芒创客社团为例袁提出从野实践创新冶到野沉浸体验冶再到野协

同培训冶的创客社团建构路径袁旨在为创新教育在高校落地生根袁为大学生创客社团开放尧共享发展提供重要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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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大学生创客社团与创新人才的培养

知识经济时代袁创新型人才储备是实现人才强国

的重要保障遥 伴随着国内外创客运动的蓬勃发展袁创

客群体中最具活力和生命力的当属在校大学生袁由此

可见袁以创客教育带动高校创新性发展是时代所需[1]遥

高校建设创客社团袁打造创客空间袁引入创客教育变

革传统教育模式袁是国家尧高校和个人多层面的刚性

需要遥大学生社团袁不仅仅是高校第二课堂引领者袁同

样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2]袁第二课堂是

学生加强沟通表达尧增进人际交往尧提高组织协调和

夯实专业实践等多方面能力的平台袁其更加关注学生

创新思维和创新素质的培养[3]遥显然袁创客社团是开展

创客教育袁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尧个性发展尧创新发展的

理想平台遥建设创客社团袁开展创客教育袁既符合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规划袁 又契合高校拓展课外教

育尧丰富第二课堂的实际需求遥

渊一冤宏观层面院国家战略需求

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深入发展是当前我国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4]袁为推动创新发展袁国家

推出多项政策措施来加速培育创新发展新动力和加

快传统动力的改造升级遥 2017年 5月袁 教育部提出

野加强高校创客文化和众创空间建设袁 充分利用大学

科技园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现

有资源袁建设一批新型大学生创客空间遥 冶[5]创建大学

生创客社团袁是国际化大势所趋袁是国家政策引领下

的以野设计尧分享尧开源冶为文化理念的创客运动遥

渊二冤中观层面院高校创新发展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虽起步较晚袁 但发展迅速袁在

设计理念探索尧专业课程设置尧教育模式架构尧方案实

践载体和实践运行机制等方面有显著进展[6]遥 为了能

适应人工智能和机器智能并存的新知识经济时代带

来的各种挑战袁开展创新教育既是高等教育在双创背

景下改革的时代之需袁又是高等教育应对未来时代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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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重要举措遥 创客社团以创客空间为活动基地袁在

推进创客社团建设的过程中打造创客文化袁凝聚创客

精神袁强化社会服务理念袁这种新模式为新时期高校

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了新思路遥

渊三冤微观层面院个人能力提升

创客教育是创客运动大潮涌动下在教育领域兴

起的一种教育创新现象[7]袁秉承野创造即学习冶的理念袁

以学生为中心袁野以生为本冶袁 致力于改变标准化教学

和测试的传统教学和评价方式袁用更加科学尧合理尧多

元化的方式取而代之袁 进而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创造遥

就学生群体而言袁创客教育既有利于激发和提升创新

意识袁又有利于增强其自主探索学习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袁还有利于培养工程思维和可持续实践分享的创客

精神[8]遥 创客社团的建设和运营以柔软的方式将创客

教育纳入到高校教育中袁满足学生的创新需求袁有助

于引领学生从知识消费向知识创造和知识分享转变遥

由此可知袁创建大学生创客社团袁既是国家对创

新发展战略规划的具体落实袁又是高校走内涵发展和

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袁还是大学生全面发展和能力提

升的实践途径袁对推动创新创业人才的塑造和培养具

有积极意义袁是高校建设和发展的现实所需遥

二尧核心素养视域下四种创客空间类比分析

教育部最新出台的文件中指出院 要积极探索在

野众创空间冶尧跨学科学习渊STEAM教育冤尧创客教育等

新的教育模式中信息技术的应用[9]袁既要提升学生信

息素养袁使学生养成数字化学习的习惯袁又要唤醒学

生的创新意识以及提高其创新能力袁实现学生的全面

发展和创新发展袁让信息化在未来高素质人才培养中

的支撑示范作用得以凸显[10]遥 国内目前主流创客空间

从运营模式和文化理念层面可划分为四种类型院创客

孵化型尧投资促进型尧创业培训型尧创客教育驱动型遥

图 1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创客空间类型对比图

笔者以学生核心素养中的野科学精神尧责任担当尧

实践创新冶 三个维度对不同创客空间进行类比分析袁

在对四种风格的创客团体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袁清晰地

呈现出四大类型创客空间在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上各自具有的突出优势袁具体如图 1所示遥

渊一冤科学精神院体验孵化思维建构

孵化型创客空间的兴起与计算机技术尧 网络设备

的升级发展密不可分遥 创客空间是创业者们在一个以

互联网技术为介质袁自由开放的平台交流分享思想袁将

各种精彩创意转化为现实产品的平台[11]遥 此类创客空

间注重对学习者科学精神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训练袁

在科学精神的文化塑造和实践能力的高位引领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遥 国内起步较早的柴火空间和成都创客空

间皆属于此类创客空间遥 创业培训型创客空间旨在利

用知识和人脉资源袁对创客进行培训袁实现从专业人才

走向综合人才遥此类型创客空间深度挖掘多方资源袁积

极开展创业教育袁通过资源富集与推送袁学习引导与辅

助袁唤醒年轻创客明确的职责意识袁培养年轻创客大胆

将想法付诸现实袁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遥亚杰商会属于

创业培训型创客空间袁亚杰商会将野摇篮计划冶公益项

目建设成网络学习共同体袁成员间沟通尧分享尧协作尧互

助袁带动国内青年创业家成长与进步遥

创客孵化型创客空间尧 创业培训型与投资促进型

创客空间都与技术息息相关袁 前两者真正考验学生的

科学精神与实践能力袁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袁做出现

实产品袁这不仅需要实践创新的想法袁同时也需要学生

坚持不懈的实践精神袁直面挫折袁想方设法解决难题袁

闯过难关曰 而后者更多的是为前者的成功提供现实帮

助袁解决资金缺乏等问题袁与学生素质培养并无直接关

系袁两者必须结合才能为创客提供最大的帮助遥

渊二冤责任担当院协同培训品格意志

投资促进型创客空间主要有助于创业型创客袁为

急需解决资金问题的初始创业者提供投资机构袁为

创新创业提供融资服务遥 此类创客空间对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助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袁 既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袁 又给怀揣创业梦的学

子提供难得的机会袁帮助其实现人生理想遥 李开复创

办的创新工场立足互联网尧 云计算等信息产业的早

期投资和创业培训的机构袁 均是投资促进型创客空

间的代表遥 创业培训型创客空间与投资促进型创客

空间袁 从教育方面来说都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意

识遥 创业培训型对学生的磨炼效果更为明显袁通过对

学生进行专业性教育和培训袁 使年轻创客清楚地意

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袁 将自己想法付诸现实时拥有

敢于承担后果的勇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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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推进野众创空间冶建设袁探索

STEAM教育尧创客教育等新教育模式[12]遥 创客教育驱

动型创客空间不是原始本质上的创客空间袁叶关于野十

三五冶 期间全面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

见曳的相关内容是其建设运营的主要依据遥 此类型创

客空间的功能定位是面向教育一线各级各类学校推

动创客教育袁开发创客教育产品及形式多样的创客教

育活动袁如以兴趣班尧体验课的形式吸引学生参与袁通

过销售创客教育产品袁获取再开发动力遥 目前已成立

的此类创客空间数量较多袁以野开放尧创新尧绿色尧协

调尧共享冶的发展理念吸引众多青少年群体袁激发学习

者的创新兴趣袁普及科学知识和方法袁促进学习者学

习能力尧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遥 由创客教

育驱动的创客空间更有责任担当的必要性袁合理并且

有导向性地进行创业教育研发遥

渊三冤实践创新院活动驱动能力发展

创客教育驱动型创客空间与创客孵化型创客空

间均可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袁但前者更有侧重点

和针对性遥 通过对创客的实践创新精神尧科学精神等

明确目标作深入研究袁为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更

具象化尧有效果的针对性方案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

再创造袁为创业培训型创客空间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

的借鉴遥 而后者更侧重对实践创新精神的培养激发袁

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袁则无法起到显著效果遥

类比发现院互联网技术尧3D制造工具和硬件开源

是创客孵化型创客空间形成的三大基础袁主要活动是

将创客想法做成实际产品遥 在此基础上袁投资促进型

创客空间一方面为其提供物质供给袁一方面为创业培

训型创客空间与其他平台提供融资曰与此同时袁创客

教育驱动型创客空间一方面为其输送人才袁一方面为

创业培训型创客空间提供发展方向袁还为学校等教育

机构探索教育模式曰创业培训型创客空间一方面为其

输送人才袁一方面也在为其他公司等企业培训优秀创

客袁四种创客空间之间相互支撑袁相互联系遥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能力培养的体系来看袁高校应

该创设以野创客教育驱动型冶为主的创客空间袁依附于

高校既有资源和优质社会联系袁拓展野创客孵化冶野创

业培训冶野投资促进冶等多种创客空间类型遥 以培养学

生创新创业精神袁营造优质社团学习氛围尧创设实践

创新型社团情境为初期目标曰通过多种有针对性的特

色活动吸收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学生袁 增强团队凝聚

力袁沉浸体验创客的魅力袁以提升社团号召力和影响

力为第二阶段目标曰将想法变为现实袁引入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袁联系社会资源袁从校企合作的平台切实深

入推进社团与企业的合作关系袁以深化社团的协同培

训效果为第三阶段的目标遥 对于大学生创客社团而

言袁 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将 野科学精神冶野实践创新冶

野责任担当冶三方面的素质教育连贯起来袁发挥创客社

团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遥

三尧大学生创客社团模型建构

社团是各种群众性组织的总称袁如工会尧妇女联

合会尧学生会等[13]遥 斯滕伯格认为袁个体的成功需要智

力综合体中的分析性智力尧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

齐头并进的发展袁某一个智力成分突出未必能确保个

体成功[14]遥 以成功智力三元理论视角来审视当前的学

校教育袁不难发现袁作为学校教育主要形式的课堂教

学即第一课堂袁着重训练和培养的是学生的分析性智

力袁而以社团为平台的第二课堂则是培养学生创造性

智力和实践性智力的重要场所遥

创客社团是在敢于创新尧勇于实践尧乐于分享的

创客精神带动下袁努力将创意变成现实的群众性联盟

组织遥大学生创客社团是由一群富有创客精神的高校

学生自发结合袁按照社团章程开展创新创意活动的课

外活动组织[15]遥

安徽师范大学已成立的青芒创客社团旨在发展

成为以创客文化为氛围尧以创客活动为纽带尧以创客

实践为支撑的野人人参与尧人人共享冶的美好社团遥 青

芒创客以创客社团为平台尧以创客活动为抓手袁将创

客教育引入校园袁 在创新实验室基础上建设创客空

间袁旨在提供给学生一个碰撞灵感尧发挥创意尧实践创

新的环境遥 实践证明袁创客社团在促进学生创造性智

力和实践性智力的培养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袁青芒创

客围绕实践创新尧沉浸体验尧协同培训三大主题开展

以下各项活动袁如图 2所示遥

图 2 青芒创客社团活动规划

渊一冤实践创新院文化引领和精神培养

创客文化通常出自于创业者兴趣和自我认同的

需要袁主张创造非正式尧网络化和共享学习的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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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袁鼓励计算机编程等新技术的应用袁探索不同领域和

有别于传统之间的工作方式[16]遥 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创

新中来袁是野创客文化冶的使命袁同时袁把新技术带到人

们日常生活中去袁让创新融入人们生活[17]遥 创客文化的

核心在于创新技术的发展袁 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

应用袁不仅降低了创新尧创业的门槛袁而且方便快捷地

满足了人们对资源和工具的需求袁人人都可以创新[16]遥

要营造优秀的创客文化袁创客氛围必不可少[18]遥

图 3 实践创新活动建构

如图 3所示袁 从实践创新活动的开展进程来看袁

活动的建构过程是自下而上的遥文化的普及是活动开

展的第一步袁拥有适合于创新的交互环境袁包括工具尧

流程尧伙伴等袁优秀的环境往往才能使人获得归属感袁

才能让参与者在环境中主动加入尧主动实践遥 创客教

育从根本内涵来说袁需要参与者有实践尧有协同尧有沉

浸遥 那么建构适宜的文化背景袁参与者在良好众创文

化氛围中开展创新实践活动袁主动加入尧发现乐趣尧沉

浸体验袁 从体验到转化再到支持是活动进程的关键遥

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已有经验者的指导和活动开展后

的评价袁这是活动优质化的保障袁有了反馈和建议袁才

能更好地创新发展袁 而创新往往是专业领域的标杆袁

是活动发起者的最终追求遥这种自下而上的活动建构

方式保证了活动开展的层次性和目的性袁保障了活动

实践的落地可实施性遥

从实践创新活动的参与角色来看袁参与角色的加

入是自上而下的遥大学生在社团的引领下成为创客教

育活动中的创新角色袁用新的思想尧新的教育方式融

入创客教育领域袁得到新的成果遥成果需要评价袁教师

成为第三方的评价者袁指导尧评价学生的成果袁完善成

果的实践方案遥 带领学生参与中小学教学实践过程袁

让学生参与创客教育实践袁获得知识遥 只有学生真正

在创客教育的参与过程中有所获得袁家长才会认同创

客教育带给学生的积极效果袁才能使野创客冶真正地走

进教育遥 这种自上而下的参与角色的加入袁明确了活

动开展体系内人员分工袁让每个层级的参与人员更有

责任感尧获得感和满足感遥

创客公开课活动把创客教育领域专家学者野请进

来冶袁开设创新教育讲座袁指导创客活动开展遥 以全校

性学习培训尧阶段成果展示汇报等形式来开展袁吸引

多学科专业学生高度参与袁 唤醒参与者的创新意识袁

感受创新文化袁点燃创新热情袁形成一个创新共同体遥

为不同学科专业的学习者个体搭建课外专业实践平

台与专业学习平台袁激发和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学

习能力遥 一群不同学科专业的人聚在一起袁有着不断

探索创新的激情和对未知事物的兴趣袁为了达成一个

好的创意和想法袁成员之间相互沟通尧协作完成遥创客

夏令营活动面向中小学袁以社团成员尧指导教师带领

青少年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袁开展项目式活动袁普及

科学素养袁指导青少年学生完成创新探索[19]遥 创客活

动的开展是从寻求项目合作伙伴袁 到相互交流想法尧

知识和技术袁再到最后成品分享的过程袁活动完成也

就实现了从知识传承到知识创造的转变遥 可见袁创新

的实践探索带来创新的文化传播袁创新的活动开展塑

造良好的创客氛围和创新文化遥

打造野人人参与创新尧人人乐享创新冶的创客社团

文化袁加速推进落实创客教育袁实现第二课堂创新带

动第一课堂创新袁教育创新带动社会创新袁对打破当

前创新教育瓶颈袁建设创新社会发展系统袁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20]遥

渊二冤沉浸体验院活动凝聚和创新实践

学习者个体都会有疲劳期和创新瓶颈期袁当兴趣

不再能带领个人探索和发掘新事物袁就需要活动来维

持个体的兴趣袁并在活动中激发学习者个体的创新意

识袁培养学习者的科学实践精神遥

创客社团把创客行为和社团活动相融合袁提高社

团会员的学习和创造的积极性 [21]遥 通过举办内容丰

富尧形式多样尧沉浸体验良好的创客教育活动袁使社团

获得更多关注袁吸引更多成员加入袁使会员技能水平尧

参与积极性和团队凝聚力在多次活动中得以增强[22]遥

图 4 沉浸体验活动建构

为了更好地使创客教育实现本土化发展袁 青芒创

客社团设计开展了创客体验营尧创客工作坊尧创客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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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多个项目袁吸引学习者参与袁在活动中激发学习

者的创新热情袁丰富学习者的沉浸体验袁如图 4所示遥

创客体验营院邀请家长尧学生尧社会人士等多种创

客教育参与角色走进高校尧 中小学和企业的众创空

间袁体验创客课程袁展示创客成果袁奠定创客文化袁培

养参与者对创客教育的兴趣遥

创客工作坊院邀请业内名家与资深创客前辈举办

讲座和研讨袁带领成员 DIY创客作品的制作袁在创客

实践的过程中看到差距袁 激发学生的创新实践的热

情袁在动手实践中得到乐趣尧获得体验遥

创客挑战赛院竞争是提升创新能力最优的路径之

一袁定期开展创客技能和主题创新赛袁让创客们在竞

争中切磋技能尧碰撞思想袁在竞争中体会创新的乐趣袁

在竞争中相互学习尧共同进步遥

三项活动从野走出去冶野请进来冶野打比赛冶三个层

次袁促进学习者进行实践活动袁努力创新袁全方位让学

习者沉浸于创客空间袁与创客爱好者们即学习同伴合

作探究袁通过一个个主题鲜明的创造性活动袁将灵感尧

创意变成现实的产品和作品遥通过形式丰富的创客活

动袁点燃创新精神袁营造创业氛围袁体验创客人生和创

新文化袁致力于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双重提升遥

渊三冤协同培训院双创共建和责任担当

野大众创业袁万众创新冶不仅是发展的动力之源袁

也是强国之策[23]遥 如果能够在学习活动中把自己的作

品推向社会市场袁 这样的创业也是一件无须助力尧水

到渠成的事情遥

创客社团要想把创新和创业做实落地袁需要与社

会接轨袁与企业合作遥在社团运营中袁为了创新创造的

实践探索袁需要购置机械尧手工尧电子智能等硬件材

料袁这些都需要资金和物质支撑遥 普通的野拉赞助冶只

能满足暂时的尧低密度的创新实践需求遥 与教育资源

开发公司尧电子科技类企业等深度合作袁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持续性物质供给和资金不足的问题遥

如图 5所示袁社团制定的创客进社会活动袁正是

以创客社团和企业协同培训的合作模式共同发展创

客教育遥学校鼓励创业尧推动创新的实践过程中袁资金

是主要问题之一袁而企业为了更好地获得效益袁对人

才尧技术尧创新产品等社会储备的需求也是限制其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秉持着协同合作的理念袁野产要

学要研冶一条龙的合作机制就是解决双方问题的最优

途径遥 企业为学校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袁解决创客教

育活动开展过程中物质供给的落实问题袁并且为学生

提供其难以完成的技术支持问题遥学校邀请公司技术

骨干进校园袁 普及产品研发的技能和知识的同时袁及

时传递市场行情遥 在与学校协同的过程中袁他们可以

作好先期对大学生的职业培训袁为丰富和充实职前教

师教育服务作了保障遥 另一方面袁创客社团一旦有新

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都好的产品出现袁 便能投入到市

场袁得到更多的回报遥 学校在协同合作中培养了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袁企业在协同合作中提升了自身的核

心产业竞争力袁对学生而言更是自我提升的机遇遥

图 5 协同培训活动建构

我校与芜湖创易科技有限公司尧安徽原创科普技

术有限公司达成校企合作方案袁通过提供求职就业平

台尧举办职业生涯指导讲座尧开展求职创业咨询等职

业辅导袁直面就业尧创业中的问题袁促进学生的创新创

业能力的有效提升袁从而从容地完成从学校到社会的

人生过渡遥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多

元化的学习袁得到的不仅有经济回报袁更多地还有职

业技能和社会见识的增长袁与校企合作协同培训是一

个创客社团建设运营的良好方法遥

大学生创客社团的建设离不开学校优质资源的

支撑遥 对于社团的建设者而言袁如何将社团创新实践

效果辐射到每个创客个体袁是其考虑的最为重要的问

题遥 从 野实践创新冶野沉浸体验冶野协同培训冶三个层面

入手袁从营造文化到活动凝聚再到双创共建袁大学生

创客社团要凝练自我的价值体系和目标范围袁不断增

强自我的创客特色袁推动创客文化的发展遥

四尧结 语

习总书记指出袁野唯改革者进袁唯创新者强袁唯改革

创新者胜冶遥 [20]创客教育为实现重构和优化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提供了契机[22]遥 推动野双创冶深入发展袁创客教育

是重要枢纽袁建构学生核心素养视域下的创客社团袁对

学生的特长发展尧多样化领域发展尧创新性发展等方面

具有重要影响袁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之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袁高校社团不仅影响着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袁而

且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和渗透性[24]遥 高校社团在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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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时期高校的办

学尧教学尧治学中袁其意义和功能以及影响力更是不言

而喻[25]遥 创客社团的创办有利于全面增强学生专业素

养袁提高学生的实践活动能力尧创新设计能力和求职

创业能力袁从而真正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26]袁其建构

和运营以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学生的创新发展为导向袁

对发掘基础知识扎实尧工作认真踏实尧作风淳朴真实尧

具有开拓精神的拔尖人才袁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

施尧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人才支撑[27]袁对统筹推进大

学野双一流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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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Immersion and Synergism: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aker

Community in View of Core Literacy

TAO Jia, NIE Zhuming, LIU Hehai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extracurricula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a new mission to construct a higher level of innovative campus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maker communit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 capabilities. Focusing on the scientific spirit, practical innov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current mainstream maker space and

concludes that "maker education-driven" maker space is most suitable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n taking the

Qingmang Chuangke Society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path from "practical innovation" to "immersive experience" to "collaborative training"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innovative education root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for opening and sharing

of maker community of college students .

[Keywords] Maker; Maker Space; Core Literacy; College Student Community

Study on the Accessibility Evaluation of Domestic Online Education

Websites for the Elderly

ZHANG Wenlan, LI Ang, ZHAO Shu

(1.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2.Departm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Elder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active aging, and online courses for the elderly

can enlarge the number of educated elderly. Limited by the physical deterioration, the accessibility of online

education websites has a great impact on whether the elderly could participate in online learning smoothly.

This study selects 20 domestic online education websites for the elderly and uses an automatic detection tool

--- A Checker to test the accessibility of different pages.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obstacles hindering

the elderly to learn in those websites by on-site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ccessibility of domestic online education websites for the elderly is low, and the similar errors and low

technical errors occur frequently,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web-page navigation, the presentation of

text and picture, link setting etc. restrict the elderly to study online in varying degrees. Aiming at those

problem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online education websites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cept, technology and design.

[Keywords] Online Education for the Elderly; Barrier Free; Accessibility; WCAG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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