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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首先，歡迎各位長官、貴賓及會員蒞臨參加 2024 年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學術研

討會。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今年已邁入第二十一個年頭，衷心感謝多年來一直支持學

會的夥伴們！自學會成立以來，歷任理事長皆以高度的熱忱與專業用心經營，每年精心

策劃學術研討會，為促進兩岸溝通障礙教育學術交流不遺餘力。特別是創會理事長林寶

貴教授，儘管已高齡八十六，自臺灣師範大學退休後，仍每日全心投入溝通障礙教育、

學會事務及兩岸交流。這種退而不休的精神，實在令人深感敬佩。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每年都有約兩、三百位夥伴參加中華溝通障礙教育研討會。

在疫情前，來自大陸地區的溝通障礙教育工作者通常也有約百人參與。在研討會中，大

家分享各自在工作崗位上的心得與研究成果，有人偏重理論探討，有人專注於實務策略

的分享，還有些人提出實證性的研究報告。報告形式各異，有的嚴謹，有的生動，內容

多元而充實，這也是研討會每年吸引眾多參與者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的學術研討會，固定於教師節前的週六舉行。為了這一天

的會議，創會理事長林寶貴教授幾乎每年都要花費半年的時間來籌備。從三月到九月，

寶貴教授每天在家關注研討會的各項準備工作，無論是議程安排、主持人和演講人的邀

請，還是經驗分享者和論文宣讀者的確定，都是她親力親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關

心學會的夥伴們，經常會向寶貴教授詢問研討會的籌備進度，而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與所

有支持我們的朋友進行溝通交流。這種全心投入溝通障礙教育研討會的奉獻精神，的確

令人敬佩。 

我個人衷心期盼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能夠繼續發揮專業角色，為溝通障礙者及

其家長提供支援，並為社會與溝通障礙教育做出更大的貢獻。 

在此，我再次感謝各位熱心參與和出席研討會，特別感謝論文發表者的無私貢獻。

此外，誠摯感謝臺北市內湖國小朱怡珊校長，感激她在假期中犧牲個人時間，協助完成

論文集的封面設計與排版工作。 

最後，我衷心期望兩岸關係能夠更加和諧，並期盼來年有更多的大陸專家學者能

親臨現場，與我們面對面暢談溝通障礙教育的未來發展。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七任理事長 

楊熾康 謹識 

   2024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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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感謝各位敬愛的長官、貴賓、特教先進、同仁，不辭辛勞，百忙中撥冗前來參加

由「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主辦的「2024 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今天個人就藉這個

機會代表「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再度向特殊教育界的同仁們報告個人成立「中華

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的目的。 

各類身心障礙學生多多少少均有聽、說、讀、寫的語言與溝通問題。溝通的方法

很多，不限聽與說、讀與寫，尚有唇語、手語、指語、肢體語言、筆談、圖畫、傳真、

網路、簡訊、溝通板、綜合溝通等管道，但是我們的社會、學校、教師、家長都習慣也

只希望孩子用言語說話，啟聰班只教口語，醫療系統或醫院語言治療師，也是只矯正構

音或口語訓練，我們的社會剝奪了身心障礙者利用其他管道表達情意的權益。雅文基金

會 Joanna 女士，生前希望未來 20 年內台灣沒有不會說話的聽障者，我一直借用她的這

個遺願，希望未來 20 年內，台灣沒有溝通障礙的身心障礙者。 

雖然個人 67 年來從事特殊教育的教學、研究、輔導、推廣、服務等對象，大部分

以聽語及溝通障礙者為主，可是仍然經常會碰到許多教師、家長表示，不知道怎樣幫助

他的孩子解決語言、溝通與人際交往的問題。1993-1998 學年度教育部、教育廳委託個

人規劃在桃園啟智學校，連續舉辦六屆的語言治療研討會，場場爆滿，可見語言溝通障

礙專業知能研習需求之殷切。雖然國內已有一個「台灣聽力語言學會」可供聽語專業人

員進修，但是他們研習的對象比較偏重在醫療系統的專業人員，出版品或講義內容等，

也充滿英文或醫學用語，對我們的特教教師、家長較難理解。 

近年來台灣特殊教育的領域中，已有多位語言與溝通障礙學博士、碩士從海內外

大學畢業，我在退休前希望把這些人力結合起來，因此於 2003 年 6 月 28 日成立了「中

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希望有一個團隊能有計畫、有系統地繼續為溝通障礙的學生及

家長服務。語言矯治、溝通訓練的最佳人選是家長與特教教師，溝通訓練的最佳場所是

在家庭與學校，希望這個學會成立後，有一個平臺、一個園地能提供特教教師、研究生、

與家長更多進修、研習、發表論述、溝通觀念的機會，以增進特教教師、研究生與家長，

語言與溝通訓練的專業知能。 

    本次研討會能順利舉行，首先要感謝學會理監事、會務工作人員、協辦單位

的協助，才能讓需要資料的與會或參加視訊的人士，無論是本會會員或非會員，均能取

得會議手冊、論文集等資料。其次要感謝今天所有的長官、貴賓、主持人、專題演講人、

經驗分享人、論文發表人的共襄盛舉、辛苦準備、精彩報告。同時也要向現任的理事長

楊熾康主任，準備會議手冊的王聖維秘書長，熱心協助本次「2024 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

的北聰 8 位工作人員、6 個協辦單位、6 位籌備工作的夥伴、5 位論文集、及所有志工，

致上最高之敬意與謝意。謝謝大家的熱心參與、指導與協助。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創會暨名譽理事長 

                                林 寶 貴 謹識 

               2024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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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聽障融合班級三師協同教學質性研究—以職業高中烹

飪專業西點製作技能課為例 

 

袁 東 

寧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學校  

 

摘 要 

本文針對職業高中聽障融合班級西點製作技能課的三師協同教學進行質性研究，以

此窺探聽障融合課堂教學品質提升之路徑。研究者通過現場觀課、記錄和後期訪談資料

的歸納整理，分別從課前準備、上課過程、課後總結與思考等多角度進行分析，發現三

師協同教學有以下優勢：教師團隊各司其責、互相協同默契；以學定教，教學內容符合

普特兩類學生特點與需求；教學流程清晰且基本固定；鼓勵普特學生交流，促進生生融

合；課堂教學重視手語等多元溝通方式，滿足聽障學生學習需要；教師團隊課堂站位、

助教手語翻譯、個別指導等符合聽障生學習特點。據此提出對未來聽障融合課堂教學的

建議：增加現代輔助科技，運用多元溝通方式，推廣融合教學策略。 

 

關鍵字： 職業高中、聽障融合教學、三師協同、質性研究 

 

壹、前言 

2022 年，中國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 「十四五」 特殊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畫》

指出，若推動融合教育發展、全面提高特殊教育品質，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推進職業

教育和特殊教育融合。「支持特殊教育學校和職業教育學校融合辦學，完善面向殘疾學

生的職業教育專業設置，深化校企合作，增加殘疾學生的專業與職業體驗，培養殘疾學

生的實踐與就業能力。」2023 年，寧波市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的《寧波市第三輪特殊

教育提升行動計畫（2023-2025 年）》提出：「以特殊教育‘優質融通’為主要目標，以

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 「深化普特融合，深化職特融通。」 在相關政策的支持和推動

下，寧波市也進行了一系列職業教育與特殊教育融合的初探。 

浙江省 10 個地級市正在實施 「愛德融合教育發展項目」（第三期），不斷深入探

索各學段聽障學生融合教育路徑、方式與成效。2024 年 3 月，寧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學

校與寧波市古林職業高級中學合作，實施職高烹飪專業（西點與西餐）聽障生與普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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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學實驗。本文將對該融合班級一學期西點製作技能課的三師協同教學進行梳理與

分析，試圖從微觀探索普通職業高中學校聽障融合課堂教學效果提升路徑。 

 

貳、研究方法和內容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對聽障融合班級西點製作技能課進行深入剖析。研究者共

聆聽 4 次新授課，並對部分內容進行記錄。此後，對參與授課的 3 位教師（主教 1 人、

助教 2 人）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對訪談錄音材料進行了轉譯和校對。最後，對以上過程

獲得的資料進行整理，對聽障融合教學流程、師生配合以及教學成效進行分析。 

二、研究對象與地點 

1.教師 

教師團隊 3 人。主教王〇〇，女，寧波市古林職業高級中學烹飪與面點專業教師（高

級技師）；助教 1 胡〇〇，男，寧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學校烹飪與面點專業教師（西式點

心高級技師）；助教 2 袁〇〇（聾人，有少量口語表達），女，寧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學

校烹飪與面點專業教師（高級技師）。 

項目追蹤教師 1 人袁〇，男，寧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學校教師發展中心（科研處）副

主任，高級教師。 

2.學生 

2023 級聽障融合班級 22-23 人。其中，聽障學生 11 人（來自寧波市特殊教育中心

學校職高部 2022 級、2023 級烹飪與面點班），普通學生 11-12 人（來自寧波市古林職

業高級中學 2023 級中西烹飪班）。 

3.上課時間與地點 

2024 年 3 月至 6 月，寧波市古林職業高級中學實訓樓面點實訓教室 1，每次三課時

（180 分鐘）。 

三、研究工具 

「教師即研究者。」研究者作為參與項目的追蹤教師，多次聽課觀察、記錄與反思，

研究人員自身作為研究工具（researchers as key instruments）（楊魯新，王素娥，常海

潮，盛靜，2012），兼有局外人（outsider）和局內人（insider）（陳向明，2000；龍筱

紅、張小山 譯，2009）的雙重身份，體現了循證實踐的特點。研究者對參與授課的 3

位教師進行詳細訪談，觀察與訪談互為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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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流程 

1.觀察學生 

上課學生 22 人或 23 人分佈在面點實訓教室的 4 張操作臺周圍，每張操作臺站立

4-6 人，由 2-3 名聽障生與 2-3 名普通生組成，分為 4 組。 

2.觀察教學 

研究者聆聽 4 次新授課。主教授課內容分別是學習製作西點《巧克力巴旦木曲奇餅

乾》《瑞士卷》《瑪德琳蛋糕》《奶油泡芙》，2 位助教分別配合主教，共同完成教學。

每次上課（3 節課），教學流程大致相同，見表 1。 

 

表 1  西式點心製作教學流程（180 分鐘） 

 

五、研究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收集到 8 份實證素材，包括 4 份上課（部分）錄影、1 份聽課記錄、3 份訪

談錄音轉譯文本。文本提供者分別是聽課教師袁〇（YD）、主教王〇〇（WLL）、助

教 1 胡〇〇（HWW）、助教 2 袁〇〇（YYQ）。本研究採用邏輯編碼法，根據文本提

教學流程 教學場景觀察 

導入（3’） 學生分組，每組普通生在前臺領取耗材，主教檢查原材料和工具

擺放，主教與助教 1 簡短交流，學生交流。 

 

 

新授（15-25’） 

主教站立在白板前，書寫製作西點名稱，宣佈上課；學生站立在

操作臺空處和前面觀看（聽講），小本子記錄；主教觀察學生，

助教 1 站立在主教旁邊，助教 2 站立在後面，均配合主教進行手

語翻譯；主教講解原料配比（名稱、重量、步驟等）並板書，主

教示範、講解樣品製作過程，學生觀摩；主教指出操作重點、關

鍵點與注意事項。 

 

 

操作（80-100’） 

各組學生分工，分別整理、分類原材料（麵粉、糖、雞蛋、黃油、

水果等）及稱重；原材料初步加工（取用麵粉、黃油等，分類、

稱重、切割）；原材料深入加工（包括攪拌、放入鐵盤、烘烤、

控溫、出盤、塗油、切割、分類等）；學生組內合作與討論；操

作重點步驟的個別輔導與示範；學生自主製作（鑲嵌、灌注或搭

配、滾卷、切割、擺盤等）；展現成品。在學生交流、操作的過

程中主教與助教都分別進行巡迴、輔導（小組、個體）。 

評價（10-20’） 評價成品。學生組內自評、組間互評，主教與助教評價。 

整理（10’） 整理、清洗工具與操作臺 

分享（3’） 裝盒、品嘗、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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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姓名拼音字母縮寫和文本段落語句順序，形成文本資料編碼。如王〇〇（WLL）

訪談錄音轉譯文本第一段第一語句、助教 1 胡〇〇（HWW）訪談錄音轉譯文本第三段

第四至五句語句分別編碼為 WLL-1-1，HWW-3-4、5。其他教師文本編碼依此類推。 

六、研究倫理 

研究者對 3 位教師的現場訪談，需要錄音，得到許可；音頻材料需要轉譯文字材料，

也獲得同意，並授權研究者使用於學術研究。本研究符合學術倫理規範。 

 

參、討論與分析 

一、課前準備 

1.教學分工 

三位教師各司其職，緊密協作，在課堂不同時段各自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總

體看，以主教為主，在集體教學和分組教學中把握整個課堂的教學內容和節奏。對於 2

位助教老師而言，在整個課堂教學中，雖都負責了手語翻譯工作，但也有不同的分工。

助教 1 認為自己更多還擔任了師生之間教學協調者的角色，助教 2 主要為聽障學生提供

翻譯，兼顧普通學生。「（胡老師，您認為三個老師分工，您怎麼來定位自己的？）這

個我其實就像說也不算是助教，可能更多的是一種協助，……或者我跟王老師之間的一

種協調。那我主要還是，以王老師為主對吧，因為王老師畢竟對我們的學生，她也不是

很瞭解的，那溝通方面可能也是比較困難的，那我主要是負責這一塊的（協調？）對，

（和學生的溝通，）對。」（HWW-3-1、2） 

2.瞭解學情 

本屆 2023 級聽障融合班學情較為複雜，班級人數 22-23 人，其中聽障生 11 人不變

動，普通生共有 35 人，分成三組輪流上課，每次上課 11-12 人（每次輪換，3 次為 1

週期）。考慮到普特學生學習特點，在教學的安排上，一個週期下來聽障學生上三節課，

分別是一次新授和兩次復習，而每一批普通學生都上一節課，即對他們來說都是新授課，

課後自行復習。「現在我們班派過來的學生只有 11 個，……其實我這個課要上三次了，

一模一樣的。因為人多嘛！」（WLL-5-3、4） 

主教在備課時，首先要考慮聽障生的學習需求和學習回饋，再兼顧普通生。她認為

自己與聽障生溝通不流暢，除了課後直接詢問之外，還會通過助教 1 間接瞭解情況。「備

學生的話，我是這樣的，那因為我們學生（註：普通生）其實那溝通沒問題啊，那你們

學生（註：聽障生）跟我們溝通有問題，為什麼？因為我不懂這個（註：手語），那我

首先考慮的就是你們這一塊，不是胡老師他們在嘛，你們不是有基礎嘛，……那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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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示範了，他們其實一看，他們也會交流。那可能我看不懂（註：手語），但是胡老師

他會給我回饋的，他說，‘他們會做。’」（WLL-6-3、4）「那當然我是分兩部分的，

我們學生那邊，我就其實比較簡單，跟他們講一下。你們學生地方，其實我上完課以後，

我還要問你們學生，（要回饋一下，）‘那你聽得懂沒？’……那有些學生他可能覺得

不好意思講啊或者怎麼樣，對吧？那我們學生他有話就講的啦。（還有一個嘛，他們聾

啞學生有的時候也會難為情，）是的。」（WLL-7-1、2、3、4、5、6） 

2 位助教之前只是熟悉聽障生教學，不熟悉普通生教學。但通過備課、觀察和輔導，

逐漸瞭解普通生學習方式。助教 2 認為「過去是不太瞭解（註：普通生）的，現在是比

較（註：瞭解）一點點了。」（YYQ-4-5）她說在課堂中，老師若一邊說話一邊寫板書，

那麼聽障生只能通過看板書來獲取資訊，而普通學生可以更順利地通過視、聽雙通道來

更高效地獲取。「老師自己一邊說話一邊寫黑板時，聾人是看的，普通人是聽的。」

（YYQ-5-6） 

3.選擇內容 

職高烹飪專業教師以學定教，根據班級學情、課程特點和就業需求等對統編教材內

容微調，聽障融合班也是如此。主教在備教材時，優先考慮聽障生學習特點，再兼顧普

通生。「其實這個教材噢，其實我以簡單為主，以你們為主……我在想，因為你們接受

得比較慢一點，所以……比如說你們上過的、有基礎的，那這樣操作起來就方便了，對

吧? 大家也能懂。」（WLL-9-2、3） 

在第 1 次課前，助教 1 主動與主教電話聯絡，討論教學內容，考慮到兩類學生學習

能力和基礎，選擇一款曲奇餅乾。「那麼以第一次為例，為什麼要第一次要選這個巴旦

木的這個？因為第一次，按照我們第一學期……第一塊內容啊，就是酥餅類的……那餅

類的話，我們跟王老師溝通過的，他們（註：普通生）學生也是因為剛接觸嘛。餅乾類

可能是最簡單的，比較好做……她是問我們‘教過沒有’……基本的手法、麵團操作，

我說，‘我基本上教過（註：聽障生）的’。她說，‘那我們學生沒教過’，我說，‘那

以你們為主嘛’，就當我們學生來復習，也在練習啊。第二個，說復習也是復習，說不

是復習也不是，因為餅類的東西，產品很多，可能操作的手法，略微還是會有不同的。」

（HWW-11-2、3、4、5、6、7、8、9） 

3 名教師互相討論，最終達成一個共識：選擇教學內容兼顧普特學生學習狀況和興

趣，從易到難，循序漸進，不斷提高他們的西點製作技能。「我們那個時候是這麼溝通

的……這第一學期餅乾類、蛋糕類或者麵包類都會有，但是她（註：主教王老師）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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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最簡單的……就是對我們專業老師來說，我們覺得學生應該可以接受，操作上應該

也沒有什麼大的問題。」（HWW-11-2、3、5） 

 

二、上課過程 

1.生生融合 

融合教育的關鍵是普特兩類學生在課堂中的有效學習。因此，需要觀察普特學生在

課堂上彼此溝通、交流與合作的真實狀況。 

基於平等、互助、融入的教育觀，主教以平常心隨機安排普通生與聽障生融合。第

1 次學習，普通生還是拘謹的，有好奇、憐憫的感覺，很被動，會謙讓、幫助聽障生。

「（我們現在關注就是普通學生跟我們的聾啞學生，是否能接納，我看到一組裏面有的

時候……就是普通孩子玩玩，）我覺得啊第一次，我知道其實普通學生對我們去也是一

種好奇，（普通學生也是，還有一個呢，說明班主任王老師做了思想工作，有可能啊，）

第二個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很大，肯定也是說過了啊，‘（註：聽障生）今天要來？’第

一次肯定是或多或少……會有一點可能說芥蒂啊或者疑問啊或者什麼東西。」

（HWW-14-3、4、5）「第三個可能會是說，你不管說是憐憫也好，或者是同情也好，

那或多或少作為一個正常的學生來說，你說這樣的學生，我們過去融合呢，人家肯定是

以會照顧為主，包容為主，對吧，（或者說謙讓一下，）對，謙讓一下。」（HWW-14-7、

8）「（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男生女生對我們的這個學生的配合度、接納度怎麼樣？）……

我們的學生還是比較謙讓你們學生的，就是幫助你們（註：聽障生）。還有比如說，你

吃的東西，（讓）你們基本上都打包走……剩下他們自己吃的，而且衛生也是我們自己

主動要搞的，他們說‘讓你們先走，我們留下來自己善後’……你們也很積極、很主動，

就是把自己的衛生收掉了，那我們公共區域呢，我們就收拾掉這樣子。」（WLL-15-8、

9、11） 

到第 3 次學習，普通生已接納、融入，甚至期待合作學習，把聽障生視同班級成員。

「但是後續，我覺得學生跟學生的融入的也挺好的，他們的交流啊，不管寫字啊或者怎

麼樣，都在交流，（說明這些孩子，還是比較樸實，）對，還是樸實。」（HWW-14-6） 

到了第 9 次，普特學生已完全相互接納、彼此融入。「（經過 9 次上課，從現在來

看，普通學生跟我們聾啞學生的合作的密切度方面怎麼樣呢？）密切度啊就是相互合作

的這個，我覺得挺好的，配合得還是。（跟第 1 次比？）那肯定是後面（註：比較好），

（默契感怎樣呢？）後面慢慢還是，（彼此能夠接納了？）對……他們而且每次都主動

的會來問的，他說，‘唉今天他們來嗎？唉我要不要跟他們一起上課，’其實他們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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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受他們（註：聽障生）了，以為就是一個班、一個集體的……而且有些人微信啊什

麼的，大家已經加上了，成為朋友了。」（WLL-16-8、9、11）「第 9 次以後呢，其實

普通學生跟聾啞學生其實已經是打到一片了，基本上也沒有什麼隔閡，距離感。」

（HWW-16-4） 

在普特學生距離逐漸拉近的過程中，助教的手語翻譯和個別指導具有舉足輕重的作

用。「那普通學生與聾啞學生合作啦，那是有的。因為他們學生也會跟我們學生說，可

能手語上，我們的學生聽不明白，相互之間，學生可能都是不瞭解，不太明白對方的意

思，但是作為我們手語老師，這個時候就是要去協助他。」（HWW-16-1、2）「（我看

到一開始好像我們聾人學生也沒有……），對，沒有配合，但是慢慢配合起來了……第

一，有些膽小，不敢主動唄，怕別人拒絕，學生（註：聽障生）是問他們（註：普通生），

‘這個，要不要幫忙拿？’（就是我們的學生還是有一點害羞啊，）害羞而又害怕，（就

是害怕？）……如果會與普通人說話，那麼交流就方便。還有一些學生（註：聽障生）

啊他們偷偷在學習，就是要寫。（就是要慢一點，但是我們聾人學生也願意交流，也是

好的，）對，是好的。」（YYQ10-1、2、3、5、6）由此可見，部分口語能力較好的聽

障生與普通生的溝通較為便利，其他聽障生則需要文字、手語等溝通方式，且兩類學生

的溝通與合作，不僅需要多元溝通方式的支援，還需要漸進式心理調適過程，這時助教

便能夠為他們搭起交流的橋樑。 

2.師生交流 

西點製作是實操課，主教在集體講解後，更多地採取全程或部分關鍵操作示範、口

語講解以及個別輔導等方式授課。全體學生主要通過視覺、聽覺和自主操作來理解和掌

握製作技能，其次則是通過書面記錄（如配方和操作步驟）輔助記憶。在對學生進行分

組教學、巡迴輔導的過程中，3 位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交流則運用多元溝通方式，如口語、

手語、手勢動作、書面語、表情和肢體動作等。 

「我覺得分組，一般都是我們的孩子跟你們的孩子穿插一起……讓他們相互合作、

相互行動，那比如有些東西唉可以借助你們（註：助教翻譯手語）……（註：分組操作）

還是總體還是比較融洽的。」（WLL18-3、7）「分組操作基本上是這樣的啊，王老師

是自己去觀察學生需要，（巡查？）對，巡查……那麼我跟袁〇〇老師也是溝通過了，

反正我們每組都去巡查，發現有問題，操作有問題的，我們可以跟他們進行溝通。（那

王老師的巡查，您也旁邊在跟著嗎？）也有跟著，但是發現效果沒有我們分頭行事來的

好，因為你發現以後，他（註：學生）哪個動作錯了或者哪個步驟錯誤，我馬上就可以

把它更正。第二個，可以避免很多原材料的浪費。」（HWW21-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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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談到了是一個多元溝通。比如說您講的是口語，學生要執筆記下，）對，

還有板書，那麼我們學生可能會有唉（還會看你的嘴巴，）對，（唇語啊，）是的，還

有動作，那麼還有手語，袁〇〇老師手語演示。」（WLL21-1、2）「比如說你手語，

你們（註：聽障生）肯定是很重要的，對吧，因為你不靠這個手語，我們光靠那個點點

指指（註：手勢動作），那有點不夠，還有一個呢，就是學生的悟性。第二個……那主

要還是做筆記了，我覺得筆記一定要做……那我是要求他們每天要記配方啊，配方很重

要。」（WLL22-3、6、7）「（您認為哪種溝通方式對學生最有效？）我覺得還是筆、

書面語，還有手語，可能動作也會有。在我們這個專業上可能說是操作動作很重要。」

（HWW20-1、2、3） 

中國目前還沒有學校體系西點製作手語名詞標準。助教翻譯手語主要依據如下：（1）

根據文字意思，使用動作來表達，文字與動作一一對應；（2）情景肢體語言；（3）學

生自己理解的手語動作或手指語；（4）在手語句子環境中凸顯專業名詞。受助教手語

能力制約，目前助教翻譯授課內容以手語詞語、手語短語為主，可能存在資訊衰減或不

明現象。西點實操課主要以觀察、嘗試、實踐、理解，再嘗試、實踐為迴圈，手語翻譯

只是提供學習支援的一個途徑，最終還是以學生製作的成品品質為准。「（西點有些專

業名詞，您怎麼翻譯呢？）專業的名詞，（註：西點和中點一樣）沒有固定的，那基本

上如果說我們都以黑板或者以 PPT 的形式（註：圖文呈現出來），那是最好的。（還

有我看老師說「卷起來」要卷得不松不軟，這個「卷起來」，）那我們就是基本上跟肢

體語言一樣打，學生也能懂，（那麼你們有沒有自己創的專業名詞？）專業名詞有，我

們基本上如果自己不懂的情況下，我們也會去問問我們自己的孩子（註：聽障生），他

們覺得怎麼理解的……到最後（我們以他們理解的為主，）對，因為他們告訴我們的，

肯定是他們自己知道的東西。」（HWW28-1、2、3、4）「就比如說‘泡打粉’，學生

就是（註：逐字）打拼音的，他告訴我就打拼音。」（HWWL29-7、9、11）「（還有

些手語名詞沒有規定，你們如何創造這些專業名詞的手語？）……第一是問學生，第二

再根據自己的學習的經驗。」（YYQ29-2）「經過自己理解以後，修改一下，這樣手語

（註：專業名詞）就能定下來了。」（YYQ30-3） 

「科學性規範性我們先放一邊，我是這麼想的。那既然是以學生學為主嘛，那麼學

生瞭解就好了，對啊，學生覺得我打（註：手語）的時候，他能看得懂。」（HWW31-4、

5）「（那我這裏看到一個細節，就是您也不是打整個句子的，我看也是打一個短語，）

對，詞語。我們基本上不會打整個句子，基本上都是重點（的短語）……這個就是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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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因為你如果按照她（註：王老師）的語速去打，肯定是跟不上的，（要擇重

點），對。」（HWW32-2、3、6） 

3.師師協同 

教師團隊協同度是高質量融合教學的關鍵。3 位教師都是烹飪專業畢業，目前都是

職高專業課教師，彼此專業背景、實戰技能、工作經驗等都是三師協同教學的基礎。3

位教師儘管有職能劃分，事先有確定主教、助教，事實上都是普特共融課堂教學的合作

者。主教統領課堂，把握整體教學節奏；兩位助教輔助聽障生與主教教師及普通同學的

溝通，同時也承擔個別輔導的任務，確保聽障生在融合班級接受資訊「無障礙」。 

「其實我跟胡老師也沒有分主、助，為什麼？因為我覺得……第一個我上課的內容，

他都懂，他都知道，其實我們兩個就是相互合作了……胡老師很配合的，我覺得還配合

得蠻有意思。」（WLL27-2、3）「那責任的話，其實他們（註：兩位助教）責任比我

大，為什麼？他們（註：聽障生）要來這邊聽懂我的課，那靠他們兩位的。」（WLL28-4）

「（助教 2 袁老師她就是聾啞人，你是不是認為聾啞人跟聾啞人交流是不是比較方便？）

對。那我覺得我更多的就是讓你們的胡老師，讓你們的袁老師，去跟你們的學生去溝通。

那當然有些（註：簡單的）東西，那我可以給他們（註：傳達出來），但實際上面有些

東西，其實我也不懂（怎麼表達），……但是他們能更好的去給學生交流。」（WLL29-3、

4、5、）「（那麼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兩位助教，因為一個是聽得到的老師，一個是聽不

太清楚，你認為他們兩個老師配合的什麼樣？）挺好的呀，我看胡老師跟袁老師也很默

契啊，一個眼神就知道。」（WLL30-8） 

此外，3 位教師在站位上也經過了精心設計，以方便課堂教學。2 名助教在主教進

行集體教學時，站位一前一後，助教 1 站在主教旁邊，但不遮擋白板的文字，方便兩邊

站立的聽障生即時觀看。助教 2 站在聽障生邊上進行手語翻譯。在分組教學時，兩位助

教分散到各組隨時巡查，各自發現普特兩類學生操作問題，即時給與指導，兼顧整體與

個體。 

「助教胡老師在我邊上的，袁老師在後面的，一前一後的，（就是集體講的時候），

對，（然後是在分組操作的時候，）讓他們分散了。」（WLL30-6）「（在集體課的時

候，好像我看你站到王老師旁邊，）對，我站在王老師旁邊嘛……主要是針對我們斜對

面的孩子，（就便於我們老師講，我們翻譯，）對……（就是我們的站位是更加有利於

我們聾啞學生能看到，）對，能看到我們兩個老師在翻譯的。」（HWW24-2、4）「（分

組的話）我跟袁〇〇也是一樣的嘛，基本上都相當於說是，第一個，兩個人都是以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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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為主的。第二個，我們兩個人是基本上都是有分工，也就是說學生操作的時候……

我們都是巡迴著，（各個小組）都在看。」（HWW24-6、7、8、9） 

三、課後總結與思考 

1.專家點評 

浙江省「愛德融合教育發展項目」顧問、首席專家沈〇〇認為：「很有特色，尤其

是手語的介入，解決了融合中的溝通問題，有效提高了學習品質。同時要注重學生間的

溝通交往和心理層面的融合。」對於配備 2 名專業課教師作為助教，且其中 1 名為聾人

助教，沈〇〇也認為「這種配置科學合理」，同時鼓勵這種融合教育課堂「要在不斷總

結的基礎上，開拓創新。」 

2.教師看法 

三師協同教學已進行一學期，主教與追蹤教師肯定這種教學形式，主教認為特殊學

校選派教師團隊，配備 2 名助教以及 1 名追蹤教師，有時還專派攝影老師等，有規劃、

有分工，團隊意識強。追蹤教師也認為：「……三師搭配較好，1 名主教和 2 名助教都

是專業課教師，專業技能很強，特別配備聾人教師作為助教，對於提高聽障學生溝通效

能很有幫助。另外，這一位袁〇〇聾人教師也是 2016 年在我校另一個聽障融合班學習，

後來又考入高職專科，畢業之後又去企業工作，再回到特殊學校任教，現在再擔任聽障

融合班助教，這個獨特經歷對於目前助教工作很有價值。」（YD-1-1、2） 

然而，2 名助教認為該課堂還有待提升之處，他們認為目前普通生人多，3 組輪換

學習也制約了聽障融合班教學進度，理論教學也有待加強。「對於專業上的，比如說我

們的課，整套的流程，我覺得還是不夠規範的……我們理論上的比如說課題的導入啊或

者什麼，可能是欠缺一點。主要是因為我們做的是實踐操作課，那麼相對於理論的東西，

我們可能會在操作的過程當中會去體現（更多）一點。」（HWW-2-4、5、6）「那如果

全部從理論上去講解或者再到實操可能更完美一點，但是有一點就是可能課時量，（受

到他們的制約）……那也會影響教學進度。」（HWW-3-1） 

3.學生態度 

通過三位授課教師觀察，他們發現普特學生互不排斥、主動接納、迅速融入，對雙

方都有益處。開展融合教學，尤其三師協同課堂教學，可以提高聽障學生溝通與交往能

力。「職高的學生他們也其實也比較得好奇吧……那我們怎麼溝通……怎麼去交流，那

有些學生都跟你們（註：聽障生）聊得很那個（註：投機）的，其實內心沒有排斥，真

的沒有，這個可以接受的。」（WLL-1-2、3）「那我覺得第一個從社交方面，（對）特

教的孩子也有很大的幫助吧。畢竟（註：聽障學生）對普通的職高生或者普通人的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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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註：接觸）太少了，所以這樣過去我覺得也是蠻好的。」（HWW-1-3、4）「好

的地方，（註：促進學生）個人交流，第二，互相學習。」（YYQ-1-3） 

 

肆、研究結論 

通過對職普特融合西點製作技能課教學進行 4 次現場觀察、記錄及後續訪談和分析，

研究者認為一學期普特融合三師協同教學通過以下幾點，達成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1.教師團隊各司其責，相互協同默契； 

2.以學定教，內容符合普特學生特點與需求； 

3.教學流程清晰且基本固定； 

4.鼓勵普特學生交流，促進生生融合； 

5.課堂教學重視手語等多元溝通方式，滿足聽障學生學習需要； 

6.教師團隊課堂站位、助教手語翻譯、個別指導等符合聽障生學習特點。 

 

伍、教學啟示 

結合以上融合課堂觀察、部分實錄和訪談資料分析與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

議，為後續職業高中聽障融合教學提供參考。 

一、增加現代輔助設施 

任何課堂教學都要促進學生可持續發展。融合教育課堂不僅要考慮普通學生的學習

特點，更要照顧到聽障學生特殊需求。本項目因授課場地有限，應用輔助科技或設備較

少，缺乏能夠進行直觀教學、增強個別化即時輔導與回饋的工具，在實操課程中，這些

工具能夠大大提高學生記憶效果和對操作技巧的理解程度。「（你認為輔助科技，比如

大螢幕，有沒有作用呢？）那作用肯定是（會更好），還有就是有個效果圖，對不對？

（哪怕王老師備課的時候，她插了幾張照片，這種成品也好，或者說是這個流程也好，）

這種輔助科技可能（效果會更好）。」（HWW25-1、2） 

二、重視多元溝通方式 

三師協同的融合課堂，生生融合、師生交流和師師協同的過程都離不開高效的溝通，

師生運用到了口語、手語、肢體語言或操作動作、書面語等各種不同方式進行交流，這

樣多元的溝通方式有效拉進了學生之間、師生之間和教師之間的距離，推動教學順利進

行。在今後的融合課堂中，教師可充分利用這一點，鼓勵學生之間用多種溝通管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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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如分組發放溝通板、給普通學生普及簡單的手語、製作並分發含有手語二維

碼的《常見西點製作》手冊等。 

三、推廣融合教學策略 

在融合課堂的發展進程中，教師從獨立教學到合作教學，都是為了更好地支持不同

學生的學習需要。同時，三師協同不僅僅是課堂教學的合作，也有教師之間的互相學習、

共同進步。「（我們現在這樣三師協同的對我們老師個人的職業成長，比如說教學啊，

後續的研究啊，有沒有什麼作用？）我覺得挺好的，這樣的話其實大家都能更加相互的

去溝通交流，（就是迎接挑戰？）真的，這樣的課，我還真沒上過。」（WLL44-1、2）

「其實老師個人技能的發展……我們已經在吃老本了……我們教師個人技能的成長只

能說是什麼？不斷的去創新……老師也要出去看看，人家外面已經有新的東西出來，你

要去學習。」（HWW48-1、2、4）在課堂教學中，儘管 3 位烹飪教師的專業技能都達

到了高級水準，但面對大差異的融合班級，還需要更新教學理念、豐富教學策略、不斷

鑽研新的教學模式，從而成長為烹飪專業「雙師型」高級教師。 

 

陸、總結 

聽障融合教育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它不僅需要政策、資金和先進理念的支援，更

需要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共同努力。此外，這也是一個高成本、高投入的教育模式。參

與日常工作的教師團隊不僅包括直接授課的 3 名教師，還包括負責跟蹤評估、宣傳報導

以及負責拍攝的其他教師。 

從傳統中餐及麵點，到現代西餐及西式糕點，寧波聽障融合教育正在不斷前行。展

望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和推進融合教育的專業領域、教學內容、教學場所、師資配備、

學生比例以及面向社會就業等議題，積極穩妥地進行實踐。希望通過循證實踐，探索出

一套具有「寧波特色」的融合教育支持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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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手語雙語繪本個別化教學促進聾童語言發展案例之

探討 

  

章華英 

衢州市特殊教育學校 

 

摘 要  

本文針對聽力語言發展不佳的聾童個案進行個別化教學補償實踐，探索選擇適合的

手語雙語繪本作為個別化教學教材，制定適宜的個別化教學目標，將手語和漢語的雙語

轉換作為個別化教學主要策略，指導家長在家堅持手語雙語繪本親子共讀。通過家長訪

談、教學觀察等方法，評估記錄個案兩年的手語和漢語雙語習得情況，從字詞和句子習

得總量、傾聽與表達、閱讀與書寫三個方面統計分析個案的語言發展，結果顯示個案手

語和漢語詞句習得均有顯著增長、語言理解表達與書寫能力大幅提升，建議避免機械閱

讀手語雙語繪本，期待更多聾童早學手語，利於加速語言發展，為聾童終身學習、融入

主流社會生活與工作奠基。 

 

關鍵字：手語雙語繪本、個別化教學、聾童語言發展 

 

本文就實際的個案和手語雙語繪本個別化教學的介入情形與成果進行詳細說明。 

一、個案基本情況 

H（化名），女，2017 年 1 月出生，如今 7 歲半，雙耳一級聾，聽力損失原因不明，

聽覺神經發育異常，助聽補償效果不佳，未配戴助聽設備。家人均為健聽人，H 幼時長

期在家沒上學，基本無口語，手語能力弱，有自創的少量手勢動作，如點頭、搖頭、聳

肩攤手，自理能力差，不願與他人溝通交往，5 歲半時進入幼稚園大班進行手語雙語共

融教育一年，學習品質較好，各項能力發展較好，大班畢業後升入一年級就讀。 

二、個案的語言支持環境 

1.與校內同學手語溝通深度和強度不足 

大部分聽障兒童獲得較好的聽力補償和學前教育，基本升入普通小學隨班就讀，聾

校的生源轉變為混合型障礙兒童。以 H 班級為例，班中其他同學全是多重障礙兒童，

如腦癱兼聽障、發育遲緩兼聽障，H 和同學打手語僅限於淺顯少量的日常生活用語，她

又是通校生，下午放學就回家，與其他年級聽障同學打手語的強度和深度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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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聾校語文教材閱讀量不足 

目前使用的聾校語文一年級新教材，上下兩冊教材的識字表總量是 250 個字，其中

要求會寫的字表是 200 個字，一上教材以單句為主，共有句子 22 個，一下教材共有句

子（包含單句、複句）171 個。此外新教材中手語辭彙及手語句子的呈現和示範也不足，

如一上語文教材，書中僅有中文拼音手指語和第 8 頁的“一、二、三、四”4 個手語圖，

一下語文教材第 12、27、71 共三頁的“手語角”中有 23 個詞語，但沒有手語打法圖示。

而一名 6 歲普通兒童平均掌握的漢語辭彙量在 3000-5000 個左右，基本能夠清晰表達眾

多複句，通過圖畫提供的線索，可以推測情節發展和編故事 (幸福新童年編寫組，2012) 。

聾校語文教材提供的漢語和手語閱讀總量顯著不足。 

3.家庭語言學習支持不足 

H 的主要撫養者是父母，家中還有一個健聽的雙胞胎哥哥，家人對 H 較寵溺，以

生活照料為主，不會打手語，憑藉少量手勢和肢體動作來溝通，家人不知道如何教 H

學語言，語言學習支持嚴重不足。 

4.適宜的手語繪本或書籍補充不足 

繪本是最適合所有兒童閱讀的書籍，繪本的創作蘊含著作者對兒童本位的思考，真

正從兒童視角出發，配備精美的圖畫和簡練的文字，為孩子提供了大量的視覺資訊，有

助於提高孩子的觀察、理解、推理、想像和語言表達能力。國內現有一些聾校和特教機

構在研究如何利用繪本幫助聾童學習手語，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如何針對不同年齡和語

言能力的聾童選擇適合的繪本，選好繪本後或逐頁或幾頁繪本合併拍一段手語視頻，也

有針對該繪本閱讀設計幾個問題拍成手語視頻，旨在幫助教師或聾童家長輔導聾童學習

手語，但此種形式需要借助老師和家長的輔助或電子設備，聾童才能學習手語，便利性

不足，過多觀看手語視頻對聾童的視力保護也不利。適宜聾童閱讀的有手語支持的課外

書籍選擇不足。 

綜上所述，H 各方面的語言學習和支持顯著不足，需要依託直觀有趣的手語雙語教

材，對 H 進行每天一次的個別化教學，加速 H 語言發展。 

三、個案的個別化教學支持策略 

1.選擇適合個別化教學的手語雙語繪本 

H 個別化教學使用的手語雙語繪本，由幼稚園聾人教師和聽人教師合作編譯，編譯

時選擇幼兒喜愛的繪本或教師自編的幼兒一日保教活動圖冊，選擇時兼顧考慮了托班、

小班、中班、大班四個年段的閱讀需求和難度，然後把繪本圖冊中的漢語文字翻譯成中

國手語，保留原有繪本或圖冊的圖文資訊，在每頁內容的下方附加手語圖、手語譯文及

手語影片鏈接，用 PPT 的形式進行編寫和製作，可彩色列印成紙質稿自主閱讀，每頁

有二維碼可以掃碼觀看手語影片，也可以直接用 PPT 播放學習。手語雙語繪本有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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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文字、手語圖三種符號同時呈現，H 讀一年級時又在繪本中的漢語句子上方加上了

第四種符號中文拼音。自行編譯的手語雙語繪本，直觀有趣，非常適宜聾童個別化教學

時學習使用，如圖 1 所示。 

 

圖 1 

手語雙語繪本之範例 

 

 

2.制定適宜的手語雙語繪本個別化教學目標 

（1）學前階段的手語雙語繪本個別化教學目標 

H 入讀本校幼稚園大班時，語言能力接近零起點，口語學習難度大，此時手語雙語

繪本的個別化教學主要目標是：逐步培養聾童自主觀察、理解繪本插圖的能力；培養聾

童自學手語圖的興趣和能力；培養聾童手語和繪本頁面的轉換能力。 

（2）小學一年級的手語雙語繪本個別化教學目標 

經過幼稚園一年的手語雙語繪本個別化學習，H 已經有了一定的手語積累，能基本

表達日常生活需求。升入小學一年級後，手語雙語繪本個別化教學的主要目標調整為：

培養聾童自主學習手語和漢語的能力；鼓勵聾童觀察、推理、想像和表達（包含用手語、

口語、手指語打中文拼音、書面語等表達方式）繪本；逐步感悟手語和漢語語法的異同，

提高手語和漢語雙語的轉換能力。基於 H 是全聾兒童，學習漢語口語以培養語音思維

為主，口形儘量正確，清晰度盡力即可，可用手指語輔助發音，語音思維利於漢語詞序

和語法的學習，也利於區分用同一個手語表達的眾多同義詞或近義詞。 

3.手語雙語個別化教學過程注重手語和漢語的轉換 

（1）學前階段個別化教學過程側重繪本圖頁和手語的轉換 

幼稚園大班時的 H 閱讀經驗少、不識字，手語雙語繪本個別化教學時，指導策略

包括：一是繪本的選擇由易到難，初期時選擇貼近生活、句子簡短的繪本，如《小熊寶

寶》系列；二是激發手語學習興趣，引導 H 觀察每個手語圖，嘗試自己打一打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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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及時鼓勵、按需求給予輔助；三是引導 H 理解手語句子和繪本頁面內容的聯繫，

如觀察插圖，找出對應的手語，打一打手語，找出對應的畫面；四是側重強化繪本圖頁

和手語的轉換，如看教師打手語找出相對應的繪本圖頁，看繪本圖頁打出完整的手語句

子，意在培養 H 的繪本理解能力，並逐步積累手語。    

（2）小學一年級階段個別化教學過程側重手語和漢語的雙語轉換 

H 有了一年的手語雙語繪本閱讀體驗，對繪本圖頁與手語的對應理解較為顯著，一

年級時開始學習中文拼音和書寫，此時個別化教學需要加強手語和漢語的雙語轉換，意

在同步掌握手語和漢語這兩種語言，具體指導策略如下： 

一是自主學習：1.自主觀察繪本、表達繪本，手語和漢語（手指語拼讀或書面語書

空）皆可；2.自學手語圖：看繪本手語圖自打手語，教師酌情輔助。 

二是學習手語：1.理解手語意思，手語詞與繪本圖意對應理解，或結合上下文、生

活經驗解釋；2.背手語，遮住手語圖，打出完整的手語。 

三是學習漢語：1.拼讀完整句子，逐字用手指語拼讀繪本中的句子，要求口形正確，

一個字只發一個音；2.連讀整個句子，一邊打出每字的第一個拼音手指語一邊說話，要

求口形正確，讀長句或分句時學會停頓，逐步學習詞的連讀；3.理解句子意思，詞語意

思與繪本中的畫面對應理解，或結合上下文、生活經驗解釋；4.漢語詞句書空，這個教

學環節從易到難、由短及長；5.背句子，合上繪本，逐字用手指語拼讀出句子。 

四是強化手語漢語雙語轉換學習：1.漢語與手語對應理解，指詞語找出對應的手語

圖，逐步領悟漢語和手語兩種語言的詞序與語法異同；2.漢語轉手語，看繪本中的漢語

句子，打出正確的手語；3.手語轉漢語，看手語，寫出完整的中文拼音和句子，同樣遵

循從易到難、由短及長的原則。 

4.指導家長堅持手語雙語繪本親子共讀 

（1）幼稚園大班共讀策略 

對初入幼稚園學習的 H 和健聽家人來說，都是初次學習手語，此時每天的親子共

讀手語雙語繪本，主要是全家一起模仿和記憶繪本中的手語句子，然後儘量遷移到生活

中溝通和交流。親子共讀繪本，也意在引導健聽家人接納手語，悅納 H 的聽障，學會

手語和 H 溝通，營造良好的家庭語言學習環境。 

（2）小學一年級共讀策略 

經過一年的親子共讀，H 全家的手語能力皆有較大提升，此階段的每天親子共讀，

開始注重指導家長關注 H 手語和漢語兩種語言的學習和轉換，並且鼓勵家人和 H 一起

用手語或漢語討論繪本，最大化地使用和內化兩種語言，加速 H 的語言積累。 

四、個案教学成效 

H 學習手語雙語繪本共 2 年，從初期的一個月學習一本，逐步發展為兩周或一周學

習一本。評估 H 兩年已學的 35 本手語雙語繪本，結合學習內容自製手語和漢語習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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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表，學前階段評估表主要評估 H 看繪本頁面打出完整的手語句子，統計手語辭彙和

句子習得總量；小學一年級評估表主要評估 H 漢語轉手語、手語轉漢語的雙語水準。

評估時間為每日個別化教學的部分時間，每次評估內容為上周某天的個別化學習繪本

（依據繪本難度每次教學 1-3 頁繪本），做好當日評估記錄，每學期末進行匯總統計。

選取每日評估舊知的方法，原因一是 H 年紀小，如果集中在期末進行大量詞句評估，

易使 H 感到疲勞和厭煩，降低 H 對手語雙語繪本的學習興趣，二是人的長期記憶包括

1 天、2 天、4 天、7 天、15 天共五個記憶週期，選擇對 7 天前的學習內容進行評估，

能有效驗證 H 是否已經習得詞句，如表 1。 

 

表 1    

H 一年級下冊手語雙語繪本個別化教學語言習得評估表 

評估時間：2024.3.13    評估內容：上周已學手語雙語繪本《刷牙》第 3-4 頁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 評估結果 

一、漢語轉手語 

（看句子打手語） 

1.爸爸，你/做/什麼？ 手語詞 9 個: 8 個對，1 個錯

（“新鮮”的手形錯）。 

手語句子 2 個：1 个全對，1

个基本對。 

2.蜂/蜜/新鮮，吃/快！ 

二、手語轉口語 

（看手語句子 

用手指語打拼音） 

1.bà ba，nǐ zài gàn shén me？ 漢字音節 15 個：13 個對，2

個錯（gàn-gān，fēng-fēn，

聲調、韻母錯）。 

2.xīn xiān de fēng mì，kuài 

chī ba！ 

三、手語轉書面語 

（看手語寫句子） 

1.爸爸，你在幹什麼？ 句子 2 個：全對。 

漢字 14 個：全對。 2.新鮮的蜂蜜，快吃吧！ 

 

每日評估不僅能記錄 H 近期的語言掌握情況，同時也為手語雙語繪本的個別化教

學內容、目標、策略等調整提供有力參考。 

1.手語和漢語詞句習得大幅增長 

根據 H 每日個別化教學時的評估記錄，每學期末匯總，統計 H 兩年的手語雙語繪

本個別化學習語言習得總量結果，詳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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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H 兩年手語和漢語字詞句習得統計表 

手語雙語繪本 

詞句庫 
入園前 大班上 大班下 一上 一下 

漢語 

1.口語字表：495 個 
5 

口語 

16 

口語 

27 

口語 

139 

手指語 

401 

手指語 

2.口語句子：387 句 0 
3 

口語 

9 

口語 

98 

手指語 

302 

手指語 

3.書面語字表：495 個 / / / 187 436 

4.書面語句子：387 句 / / / 87 329 

手語 

5.手語詞：431 個 11 73 156 272 422 

6.手語句子：387 句 / 
23 

看插圖 

51 

看插圖 

143 

看圖文 

368 

看圖文 

備註：一年級聾校語文教材，總識字表 250 個字，總寫字表 200 個字，句子共 193 句。 

 

需要說明的是，上表中漢語辭彙總量略高於手語辭彙總量，是因為部分漢語助詞、

量詞、副詞等在翻譯手語時略去，還有部分漢語片語翻譯時只需要一兩個類標記手語即

可；表中 H 每學期的語言習得量包含前面學期已掌握的詞句，因此一年級下學期的習

得量即為 H 兩年語言習得的總量。從評估結果可以看出，H 兩年漢語口語約掌握 81％

的總字表，學前階段沒有學拼音，主要是模仿教師學說話，但對全聾的 H 來說難度極

大，只能基本說清“跑、不、好、飛”等常用字，小學階段開始學拼音，漢語口語表達主

要是打出每個字音節的手指語，H 的手指語習得快速，未掌握的字主要是部分聲母韻母

或聲調有誤；漢語口語句子約掌握 78％，學前階段能基本說清說“媽媽來，泡泡大”少

數短句，小學階段開始能用手指語打出較多漢語句子，總體良好，但有部分字的聲母或

韻母或聲調記錯、漏字、少數詞序錯。書面語書寫學前不作要求，小學一年的繪本字表

庫習得約 88%，少數字筆劃記憶有誤；書面語句子習得約 85%，主要是部分字寫錯、

漏字、同音字混淆、詞序有誤。手語辭彙約習得 98%，已基本掌握，只有少量較難的手

語詞忘記；手語句子掌握約 95%，學前階段不識字，評估時主要是看每頁的繪本插圖打

手語，一年級評估可以同時看繪本上的插圖和句子打手語，H 基本能打出完整手語，只

有少數長句漏手語詞或詞序有誤。總之，H 的手語和漢語字、詞、句習得均有大幅增長，

語言習得從學前到小學呈現顯著遞增狀態，尤其是一下學期，雙語詞句習得呈快速成長

狀態，語言學習能力快速發展。基於 H 視覺學習的優勢，學前和一年級時手語詞句習

得均高於漢語，然而隨著手語雙語學習的持續和深入，今後兩種語言習得會逐漸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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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手語和漢語的理解與表達顯著提升 

綜合 H 的生理年齡、語言水準、聽力缺陷，參照《3-6 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中

“5-6 幼兒語言領域的學習與發展指標”，編制 H 語言理解表達能力評價表，評價表包括

傾聽與表達、閱讀與書寫準備兩個子領域下 6 個小指標中共 17 項評估內容，評估方法

一是訪談法，訪問 H 媽媽關於各評價指標 H 在家的表現，二是觀察法，主要觀察記錄

H 個別化教學時手語和漢語的理解、表達、溝通等的表現，每學期進行匯總分析，兩年

的評價結果，詳見表 3。 

 

表 3     

H 兩年語言理解表達能力評價表 

語言理解與表達發展指標要求 

各學期發展評價 

（4 級評價：優、良、弱、無） 

入園

前 
大班上 

大班

下 

一

上 

一

下 

1．認真

看並能

看懂常

用語言 

①能注意看其他人講話。 弱 弱 良 優 優 

②看不懂或有疑問時能主動提

問。 
無 弱 良 優 優 

③能結合情境理解一些表示因

果、假設等相對複雜的句子。 
無 無 無 弱 弱 

2．願意

並能清

楚地表

達 

①願意與他人討論問題，敢在眾

人面前說話。 
無 弱 良 優 優 

②能有序、連貫、清楚地描述一

件事。 
無 弱 良 優 優 

③描述時能使用常見的形容

詞、同義詞等，語言比較生動。 
無 無 弱 弱 良 

3．具有

文明的

語言習

慣 

①別人講話時能積極主動地回

應。 
弱 弱 良 優 優 

②懂得按次序輪流講話，不隨意

打斷別人。 
無 弱 良 良 良 

③能依據情境使用恰當的語

言。如在別人難過時會用恰當的

語言安慰。 

無 無 弱 良 良 

4.喜歡

聽故

①專注地閱讀圖書。 弱 弱 良 優 優 

②喜歡與他人一起談論圖書和 無 弱 良 良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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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看

圖書 

故事的有關內容。 

③對圖書和生活情境中的文字

符號感興趣，知道文字表示一定

的意義。 

無 弱 弱 良 優 

5.具有

初步的

閱讀理

解能力 

①能說出所閱讀的幼兒文學作

品的主要內容。 
無 弱 弱 良 優 

②能根據故事的部分情節或圖

書畫面的線索猜想故事情節的

發展，或續編、創編故事。 

無 弱 弱 良 良 

③對看過的圖書、聽過的故事能

說出自己的看法。 
無 無 弱 良 良 

6.具有

書面表

達的願

望和初

步技能 

①願意用圖畫、符號、手語、手

指語或文字表現事物。 
弱 弱 良 優 優 

②寫畫時姿勢正確。 弱 良 良 優 優 

 

表 3 顯示，H 的閱讀、理解、表達及溝通能力顯著增長，表現優異的指標主要有：

能注意看其他人講話；看不懂或有疑問時能主動提問；願意與他人討論問題，敢在眾人

面前說話；能有序、連貫、清楚地描述一件事；別人講話時能積極主動地回應；專注地

閱讀圖書；能說出所閱讀的幼兒文學作品的主要內容；願意用圖畫、符號、手語、手指

語或文字表現事物，說明 H 的語言閱讀與表達的主動性、豐富性大大提升。發展不足

的指標是：能結合情境理解一些表示因果、假設等相對複雜的句子；描述時能使用常見

的形容詞、同義詞等，說明 H 對抽象詞語與複句的理解和運用能力有待加強，需要在

不斷學習中領悟與提升。 

日常手語雙語繪本個別化教學時，及時記錄 H 語言習得典型案例，顯示 H 語言理

解與表達能力不斷發展。 

能用手語描述手語與漢語的異同 

（1）發現手語翻譯與漢語的字數不同 

如 H 發現手語雙語繪本中的漢語“是誰呀”有三個字，翻譯後對應的手語圖下面只

有一個字“誰”。 

（2）發現手語和漢語詞序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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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發現手語雙語繪本中的漢語和手語詞序有時一樣，如漢語“小熊睡覺”，翻譯成手

語是“小/熊/睡覺”；又發現大部分漢語和手語詞序不一樣，如漢語“我幫媽媽掃地”，翻

譯成手語是“媽媽/掃地/我/幫忙”。 

（3）發現漢語詞和手語翻譯詞不同 

如 H 發現手語雙語繪本中的漢語“也”，翻譯後的手語圖和詞是“一樣”， 

原因是中國國家通用手語詞典裏目前沒有“也”的手語，用近義詞“一樣”替代。 

上述發現，使 H 在手語和漢語轉換時，會思考雙語的異同，利於手語和漢語詞序

和語法的正確掌握。 

1.能聯繫前後頁理解繪本 

H 開始懂得聯繫上下文來理解繪本，用自己的理解描述詞語意思。如手語雙語繪本

《好餓的小蛇》中有小蛇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做事的情景描述，

對低齡聾童來說，時間的理解較抽象。學習“第三天”時，教師問 H“第三天”的意思圖上

有嗎？她打手語回答“沒有”，接著翻到前面的頁面，打手語“睡覺/1 天/蘋果/發現、睡覺

/2 天/香蕉/發現、睡覺/3 天/飯團/發現”，意思是小蛇發現了飯團就是第三天。 

2.能梳理全書概要 

H 逐步開始能梳理整本書的主要意思，能用手語表達出全書概要。如手語雙語繪本

《好餓的小蛇》，學到小蛇第四天的情境時，H 開始明白繪本的語言邏輯，翻閱了全書

後，自己打手語回憶，大意是“小蛇餓了，第一天吃蘋果，肚子變得圓圓的，第二天吃

香蕉，肚子變得彎彎的，第三天吃飯團，肚子變成三角形，第四天吃葡萄，肚子變成一

串串的，第五天吃鳳梨，肚子變成了帶刺的形狀，最後變成一棵樹。”   

3.能用手語解釋詞義 

H 逐步開始能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或繪本插圖來解釋詞義，如學習手語雙語繪本中

的“早上”，要求她在圖中找出手語詞對應的畫面，H 在繪本圖上找不到，她打手語解釋

“晚上/睡覺，太陽/升起，窗戶/亮，眼睛/睜開，起床/衣服/穿，早上/是。” 

4.能用句群推理圖意 

H 漸漸不再局限於繪本頁上展示的漢語和手語內容，開始自己進行觀察、推理和想

像，並用手語句群進行描述。如手語雙語繪本《小雞球球藏貓貓》第 13 頁，漢語句子

是“阿-阿-阿嚏！哇，小牛，找到你啦”，插圖是小牛打了一個大噴嚏，身邊的各種動物

和植物呈現出不同的姿態。H 指著插圖打手語，大意是：“我想到，小牛打噴嚏，小牛

身體很大，噴嚏也大，像刮大風。大樹都歪了，樹葉飛起來，小狗又重又矮，身體不歪，

小貓有點重，身體一點點歪，小雞身體小又輕，站不住，像要飛走一樣。” 

5.能整合音節、字形和手語理解雙語 

一年級第一学期教學手語雙語繪本兩個月後，H 開始能將詞語的手語、音節、字形

整合進行理解、記憶及轉化，如閱讀某頁手語雙語繪本時，教師用手指語打了一個“fē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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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節，H 馬上打出“飛”的手語，並且寫出了“飛”的漢字。一年級下冊開始，H 發展成

完整句子的音節、字形和手語轉換，如 H 先打一句手語，然後用手指語打出每個字的

拼音，把每個字的聲母用口語連起來說一次（鞏固漢語詞序），最後在田字格拼音練習

本上默寫出完整的中文拼音和句子，加速了手語和漢語兩種語言的掌握。 

五、個案教學反思與建議 

1.避免機械閱讀手語雙語繪本 

教師或家長要避免機械閱讀手語雙語繪本，如部分家長陪孩子一起學習新繪本時，

會機械化地把每頁繪本中的漢語句子說一次，手語打一次，就完成了，弱化了繪本閱讀

的趣味性，降低了手語雙語繪本的使用價值。 

新讀繪本時，要充分發揮繪本原有的價值，引導聾童細心觀察繪本中的圖文線索，

展開想像、推理和描述，培養聾童的觀察力、想像力和綜合表達能力，同時培養聾童自

學手語的興趣和能力，教師或家長對聾童不會或明顯打錯的手語進行輔助。 

再讀繪本時，聾童已經有過該繪本的閱讀體驗，可就感興趣的部分進行猜測和描述，

特別要注重手語漢語兩種語言的轉化練習，可以試著把繪本合上，玩雙語轉換遊戲。 

2.聾童越小學習手語越有优势 

腦科學研究發現，語言學習存在發展敏感期，語言學習越早，腦就能越有效地掌握

這門語言的語法，如幼兒 1－3 歲時，腦就會運用左半球加工語法資訊。語言功能同樣

能夠處理視覺資訊，比如手語(周加仙等譯，2014)。即使是在聽力言語康復科學不斷取

得進展的今天，形象、簡潔、易學易懂的手語仍然是最符合聾人生理需要、最受聾人歡

迎的視覺語言形式(鄭璿，2012) 。聾童早期學好手語，也是口語和書面語學習的重要

拐杖。 

3.需要持續開展手語雙語學習 

對聾童來說，需要持續進行手語和漢語的雙語學習，初期聽力語言不佳的聾童手語

習得會顯著優於漢語，隨著時間推移和聾童語言思維能力的提升，手語和漢語逐步能同

時達到較高水準，直至熟練掌握和內化這兩種語言，利於聾童成人後的身份認同(張寧

生，2018)，順利融入主流社會生活和工作，提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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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跨學科學習激發聾校語文教學新活力 

——以聾校義務教育實驗教科書三年級下冊第一單元教學為例 

 

王永紅 

衢州市特殊教育學校   

 

摘 要 

隨著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跨學科學習已經成為小學語文教學的發展新趨勢。筆者

嘗試在聾校開展語文跨學科學習的實踐探索，本文分析了聾校語文跨學科學習實踐的背

景，以聾校義務教育實驗教科書三年級下冊第一單元教學為例，從實踐層面闡釋基於大

單元教學的聾校語文跨學科學習的實施過程及成效。 

 

關鍵字：跨學科學習、聾校、語文教學 

 

中國《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 年版）》指出：“‘跨學科學習’任務群旨在引

導學生在語文實踐活動中，聯結課堂內外、學校內外，拓寬語文學習和運用的領域；圍

繞學科學習、社會生活中有意義的話題，開展閱讀、梳理、探究、交流等活動，在綜合

運用多學科知識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提高語言文字運用能力。”

那麼，在聾校開展語文跨學科學習是否可行，如何開展呢？筆者在教學中進行了實踐與

思考，談談自己的認識。 

一、聾校語文跨學科學習實踐的背景 

1.新課標的頒佈，開啟跨學科學習的探索 

2022 年，教育部印發了《義務教育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2022 年版）》，不僅更

新了現階段義務教育發展的方向，也引發了特殊教育發展的新思考。中國教育學會副會

長李天順在《<義務教育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2022 年版）>解讀》中強調“用新方案新

課標指導特殊教育學校教育教學”，提出：“注重實驗示範引領一些基礎比較好、實力比

較雄厚、改革意願強的地方和特教學校，要抓住這個機遇，圍繞新方案、新課標與特殊

教育的結合點、重點、難點，例如：課程核心素養在特教學校的落地、跨學科學習與殘

疾學生的認知規律、特教學校的課堂革命、學業品質標準與特教學校教育教學等，設立

一批專案，組織專門力量開展改革探索，積累實踐經驗，為深入推進改革提供可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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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廣的示範。如果能在這個實驗示範中積累一批鮮活的經驗，就為下一步正式修訂特

教學校的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培養了人才，打好了基礎。” 

2.新教材的使用，提供跨學科學習的條件 

我們正在使用的聾校語文新教材以人文主題和語文要素雙線組元，讓同一單元中的

不同課文既具有了思想內容之間的關聯，又強化了讀與寫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和整體性，

為開展主題化、跨學科學習等綜合性教學活動提供了某種可能和有利條件。 

3.學前基礎的提升，奠定跨學科學習的基礎 

近幾年由於人工耳蝸的出現，大部分聾生的聽力得到了改善，口語也得到了發展，

而且聾教育已向學前和職業高中、大學兩頭延伸，使得聾生的學前基礎得到提升，為跨

學科學習奠定了基礎。 

4.特教學校的發展，促進跨學科學習的開展 

近些年，隨著國家的重視與投入，特殊教育學校的發展較快，教師隊伍不斷壯大，

各學科配備了專任教師，教師的專業能力更強，不像以前，語數教師可能要兼任科學、

資訊技術、美術、體育等多門學科，因此很多學科形同虛設，都被語文、數學取而代之；

另外，學校的硬體設施也更加完善，科學實驗室、電腦房、畫室等功能教室一應俱全。

學校軟硬體雙提升，促進了跨學科學習的開展。 

二、聾校語文跨學科學習實踐的案例 

聾校語文跨學科學習在確定目標時，要根據聾生語言基礎相對薄弱的特點，突出語

言文字理解與運用能力的培養以及人文素養的提升；選擇核心任務時，不僅要考慮與語

文學科內容、方法、情感等方面的關聯度，還要考慮聾生的學習能力和學習特點；設計

學科融合點時，要優先滿足聾生語文學習需要，著力提高閱讀理解、創意表達、審美鑒

賞等能力；選擇跨學科內容時，要考慮是否有利於豐富語文知識、拓展語文視野、激發

語文興趣，有機整合其他學科知識、方法、技能等要素，與語文學習形成有機整體，可

以基於單篇教學，也可以基於大單元教學。本文探討的是基於大單元教學的聾校語文跨

學科學習。 

1.對照課標主動融合，選定跨學科學習內容 

對照“新課標”中“跨學科學習”學習任務群對各學段學習內容的表述，從第一學段中

可以瞭解到，“在班級、學校或家裏養護一種綠植或者小動物。綜合運用語文、科學、

數學等多學科知識，學習日常觀察和記錄。”等都可作為語文跨學科學習的內容主題。

因此認真研讀聾校義務教育實驗教科書三年級下冊的內容後，決定將第一單元的內容以

及第二、三單元語文園地的日積月累合併為一個學習單元，運用整體性和系統性思維對

學習單元的內容進行有邏輯聯繫地整合和組織，並結合三年級聾生的興趣與認知特點，

確定了以“春天在哪里”為主題的跨學科學習，其“跨學科”的特性表現在：欣賞與春天相

關的繪畫作品、畫“春天”、編“讚美春天”的小報等涉及美術學科；觀察春天大自然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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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瞭解種子萌發條件、萌發過程並觀察測量自己種植的植物生長過程等，這些知識涉

及科學、數學學科；學著播種涉及勞動學科；以春天為主題的情景劇展演涉及律動學科。

通過跨學科學習培養聾生熱愛春天、熱愛生命的情感。 

2.有機整合其他學科，確定跨學科學習目標 

依據《全日制聾校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第一學段（1-3 年級）的階段目標，結

合三年級聾生尚處在發展語言能力的關鍵期，充分考慮學習單元課文、課後習題、語文

園地等，分析尋找學科融合點，有機整合其他學科知識、方法、技能等，確定本單元跨

學科學習核心目標。見表 1。 

 

表 1   

基於大單元教學的語文跨學科學習目標確定 

課文 主要內容 核心目標 

跨

學

科 

跨學科學習

核心目標 

《找春天》 

以幾個孩子為主人公，跟隨他們

的腳步去田野尋找春天，表達尋

找春天的急切，發現春天的歡

愉，抒發了熱愛春天的情感。 

1.能借助插

圖理解課

文內容，感

受春天的

美好。 

2.體驗播

種，能和同

學交流自

己觀察到

的種子發

芽的過程。 

3.能仿照課

文，調動多

種感官發

現春天，用

畫畫和寫

話的形式

描繪春天。 

 

美

術 

科

學 

數

學 

勞

動 

律

動 

 

1.以多感官

角度理解課

文主要內

容； 

2.能有意識

使用觀察工

具，初步形

成主動觀

察，積極發

現的能力； 

3.感受春天

生機勃發的

季節特點，

培養審美能

力和勞動能

力； 

4.嘗試用多

種形式表達

自己對春天

的感受。 

《春雨的色

彩》 

一群小鳥對“春雨是什麼顏色

的？”這個問題展開了討論，進而

勾勒出一幅春雨滋潤大地、萬物

競相生長的景象。 

《鄧小平爺爺

植樹》 

描述的是 1987 年 4 月 5 日，83

歲高齡的鄧小平爺爺在北京天壇

公園親手栽種柏樹的情景。課後

練習：種種說說。 

語文園地一寫

話 

語文園地一、

二、三“日積月

累”的古詩《村

居》《絕句》

以及兩句俗語 

和家人一起出去尋找春天，引導

學生仿照課文畫春天，寫春天。 

兩首古詩均描寫了春天裏大自然

明媚、迷人的景色。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

晨。”理解春天是播種希望的季

節。 

 

3.學科聯動拓寬視野，創設跨學科學習情境 

基於上述目標，通過鏈接生活創設真實具體的任務情境，並在情境中指向學科聯動，

激發內驅力，驅動聾生積極參與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創設跨學科學習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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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網狀式覆蓋多學科，設置跨學科學習任務 

本單元跨學科學習圍繞“春天在哪里”的核心問題開展，四個任務以語文為基礎學科，

美術、科學、勞動等學科有關春天的各個學習活動密切關聯、相輔相成，讓聾生在真實

生活場景中展開跨學科學習，以語言文字的理解和運用為主線，促進聾生綜合素養的發

展。四個任務的具體活動安排。見圖 1。 

 

圖 1   

基於大單元教學的語文跨學科學習任務群結構 

 

通知 

同學們： 

春天悄悄地來了，你發現了嗎？春天在哪里？你可以在大自然中用眼觀察，用耳

傾聽，用鼻細聞，還可以親手播種，把你尋找到的春天通過各種形式記錄下來。 

學校將為大家舉辦一場展覽，請全校師生鑒賞，屆時將評選出「最佳觀察者」「最

美春天獎」、「最佳誦讀獎」、「最具表演獎」、「種植小能手」一個。 

                                         衢州市特殊教育學校 

                                         2024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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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一：尋找大自然裏的春天。活動一、二在課堂上進行，引導聾生欣賞有關春天

的歌曲視頻、繪畫作品，激起探尋春天的興致，然後組織聾生學習課文《找春天》《春

雨的色彩》，梳理作者筆下大自然裏的春天，教師要提供觀察記錄表（見表 2），為聾

生小組合作學習搭建支架，聾生通過讀一讀、劃一劃、填一填，完成觀察記錄表，初步

梳理出作者筆下大自然裏的春天的樣子，這是一個聾生自主閱讀、梳理、交流的活動過

程。觀察記錄表也為“活動三：記錄我眼中的春天”提供了支架。活動三主要在課外進行，

雙休日佈置家長帶孩子去野外找春天，完成觀察記錄表，並以照片、視頻等形式與春天

合個影，回校後，大家分享交流自己眼中的春天，最後在美術老師的指導下畫春天，進

一步感受春天生機勃發的季節特點，仿照課文寫春天，編《讚美春天》小報。 

 

表 2   

觀察記錄表       

觀察對象 觀察方法 觀察到的現象 

   

   

   

任務二：尋找人們的春天。首先借助春耕春種的圖片，學習兩句俗語，理解春天的

意義，再學習課文《鄧小平爺爺植樹》，理解積累植樹相關的詞句，為活動二作準備。

活動二，指導聾生播種，為了幫助聾生形成對學科概念的深刻理解，教師可提供種子萌

發條件、萌發過程等方面的知識，並與聾生進行探討，培養聾生綜合運用多學科知識解

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然後讓聾生課外找一些種子試著種種，並和同學說說是怎麼種的，

寫寫美術日記。之後，觀察記錄種子發芽、成長的過程，可提供觀察記錄表（見表 3），

指導寫觀察日記。活動三：觀察或開展春天裏人們的活動：踏春、放風箏、爬山等，寫

美術日記。 

 

表 3   

      生長觀察記錄表 

種植時間   年   月   日                                  三（1）班            

日期 
植株高

度 
新變化 養護操作 植物照片（圖片） 

     

    

    

任務三：尋找詩歌裏的春天。課內賞析《村居》《絕句》，給詩配畫，畫春天。課

外搜集春天相關的詩歌誦讀，排練舞蹈《春天在哪里》、情景劇《你好 春天》等，表

達對春天的讚美之情，準備參加“校十佳誦讀小達人”比賽和“班班有節目”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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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四：展示我眼中的春天。舉辦一場形式豐富的展，呈現聾生的跨學科學習成果，

有《讚美春天》小報展、《    生長記》科學小報展、綠植展、春天詩畫展、誦春天、

情景劇展演《你好 春天》等，靜態與動態相結合。   

5.師生合作評價前置，設計跨學科學習評價 

要關注聾生在各類探究活動中的表現，關注聾生階段性的學習成果，因此評價量表

的設計以任務中的學習活動為單位進行，做到教學評一致。在確定學習目標、設置學習

任務後老師就要和聾生一起梳理評價維度、評價標準，引導聾生從參與態度、學習策略、

學習方法、學習結果等維度生成過程性評價量表，讓聾生在梳理過程中理解學習目標，

並向著目標努力。 

以任務二中活動二的觀察記錄評價細則為例進行說明。見表 4。 

 

表 4  

《      生長觀察記錄》評價單 

維度 
優秀 

★★★ 

良好 

★★ 

合格 

★ 

自

評 

同

學

互

評 

教

師

評

價 

參與

態度 

能主動地連續性

觀察與記錄，表現

積極。 

能主動地觀察與

記錄，但不能連

續。 

主動性不強，

需要被提醒。 

   

合作

與交

流 

能主動與他人交

流自己的觀察與

發現，分享自己的

想法。 

能與他人交流自

己的觀察。 

 

缺少交流。    

跨學

科學

習 

能主動詢問相關

學科教師，認真聽

取教師意見。 

能借助學到的知

識，但運用不靈

活。 

較少運用其他

學科知識。 

   

表達

（記

錄） 

能以文字、照片

（圖片）等形式記

錄觀察變化，語言

流暢、準確、生

動，有自己的發現

與感受。 

能以文字、照片

（圖片）等形式

記錄觀察變化，

語言較流暢、準

確。 

 

記錄形式單

一，語言不流

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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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策略 

能有意識使用觀

察工具，多感官進

行觀察。 

能有意識使用觀

察工具進行觀

察。 

不能使用觀察

工具進行觀

察。 

   

 

三、聾校語文跨學科學習實踐的成效 

1.真實任務驅動，主動實踐 

比如在“尋找大自然裏的春天”的任務驅動下，老師引導聾生欣賞有關春天的歌曲視

頻、繪畫作品，激起探尋春天的興致，積極主動地梳理作者筆下的春天。在記錄我眼中

的春天時，正值早春，週末讓聾生和家人一起出去找春天，通過看、聽、聞、觸摸等方

式與大自然有了親密的接觸，紛紛用照片或視頻記錄下來，並完成觀察記錄表。聾生親

身體驗了走進大自然的快樂，一張張與“春天”的合影裏盛滿了歡樂。回到學校後，通過

畫“春天”寫“春天”交流分享，在美術老師的指導下，把自己觀察到的“春天”畫下來，低

段聾生喜歡塗塗畫畫，在畫中再次感受到了“春天”的美麗，為寫“春天”作鋪墊。 

2.作業形式豐富，主動完成 

跨學科學習使得作業形式豐富了，更多的是體驗性、實踐性的作業，比如週末和家

人一起出去找春天、編《讚美春天》小報、體驗播種並完成“      生長觀察記錄表”、

給詩配畫、誦讀春天、情景劇展演《你好 春天》等，聾生很感興趣，表現得積極主動，

在完成作業的同時拓展了知識面，也培養了聾生的綜合能力，提升了核心素養，改變了

以往無效性、機械性、重複性作業較多的窘境，從而實現減負提質。 

3.指向語言運用，主動成長 

跨學科學習，回歸母語學習和運用的本質，通過“聯結課堂內外、學校內外”“綜合

運用多學科知識”等多種途徑展開探究，讓語文發揮其“綜合性和實踐性”，很多聾生愛

上了看課外書。在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中促進聾生對語言文字的理解與掌握，聾生背書

的積極性高了，除個別學困生外，其他同學均按時背掉課文，有的同學竟然在老師還沒

教的情況下背掉課文。除此之外，還發展了聾生的語言文字運用能力。比如在“學著播

種並觀察記錄”活動中，聾生結合自己的觀察，用美術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聾生的觀

察變得更加細緻，在家長和老師的引導下，語言表達也更加生動細緻了，聾生的寫話能

力有了很大的進步。 

實踐證明，在聾校開展語文跨學科學習是可行的。跨學科學習，激發了聾校語文教

學的新活力，讓以聾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得以真正達成，促使聾生深度學習，最大

限度地開發潛能，提升語文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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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家校協同助力聾兒康復教育的實踐研究 

 
蔣 昀 

衢州市特殊教育學校 

 

摘 要 

牽手家長、家校一體的學前聾兒康復教育是家庭和學校構建合力教育的一條途徑, 

家長深度參與教學是促進家校一體康復教育的重要策略。在學前聾兒康復訓練過程中, 

需要家校雙方的深入牽手合作、家校一體同步教育，方能達到預期的康復效果。本文從

學校牽手家長，通過家長深度參與康復技能學習、家長深度參與聾兒康復訓練、家長深

度參與親子活動等，探討家長深度參與學前聾兒康復教育有效性。 

 

關鍵字：學前聾兒家長、深度參與、康復教育 

 

《聾兒早期康復教育指導綱要》指出：“家庭是各級各類康復機構重要的合作夥伴，

要充分而有效地引導、啓發、調動、發揮聾兒家長的主觀能動性和家庭教育優勢，形成

教育合力。”大量的事實證明，聾兒康復需要家庭、家長、社區教育的合力一同完成。

家長是聾兒的第一任教師,作為聾兒最早接觸的人,他對聾兒的聽力語言康復發展所起的

作用是其他任何人所不可取代的。學校牽手家長一同對聽障兒童進行康復訓練和教育才

是最佳的康復途徑。 

目前聾校或康復機構家長工作開展的主要形式以家長開放日、親子活動、家長培訓、

家庭隨訪等，然而這些方式在實際工作中存在諸多問題。部分家長由於工作忙，較少參

加學校組織的各類家校活動。部分家長在家庭的聾兒康復教育中方式方法單一，缺乏有

爭對性的訓練方法。為了使家長能真正參與到聾兒的康復教育中去，提高其參與的積極

性和康復技能，提升聾兒的康復效果，學校進行了與家長牽手合作，家校一體的聾兒康

復教學的實踐研究。 

一、牽手家長深度參與康復技能學習 

家長深入參與康復技能學習，首先要明確學習的目的，樹立正確的康復理念和合理

的期望值，掌握有效的康復手段。其次，家長要系統、全面瞭解基礎理論知識，不僅要

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我們結合家長的需求，採用集體培訓與每日交流相結合的方

式提高家長康復水平。 

（一）康復技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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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體培訓 

主要培訓內容為學前聾兒康復的具體內容及預期目標、助聽輔具的基本原理及保養、

基礎康復策略學習、基本康復技能實際操作指導、家庭康復的重要性等，培訓的內容由

淺入深，一般每兩周培訓一次。 

2.每日交流 

每日家園交流是指教師根據聾兒每日的課堂表現及對教學內容的掌握情況與家長

進行“一對一”的溝通，教師結合聾兒當天個別化康復教育的掌握情況，具體指導家長在

家康復的具體教學方法，使家長明確聾兒當日的家庭康復任務，主要目的是幫助聾兒鞏

固當日學習的內容，並對該內容進行拓展。家庭康復作業的內容是多樣的，有親子遊戲，

有情景對話，有情境學習，有講故事，有做手工等，對於作業的理解，每位家長實施方

法也是不同的，完成的效果也會因人而異的。 

（二）康復技能考核 

本研究每學期組織全體聾兒家長開展康復水平考核，通過理論考試、家庭康復配合

程度、康復技能三項評比。康復技能考核是通過抽籤分組的方式進行，教師事先將考核

的對象進行分組（2 人一組），並讓每組以抽籤的方式抽得考題，然後家長集中討論，

設計訓練方案，最後在考核活動中集中展示。個訓教師作為評委，要為考核的對象作出

點評並打分，最後確定相應的考核名次。 

(三)康復技能展示 

有經驗的家長在家庭康復中，有效的康復方法對其他家長有更大的參考和借鑒價值。

我們每學期都會定期舉辦家長康復技能展示，可以使家長之間互相學習，達到共同提高

的目的。 

二、牽手家長深度參與聾兒康復訓練 

（一）一同對聾兒進行康復教育診斷評估，促使康復教育科學化 

對聾兒進行康復評估是為特殊兒童提供最適合的教育基礎,只有通過現狀分析、找

准起點、制訂計畫、定期監控、突破難點,聾兒才能獲得科學有效的康復訓練。家長作

為聾兒的第一監護人，對聾兒的瞭解更為全面具體，在給聾兒進行評估時，需要家長一

同參與完成聾兒康復教育前期和階段性的教育診斷評估。診斷評估後，教師與家長協同

分析結果,找到聾兒學習的優勢和弱勢，有針對性地協同制訂康復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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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同制定聾兒康復計畫，促使康復教育同步化 

個別化康復教育尊重每位聾兒的學習起點，學習能力,有不同的學習目標、要求,允

許聾兒按照自己的學習速度前進，能滿足聾兒的個體差異。對聽障兒童制定合理的康復

目標是非常重要的。牽手家長參與到康復計畫的制定中才能對聾兒整個康復教育有所瞭

解，對聾兒的康復能夠同步化。 

教師和家長在制定聾兒的康復計畫一定要根據聾兒的評估結果，充分考慮聾兒的個

體差異,制定目標要符合聾兒的水平，不能完全參照其他聽障兒童的計畫，活動設計也

要符合該聾兒的興趣。其次，教師和家長要及時記錄聾兒新的進步表現，定期做評估，

隨時調整訓練內容和方法。  

（三）一同參與聾兒個別化康復教學，促使康復教育深度化 

1.掌握教學目標 

一同參與聾兒個別化康復教學中，家長能瞭解到每一個康復領域要學什麼？要達到

什麼要求？回家應該如何結合生活實際進行康復教育？例如：在康復訓練課上，聾兒學

習聽覺描述閉合式階段三，首先家長要瞭解什麼是聽覺描述，閉合式階段三是要學習哪

些內容，要求是什麼，具體怎麼做。 

2.做示範、助理解、做交流 

聾兒很多時候是需要通過觀察和模仿來學習的，而教師和家長都是他們觀察和模仿

的對象。在常規的個別化康復訓練課上只有教師和聾兒 1 對 1 的單訓，教師既教又要示

範，聾兒往往很難理解，但如果有家長做示範就不一樣了，聾兒通過教師和家長的示範，

會更快的理解學習任務、掌握學習目標。另外，家長與教師共同做示範，可以幫助聾兒

理解活動的步驟和程序。在溝通領域教學中，教師和家長示範再輪到聾兒練習，自然的

輪替也能幫助聾兒自然地學習到與人溝通互動時懂得輪流和等待。 

家長深度參與課堂，打破了傳統的只有教師和聾兒 1 對 1 的單訓模式,構建了一個

三人交流的平台,為聾兒創造了更多主動表達的機會，使聾兒在與人溝通時更加自信。 

3.提供支持 

家長是聾兒心靈最可靠的支持,有些聾兒比較怯生、膽小,單獨與教師相處會很緊張, 

家長陪同可緩解聾兒的不良情緒。而且家長可根據聾兒的習慣和興趣給教師提供信息 ,

調整教學策略。如在教學過程中,聾兒出現不聽指令、丟玩具、耍賴等行為時，家長需

要支持教師對其進行管理,以使教學順利進行。 

（四）家長參與聾兒的研判會，促使康復教育全面化 

綜合研判會是對學生進行個別化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綜合研判會的召開

分析學生的優點和缺陷，對潛能進行開發，對缺陷進行補償，制定詳細的個別化教育計

畫，通過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的制定有針對性的對學生進行教育。所有與會人員都是一

個領域的代表，有學校行政人員、家長、個訓教師、融合班主班教師、配班教師。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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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領域對一個學生的綜合分析，更容易瞭解到學生的真實情況，從不同領域對學生的

發展提出合理的建議和意見。學校在每學期的開學初和期末結束時為學生做 2 次研判

會。 

三、牽手家長聯合開展各類活動 

每學期學校都充分利用各種契機，家園緊密合作，開展豐富多彩的家園活動，如三

八節親子活動，展示媽媽的拿手菜；家長開放日，邀請有特長的家長來園上課；春遊和

秋遊活動，讓爸爸媽媽和小朋友一起欣賞和享受大自然美麗的景色；國慶遊園活動，讓

家長們陪聾兒體驗快樂有趣的遊戲；元旦親子操活動，讓寶寶全家動起來，擁有健康的

體魄。通過開展系列的活動，使全體家長瞭解幼兒園的教育教學動態，進一步提高了家

長的幼教知識素養，更增進了家園之間的互動。 

除此之外，我們定期組織聾兒與家長一起進行豐富多彩的生活體驗活動。為促進聾

兒身心的全面發展，在情境中學會生活化的語言，專門設計並實施生活情景教學，通過

這樣的方式幫助聾兒掌握真實的生活語言，並能在生活中運用、鞏固。例如：通過事先

對“電影院”主題的認知與學習，讓聾兒們瞭解看電影的基本程序：排隊買票——檢票入

場——自己找相應座位入座——文明看電影等，再結合真實的情景，帶領他們來到電影

院，體現真實購票觀影的過程和樂趣，同時發展他們的語言。家長在與聾兒進行生活體

驗之時將每個環節都為聾兒進行拍照記錄，回家後與聾兒一起製作經驗小書。在製作過

程中，有助於家長幫助聾兒回憶過去發生的事件，對於聾兒語言發展、理解抽象的時間

概念非常有幫助。 

四、結論 

在學校牽手家長深度式參與教學實踐中，家長作為重要的教育資源，主動參與深度

式教學，能促進聾兒、家長、教師之間的交流和溝通，為聾兒得到更多的康復支持。實

踐證明，應用家長深度參與教學，能將家長、教師、聾兒融為一體，家長們學習熱情高，

理論和實操掌握牢固，效果好。家長們能快速進入家庭康復訓練中，勝任教師的角色，

為聾兒的早日康復打下了基礎，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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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運用遠距線上形式為特教學校學生進行團體音樂活動

之合作經驗探討 

 

王魏璇 陳洛婷 

北京市西城區我們的家園殘疾人

服務中心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特殊教育學校領域中，音樂治療團隊為學生開展音樂線上介入

活動專案的歷程。探究為確保線上專案順利進行，特教學校的老師們和音樂治療師們作

為專案團隊成員需要如何配合，以確保專案的良性運轉的合作模式和工作經驗。本研究

收集線上音樂活動相關資料，針對負責特殊學校康復班障礙組線上音樂活動專案的四位

老師進行訪談，分別為兩位特教學校老師和兩位音樂治療師。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搜

集質性研究的材料，使用 MAXQDA 軟體進行編碼和分析，得出相應的研究結果以如下

三方面呈现：（一）遠距線上音樂活動經驗；（二）跨專業團隊建構；（三）執行遠距模

式音樂活動所需要的元素與條件。本文透過访谈中的語言表述，在活動歷程中理解線上

活動的過程，期待為線上工作的音樂治療師提供治療歷程的呈現和經驗的分享。 

 

關鍵字： 特殊教育學校、線上音樂活動、跨學科團隊合作 

*通訊作者：陳洛婷 lotingmt@gmail.com 

 

壹、緒論 

隨著特殊教育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 )的推進，相關

專業人員能夠以專業服務的形式為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提供適性服務。自 20 世紀 70 年代

起，在美國的教育系統中音樂治療師也開始以同樣的形式進行服務（Riley et al., 2019）。

1997 年的《障礙者教育法修正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Amendments 

of 1997，公法 105-17）雖未直接提及音樂治療，但其相關施行細則鼓勵各州與地方教

育單位將藝術與文化活動納入特殊學生的課程。因此，音樂相關課程及音樂治療開始得

到更廣泛的應用。音樂治療師根據學生的需求提供不同目的的音樂活動，幫助他們獲得

與教育需求相關的支持。時至今日，仍有許多音樂治療師持續在特殊教育領域提供相關

mailto:lotingmt@gmail.com
mailto:lotingm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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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協助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在特殊教育課程中學習和發展（劉芳妤, 2015; AMTA, 

2021）。 

一直以來音樂治療強調現場體驗的重要性  (Bailey, 1983; Ferrer, 2007; Selle & 

Silverman, 2020; Selle et al., 2017; Teckenberg-Jansson et al., 2019; Walworth et al., 2008)。

然而，全球 COVID-19 疫情的爆發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模式，許多音樂治療師不得不轉換

服務模式，推動了線上或遠距教學以及遠距醫療的發展(Kantorová et al., 2021)。隨著科

技的快速發展，遠距教學已成為現代教育的重要一環，尤其在全球因疫情影響、推動，

其重要性更為顯著。在這樣的背景下，音樂治療也開始探索遠距線上活動的可能性，以

滿足特殊教育學生的需求。遠距線上團體音樂活動不僅能突破地理限制，使更多學生受

益，同時也提供了一種新的教育和治療形式，值得深入研究。 

遠距線上團體音樂活動的實施，除了需要音樂治療師的專業技能，還需要特教學校

老師的積極支持與配合。這種合作模式對活動的進行至關重要。然而，如何在遠距環境

中建立有效的跨學科團隊，確保各方協作順利，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本研究目的是瞭

解音樂治療師在特殊教育學校中，以遠距形式進行服務的經驗。特教學校希望音樂治療

師能透過線上方式提供音樂體驗，並通過音樂來幫助學生情緒上的支持，以及保持休閒

生活。因此，促成了音樂治療師與特殊教育老師合作契機，開展了短期的遠距線上團體

音樂活動課程。本研究將通過瞭解線上音樂活動的執行經驗，探討遠距線上團體音樂活

動所面臨的情況，並從介入經驗中歸納出合作模式與建議，以促進未來進行遠距音樂活

動發展的可能性。 

貳、文獻探討 

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音樂治療師較少會主動將遠距醫療服務列為首選，因此

已發表的相關文獻和研究數量相對有限。回顧過去關於線上或遠距醫療形式的音樂治療

相關的研究中顯示，音樂治療師通常會選擇使用方便取得的線上同步視頻會議作為服務

工具。 

在 Lightstone 等人(2015)的研究中，跨學科心理學專家通過視訊會議為退伍軍人創

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患者提供遠距醫療服務。美國退伍

軍人事務部通過遠距醫療系統為居住在偏遠地區的退伍軍人提供創造性藝術治療服務，

包括音樂治療、舞動治療和藝術治療（Spooner et al., 2019）。這些研究發現，音樂治療

可通過鍵盤彈奏促進手指協調和精細粗大運動，提高聽覺辨別和記憶能力，減輕壓力和

焦慮，提高注意力和專注力等。Baker 和 Krout(2009)利用 Skype 與患有亞斯伯格症的青

少年進行音樂治療性歌曲創作，發現在治療過程中參與者的眼神接觸和笑容表現明顯增

加，呈現了適當和積極的社會互動表現。另有研究利用音樂治療遠程介入方法

（Connected Music Therapy Teleintervention Approach, CoMTTA）針對利聽力損傷兒童

及其父母進行探究（Fuller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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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orová 等人(2021)系統回顧了在 COVID-19 流行期間，遠程音樂治療形式的開

發情況。探討先前以面對面形式提供音樂治療服務的音樂治療師如何適應在新冠疫情爆

發背景下轉移到遠程治療形式。研究方法包括在 Scopus、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CINAHL、Medline、ProQuest Central、PubMed、EMBASE、PsycINFO 及 PsyARTICLES

等資料庫中進行搜尋，並且也查找灰色文獻和專業組織網站（截至 2020 年 10 月）。研

究結果顯示，相關研究中多數以同步視頻形式進行遠程治療。Vinciguerra 和

Federico(2022)的研究認為遠距神經運動治療（tele-NeuroMuscular Training, tele-NMT）

透過虛擬音樂課程、播放清單和錄製視頻，透過 Zoom、Skype 等平臺進行，能夠成為

持續護理與支援神經系統疾病患者的音樂治療體驗新形式選擇。 

Knott 和 Block(2020)提出了建構和推廣線上治療服務的三層架構建議，包括策劃音

樂治療師需要的線上資源、創建原創音樂素材或介入所需的媒材，以及選擇適用於治療

對象的線上平臺系統並實施遠程醫療。然而，Levy 等人(2018)提到，在使用遠程進行介

入時應更加注意隱私部分，包括確保參與者在治療過程中的環境空間穩定且不被打擾，

並提前確認網路流暢度和設備以確保有較舒適的體驗感。 

總而言之，雖然線上音樂治療提供了更多便利性，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挑戰，包括

體驗感、技術流暢度、設備限制等方面的問題。因此，研究者希望能在這次合作經驗中

探討以下問題，並在經驗中探討在未來進行線上服務時需的問題，為未來臨床服務和研

究提供參考。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進行資料搜集和分析，旨在瞭解音樂治療師和特教老師在為

特教生進行遠距線上團體音樂活動中的合作經驗。研究採用多元方法和多重資料來源，

以保持客觀立場。透過訪談與資料檢核方式，獲取不同研究參與者提供的資訊。資料包

括：線上音樂活動影片、音樂治療活動計畫與紀錄文件、特教老師課程觀察反饋。經統

整驗證資料適切性，以確保研究的準確性和可信度，歸納相關資訊以提供合理的理解和

詮釋。 

一、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者 

兩位研究者皆曾修習過質性研究方法等課程，有訪談、逐字稿編碼等相關經驗。研

究者 A 目前現職於大學，負責教授音樂治療相關課程，並有研修學習特殊教育相關課

程之經歷。研究者 B 現任職於兒童早療機構音樂治療師，音樂治療專業研究生畢業，

並修習過音樂治療特殊教育相關課程。 

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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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立意取樣原則，邀請了兩名音樂治療師和兩名高中特教老師作為研究參與

者，其背景資料，見表 1。這幾位參與者均為同一特殊教育學校高一康復班障礙組學生

線上音樂活動課堂的執行老師，並在參與本次課程前都具有服務特殊障礙學生的經驗。

他們的基本資料如下所示： 

 

表 1  

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 

研究參與者(代號) 性別 特教相關訓練與服務經驗（年） 

音樂治療師(MT-A) 女 

音樂治療專業畢業，修習過特殊兒童音樂治療相關

課程學分，現服務於特殊兒童臨床(5 年) 

音樂治療師(MT-B) 女 

音樂治療專業畢業，修習過特殊兒童音樂治療相關

課程學分，現服務於特殊兒童臨床(3 年) 

特教學校老(SE-C) 女 

西南大學特殊教育專業本科畢業，現任職於特殊學

校(20 年) 

特教學校老(SE-D) 女 

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現任職於特殊

學校(17 年) 

 

二、研究工具 

(一)設備：電腦、錄音筆。 

(二)音樂活動計畫與總結紀錄：每次活動後記錄音樂活動的步驟、目的、課堂觀察和行

為表現。 

(三)音樂活動課堂錄影影片紀錄：為確保活動安全性和課堂品質，進行錄影紀錄以保證

課堂回顧紀錄的準確性。 

(四)訪談大綱：本研究的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經過初步擬定後，有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審核

和建議，並進行修正。最終確定的訪談大綱旨在探討參與特教學校學生線上音樂活

動的經驗，以供未來相關課程設計的參考。為確保研究資料的精確性，研究者取得

受訪者的同意，並以錄音方式記錄訪談過程。 

肆、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以三角檢定方式針 對所蒐集的文件資料進行多方交叉比對。

搜集的資料由研究者進行編碼定義，以確定其所屬向度和構念資訊。編碼依序包括資料

類型、資料來源和節次。資料類型包括課堂影片、觀察記錄的文字總結檔案以及訪談(見

表 2)。訪談錄音檔將轉為逐字稿，並保留編碼位置。課堂影片主要是為配合活動紀錄文

本以檢核為目的使用。在文字總結檔案和訪談中，若涉及課堂節次或時間，則以數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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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明，若無則標示為 00。資料來源標示音樂治療師為 MT，特教學校老師為 SE，以英

文大寫字母代號標注。在音樂活動觀察檔紀錄中，若包含治療師對學生的課堂行為量化

評量數據，則標示為(文-數)。若檔案中包含數據圖表，則標示為(文-表)。 

 

表 2  

研究資料編碼對照表 

編碼 資料來源 

文-TS-MT, 頁碼:，位置 

音樂治療師通過現場觀察每次音樂活動計畫與總

結，文字資料由音樂治療師進行記錄。 

影文 -CL-節次 -時間位

置 

影像紀錄，使用作為核查與現場觀察資料逕行對比檢

核。 

訪-MT-A, 位置 音樂治療師訪談紀錄。 

訪-MT-B, 位置 音樂治療師訪談紀錄。 

訪-SE-C, 位置 特教學校老師訪談紀錄。 

訪-SE-D, 位置 特教學校老師訪談紀錄。 

 

伍、結果與討論 

經過三輪資料匯總和編碼處理，研究者將本研究的結果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遠距線上音樂活動的實踐形式 

1.線上音樂活動的執行設計 

音樂治療師結合線上活動的可操作性，在約定的時間與校方負責老師連線，通過視

頻會議的形式，按照音樂治療計畫概念進程的步驟開展線上活動。音樂治療師一方面考

慮線上活動限制的同時，盡可能擴展學生能夠感受和體驗到的部分，另一方面兼顧家長

和輔助老師在音樂環境下的參與度和體驗感。 

 

“音樂治療師結合對學生們資料的收集，設計相應的評估活動計畫以及備案。” [訪

-MT-A, 位置 35] 

 

“後因為疫情影響，活動從 9 月份持續到 11 月份。使用平臺為“騰訊會議”。每次

的活動安排在每週三的 9 點 55 到 10 點 35。” [訪-MT-A, 位置 11] 

  

“線上音樂活動的形式為家長提供一定便利，能夠確保學生在相應時間內接受音

樂治療，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在設計活動的時候會有意考慮，活動時也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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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家長的部分，讓音樂活動和多種體驗也能惠及家長。”[訪-MT-A, 位置 25] 

  

“在每次活動後，治療師都會對於這次的活動進行溝通和總結以及下次治療活動

需要改進和維持的環節。” [訪-MT-B, 位置 23] 

 

音樂治療師在設計線上音樂活動時，結合了對學生資料的收集，進行相應的評估活

動計畫和備案。進行資料收集和評估，能夠設計出適合學生需要的活動計畫。線上音樂

活動的形式提供了便利性，讓學生能夠在特定時間內進行音樂活動體驗，並且不受地理

位置的限制。同時，設計活動時也考慮到家長的參與，使得音樂活動能夠同時惠及到家

長，這樣有助於提供更全面的支援和體驗。每次活動後，治療師都會進行活動的溝通、

總結，並評估下次活動需要改進調整和維持深化的環節。這表明音樂治療師非常重視活

動的後續反思和改進，以確保活動的持續深入和學生的參與效果。 

 

2.音樂活動的目標與方法策略 

音樂治療師在設計音樂活動時採用了多種策略，旨在促進學生的多方面發展。這些

策略包括利用音樂的音韻特點，提高學生的聽覺敏感度和語言發音清晰度，並利用學生

對音樂的親切感作為情感聯繫的途徑。此外，音樂治療師還設計不同地域風格的音樂舞

蹈動作，以親切平和、新奇又友好的氛圍引導學生參與活動，提供良好的學習生活體驗。

治療師也根據學生在不同功能領域的能力和教室場域的動力關係，選用不同的形式，例

如：樂器演奏、歌曲跟唱、古詩念唱和音樂唱遊，以促使學生達到設定的目標以確保活

動的成效。 

 

“音樂治療師將利用音樂獨有的音韻特點，提高學生的聽覺敏感度，激發學生的

語言發音清晰度，同時利用學生們對音樂的親切感。”[文-TS- MT, 頁碼：3，位

置 76] 

  

“設計不同地域風格的音樂舞蹈動作，用親切、平和、新奇又友好的氛圍帶動學

生們甚至輔助者都參與到活動中來，獲得良好的學習生活體驗。”[文-TS- MT, 頁

碼：3，位置 77] 

  

“除此之外，綜合每個學生在不同功能領域的能力和教室場域的動力關係，治療

師將使用樂器演奏，歌曲跟唱，古詩念唱，音樂唱遊等針對長短期目標進行介

入。”[文-TS- MT, 頁碼：3，位置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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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歌和再見歌以及音樂唱遊用來提高學生的音樂參與能力，詩詞誦念和頌唱

用來提高學生的語言清晰度。”[訪-MT-A, 位置 27] 

 

“結合長期目標，音樂治療師設定四個針對性的短期目標與之呼應。”[文-TS- MT, 

頁碼：3，位置 81] 

 

3. 執行線上音樂活動所需的相關支持 

 (1)電腦設備或樂器的準備 

音樂治療師和特教學校老師雙方會在每次線上活動開始前，確認將雙方的電腦、螢

幕設備、音箱、視頻軟體等樂器材料提前 5-10 分鐘準備好，同時確保網路的流暢度。 

  

“每次的活動開始前都需要提前調試設備和準備樂器和材料。”[訪-MT-B, 位置

22] 

“需要提前選定線上音樂治療的 app。”[訪-MT-B, 位置 58] 

“需要提前 5-10 分鐘進入會議室，調試網路、聲音、角度、共用畫面以及對方患

者（團體、個體）的角度等。”[訪-MT-B, 位置 59] 

  

(2)場地空間及現場人員支持 

特教學校老師會將場地提前佈置好，在上課前安頓學生和家長或陪讀老師在上課鈴

響之前就緒。在音樂治療師進行線上治療的時候，現場老師陪同學生們在課堂中，配合

音樂治療師的活動進程引導，在關注學生情緒的同時，並聽取家長的回饋。 

  

 “我是學校這邊的任課教師，負責課程的組織，上課前準備好椅子、攝像機、保

證學生準時到教室坐好，提前打開多媒體設備保證騰訊會議能夠正常運行，有時

協助上課老師準備一些輔助的器材。”[訪-SE-D, 位置 14] 

“上課中我負責協助線上老師組織學生活動，保證課程能夠順利進行，在必要時

給學生輔助和指導，保證陪讀家長都能夠認真參與課程給學生提供支援；課下關

電腦、整理桌椅等教室環境。”[訪-SE-D, 位置 15] 

  

作為學校管理人員的特教學校老師，確保硬體設備良好運轉，環境佈置儘量利於學

生的情況，教學用品的準備充分及時。在現場的老師會對課堂中學生們的狀態和反應用

文字形式記錄下來，課後分享給音樂治療師，為其增加活動現場的重要視角。 

 

“網路信號的穩定，保障課堂教學進程的流暢，有時會遇到信號不佳。"[訪-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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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16] 

“其他硬體設備的提升，比如攝像頭、音箱等。"[訪-SE-C, 位置 17] 

“教室環境的佈置，要圍繞螢幕為中心來進行，否則學生容易走神。"[訪-SE-C, 位

置 18] 

“重症的孩子和有的自閉症孩子注意力難集中，部分孩子看螢幕困難，需要輔助

老師從旁一直輔助提醒，會影響到音樂老師的直接教學。”[訪-SE-C, 位置 19] 

  

“(現場)老師會在每次治療之後發一個課程觀察文檔給(音樂)治療師，整體細緻用

心，對於治療師瞭解在螢幕對面發生了什麼增加一個重要的視角。音樂治療師在

每次課程之前都會先與班主任老師進行聯繫，瞭解學生們的出勤情況和整體狀態，

從而幫助治療師更好準備。”[訪-MT-A, 位置 33] 

  

音樂治療師會與班導老師進行聯繫，瞭解學生的出勤情況和整體狀態，從而更好地

準備活動。在每次線上活動開始前雙方會共同確認設備和樂器的準備情況。同時特教學

校老師在活動前負責場地佈置和準備，保證學生和家長在活動開始前就位。 

在課堂中，特教學校老師負責組織學生的現場需求，幫助學生理解和參與音樂治療

師的活動流程，同時支援陪讀家長的參與。此外，特教學校老師也負責維護課堂秩序，

確保硬體設備的順利運作，如保持網路信號穩定、檢測攝像頭和音箱等設備，並環境佈

置有利於學生的情況。然而，他們也面臨一些挑戰，例如：重度學生和自閉症學生的注

意力難集中，以及孩子們對螢幕的困難和走神問題。在課後，特教學校老師會記錄學生

在課堂中的狀態和反應，並與音樂治療師分享，以提供對活動的重要視角。這些合作和

溝通都是確保線上音樂活動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 

 

二、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 

1.合作者的專業知能 

(1)特殊學校老師 

 在團隊中的特教學校老師具有特教或心理專業相關的教育背景，在校工作經驗豐

富，對於學生情況較為瞭解，同時皆在學校承擔多重職責。 

  

“oo 大學特殊教育專業本科畢業。" [訪-SE-C, 位置 4] 

“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心理諮詢方向）。”[訪-SE-D, 位置 4] 

“2006 年 9 入職我校擔任心理教師，從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17 年。” [訪-SE-D, 位

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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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學校老師具有豐富特殊教育經驗和心理學相關背景，能夠耐心、細緻觀察到學

生在課堂上的狀態和各方面的變化和成長，不僅能夠支持到學生，同時也給家長與輔助

者及時的指導和幫助。 

 

“自 2002 年起在 oo 市 oo 學校工作，2002--2019 年在聽障部教授聾生英語課，

2019-2023 年，在培智部教授英語、康復課。” [訪-SE-C, 位置 6] 

“專案負責人，主要做行政和後勤的支援工作，偶爾參與課堂教學輔助。”[訪-SE-C, 

位置 14]  

 

(2)音樂治療師 

音樂治療師具備系統的專業訓練，掌握音樂治療相關理論知識和臨床經驗，在學期

間接觸過特殊教育相關知識學習，並與特殊人群有過相處經歷。 

 

“oo 音樂學院音樂治療本科畢業。” [訪-MT-B, 位置 4] 

“碩士畢業於 oo 音樂學院音樂治療專業。” [訪-MT-A, 位置 3] 

“...會學習音樂治療基礎理論、再創造式音樂治療、接受式音樂治療、即興式音

樂治療；發展心理學、異常心理學、生理解剖；特殊兒童基礎知識、綜合醫院兒

童音樂治療、急診兒童醫學（新生兒、 嬰幼兒）、神經音樂治療基礎理論...(參與

過)音樂治療與青少年公益講座；798 天真者的繪畫（自閉症兒童）。” [訪-MT-B, 

位置 6] 

“於某一所康復中心進行臨床實踐...研究生畢業後，供職於康復中心於其他治療

師進行多學科的工作...與特教老師共同服務於融合教育班。” [訪-MT-A, 位置 7] 

  

對於本次線上音樂活動課程的準備，考慮到線上遠距的特殊性，音樂治療師謹守行

業的執行要求，彈性結合線上的專業評估，為目標的確定和治療計畫進行明確的設立。

在整個線上音樂活動專案的進程中持續保持和督導密切溝通以保證專業的持行度。 

  

“音樂治療師結合評估結果制定出兩個長期目標（即大目標）以及相對應的四個

短期目標（即小目標）與之呼應。其中長期目標為：（1）提高語言的清晰度 ；（2)

提升音樂活動的參與度。”[文-TS- MT, 頁碼：3，位置 71] 

  

“兩位音樂治療師，需將本次治療中需改進以及可以繼續維持的地方雙方討論。" 

[訪-MT-B, 位置 66] 

“如本次治療中有疑問或是特殊的環節，需與(音樂治療)督導師/同輩督導進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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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訪-MT-B, 位置 67] 

“如有環節需要對方(學生或家長)/老師配合的地方需在下次治療前提前提出。" 

[訪-MT-B, 位置 68] 

“在偶爾的治療當中會出現一些特殊的情況，需要跟特教老師或(音樂治療)督導老

師進行討論。”[訪-MT-B, 位置 25] 

  

2.團隊協作中的角色分配 

音樂治療活動的運作過程，呈現了專團成員在其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責任。活動

的主要參與者，包括音樂治療師和學校老師，分別擔任著特定的職能，以確保活動的有

效進行及參與者的全面參與。 

在活動中，音樂治療師負責進行問卷的編寫工作，同時也負責音樂治療的執行。這

涉及到評估學生的狀況，制定治療目標和計畫，以及實際的治療過程。特殊教育老師的

角色則在於收集學生的詳細資訊，為音樂治療師提供必要的背景資料，幫助指導治療計

畫的制定。 

  

“由音樂治療師製作問卷星，請學校的老師發送給每位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文

-TS- MT, 頁碼：1] 

  

“會把學生的一些課上表現及時回饋給音樂治療老師。”[訪-SE-D, 位置 34] 

  

學校老師在活動中具有多重職責。首先，他們協助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填寫問卷，

確保相關資訊的獲取。此外，他們在課堂中扮演現場管理者的角色，確保學生的安全為

目的協助，處理突發狀況，安撫學生情緒，與音樂治療師保持溝通，以全方位確保課程

順利進行。 

  

“需要和特教老師詳細溝通班級成員的情況，設計資訊資料收集的問卷，請特教

老師協助分發給學生的監護人，填寫之後再協助收回。”[訪-MT-A, 位置 27] 

  

“課上跟音樂老師配合，做好學生的管理工作，保證課程內容能夠順利推進；如

果學生出現情緒問題及時安撫...如果家長有什麼意見也會跟上課老師及時溝

通。”[訪-SE-D, 位置 33] 

  

此外，學校老師還參與後勤支援工作，與音樂治療師合作，確保學校和治療團隊之

間的有效溝通。這包括事務處理，例如：經費申請、器材購買及教室安排。他們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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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準備場地，確保所需的器材和設施都妥善安排。在課程開始之前，兩方老師進行溝通

和確認，確保所有準備工作就緒。 

 

“我主要負責做好保障工作，與專案老師溝通需求，申請經費、購買樂器、安排

教室、做好遠程設備調控等工作...提前瞭解音樂老師課堂需求，做好各種準備工

作，比如畫筆、紙張、樂器呀等等。提前擺放好桌椅，調試好設備，架好攝像機...

幫助收發教學用品...組織學生和家長進入課堂...需要處理這樣的突發問題，需要

調動輔助家長的積極性...把課堂中的一些經驗和細節和老師們進行交流。"[訪

-SE-C, 位置 30] 

  

“在評估之後要大致介紹音樂治療將要設計的治療目標和計畫，邀請特教老師結

合對學生的瞭解進行相應的意見補充...提前一天確定課上會使用的樂器和材料，

請老師協助提前準備好。"[訪-MT-A, 位置 27] 

  

總而言之，活動呈現了一個有組織，且分工明確的合作模式。各個專團成員在其專

業領域內做出貢獻，確保音樂治療活動達到預期的效果，同時保障參與者的參與和安全。

該模式展現了有效的協同作業，以實現治療目標和活動的成功實施。 

 

 

3.溝通協作的模式 

音樂治療環境中，強調了"雙方溝通協作"的關鍵。音樂治療師以開放的態度積極接

受回饋，並即時回應學校老師的疑問，同時向特教老師詳細解說治療計畫，確保所需材

料的提前準備就緒。 

 

“對於我們非音樂專業的老師來配合上音樂治療課，音樂老師們非常耐心，活動

的設計和安排會講解得很清楚，課後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再進一步的詢問和學

習。”[訪-SE-C, 位置 37] 

 

“和音樂(治療)老師接觸和交流非常治癒，老師們有高度的責任感和專業性，我們

非常安心和開心，老師們還會聽了我們的回饋，常常進行教學調整，很貼心。”[訪

-SE-C, 位置 32] 

  

“音樂治療師在每次課程之前都會先與學校老師進行聯繫，瞭解學生們的出勤情

況和整體狀態，從而幫助治療師更好準備。”[訪-MT-A, 位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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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學校老師不僅將學校和學生情況反映給音樂治療師，也分享他們的觀察，建立

了深入交流的氛圍。學校老師細緻觀察現場情況，以文字形式詳細記錄，再將其回饋給

音樂治療師，這種迅速溝通的機制有助於即時調整。 

 

“與特教老師的溝通...會在每次課堂結束後進行回饋和簡單交流。”[訪-MT-B, 位

置 45] 

“特教老師也會以文字日記的形式，將每次的治療分享給治療師。”[訪-MT-B, 位

置 54] 

“與特教老師的合作整體非常順利，相互能夠理解和支持...關於音樂治療的工作

和相應的目標制定，以及如何進行介入等方面都會和特教老師進行溝通。"[訪

-MT-A, 位置 31] 

  

整個團隊都明確認識到持續有效的溝通在任務的關鍵性，特別是音樂治療師與特教

老師之間的多方面協調總體而言，這些描述展現了一個高度協同合作的團隊，透過充分

的溝通和資訊共用，確保了音樂治療活動的優質執行和成果實現。 

 

三、遠距線上音樂活動對特殊學生的影響 

1.線上音樂活動的體驗觀感  

(1)學生方面 

線上上活動中，學生積極參與與老師的互動，學生在認知、語言、情緒及社交等多

個方面表現出提高。 

 

“雖然是線上教學，學生能夠專注的看視頻裏的老師，並且跟老師有呼應。"[訪

-SE-D, 位置 19] 

“感動的是認字讀字環節...他們(學生)能夠跟著老師認真努力的去讀。(觀察到)孩

子們有一種積極向上的動力。”[訪-SE-D, 位置 20] 

“對學生有積極的影響...表達更清晰，學生情緒穩定，愉悅...促進同學之間的互

動。”[訪-SE-D, 位置 23] 

  

(2)陪讀家長與老師方面 

陪讀的家長表現出強烈的參與意願。他們不僅在協助輔導學生參與課程方面積極投

入，也感受到了愉悅的課堂氛圍。陪讀的家長認為音樂課堂對孩子們非常適合，同時他

們特別積極地配合教師的指導。在音樂課堂中，他們也能夠放鬆自己，與孩子們一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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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遊戲和互動，從中獲得樂趣。他們會將喜歡的課程內容分享給其他未參與的家長。與

此同時，在現場的學校老師跟隨音樂課程中，也體驗放鬆和癒合的狀態。這種高度的投

入和合作讓整個課程氛圍更加融洽。 

  

“陪讀的家長也很願意參加，很多時候他們在輔導學生參與課程的同時，也在享

受課堂，跟著一起唱歌、舞蹈。”[訪-SE-D, 位置 31] 

“(陪讀家長)覺得音樂課堂很適合孩子們，所以他們特別積極配合老師的教學，其

次家長們在音樂課中，自己也得到了放鬆，很孩子們一起遊戲互動，他們也很開

心。”[訪-SE-C, 位置 28] 

“和家長與陪讀接觸，感覺他們也很喜歡上音樂課，所以他們配合度還挺高的，

也會經常錄影在班級群裏給沒有陪讀的家長發錄影看。”[訪-SE-C, 位置 33] 

  

“對我(學校老師)來說，更深的體會是，每一次跟著上音樂課，自己也融入到其中，

很放鬆，很療愈。”[訪-SE-C, 位置 38] 

  

2.線上音樂活動的特點 

線上音樂活動為學生帶來多元的感受，提供了豐富的體驗。其次，音樂治療師透過

螢幕傳遞情感，將情感融入音樂中。然而，線上活動也有其局限性，相較於線下存在一

定的限制。儘管如此，學生對音樂課的期待依然延續，這種期待將線上音樂活動轉化為

充滿意義的體驗。 

  

“音樂首先帶給了學生不一樣且多元的感受。"[訪-MT-B, 位置 35] 

“雖然是遠距線上隔著螢幕，但是音樂治療師會以人的最大的方式是學生感受到

熱情以及想表達的。”[[訪-MT-B, 位置 36] 

  

為確保活動順利進行，持續有效的溝通是至關重要的。然而，線上工作時，網路不

穩定的現實問題也需要應對。在陪伴情境中，家長因音樂活動介入而產生變化，這顯示

了音樂活動的積極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線上活動考驗了學生與陪伴者之間的關係。 

  

“線上工作，難免會出現網路不佳的情況，由此會偶爾導致聲音不清楚或者網路

延遲...不在一個空間，增加了評估觀察和介入的困難度。”[訪-MT-A, 位置 17] 

  

“持續和有效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考慮到所有參與活動的人除了學生還有家長

和輔助人員，...音樂活動容納所有人員的時候，整體的團體氛圍更和諧喜悅。”[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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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 位置 11] 

  

“從學期開始(學生)的不穩定，回避看(螢幕)，通過一系列的治療活動目標設計和

干預進程發展，到學生們能夠更多投入到音樂活動中並享受其中...令特教學校的

老師和輔助人員及家長，都看到了孩子們不為其所瞭解的潛能。”[訪-MT-A, 位

置 21] 

  

“線上音樂活動的形式為家長提供一定便利，能夠確保學生在相應時間內接受音

樂治療，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設計活動的時候會有意考慮，活動時也會設計陪

讀家長(作為輔助或參與)的部分。”[訪-MT-A, 位置 25] 

  

綜合來看，陪伴者融入線上活動，是一種良好且有效的工作策略，有助於促進互動

和達到活動目標。音樂不僅能夠帶給學生多樣的感受，通過在遠距線上透過音樂治療師

的引導，讓學生感受到情感的表達和熱情的傳遞。即使透過螢幕分隔，音樂仍能夠用其

獨特的方式（感染力）影響學生，讓他們感受到音樂的力量。 

  

3.特教學校老師對專案的預期 

 特教學校老師對活動預期是以嘗試的心態為主，起初是有擔心的，對可行性和有

效性沒有明確肯定的預期。本著盡最大可能，整合各項資源培養學生們為目的，預計在

學校進行一個學期的線上音樂治療嘗試。 

  

“一開始的時候對遠程音樂治療活動很擔心，就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對可行性、

有效性沒有抱特別大的希望。”[訪-SE-C, 位置 21] 

“我們學校的學生是第一次進行音樂治療的活動，所以感覺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

對他們都有幫助。遠距離線上教學更是第一次嘗試，對學生各方面能力的培養都

有影響，比如他們需要集中注意力看螢幕，要理解並配合和視頻裏的老師互動，

還有音樂活動本身帶給孩子們的訓練等。”[訪-SE-C, 位置 23] 

 

4.專業人員的態度 

(1)音樂治療師的態度 

在音樂治療活動中，音樂治療師和特教學校老師展現了高度的專業態度和合作精

神。音樂治療師以認真、熱情、負責的態度對待每次線上活動，並尊重學生的需求和情

感，用心設計活動，密切與學校老師合作。特教學校老師則展現出積極、專業的工作態

度，提前準備教學用品，與家長合作，確保學生在課堂上得到適度的關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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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課程開始進行後，比我想像的要好很多，音樂老師用心的設計，現場老師

的密切配合，大部分的孩子都能進入到遠程教學的課堂中，和老師一起活動，玩

得很開心。”[訪-SE-C, 位置 21] 

“和音樂老師接觸和交流非常治癒，老師們有高度的責任感和專業性，我們非常

安心和開心，老師們還會聽了我們的回饋，常常進行教學調整，很貼心。”[訪-SE-C, 

位置 32] 

“兩位老師教學也非常認真，很熱情，每次上課都精神飽滿，面帶微笑，這本身

就很療愈。時值疫情期間，每次聽到再見歌的時候，內心都會充滿感動，‘期待

下一次再見，願幸福總在你身邊’，歌詞真的是特別美好的祝福。”[訪-SE-D, 位

置 21] 

  

音樂治療師在專業方面用心設計活動，兩位治療師密切配合完成每次線上治療，

持誠懇開放的態度，認真聽取學校和家長各方面的分享和意見，並持續調整以保證治療

方案最優化呈現。 

  

“給音樂老師提的意見，音樂老師會接受。記得好像是有一次音樂比較激烈，學

生聽了之後會有情緒，回饋給老師，以後就調整了。音樂老師非常重視和照顧學

生的感受，給任課老師很大的支持。”[訪-SE-D, 位置 37] 

  

“音樂治療師在每次課程之前都會先與班主任老師進行聯繫，瞭解學生們的出勤

情況和整體狀態，從而幫助治療師更好準備。”[訪-MT-A, 位置 33] 

  

音樂治療師對學生的情感和需求非常敏感，且願意接受來自特教學校老師的建議

和反饋。這種開放和支援的態度使得音樂治療師能夠及時調整治療方案，從而更好地照

顧學生的情感和感受。此外，音樂治療師在每次課程前，會與特教學校的班主任老師進

行溝通，以瞭解學生的狀態和需求，從而更好地準備和安排治療活動。這種密切的合作

有助於確保治療活動的進行和滿足學生的需求。 

 

(2)特教學校老師的態度 

特教老師展現出極其積極、專業且合作的工作態度，以確保每位學生在音樂治療

課堂中得到充分的支持與關注。在進入課堂前，特教老師會提前瞭解音樂老師的課堂需

求並協助整理和分發教學用品，過程中積極與家長合作，共同為學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

環境，確保學生在課堂上得到適度的關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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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課堂前，我要提前瞭解音樂老師課堂需求，做好各種準備工作...課程進

行中，根據(音樂治療)老師的需求幫助收發教學用品...還需要調動輔助家長的積

極性，和他們一起跟孩子們做活動。”[訪-SE-C, 位置 30] 

  

對每節音樂治療課程認真負責，不僅全身投入音樂中，也會將現場學生的各方面

表現細緻觀察並清晰記錄下來，課後分享給音樂治療師，成為重要且珍貴的現場第一手

資料。 

  

“老師會在每次治療之後發一個課程觀察文檔給治療師，整體細緻用心，對於治

療師瞭解在螢幕對面發生了什麼增加一個重要的視角。”[訪-MT-A, 位置 33] 

  

整體而言，音樂治療師和特教學校老師作為專業合作團隊的成員，彼此相互支援和理解。

他們以專業的態度共同合作，相互坦誠、包容，用專業和責任感推動線上專案的進行和

持續發展。這種密切的合作和溝通有助於確保音樂治療課程的進行，並為學生提供更好

的支持和鼓勵。  

 

5.總結 

在研究結果討論中，研究者發現了遠距線上音樂活動在特殊學校中的實踐形式以

及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對特殊學生的影響。誠如 Vinciguerra 和 Federico(2022)研究中發

現遠距音樂治療形式的優勢包括易於接觸，尤其對於交通不便、免疫受損或住院的患者，

擴大參與者的界限和福祉，並可支援神經運動、認知及精神症狀的管理，並且可提升患

者及其照護者的生活品質。但需要面對的挑戰包括網路問題、數位使用的可及性、音質

問題，以及缺乏身體接觸和人際交流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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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分享式閱讀教學對國小五年級低閱讀能力學生閱讀動

機之研究 
 

魏伶茵 王金香 劉明松 

新竹縣二重國小 國立臺東特殊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 

 

摘要 

本研究以新北市 30 位國小五年級低閱讀能力學生為對象，探討分享式閱讀教學對

其閱讀動機之影響。結果發現分享式閱讀教學對學生的閱讀動機有正向影響。但分享式

閱讀教學實驗結果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閱讀動機量表」的後測分數未達顯著差異。 

 

關鍵字：分享式閱讀教學、低閱讀能力學生、閱讀動機、閱讀理解能力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閱讀是所有學習的基石，學校中學科知識大都要經由閱讀而習得，有閱讀能力的人，

才有自己學習的能力。在資訊快速成長的今日，閱讀能力強者，可以很快掌握新訊息，

轉化成知識的人，就能掌握成功的契機（柯華葳，2006）。 

閱讀教學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激發學生的閱讀動機，動機對學習者進行深層的學習，

具有關鍵的影響力（柳雅梅，2005）；林慧娟（2008）的研究亦指出閱讀動機與閱讀理

解能力呈現正相關；Barber 和 Klauda (2020)也認為動機與投入的歷程有助於學習專注

力，亦能促進學生的閱讀理解，綜上所述，可知閱讀動機之重要性。然在李燕妮（2006）、

李靖怡(2012)、張靖如（2012）、陳靜慧（2003）等的研究中發現分享式閱讀教學確實

能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另在王瓊珠（2004）、張靖如（2012）、陳昭蓉（2005）、謝

瓊瑩（2010）、Hindman 等人(2012)以弱勢族群為研究對象；王寶猜（2017）、李靖怡

(2012)、高小琪(2021) 、鄭竹君（2019），以及賴家儀(2023)以普通學生為對象，這些

研究結果均發現透過分享式閱讀教學法，能加深學生對內容的深度了解及探討，並可增

加語文理解及表達的能力，對低閱讀能力或普通學生的閱讀能力有正向的幫助。由此可

知分享式閱讀教學對於提升學生之閱讀動機是一種有效教學策略，因此探討其是否能提

升低閱讀能力學生之閱讀動機，則為本研究的動機。 

閱讀能力低落乃是學校裡普遍常見之問題(Shaywitz & Shaywitz, 2003）。Guthrie 和

Wigfield（1997）認為閱讀動機的一個重要向度是和閱讀有關的感受，當個體對閱讀的

主題有興趣時，他們對閱讀的涉入則更深。孩子會優先閱讀重要他人介紹的書籍，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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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能提供討論書本內容的活動，將可激發學生更高的閱讀動機（Gunning,2000）。方

宣雯(2023)的研究則認為採輔助教材能增強學生閱讀動機。Schiefele 和 Loweke(2018)，

以及Wigfield等人(2016)的研究均指出一般學生在小學後期的閱讀動機會呈現下降現象。

有鑑於此，本研究期經由分享式閱讀教學之實施，以探討期對五年級低閱讀能力學生的

閱讀動機之影響。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分享式閱讀教學對國小五年級低閱讀能力學

生閱讀動機之影響。茲將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分述如下：(一)研究目的：探討分享式閱

讀教學對提升國小五年級低閱讀能力學生閱讀動機之成效。 (二)研究問題:1.分享式閱

讀教學實施前後，低閱讀能力學生在「閱讀動機」的表現？2.實施分享式閱讀教學與一

般閱讀教學的低閱讀能力學生在「閱讀動機」的表現？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和文獻資料，採準實驗研究法，探討分享式閱讀教學對國小五

年級低閱讀能力學生在閱讀動機之成效影響。僅將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實驗以新北市某國小五年級普通班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教師轉介，並進行評量

和觀察後，研究者依據王瓊珠（2004）所提原則進行低閱讀能力學生的篩選，初篩之學

生經研究者與班級導師觀察後，排除因識字困難造成閱讀理解困難學生；同時無感官、

情緒等障礙等現象。經評量後，共篩選出三十位低閱讀能力學生。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方

式分為實驗組和控制組，兩組之學生均由研究者本身親自教學，以避免不同教師的各種

變項有差異影響實驗結果。本實驗抽取實驗組及控制組各 15 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是「選取參與學童之評量工具」，包含

「瑞文氏標準圖形推理測驗」(俞筱鈞，1993）及「中文年級認字量表」(黃秀霜，2001）。

第二部分是「教學成效之評量工具」為「閱讀動機量表」(宋曜廷、劉佩雲、簡馨瑩，

2003）。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準實驗設計中的「等組前後測設計」對兩組五年級低閱讀能力學生進行前

測、實驗處理後之後測，如表 1。以教學法為實驗變項，實驗組以「分享式閱讀教學」

策略進行教學，控制組則進行一般閱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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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O1 X1 O3 

控制組 O2 X2 O4 

註：1.O1、O2：閱讀動機量表前測。2.O3、O4：閱讀動機量表後測。 

    3.X1：分享式閱讀教學法。4.X2：一般閱讀教學法。 

 

(一)自變項:本實驗自變項為兩種不同閱讀理解策略，實驗組由研究者進行「分享式閱讀

教學」。  

(二)依變項：本研究以學童在宋曜廷等(2003)所編之閱讀動機量表之得分而言，得分越

高，表示閱讀態度越高。  

(三)控制變項 

  1.教學者：為避免教學技巧與教師個人特質之偏差影響實驗結果，因此實驗組與控制

組均由研究者擔任教學。 

  2.閱讀教材：實驗組與控制組所使用的閱讀教材一致，均採用研究者選定作為實驗教

學的教材。 

  3.教學時間量：實驗組與控制組每組教學時間為每週各兩次，每次 40 分鐘，共進行

八週，每組各十六節之實驗教學。實驗教學時間為早自習7時50分至8時30分。 

四、教學設計 

    研究者與三位資深老師討論過後，在教學設計上，根據學生的內容知識和閱讀興趣，

篩選出適合學生的閱讀教材，以下就教學流程和教材選擇兩方面進行說明。 

(一)教學流程 

參考王俊仁（2017）、王郁雯(2015) 、王瓊珠（2004）、呂淑華(2010)、 柯華葳

（2006）、甯範恬（2004）、賴家儀(2023)、Partridge(2004)、Pillinger 和 Wood(2014)，

以及Rayne(2005）等相關文獻之論述，本研究將教學活動流程規劃分為五個步驟，分別

說明如下： 

1.封面預測：老師與學生一同欣賞封面內容，觀察書中的圖畫及文字，請學生提出

自己的想法並透過封面預測書中的內容。 

2.老師帶領閱讀：老師示範閱讀，透過生動的語調、豐富的表情及肢體動作，讓學

生融入故事情境中，過程中不過度討論，只有適時暫停，解釋詞句的意義，

先讓學生欣賞圖畫、享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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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題討論：老師提出問題，與學生一同討論？以開放性的問題，引起學生的討論

及互動，「為什麼要這樣做？」、「後來發生什麼事？」、「如果你是他會

怎麼做？」等，讓學生盡可能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4.重複閱讀：學生透過思考的歷程探討故事內容後，再一次閱讀圖書會有不一樣的

感受及想法，鼓勵學生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圖書的內容。 

5.延伸活動：運用學習單創作，將自己對故事內容的想法記錄下來，包含：改編故

事、編寫結局、讓孩子用圖文表達故事內容等。 

(二)教材選擇 

    本研究選擇的教材的原則如下： 

1.題材內容符合選定的主題且多元化：根據五年級學童的身心發展需求，選定了四個教

學主題，分別是「自我肯定」、「人際關係」、「品格教育」、「生命教育」。教材

的內容上必須與這四個主題相關。內容的選擇也應讓學生覺得有趣，並與生活經驗息

息相關，且對閱讀產生興趣之後，才能成為主動閱讀者。 

2.主題具啟發教育意義：在選擇主題方面應該具啟發意義。讓學生透過文章內容的討論

加深對主題的印象 (陳靜慧，2003)。 

3.具有可預測性：可預測書籍需具有熟悉的內容和結構、重複的句型或情節，使得學童

很容易看出故事內容的走向，猜出後續的情節，提供許多有效閱讀的機會（林翠玲，

2007）。 

4.得獎作品：得獎作品大都經過專家學者的審定，具有相當的水準。 

5.故事內容長短適宜：本研究選擇繪本形式的文本，五年級的學生約在 20 分鐘內閱讀

完畢的書籍為主。 

    根據上述原則，將選定的二十四本教材，請三位高年級資深教師從中篩選出不同難

易度的閱讀教材。最後，選取共十六本繪本主題書。茲將本實驗教學所使用的繪本彙整，

見表 2。  



59 

 

表2  

實驗教學閱讀書目表(礙於篇幅僅呈現部分教材) 

閱讀材料編號 

主題名稱 

書名 作者及繪者 出版社 

閱讀材料(一)  

主題：人際關係 

拼被人送的禮 文．圖： 熊田勇 

譯：何榮發 

青林出版社 

閱讀材料(二) 

主題：人際關係 

彩虹魚 文．圖：馬克斯．菲仕達 

譯：郭震唐 

華一出版社 

 

閱讀材料(十五) 

主題：生命教育 

祝你生日快樂  

 

文：方素珍 

圖：仉桂芳 

國語日報社 

閱讀材料(十六) 

主題：生命教育 

希望的翅膀  

 

文：郝廣才 

圖：陳盈帆 

格林出版社 

 

五、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如下： 

(一)準備階段：包含：1.蒐集相關文獻，進行閱讀和整理的工作。2.確立研究主題和方

向，擬定研究計畫。3.選取研究對象。4.根據研究目的，挑選分享式閱讀教學教材

並設計教案。 

(二)實施階段：實施階段有：1.前測：研究於實驗處理開始前一週，先對實驗組與控制

組施測「閱讀動機量表」。2.進行實驗教學：進行為期八週的實驗教學。每組各十

六次，每次40分鐘，若實驗教學中因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停課，將另行補課。3.後測：

研究於實驗結束後一週，兩組再施測「閱讀動機量表」。 

(三)完成階段：1.將實驗教學後所得之資料加以彙整，進行量化統計分析。2.根據分析

結果撰寫研究報告，並提出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六、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的分析為： 

(一)利用相依樣本t考驗比較實驗組學生在閱讀動機的表現情形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二)以共變數分析了解實驗組、控制組學生在接受「分享式閱讀教學」以及「一般閱讀

教學」後，其「閱讀動機」的改變情形。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僅將研究結果與討論分述於下： 

(一)實驗組在閱讀動機表現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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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行分享式閱讀實驗教學後，將實驗組學生的前後測分數以相依樣本 t 考驗檢定

其閱讀動機是否具有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3 所示：實驗組學生(t＝-8.556，ｐ＜.05)在「閱

讀動機量表」上得分改變達顯著水準，表示後測分數在經過分享式閱讀教學後顯著高於

前測分數。此結果說明：(1)與李靖怡（2012）、李燕妮（2006）、張靖如（2012）及

陳靜慧（2003）的研究結果相同，可知分享式閱讀教學對學生的閱讀動機有正向影響。

(2) 也支持 Gunning(2000）所主張如果老師能提供討論書本內容的活動將可激發學生更

高的閱讀動機」；以及方宣雯(2022)的研究認為採輔助教材能增強學生閱讀動機之看

法。 

 

表 3  

實驗組學生於閱讀動機量表之相依樣本 t 考驗摘要 

實驗組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df ｔ 

閱讀動

機 

前測 15 120.20 18.84 
14 -8.556*** 

後測 15 141.93 20.09 

***p<.001 

 

(二)兩組學生在閱讀動機後測表現的差異結果分析 

    在進行分享式閱讀教學以及一般閱讀教學後，以「閱讀動機量表」的前測成績為共

變項，教學方法為自變項，「閱讀動機量表」的後測成績為依變項，透過套裝軟體進行

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以了解實驗組與控制組在閱讀動機之差異

情形。 

為符合共變數分析的基本假定，先進行同質性檢定。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結

果如表 4 顯示，F 值為.867，p＞.05，符合共變數分析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因

此可進一步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 4  

兩組學童在「閱讀動機量表」之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摘要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p 值 

組間 155.588 1 155.588 .867 .360 

誤差 4663.335 26 179.359   

    

在排除前測的影響後，由表 5 可知，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閱讀動機量表」後測

分數的差異為 F＝.521，p＞.05，表示不同的教學方法對於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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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表現沒有顯著影響，亦即接受分享式閱讀教學的實驗組學生與接受一般閱讀教學的

控制組學生，在「閱讀動機量表」的後測分數沒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利用「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尋近年來提升國小學生閱讀動機之實驗研究，未見以分享式閱讀

實驗教學方式，探究低閱讀學生的閱讀動機相關之研究，因此無法進一步比較討論。惟

在呂淑華（2010）、林翠玲（2007）、張靖如（2012）、陳昭蓉（2005）等實驗研究結

果卻發現分享式教學能提升學生「閱讀能力」與「用字能力」；此些研究證實分享式教

學之價值。但提升閱讀動機的方法(李君懿，2010；黃馨儀，2002；Gunning, 2000）與

影響閱讀動機的因素（王瓊滿，2011：許麗鈞，2010；黃馨儀，2002；Gambrell, 1996）

眾多，因此在未實驗研究中宜列入考量。 

 

表 5 

兩組學生在閱讀動機後測分數之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93.013 1 93.013 .521 .477 

誤差 4818.923 27 178.479   

 

肆、結論與建議 

    以研究目的為基礎，並依據閱讀動機量表之分析與討論，提出以下結論及建議，作

為分享式閱讀教學對國小低閱讀能力學生閱讀動機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結論 

(一) 實驗組學生在「閱讀動機量表」上得分改變達顯著水準，表示後測分數在經過分

享式閱讀教學後顯著高於前測分數。此結果說明與相關研究結果相同，可知分享式

閱讀教學對學生的閱讀動機有正向影響。 

(二) 接受分享式閱讀教學的實驗組學生與接受一般閱讀教學的控制組學生，在「閱讀

動機量表」的後測分數沒有顯著差異。 

二、建議 

(一)建議善用分享式閱讀教學以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本研究發現分享式閱讀教學對學

生的閱讀動機有正向影響；且相關實驗研究結果亦發現分享式教學能提升學生「閱

讀能力」與「用字能力」；此些研究說明了分享式教學對提升國小低閱讀能力學生

閱讀動機之價值。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建議可再將「提升閱讀動機的方法」與「影響閱讀動機的因素」

等列入考量，以進一步探討分享式閱讀教學對提升國小低閱讀能力學生閱讀動機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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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聽障者透過身心障礙特考成為公務人員之追蹤個案

分析 
 

黃國禎 黃國鑫 黃國庭 黃麗津 

國立彰化特殊 

教育學校教師 

國立仁愛高級 

農業學校教師 

台北市福林國小

校長 

台中市益民國小

教師 

 

摘要 

本研究採追蹤研究，研究對象：是與 2017、2018 研究相同的受試者，中度聽障 A

公務人員，2016 年透過身心障礙特考，考取三等一般行政，服務於台中市某國民小學

總務處，擔任幹事，負責勞健保與圖書館業務，工作職掌八年來始終如一。 

A 對於如何準備身心障礙特考，半結構式訪談題綱與 2018 年一樣。同樣地，對於

職場工作面臨溝通的問題與因應策略之半結構式訪談題綱也與 2017 年一樣，只增加八

年來的工作心得這項訪談。研究結果：第一部分，準備身心障礙特考部分，其結果與

2018 年的研究結果相同，顯示一致性，準備身障特考的印象深刻。第二部分，面對職

場工作溝通面臨的問題與因應策略，其結果與 2017 年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從原本 3

種因應策略(1)能接聽會盡量接聽，(2)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請同事幫忙接聽，並請同

事轉告聽障者。(3)輔具部分，放大電話聲音與配戴助聽器，進化至 2 種因應策略：第

一種默契策略(A 服務工作年資八年，工作內容不變，工作精進。在工作職場上，建立

友善的工作環境，建立良好的工作默契，研究者稱｢默契策略｣)，｢除了校內電話，其餘

電話都是交由同事聽，若是跟我的業務有關，會請他打給我的手機｣。第二種策略是輔

具(助聽器及放大電話器。溝通上，有同事與志工協助。)。擔任八年的公務人員，其心

聲有三點： (1)薪資買不起房，物價通膨率高於調薪幅度，餓不死自己。(2)工作環境上

有同事跟志工的幫忙與照顧，目前沒遇到太大的困難。(3)認為當公務人員還不錯，有

寒暑假半天可以休假，算是公務員生涯中的小確幸。本研究發現：第一部分，關於準備

身心障礙特考，其研究發現與 2018 年的研究發現是相同的，(1)溝通：善用書面溝通，

老師的板書很重要。(2)助聽輔具很重要，助聽器與錄音筆相當有幫助。(3)無障礙環境：

善用電視前排座位。(4)筆記：勤做。(5)家人支持：在經濟上與補習費用，全力支持。

(6)應考準備：勤做考古題。(7)善用網路資源：阿摩考古題。(8)按照補習班老師進度上

課。第二部分，關於工作職場面臨溝通的問題與因應策略，其研究發現與 2017 年的研

究發現大致相同。在因應策略上，原來的三種策略進化為二種策略(默契策略與輔具)。 

 

關鍵字：聽障溝通模式、職務再設計、輔具、工作態度、身心障礙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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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3 年會，研究者發表｢2005~2022 年聽覺障礙者擔任中華民國公務人員之分析」，

會議主持人楊理事長熾康系主任當場邀約明年 2024 年，再來年會發表一篇｢聽障者透過

身心障礙特考成為公務人員的歷程」，例如：如何準備身心障礙特考?身障特考如何作

答拿高分?成為正式公務人員後如何面對職場溝通的困境與因應策略?等三大問題，此為

研究動機之一。 

今年 3 月，研究者受邀至彰化縣聲暉家長協會參與年會，遇到自己的學生 A，A 透

過 2016 年身心障礙特考，考上公務人員。並於 2016 年分發至台中市某國小服務，迄今

已服務公職 8 年。研究者當場說明並邀請 A 接受訪談，A 當場答應研究者的邀請。研

究者透過 A，找到另一位女學生 B，也是研究者聽障巡迴輔導的學生，B 目前公務人員

育嬰留職停薪，在家帶小孩。因為 B 人在國外，無法連絡上。原本，研究者的研究設

計，採對抗平衡的方式進行。換言之，原本想要男女各一名聽障身障特考公務人員接受

研究者的訪談。但事與願違，只能採追蹤個案方式進行，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本研究採追蹤研究，採同一個案方式追蹤進行。從 2016 透過身心障礙特考成為公

務人員後迄今 2024 年，想要了解八年年資聽障公務人員的心聲。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研究者商請自己的學生(2016 年考取身障特考三等一般行政)

接受訪談，了解如何準備身心障礙特考?身障特考如何作答拿高分?成為正式公務人員後

如何面對職場溝通的困境與因應策略?及擔任八年身障特考公務人員的心聲等四大方

面。 

貳、文獻探討 

聽障者如何考上身障特考之相關研究，在我國博碩士論文方面，沒有相關調查研究

報告出現，因此僅能從相關資料著手(黃國禎，2018)。身心障礙特考係我國考試制度下

獨有的設計，象徵政府對於身心障礙人員就業保障的重視，主動開啟另一道窗口，讓身

心障礙人員得以透過國家考試方式進入公部門(引自張琮昀，2011)。陳金平(2015)指出

身障特考具平等與正義導向，但仍未完全彰顯民主行政所強調之「社會公正」與「關懷

弱勢」的正義價值。 

黃國禎(2018)指出聽障者要進入公部門，之前會進補習班。聽障者如何適應補習班

生活?聽障者從溝通、經濟、輔具、心理建設、家人支持、自我讀書計畫及準備身障特

考策略等七方面著手。 

其次，聽障者透過身心障礙特考，考上公務人員。在公務部門職場環境，身為聽障

公務人員又會面臨職場那些挑戰與因應策略?前總統蔡英文身心障礙者權益政策(2016)，

強調職務再設計，對於經由考試進入公部門服務之身心障礙者，應從分發制度著手改善，

強化職務再設計之功能，達成適才適所。張睿玲(2017)指出：勞動部 2015 年主動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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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通過身心障礙特種考試的身心障礙者所提供就業相關協助服務資訊的創新性做法，與

職務再設計服務對身心障礙公務員在工作適應上的影響。 

根據張琮昀(2011)研究發現：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實施，幫助政府更積極

進用身障人員，身心障礙特考人員在政府機關受到的照護固然完整，但工作表現上仍會

受到自身障礙因素侷限。身心障礙人員的日常工作態度更是決定升遷的關鍵，必須付出

更多努力，把自己提升與一般人一樣，進而獲得長官與同事的肯定，這對身障人員而言，

無疑形成一種挑戰。 

這樣挑戰，是否會造成身心障礙特考及格的人員想要離職呢?邱俊銘(2007)指出我

國公部門身心障礙者離職傾向之研究發現：只有身心障礙公務員的學歷、年齡、內在工

作滿意度和人際關係，對其離職傾向有顯著影響。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追蹤研究，即受試者是相同的，資料也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新增工作

歷程與八年的工作心得。分二部份訪談題綱。第一部分半結構式訪談題綱｢如何考上身

障特考」(黃國禎，2018)，從溝通、經濟、輔具、心理建設、家人支持、自我讀書計畫

及準備身障特考策略等七方面著手，共八題(如附件一)。第二部分半結構式訪談題綱｢

如何面對職場溝通的困境與因應策略及擔任八年身障特考公務人員的心聲」(黃國禎，

2017)，從溝通模式：中度聽障公務人員溝通模式(口語、筆談)、環境(同事、上司)、輔

助工具(電話擴大鈴聲)、工作八年心聲等四方面，共九題(如附件二)。本研究對象：中

度聽障 A 公務人員，具口語能力，採口語溝通，配戴助聽器，口語溝通可，聽取能力

與表達能力可。2010 某國立高中畢業，2010 大專身心障礙甄試考上台大地理環境資源

系，2014 大學畢業，2015 參與身障特考落榜，2016 考上身心障礙特考三等一般行政，

當年分發至台中市某國小服務，擔任總務處幹事，負責工作是勞健保與圖書館工作，環

境單純。研究方法：採用 LINE 方式請受試者作答，並當面告知父母進行此項研究(黃

國禎，2017、2018)。 

肆、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如何考上身障特考」共 8 項，其結果與 2018 研究

相同，不再贅述。第二部分｢如何面對職場溝通的困境與因應策略及擔任八年身

障特考公務人員的心聲」共 9 項，其結果與 2017 研究相同，僅增加心聲部分。

分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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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如何考上身障特考」8 項: 

1.準備身障特考，有進補習班嗎?補多久?在哪裡補習?補習方式是小班制?或家教制?或一

班數百人?補習時，通常坐哪裡?前排?後排?中間?  

答:(1)補習一年(在台中後火車站志Ｏ補習班，第二年自修在圖書館準備。)(2)會在

老師前面聽課，比較能看到老師。(3)大班制，至少兩三百人。要看課程，有的科

目是一班數十人，位置都要看運氣，早到的時候會搶前面位置坐，人多的時候只

能在坐後面，但後面都會有電視可以看。 

上課時，是看老師唇形?或是老師有配戴調頻輔具 FM? 

答:(1)老師講的清楚的時候，就我就不會看唇型。(2)老師沒有配戴調頻輔具 FM。 

上課時，您有佩戴助聽器? 

答:有 

對於助聽器評價如何?對於您，上課幫助大嗎? 

答:天天戴助聽器，那時候是新買的助聽器。所以，聽得還不錯，聽得懂 8 成。 

上課時，老師上課用麥克風，他的聲音聽得清楚嗎? 

答:每個老師狀況不一樣。 

聽懂老師在說些什麼嗎? 

答:有的老師講話很清楚，有的不是。 

您會讓上課老師知道有聽障生在聽課嗎?老師會放慢講課速度嗎? 

答:(1)不會讓老師知道有聽障生聽課。我會自備錄音筆去錄老師上呢內容。(2)    

不會。 

萬一聽不懂老師所講或漏了老師所講，該如何處理？ 

答:聽不懂的我會回去再聽一次，或是遇到聽不懂的內容會跟隔壁同學借筆記。 

2.上課時，遇到問題時，會主動發問嗎?  

答:不會主動發問，遇到不會的問題都會上網去查，現在網路很方便。所以，基本

上都可以找到解答。 

3.如何作答？分申論題與選擇題? 

答:我是準備高考，除了國語跟一些科目有部分選擇，選擇方面都是利用考古題  

去加強常犯的錯誤題型，申論則是每天挑個每年的考古題幾題去練習，能在不翻

課本的時候寫申論會進步很多，我記得每科目都有寫了幾十題以上，在去考場的

時候可以翻一下自己寫的申論題可以加強記憶。 

4.準備考試?自己有訂計畫複習嗎?或是配合補習班進度? 

答:第一年都是配合補習班的進度，第二年就按照自己的讀書計畫，但我個性較隨

性，想到要念什麼就念什麼，沒有一定按照讀書計畫去執行。 

5.準備考試，一整天安排是如何?是從早上到晚上都在補習班嗎?假日也在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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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如果不在補習班時，是在家書房讀書或到圖書館讀書?  

答:一整天都在圖書館，晚上會犒賞自己休息，玩電動放鬆。休館期間，就在家練

習申論題。 

6.補習班一年費用是多少?您有申請彰化縣政府補習班經費補助嗎?家人支持? 

答:(1)4 萬多元，(2)不知道有這個項目可以申請。(3)因為找不到工作。所以，家人

希望我去補習考公職。 

7.準備身障考試，心理建設如何?萬一沒有考上身障特考，該如何? 

答:一開始那時候沒想那麼多，由於沒基礎。所以，我先按照補習班進度慢慢念，   

當一年期結束後開始有危機意識後，就很認真練習考古題申論題。考完試後，還

是會去圖書館唸書。直到放榜前，我仍在圖書館背法條。 

8.給想要參加身障特考的聽障生的建議是什麼? 

答:身障特考很多題型都是考古題出現過的。所以，可以往考古題那邊下手。比較

會知道自己哪邊讀的不熟練，再加強就好，下次遇到同樣題型就能寫的很順利。 

第二部分｢如何面對職場溝通的困境與因應策略及擔任八年身障特考公務人員的心聲」9

項: 

1.工作時，如何與上司溝通? 

答:當面溝通，不清楚的會用 line 交代事項。 

2.工作時，如何與同事溝通? 

答:當面溝通，不清楚的會用 line 交代事項。 

3.工作時，如何與學生溝通? 

答:請學生再說一次，聽不清楚再請志工跟同事幫忙聽。 

4.在工作上，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答:沒遇到什麼問題。 

5.在職場上，有提供職務再設計，例如：放大電話鈴聲或採振動方式，影像溝 

通含手語或文字，或採 LINE 群組溝通或網路 LINE 溝通方式進行工作？ 

答:有申請過職務再設計買新助聽器，之前有自費買電話放大器，但成效不好，最

後除了校內電話，其餘電話都是交由同事聽，若是跟我的業務有關會請他打給我

的手機。 

6.依據身權法，可申請工作助理員？請問您有申請嗎？若有，幫助如何？若無， 

不申請原因？ 

答:沒有申請，不知道有這個，我的業務不太需要。 

7.工作上，遇到接聽電話，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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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申請過職務再設計買新助聽器，之前有自費買電話放大器，但成效不好，最

後除了校內電話，其餘電話都是交由同事聽，若是跟我的業務有關會請他打給我

的手機。 

8.能擔任公務人員，其工作態度是什麼？ 

答:做好自己業務即可，能不麻煩同事盡量不麻煩。 

9.擔任八年的公務人員，其心聲是什麼?在薪資待遇上，感受如何?在工作環境 

  上，感受如何? 喜歡公務人員這項工作嗎? 

答:(1)薪資買不起房，物價通膨率高於調薪幅度，餓不死自己。(2)工作環境上有同

事跟志工的幫忙與照顧，目前沒遇到太大的困難。(3)還不錯，有寒暑假半天可以

休假，算是公務員生涯中的小確幸。 

 

(二）在討論部分，分敘如下： 

  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分，準備身障特考八點；第二部分，面對職場溝通的困境與

因應策略及擔任八年身障特考公務人員的心聲九點: 

第一部分:與 2018 研究相同，不再贅述。 

(1)溝通:口語溝通與書面溝通(含板書及唇形) 

(2)助聽輔具:助聽器與錄音筆 

(3)無障礙環境:電視前排與好朋友借用筆記 

(4)筆記:勤做     

(5)家人支持:經濟上及補習費用 

(6)應考準備:勤做考古題 

(7)善用網路資源 

(8)按照補習班老師進度上課 

 

第二部分:與 2017 研究相同，不再贅述。僅新增八年工作心聲部分。 

(1)溝通模式:A 生採口語溝通模式，因應策略:請上司、同事等幫忙，如講話慢一點或再

講一次或者採示範及筆談方式進行溝通(2017)，增加志工項目。在 A 生溝通模式遭

遇困難是接聽電話問題(2017)。此與張琮昀（2011）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工作表現

上仍會受到自身障礙因素侷限。 

(2)輔具方面，配戴助聽器與使用電話放大器等職務再設計(2017)與張睿玲(2017)研究結

果相符，提高了本身在職場的獨立性、自主性、工作效率，且減少工作疲憊。但反

映電話放大器不好用。 

(3)工作態度方面:承如 A 生認為：要以積極心去工作，不管問題是什麼都要去解決，工

作處理好，生活就不會有太太的壓力。工作上有閒暇時，可以多幫同事的忙，彼此



71 

 

互相幫忙，同事才會更願意幫助你的不便。良好的工作態度，對於聽障公務人員是

有助益的(2017)。此於張琮昀(2011)研究發現是一樣的：身心障礙人員的日常工作態

度更是決定升遷的關鍵，必須付出更多努力，把自己提升與一般人一樣，進而獲得

長官與同事的肯定。 

(4)八年工作心得: (a)薪資買不起房，物價通膨率高於調薪幅度，餓不死自己。公務人員

調薪幅度趕不上物價指數與貨幣通膨。(b)工作環境上，有同事跟志工的幫忙與照顧，

目前沒遇到太大的困難。(c)認為當公務人員還不錯，有寒暑假半天可以休假，算是

公務員生涯中的小確幸。 

  最後，法令的宣導很重要，A 生並不知道身權法規定：可以申請工作助理(2017)，

但也工作職場上沒有需要，不用申請。綜上所述，國民小學中度聽障公務人員職場工作，

面對溝通的問題是接聽電話，其因應策略:除了校內電話，其餘電話都是交由同事聽，

若是跟我的業務有關會請他打給我的手機。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論可分二部分，一是聽障者如何準備身障特考八點，二是面對職場溝通的

困境與因應策略及擔任八年身障特考公務人員的心聲九點:  

第一部分研究結論：與 2018 相同 

(1)溝通:口語溝通與書面溝通(含板書及唇形) 

(2)助聽輔具:助聽器與錄音筆 

(3)無障礙環境:電視前排與好朋友借用筆記 

(4)筆記:勤做。 

(5)家人支持:經濟上及補習費用 

(6)應考準備:勤做考古題 

(7)善用網路資源 

(8)按照補習班老師進度上課 

 

第二部分研究結論:與 2017 研究相同，僅差異在｢除了校內電話，其餘電話都是交由同

事聽，若是跟我的業務有關會請他打給我的手機｣。 

    關於準備身障特考，本研究發現與 2018 研究發現一樣，不在贅述。 

    關於面對職場溝通的困境與因應策略及擔任八年身障特考公務人員的心聲，本研究

發現與 2017 研究發現 8 點相同，不同在 2024 有申請職務再設計，購買電話放大器效果

不佳。另外，在公務人員心得方面，有三點:(1)薪資買不起房，物價通膨率高於調薪幅

度，餓不死自己。公務人員調薪幅度趕不上物價指數與貨幣通膨。(2)工作環境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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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跟志工的幫忙與照顧，目前沒遇到太大的困難。(3)認為當公務人員還不錯，有寒

暑假半天可以休假，算是公務員生涯中的小確幸。 

  本研究之建議，關於身障特考部分:各地方政府補習費用補助身心障礙者可以提高

至 7 成，減少身障者經濟壓力(黃國禎，2018)；關於聽障公務人員面對職場溝通的困境

與因應策略及擔任八年身障特考公務人員的心聲部份，善用智慧手機溝通方式:影像與

LINE，搭配即時翻譯系統。未來可採問卷調查或質性研究，樣本可增至三個，障礙程

度可三種等級，輕度至重度，看看公部門溝通時面臨的問題及因應或許有不同的樣貌(黃

國禎，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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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聽障者如何考上身心障礙特種考試之半結構式訪談題綱｣: 8 題 

1.準備身障特考，有進補習班嗎?補多久?在哪裡補習?補習方式是小班制?或家教制?或一

班數百人?補習時，通常坐哪裡?前排?後排?中間?上課時，是看老師唇形?或是老師有

配戴調頻輔具 FM?您有佩戴助聽器?對於助聽器評價如何?對於上課幫助大嗎?上課時，

老師上課用麥克風，他的聲音聽得清楚嗎?聽懂老師在說些什麼嗎?您會讓上課老師知

道有聽障生在聽課嗎?老師會放慢講課速度嗎?萬一聽不懂老師所講或漏了老師所講，

該如何處理？ 

2.上課時，遇到問題時會主動發問嗎? 

3.如何作答?分申論題與選擇題? 

4.準備考試?自己有訂計畫複習嗎?或是配合補習班進度? 

5.準備考試，一整天安排是如何?是從早上到晚上都在補習班嗎?假日也在補習班 

  嗎?如果不在補習班時，是在家書房讀書或到圖書館讀書? 

6.補習班一年費用是多少?您有申請彰化縣政府補習班經費補助嗎?家人支持? 

7.準備身障考試，心理建設如何?萬一沒有考上身障特考，該如何? 

8.給想要參加身障特考的聽障生的建議是什麼? 

 

 

附件二 ｢國民小學中度聽障公務人員職場溝通面臨的困境與因應策略半結構式訪談題

綱｣: 9 題 

1.工作時，如何與上司溝通? 

2.工作時，如何與同事溝通? 

3.工作時，如何與學生溝通? 

4.在工作上，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5.在職場上，有提供職務再設計，例如：放大電話鈴聲或採振動方式，影像溝通含手語

或文字，或採 LINE 群組溝通或網路 LINE 溝通方式進行工作？請問您目前工作有提

供職務再設計嗎? 

6.依據身權法，可申請工作助理員？請問您有申請嗎？若有，幫助如何？若無，不申請

原因？ 

7.工作上，遇到接聽電話，該如何處理？ 

8.能擔任公務人員，其工作態度是什麼？ 

9.擔任八年的公務人員，其心聲是什麼?在薪資待遇上，感受如何?在工作環境上，感受

如何?喜歡公務人員這項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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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國小資源班教師對開設溝通訓練課程之看法 

賴彥臻                 錡寶香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探討國小資源班開設溝通訓練課程之看法。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現場教師普遍未開設此課程，原因包括自身相關知識不足、缺乏專業支持及排課負

擔過重等。除此之外教師們也希望透過研習增加對於溝通訓練課程的掌握程度，並期望

相關單位提供教材編寫和開課指引，以促進溝通訓練課程的開設。 

 

關鍵字：資源班、溝通訓練課程、問卷調查 

 

壹、文獻探討 

    溝通是個體與世界連結的主要管道，然而對很多特殊需求學童而言，這卻是他們需

要面對的主要困難。根據我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所列，溝通/語言

是智能障礙、自閉症、語言障礙、學習障礙、發展遲緩等鑑定基準中的主要向度之一(教

育部，2013)。此外，對聽障學童而言，語言發展也常是他們最大的剝奪與挑戰 (錡寶

香，2011)。特殊需求學童在溝通上的問題，包括：音韻、語意、語法及語用層面，如

語音障礙、詞不達意、象徵性語言理解困難、句構簡單、語句不合語法、交談對話之參

與和維持問題、敘事混亂等 (林寶貴、錡寶香，2000；錡寶香，2006)。也因此，提供

符合需求的溝通訓練課程實有其必要。而教育部 (2019)所發布之《特殊需求領域綱要》

中〈溝通訓練課程〉是針對有溝通訓練需求之學童所發展，其中的學習表現包括訊息理

解、訊息表達、互動交流和合作參與，學習內容則涵蓋非口語訊息、口語、手語和輔助

性溝通符號。雖然，特殊教育領域持續關注學童的溝通問題，也有可供參考之溝通訓練

特需課程綱要，但在實務現場特殊教育教師開設溝通訓練課程似乎並不普遍，也因此有

必要探究此議題。據此，本研究主要目的乃在探討國小資源班開設溝通訓練課程的現況

及教師看法，以瞭解現場教學實施情況及未來可能的改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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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對象 

一、問卷發放對象 

    本研究以 SurveyCake 線上問卷方式發送給近三年內曾任教於資源班之教師，

共收回 133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112 份。這些研究參與者資料整

理彙整如下: 

(一) 年資 

- 三年以下（含三年）：18 人（16%） 

- 四至八年（含八年）：37 人（33%） 

- 九年以上（含九年）：57 人（51%） 

(二) 近三年是否曾開設溝通訓練課程 

- 曾開設：33 人（29%） 

- 未開設：79 人（71%） 

(三) 成為教師前是否曾修習溝通訓練相關課程 

- 曾修習：51 人（46%） 

- 未修習：61 人（54%） 

(四) 過去是否曾參與溝通訓練相關研習 

- 曾參與：35 人（31%） 

- 未參與：77 人（69%） 

(五) 過去是否曾參與溝通訓練社群 

- 曾參與：12 人（11%） 

- 未參與：100 人（89%） 

 

參、研究工具 

    本研究編製「國小資源班溝通訓練課程調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問卷以線上問卷

SurveyCake 傳送給研究參與者作答。以下說明問卷的編製、填答與計分方式、預試及

正式問卷編製的狀況。 

一、擬定預試問卷 

    本研究問卷根據相關文獻與特殊需求領綱整理，初步構思後與四位實際開設溝

通訓練課程的資源班教師交換意見，多次修改後形成問卷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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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審題 

    本研究預試問卷內容，邀請三位專家（即：一位特教系教授、兩位年資十年以

上之特教教師）審閱初稿題項的適切性，並提供修正意見。經專家審查後，刪除或

修改重複、題意不清及與現場教學狀況不符合的題目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進行修改，

形成預試問卷。 

三、進行預試 

    預試問卷委請兩位國小資源班特教教師協助填寫以確認問卷填答適切與可行

性。 

四、問卷內容 

本研究正式問卷包括三部分： 

1. 對溝通訓練課程的看法：教師對溝通訓練課程的認知和態度。 

2. 師資培育及研習提供溝通訓練專業知能相關問題：師資培育和專業發 

   展需求。 

3.開放式問題:對開設溝通訓練課程之看法： 

   - 不開設溝通訓練課程的原因。 

   - 開課可能遭遇的困難。 

   - 提升特殊需求學生溝通能力的方法。 

   - 對溝通訓練特需領綱的看法。 

 

   本研究在量表問卷題目計分方面，對溝通訓練課程的看法部分採李克特氏四點

量表計分，選項依序為 1 至 4 分，反向計分題項包括第 6、7、9、10、12-18 題。

得分愈高表示教師對溝通訓練課程較熟悉、看法較正向。 

肆、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人工閱卷方式檢視回收之問卷，以近三年曾任教於國小資源班，且選

擇題無一漏答為標準，檢視是否有無效問卷，並將有效問卷編碼，採用統計分析軟

體 SPSS 進行相關資料分析，逐一登錄並建立分析資料檔。 

二、資料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將受試者之問卷施測結果分類後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求取受試者

回答之各變項的總數、平均數。 

(二) 開放式問卷問題分析 

    本研究分析國小資源班教師針對溝通訓練課程之看法與相關建議。針對問



78 

 

卷中開放式問題，研究者將回收之答案依類別整理後進行分析與討論。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國小資源班教師對溝通訓練課程之看法分析 

    (一) 對開設溝通訓練課程的看法 

    由表1之結果可以發現國小資源班教師針對溝通訓練的看法平均得分為2.90，

代表資源班教師們針對溝通訓練的基本要素、概念，可能具有一定的掌握程度，由

此推論，國小資源班教師對溝通訓練課程的了解與熟悉程度約在中間以上程度。 

 

表 1 

對開設溝通訓練課程的看法 

量表內容 M SD 

1. 我認為溝通訓練課程只有語言障礙或聽障學生才需

要。 

3.45 .56 

2. 我認為溝通訓練課程與語言治療的內容重疊。 2.58 .64 

3. 我認為語言治療師更適合負責溝通訓練課程的教學。 2.63 .72 

4. 我認為特殊需求學生有專業團隊語言治療師服務，因

此配合語言治療師的建議就夠了，不需要另開溝通訓

練課程。 

3.21 .63 

5. 我認為特教班比資源班更適合開設溝通訓練課程。 2.68 .80 

6. 我認為溝通訓練課程的內容與社會技巧有重疊。* 2.71 .64 

7. 我認為溝通訓練可與國語或語文課程結合。* 3.21 .60 

8. 我認為繪本適用於溝通訓練課程中。* 3.18 .54 

9. 我認為桌遊適用於溝通訓練課程中。* 3.18 .57 

10. 我認為特殊需求學生的個別差異太大，導致開設溝通

訓練課程有其難度 

2.14 .72 

平均 2.90 .41 

註：表格題目反灰、標註*的題目為反向計分。 

 

(二) 對溝通訓練教學實務的看法 

    由表 2 之結果可以發現國小資源班教師針對溝通訓練的教學實務平均得分為

2.34。代表教師們對於常見的溝通訓練教學法仍較為不熟悉，並顯示教師們在挑選

教材上可能會較不清楚相關資源。由此推論，國小資源班教師對溝通訓練教學實務

的了解與熟悉程度約在中間偏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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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溝通訓練的教學實務 

量表內容 M SD 

1. 我熟悉目前可使用的溝通訓練教材。* 2.16 .68 

2. 我熟悉輔助溝通系統(AAC)的教學。* 2.23 .72 

3. 我清楚敘事教學。* 2.64 .61 

4. 我熟悉構音異常或說話問題的教學。* 2.22 .72 

5. 我清楚語用教學。* 2.45 .63 

平均 2.34 .20 

     

    (三) 對溝通訓練課程設計之看法 

由表 3 之結果可以發現國小資源班教師針對溝通訓練課程設計平均得分為

2.31，顯示教師認為自己設計溝通訓練的能力可能較為不足。由此推論，資源班教

師溝通溝通訓練課程設計能力約為中間偏低。 

 

表 3 

溝通訓練課程設計 

量表內容 M SD 

1. 我認為自編溝通訓練教材很困難。 1.98 .76 

2. 我熟悉十二年國教的〈溝通訓練領綱〉裡的學習表現與學習

內容。 

2.47 .63 

3. 我對溝通訓練的 IEP 目標設定很清楚。 2.44 .65 

4. 我認為我目前累積的溝通訓練相關知能是足夠的。 2.33 .75 

平均 2.31 .22 

     

(四) 對開設溝通訓練獲得支持之看法 

    由表 4 之結果可以發現國小資源班教師認為他們開設溝通訓練課程之支持平

均得分為 2.14。代表教師們認為在師培階段亦或成為教師後的增能研習能汲取的資

源皆受限。由此推論，國小資源班教師認為他們開設溝通訓練課程所獲得支持約為

中間偏低。 

 

表 4  

開設溝通訓練之支持 

量表內容 M SD 

1. 我的教室有可參考之溝通訓練教材。 2.22 .77 

2. 我認為師培階段的溝通訓練課程是足夠的。 2.10 .75 

3. 我認為縣市特殊教育專責單位或特教資源中心所開 2.1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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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溝通訓練相關研習是足夠的。 

平均 2.14 .07 

 

(五) 對十二年國教溝通訓練領綱之看法 

    由表 5 之結果可以發現教師對十二年國教溝通訓練領綱之看法平均得分為

2.93。顯示教師不僅認為十二年國教溝通訓練領綱的內涵符應學生的需求，由此推

論，教師對十二年國教溝通訓練領綱之看法偏正向。 

 

表 5 

 對十二年國教溝通訓練領綱之看法 

量表內容 M SD 

1. 我認為十二年國教〈溝通訓練領綱〉裡的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是符合學生真實需求的。* 
2.68 .57 

2. 我認同十二年國教的〈溝通訓練領綱〉裡的學習表現

（訊息理解、訊息表達、互動交流、合作參與）。* 
3.11 .51 

3. 我認同十二年國教的〈溝通訓練領綱〉裡的學習內容

（非口語訊息、口語、手語、輔助性溝通符號）。* 
3.00 .56 

平均 2.93 .22 

    

四、開放式問題資料分析彙整 

茲將本研究以開放式問題蒐集到之資料，分析/彙整歸納如下: 

(一) 希望在師培階段開設的課程 

教師希望開設基礎理論、教材教法及現場實務課程，如構音、語法、溝通

訓練相關理論課程及各類溝通相關教法課程。 

(二) 希望開設的研習主題 

教師希望了解更多輔具使用方法、將溝通訓練教學融入其他學科、現場實

務教學及鑑定所需之相關測驗的分析與判讀。 

(三) 開授溝通訓練課程遭遇的困難 

教師認為開設溝通訓練課程的困難包括教學先備能力不足、教材選用困難、

學生異質性高及排課節數不足。 

      (四) 目前不開設溝通訓練課程的原因 

教師不開設溝通訓練課程的原因包括學生無需求、節數不足或已融入他科

及教師本身缺乏知能。 

(五) 對十二年國教領綱的意見 

教師認為十二年國教溝通訓練領綱的學習表現與內容較難落實在 IEP 目標

裡，且學生個別差異大，有些目標過於籠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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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對溝通訓練還想進一步了解的部分 

教師希望了解更多教學面向與輔具的使用方法，並希望能獲得教學範例及

開課指南等資源，及與語言治療師合作的模式。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開課現況 

    研究顯示，約三成教師曾開設溝通訓練課程。然而，因特殊教育人力不足和教

師缺乏相關知識與資源，導致教師傾向選擇開授其他特需科目，而僅將溝通訓練融

入日常生活中實施。 

（二）教師看法 

    教師對溝通訓練課程的認知和支持程度中等偏低，顯示出相關知能不足、職前

與在職階段增能不足、教材難尋和排課節數不足等因素，降低了教師開設課程的意

願。 

二、建議 

（一）職前培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程中，溝通訓練相關科目多為理論性，缺乏實習

課程且多為選修，導致師資生在溝通訓練方面缺乏實務經驗。建議增加溝通

訓練實務課程，如教材教法及教學實務。 

（二）研習增能：建議縣市特殊教育機關增加溝通訓練相關研習，如輔具、教材設

計及融入教學等，藉此提升現場教師的相關知識與技能。 

（三）提供參考教材：研究結果顯示市面上相關教材匱乏，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召集

相關學者及經驗豐富的教師，編寫參考教材或教學指引，減輕教師備課負擔，

提升課程開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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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一名擁有聾父母手語教師的生命經驗述說 
 

林旻潔 林桂如 

高雄市杉林區新庄國小特教教師 

中原大學特教系研究生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研究員 

中原大學特教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在手語正式列入國家語言後，面對各地國小至高中的校園手語課程接續紛沓展開之

際，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的半結構式訪談法，以一名擁有聾父母的聽子女手語教師為訪

談對象，藉由回顧其個人的生命經驗，期能提供關注推動聽障雙語雙文化的相關工作者

參考。 

 

關鍵詞：聾父母、聽子女、聽覺障礙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2022 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樂動心旋律》（Child of deaf adults, CODA），原

名意為「聽障人士的孩子」，是第一部以聽障人士為主要演員的影片。影片內容描述一

位自幼生長在無聲家庭中的聽人女兒，極具歌唱天賦，然而，她美妙的歌聲卻始終未能

傳遞給身為聾人的雙親，而夾雜在追逐自身夢想和對原生家庭責任之間的掙扎，是這部

電影分外動人之處。 

    映照在現實生活中聽子女與聾父母的日常相處，聽子女常常肩負起父母與他人對話

時的翻譯員，作為無聲家庭通往有聲社會的溝通渠道（宋曉真、邢敏華，2006；Hadjikakou 

et al., 2009）。這類從小就生活在手語環境中的聽子女們，或許正因手語儼然也是其母

語，因而在筆者接觸相關手語服務或教學時，時有所聞擔任手語翻譯員或手語教師者，

本身亦為 CODA。成為彌合有聲和無聲世界訊息傳遞的境遇，或許乍看宛如是源於原生

家庭而來的宿命，然而，更多的時候，往往是個人茁壯長成後，期許自己肩負起另一種

責無旁貸的社會使命使然。  

  有感於手語走入校園對於聾文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期待校園內的手語教學能帶

給更多學子受益，研究者藉由訪談一名 CODA 的現職手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期待能

藉由回顧其個人的生命經驗，提供關注推動聽障雙語雙文化的相關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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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以訪談方式瞭解擁有聾父母之聽子女的生命歷程，以及成為

手語教師的過程。以立意取樣方式，研究對象為父母雙方皆為聾人的聽子女（阿華化名），

詳細研究對象資料說明如下： 

  阿華目前 50 歲，111 年度獲得教育部臺灣手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目前

擔任臺灣手語支援教師。其父母皆為聾人，聽力損失原因都是因為小時候發燒，延遲就

醫導致。阿華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三個妹妹和一個弟弟，皆為聽人。阿華從小到大幾乎

都是使用手語跟雙親溝通，偶爾使用筆談，目前父母親皆已過世。 

    研究者依據研究主題和相關文獻探討等，擬定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並透過線上個別

視訊訪談蒐集資料，在訪談前經過研究對象同意，將訪談的過程錄音、錄影，並將錄音

檔轉錄成逐字稿。 

  本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的步驟如下：（1）將逐字稿中的內容以訪談大綱事先訂定

的主題做初步分類；（2）相互關聯的內容群聚後，以生命歷程的時間軸做為次分類。

編碼方式第一碼為大綱主題：F 代表家庭狀況、G 代表成長經歷、T 代表手語教學；第

二碼為時間軸：01 代表孩童時期（12 歲以下）、02 代表青少年時期（12~24 歲）、03

代表青壯年時期（25~49 歲）－第三碼為逐字稿行數。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聽子女在家庭中的多重角色 

  因父母在課業輔導上的困難，聽子女小時候常常會由父母與祖父母或是其他親戚共

同照顧，成長階段往往同時需要學習手語與口語兩種溝通方式，也因此擔負父母翻譯員

的重責大任（謝素分，2005；Heffernan & Nixon, 2023）。長大後面臨人生方向與抉擇

時，父母的狀況也經常會是聽子女優先考量的重點。 

 

（一）親戚的協助 

  升國中之前，阿華一家人都跟姑媽、姑丈一家人住在一起，除了是口語能力的學習

來源外，就連學校的作業、和老師聯絡等，也都是姑媽、表哥一家人幫忙。 

 

「在我的國中一年級以前都是我姑媽、表哥這邊把我們帶大的。」（F-01-095） 

「我的說話就是姑媽、表哥，跟我們說上海話跟國語。」（F-01-043） 

「我的表哥雖然是平輩，但是我們相差已經 30 幾歲了，這也算是身兼父職，

所以學校有什麼事情都是找我表哥、找我表嫂、找我姑媽去做溝通，但是爸爸

也會去學校，回家功課什麼的也都是問表哥表嫂，他們會幫忙看，因為爸爸不

會看。」（G-0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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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母的翻譯員 

  聾父母的聽人子女，經常覺得有義務為父母翻譯（Frank, 2019），儘管他們經常

是在年幼或情感上尚未準備好的情況下進行口譯（Moroe & de Andrade, 2018）。阿

華是家裡的長女，也是兄弟姐妹裡手語能力最好的一個，所以從國小開始，爸爸在工

作或生活上有需要跟聽人朋友交流時，阿華就會被爸爸帶去當雙方的翻譯者。 

「應該講說從國小就開始幫忙做爸爸跟老闆或是聽得到的朋友做交流溝通。」

（G-01-124） 

「工頭如果住在三重，然後他就會從樹林把我騎摩托車載載載到三重做翻譯。」

（G-02-118） 

「兩個妹妹結婚的時候也都是我做翻譯，應該講說到最終啦，最終就是爸爸過

世之前，幾乎都是我做翻譯比較多。因為弟弟、妹妹都不會手語。」（G-03-047） 

「爸爸會常用到的東西，他們多少會看一點，但是你如果說叫他們去組成一個

句子，他們沒有辦法。」（G-03-56） 

 

（三）人生的選擇 

  阿華求學時考量家庭狀況就讀夜間部，要結婚時，其實爸爸並不希望阿華結婚，

畢竟在許多方面都需要阿華協助。結婚後婆家一開始也會擔心生育的問題。 

 

「到了高中我那時候是念夜間部的，就不是日間部，因為看爸爸一個人這樣做

臨時工很辛苦，所以白天我去打工，晚上就去夜間部讀書」（G-02-244） 

「他不希望你結婚，因為你出去了，你就等於說，我如果離開這個家了，就少

了他的左右手。那我有跟他講我如果嫁了這個傳真機還是有的，所以幾乎之後

都是用傳真機來做溝通。」（G-03-319） 

「婆家當然也會擔心說，因為你的父母其實是這樣，但我不會去擔心，因為這

個是後天的，不是遺傳。」（G-03-330） 

 

二、聽子女在家庭中的多重角色 

    阿華在學習手語溝通的每個階段有不同的心情轉變，從幼年時期剛接觸的懵懂，到

老師嚴格教學下的害怕以及埋怨等，到後來認同手語是母語，並且想要帶著這份爸爸給

的禮物傳承的想法，分述如下： 

 （一）懵懂初識 

  阿華從幼稚園開始就會跟著父母親學比手語，因為年紀還小，比的手語都是以生活

中常使用的為主，直到國小時，一起同住的親戚覺得還是需要跟老師學手語，才請了臺

北啟聰學校的老師來教阿華，一路學到國小畢業，大部份的手語也都會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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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幼稚園是跟爸爸、媽媽學手語，比如說，假設他會拿這個杯子，這時候我

就會看著他，這些我都有印象，他就會比這裡（手勢）喝，他就教我做喝的動

作。然後要不要，要就點頭，不要就搖頭。從幼稚園就是先跟爸爸學這些日常

生活的手語。」（G-01-007） 

「到後來國小我表哥、我姑媽他們就講說不行不可以這樣子，就請了那個臺北

啟聰學校的老師來教我，學到國一以前，那時候大致上的手語就會了。」

（F-01-046） 
 

（二）害怕 

  在學習手語的過程中，阿華因為從小被爸爸打到大，所以很害怕自己手語沒比好，

而且小時候手語老師的要求也很嚴格，直接打手、凹手指、甚至是手指被綁橡皮筋都有

過，就算喊痛，老師也不會通融，就是要他記住手語的手勢。 

 

「我怕是怕我比不好被打，因為我真的是從小打到大，到 22 歲了我還在被打。

小時候是打你的手，但是長大了你就會用手語去跟他對抗，他就會很生氣，就

是直接打你巴掌，意思就是說好啦，現在你手語會啦，怎麼樣！就是像台語講

的『應喙應舌』。」（G-02-299） 

「以前教我的手語老師也是直接打欸（示範）。比如說哥哥這樣比、姊姊這樣

比，我要是手扳不上來，如果扳不上來他會這樣子（示範）推你的手，這樣扳

到你手痛了，你才會去記住原來是這樣子比。」（G-01-063） 

「以前小拇指凹不下去，貼不下去的時候，我的手語老師直接用橡皮筋綁過來，

綁到我這裡已經都紅了，不是橡皮筋綁久會有一段紅紅的血液不循環，我就這

樣被綁住，我才可以比出這樣的 8。」（G-01-076） 

 

（三）埋怨 

  小時候同學不了解什麼是手語，所以看到阿華比手語時就會笑她，覺得她很奇怪，

也因此影響人際關係。而翻譯的工作總是落在身為長女的阿華身上，其實她也常常覺得

不平衡，為什麼弟弟妹妹都不用，甚至產生過想要逃家的念頭。 

 

「因為他們不懂什麼叫做手語，那我只要在這邊比來比去的時候，每個同學就

笑你。就是我們講的那個廟，在自己身上打來打去的童乩，他們就覺得我就是

那種人，我小時候有被笑。」（G-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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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被趕到門外面欸！叫你比手語就比手語，你幹什麼，外面又在下雨，不

管就是把你趕到外面去，然後我就覺得怎麼都是我，然後弟弟妹妹就在裡面，

真的小時候是這樣想。」（G-02-169） 

「其實他（爸爸）到走之前我都還在都煩他說，你幹嘛都要一直煩我煩我，你

就不能找弟弟妹妹去做翻譯嗎？然後他就走了。」（G-03-210） 

 

（四）認同 

  手語翻譯是阿華的生活日常，但直到實際教學後，阿華才從學生的反應明白所謂「厲

害」的意思。長大過程中不斷與聾人朋友接觸的經驗，讓阿華發現手語的重要性，更進

一步開始認同手語就是自己的母語。 

 

「我剛開始在這麼多人的面前，這樣比手語的時候，每一個人都覺得說啊！你

好厲害，小時候聽到說你好厲害的時候，我不懂什麼叫做你好厲害。」（G-01-255） 

「我真的是到了學校，我才明白什麼叫做你好厲害，你看這麼久了？50 年了，

我才知道說，原來我小時候就這麼厲害。」（G-03-265） 

「後來就是又有接觸到一些聽障朋友需要翻譯，我才發現到它是我的母語，我

幹嘛討厭他？就是在那個時候才突然間想法轉變。」（G-03-150） 

 

（五）傳承 

  手語是爸爸留給阿華最珍貴的禮物，因她希望可以將手語繼續傳承給每個學生，當

愈來愈多人學會手語之後，就能對聾人文化及手語的使用有更多的認識。 

 

「當我知道我過的時候，尤其是光教育部招聘這幾個字就真的是，足夠自己有

花了多少時間在這個上面，我講真的，我真的為我爸爸驕傲，因為等於我說，

爸爸你走了，你還留我這個人在這裡，我還沒有忘記這個手語，還可以把這個

手語繼續傳承下去。所以我的驕傲是來自於我爸爸給我的，其實那時候當我拿

到這個成績單。那一刻我是哭的，真的我是哭的，那個畫面，我的畫面是跑出

被打的畫面，值得了，我被打的也值得了。」（T-03-55） 

「為什麼我到現在就是要把手語要傳承給每一個學生，一方面彌補我來不及對

他做的事情，二方面是聽障朋友真的是需要太多會手語的人，不管是手語老師

或是手語翻譯員都不夠用。」（G-0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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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每位聽子女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命故事，遇到的挑戰也不盡相同。聽子女同時有聾人、

聽人雙語雙文化的認識需求，往往面臨同儕的不了解嘲笑、擔任父母與他人的溝通橋樑

等責任，因此聽子女在成長過程中的心理支持顯得更為重要，因而需要相關教育工作者

適時關懷其在校的生活及學習適應狀況，並提供及時的教育資源。 

    隨著時間的成長，身為聽子女學習手語的心境或許也如同阿華一樣、漸漸產生轉變，

即使過往生命經驗曾經面臨諸多挫折和挑戰，但也正是這樣獨特的生命經驗，成為成長

過程中最珍貴的禮物。期待，更多使用手語的聽障人士子女，擁有更友善和系統的手語

課程學習機會，而一般人亦能學習尊重和理解不同語言存在的重要性，讓融合教育持續

走在友善溝通、互助尊重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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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AC 介入對提升一位無口語 ASD 學童溝通能力之經驗

分享
 

沈素戎 楊熾康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班

特殊教育組博士研究生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摘要 

人類的溝通是一個複雜、系統化、受情境脈絡約束的社會行動，通過不同管道，人

們可以表達需求、轉換信息、建立社交親密感、實踐社會禮儀及自我溝通或對話。本研

究旨在探討研究者運用輔助溝通系統（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

並以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PVSM Model, 

AAC- PVSM Model）介入教學，建立一位自閉症類群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學童口語與溝通能力之個案分享。 

 

關鍵字：自閉症類群障礙、輔助溝通系統、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溝通能力 

*通訊作者：沈素戎 810988120@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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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兒童的語言發展有黃金期，一旦錯過了黃金期，即使花上加倍的時間、精力

及金錢，都可能無法達到一般正常兒童的發展水準，研究者與個案相遇於個案即

將升上國小一年級的暑假，個案無口語就像一隻野獸般，會大喊大叫，一生氣更

是會抓人手臂，造成研究者手臂留痕。ASD 是一種先天腦部功能受損傷而引起的

發展性障礙，從小開始便表現出語言理解和表達困難，有些人在早期接受治療

後可能會有很大的進步，而有些人可能需要較長的治療時間才能看到明顯的

改善，由於研究者與個案接觸時個案即將要升小學一年級，所以如何讓個案

建立溝通進而發展出口語便是一項艱辛的任務。本研究主要探討研究者運用

AAC 介入三部曲策略介入教學，並加入口腔動作練習逐步建立個案的口語表達、

溝通能力。  

 

貳、文獻探討 

一、ASD 之特徵與溝通問題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23 年的最新報告，指出兒童確診 ASD 的比例呈顯著成長，2023 年每 36 個兒

童中可能有 1 人罹患此症，相較於 2 年前增加了 18%，而與 16 年前第一份報告

相比，增加了 417%，有 4%的男孩和 1%的女孩被診斷出患有 ASD，ASD 的出現

率逐年偏高。ASD 是根據臨床行為診斷，主要有兩個重點：1、社交溝通與互動

上有質的障礙 : (1) 社交-情緒相互性缺損 : 無法進行有來有往的對話，較少分

享情緒或表情。(2) 社交用的非口語溝通行為缺損：口語及非口語溝通(眼神接觸

及肢體語言)的協調困難。(3) 發展與維繫關係的能力缺損：有困難交朋友，對同

儕缺乏興趣。2、侷限且重複的行為、興趣、或活動 : (1) 以刻板化的或重複的動

作，來使用物品或語言：刻板動作，排列或輕彈物品，仿說等。(2) 堅持慣例，

儀式化的口語或非口語行為：接受改變困難，僵化思考模式，固定路線或食物。

(3) 高度侷限、固定的興趣：強烈依戀不尋常的物品，侷限或持續重複的興趣。 (4) 

對感覺刺激過高或過低的反應，有著不尋常的興趣：包括疼痛、溫度、聲音或材

質、嗅、觸覺、光線或視覺等 (吳佑佑，2024)。 

 

二、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之教學 

（一）AAC：AAC 存在於任何溝通的文化、社區、群體，或人們互動的情境中

（Owens et al., 2014），AAC 可為說話或書寫困難的溝通障礙者提供適當的

溝通協助，而 AAC 的英文名稱就包含擴大性（augmentative）溝通和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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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溝通的意義；擴大性溝通是指除了口語表達以外，可用來輔助

個人表達的所有非口語溝通方式，包含動作溝通的臉部表情、肢體動作等，

以及符號溝通，或用手語和圖片來補強殘存的發聲或口語能力；替代性溝通

則為個人失去口語表達能力時，用來替代口語說話的方式，需仰賴特殊技術

或溝通設備來進行，像是低科技溝通圖卡、溝通簿，高科技溝通筆、溝通版

等溝通輔具（沈素戎、林政緯，2023；沈素戎、楊熾康，2023）。依據美國

聽語學會（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ASHA）1991 年

對 AAC 之定義為「主要由溝通符號、溝通輔具、選擇技術及溝通策略等四

個要素組合而成，用以提升個體溝通能力」。AAC 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嚴

重溝通障礙者，在最短時間內將其所要表達的內容正確的傳達給溝通伙伴（楊

熾康、黃光慧，2004）。 

（二）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之教學：AAC PVSM model 為一結構化、以活動為

本位的 AAC 教學策略。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的理論基礎融合兒童語言發展

理論、人類活動輔助科技模式（human activity assistive technology, HAAT）、

活動本位介入（activity-based intervention approach）以及鷹架理論（scaffolding 

theory）。教學者首先需充分了解複雜溝通需求（complex communication needs, 

CCN）者的特質、溝通需求、溝通環境及 AAC 四個構成要素，才能以 CCN

者的日常活動作為教學切入點，再利用 HAAT 模式的概念規劃 AAC 教學方

案（沈素戎、林政緯，2023）。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包含序曲：準備工作（王

芳，2019；沈素戎、楊熾康，2020）；首部曲：增加功能語彙量；第二部曲：

提升句構能力；第三部曲：回歸自然，將 AAC 應用在自然情境中（沈素戎、

林政緯，2023；周丹雅、黃騰賢、楊熾康，2015 ）。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一位ASD學童為研究參與者，依其學習特質採個案研究法，歷經為

期兩年的研究，從個案基本資料收集、溝通能力評估、輔助溝通系統評估，以活

動本位為基礎；依家裡和學校日常生活溝通需求蒐集相關資料，依據蒐集到的資

料進行分析以AAC PVSM model進行教學。 

 

二、研究對象 

    個案為一位 ASD 無口語小男生，研究者與個案接觸時個案即將要升小學一

年級，學前階段安置在集中式的特教班，父母非常重視個案的教養，自發現個案

有發展遲緩起就一直做認知、語言、物理、職能各種復能，當確認個案是 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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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更是排滿每天的復健行程，另外還增加了游泳課和直排輪課；希望藉由各種訓

練建立個案的肢體動作、認知理解和口語表達能力，經過了這些訓練個案的整體

發展都有明顯的進步，唯獨仍無法開口說話。 

個案媽媽在其他家長的轉介下來到了協會，希望研究者可以協助教導建立個

案的溝通，更希望可以發展出口語，於是我接觸到了這位有天使臉孔，但猶如野

獸般的ASD個案，開啟了我們的溝通之旅。 

(一)家庭狀況：個案目前與爸爸、媽媽同住；個案長得白白淨淨的非常可愛，家

人們都非常疼愛個案，極其可能的積極尋求能提升個案溝通能力的途徑。 

(二)溝通能力評估：個案為第一胎，媽媽懷孕期間沒有任何不適的狀況，足月出

生，出生時發育良好，一歲開始學走，但一直沒有語言；視覺方面，個案視

力正常，能視覺辨識，但與人接觸時共同注意力較弱；聽覺方面，聽力正常，

具有正常聽力；觸覺方面，觸覺反應正常；味覺方面，能接受大部分的食物；

口腔動作，雙唇可閉合、可咀嚼；口語表達，無口語，習慣大喊大叫、尖叫，

同時伴隨甩動雙手；認知能力，可以認識一些日常的物品；溝通效度，個案

的溝通效度弱，家長、溝通對象常不知道該如何與個案溝通，個案會以大喊

大叫、尖叫表達需求、情緒；專注力，個案的專注力弱，需要口語的提示，

提示下可以配合活動的進行；精細動作，可以用湯匙吃飯，手部精細動作正

常；人際互動方面，個案較無法與同儕互動玩耍，需要協助；生活自理方面，

當想要尿尿的時候會自己直接去廁所。 

（三）AAC 評估：評估主要評估個案對於 AAC 所包含的溝通符號(symbols)、溝

通輔具(aids)、溝通策略(strategies)和選擇技術(techniques)四個構成要件的能

力。溝通符號：以圖像、相片做溝通；溝通輔具：以圖卡、溝通簿、溝通筆

做點讀溝通；選擇技術：以手直接做選擇；溝通策略：利用 AAC- PVSM model

活動本為建立溝通；溝通對象：主要為個案的媽媽、爸爸、教師、治療師。 

 

三、語言治療與 AAC 教學 

語言治療主要是希望藉由口腔動作、發音練習、音韻覺識，引發個案口語

表達的意願，研究者藉由身體擺位、肢勢的變換及音調的高低變化，藉以增加個

案的發音，增加個案對頻率變化的覺識，並藉由 AAC 的教學帶入口語的仿說。 

AAC 教學主要以楊熾康（2018）首創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為主軸，再依

臨床治療上的教學需要做部分修正。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包含序曲：準備工作

（王芳，2019；沈素戎、楊熾康，2020）、首部曲：增加功能語彙量；第二部曲：

提升句構能力；第三部曲：回歸自然 ，將 AAC 應用在自然情境中（周丹雅、黃

騰賢、楊熾康，2015）。研究者藉由與個案媽媽諮商，並由臨床治療活動中觀察



93 

 

個案的獨立性、參與度及溝通表達能力等，為個案制訂符合其溝通需求活動本位

的 AAC 介入三部曲介入計畫。 

 

肆、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在語言治療的旅程中常會遇見各種不同障礙類別的身障個案，但會

在研究者身上留下印記的只有讓人摸不透、情緒變化大的 ASD 個案，對於來自

星星的他們必須以一顆平靜、好奇的心態觀察、探索，適應他們的多變，理解他

們後再依據他們的節奏進行語言治療與 AAC 教學。 

 

一、 研究期間：建立個案以 AAC 溝通筆 (G-PEN)建立溝通，利用身體肢勢的

變化帶出聲音（時間：2022 年 9 月～2023 年 8 月，每星期上課一次，每

次 50 分鐘） 

(一) 語言治療：藉由口腔動作、發音、音韻覺識練習，引發個案口語表達意願。 

研究者藉由身體擺位、肢勢的變換增加個案發聲頻率，研究者利用雙手變化

成「ㄚ」、「ㄨ」、「ㄧ」字型，讓個案跟著做伸展的動作並發聲，在肢體協助

下個案可以模仿動作，並開心的發出聲音；音韻覺識：讓個案可以區辨聲音的變

化，因為個案的嗓音音頻偏低，利用頻率的高低試著提高個案的頻率，增加清晰

度減少聲音的濁度；仿說練習：研究者利用點讀筆點讀稱謂圖卡發出「媽媽」、

「爸爸」、「阿公」、「阿嬤」，同一稱謂圖卡有 15 張重複點讀，活動中給予

視覺提示、聽覺刺激，個案可以在刺激跟著仿說。 

(二)  AAC 教學：以活動為本位來提升個案溝通能力。 

個案在當時九月即將進入小學就讀，研究者與個案媽媽針對個案在學校可能

會遇到的溝通情境設計功能性語句，擬定個案在學校的活動中可能面臨的溝通情

境，擬定溝通對話腳本，並對腳本和圖片逐一討論，以確認個案可以理解溝通對

話內容和辨識圖片（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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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腳本情境：生理需求情境 

溝通對象：研究者、家人、教師 溝通者：個案 

你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吃飯 

你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吃水果 

你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吃餅乾 

你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吃點心 

你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喝水 

你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上廁所 

 

首部曲：擴充功能性語彙量：在活動對話過程中出現的語彙，透過這些語彙可以

讓個案在表達時容易聚焦，並很快的讓溝通夥伴了解其意圖甚至在情境中增進個

案的理解能力；生理需求情境功能性語彙為「吃飯」、「吃水果」、「吃餅乾」、

「吃點心」、「喝水」、「上廁所」。在此單元主要在讓個案學會區辨圖卡，並

以溝通筆點讀功能性圖卡做溝通。 

 

二、研究期間：建立個案主動以溝通筆 (G-PEN)做需求溝通，可以直接識圖說出

（時間：2023 年 9 月～2024 年 7 月，每星期上課一次，每次 100 分鐘） 

(一) 語言治療：藉由視覺、聽覺的提示修正自己的口腔動作和音調。 

每次上課前 30 分鐘，個案必須先點讀稱謂圖卡，並跟著仿說，到最後獨立

自主說出稱謂，研究者利用讓個案重複的念讀練習，增加個案口腔的靈活度，並

讓個案藉由視覺、聽覺的提示修正自己的口腔動作和音調。 

(二) AAC 教學：溝通版面-句構練習，句型：我＋想要＋動詞＋名詞。 

二部曲：提升句構能力，利用句型教導個案句型的使用，能正確使用動詞「吃」、

「喝」。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個案經過近兩年的訓練，從無法以口語做溝通到現在可以用不清晰的口語自

主性的表達需求，嗓音音質也從低沈的頻率調整至現今符合個案年紀的嗓音音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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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常的稱謂「媽媽」、「爸爸」、「阿嬤」清晰度已達到溝通的效度，而「阿

公」一詞因為舌根音剛發展出來，因此在表達時還需要給予肢體、視覺、發音位

置的提示。 

二、研究建議 

兩年前研究者剛接觸到個案時，並沒有把握個案可以發展出口語，畢竟重度

ASD 的個案有一大部分終其一生是無法發展出口語的，但經過這兩年的努力看

到個案從一個不受控、大喊大叫失控性的表達，到現在能以口語做基本的溝通，

也減少了失控的行為，雖然有時仍會在無法表達情緒時不自覺的緊掐研究者的手

臂表達氣憤，但次數已經明顯地減少，這就是進步，雖然在未來的日子仍有很多

問題仍需解決，但由結果証明語言治療、AAC 教學的介入是有效的，希望藉由

本研究可以給家長、教師們、語言治療師們一個參考，對於無口語的 ASD 個案

仍有機會發展出口語且學習與他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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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運用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生 

溝通能力之個案研究 

 

張鈺欣 

國立東華大學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碩士班 

摘要 

為了解輔助溝通系（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提

升自閉症學生之溝通能力，運用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結合溝通輔具，增加學生

自主溝通的能力，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三：（一）探討利用 AAC 介入三部曲模

式之介入活動的編制歷程（二）探討利用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提升國小自閉症

學生溝通能力之歷程（三）探討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生利用

輔助溝通系統之主動性。 

研究方法採行動研究，並以半結構式之訪談來進行社會效度之佐證，研究對

象為一名國小自閉症之少口語學生，經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介入後，能運用口

語進行簡單表達，並應用於資源班、家中等不同情境。 

 

關鍵字：輔助科技、輔助溝通系統、自閉症學生 

 

壹、緒論 

人與人之間建立橋樑的過程，大量依賴的便是溝通，在溝通上會依賴到語言

和非語言，語言的範圍會牽涉到語音、語意、語法和語用等面向；非語言的部分

會牽涉到眼神、表情和姿勢。而自閉症的學生在進行溝通的活動上就會比較難進

行，也發現自閉症學生較難以展現自我需求的表達，依據美國衛生單位所統計在

2021 年自閉症之盛行率，發現已達到每 36 個人當中便有 1 人被鑑定為自閉症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24）。根據融合教育的觀點討論，

每一個班級出現自閉症學生的機率相對大幅提升，目前於教育現場中一個班級出

現一至二位自閉症學生已是常態，但隨著比率的持續增加勢必會有教學以及團體

活動的問題發生。根據《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當中可以了解自閉症學

生需要克服的部分，主要針對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溝通、社會互動、行為及

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至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且需顯現出社會溝

通及社會互動困難，以及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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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希望藉由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並以行動研究的方式來訓練自

閉症學生在溝通能力上的提升，以幫助自閉症學生可以增加其表達個人需求的能

力以及提供他們合適的方法。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生溝通能力之研究，

探討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探討利用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之介入活動的編制歷程。 

（二）探討利用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生溝通能力之歷

程。 

（三）探討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生利用輔助溝通系統之

主動性溝通之歷程。 

參、文獻探討 

一、自閉症學生之特質與溝通困難 

溝通在現今社會中是自然而然的行為，人們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訊息的交流，

溝通包含基本需求的表現、親密關係的表達以及社交禮儀的展現（孫淑柔、吳盈

瑤，2013）。自閉症學生在溝通上容易出現鸚鵡式的仿說，代名詞誤用的情況，

除此之外自閉症學生也經常在對話的過程中產生語句理解的錯誤。陳倩雲與劉惠

美（2024）提及自閉症學生和一般兒童對於非字面意涵理解的比較，發現一般兒

童隨著對方詞彙的選擇和非語言的呈現包含語調、語音等可以隨著年紀在能力有

正向的成長，而自閉症學生較容易忽視社會情境線索以及非語言線索的部分，會

聚焦於理解他人字面上的意義而產生上述所提的情況。根據王若穎與藍瑋琛

（2023）所提出的手足遊戲方案中針對自閉症學生的溝通能力提到三點在溝通產

生困難的關鍵，第一點不能延續話題；第二點自說自話；第三點談論興趣話題，

其中因自閉症學生在共同注意力（join attention）及心智能等因素上產生困難

（Cummings, 2021）因此容易在語言表現產生異常。 

二、輔助溝通系統與自閉症學生之溝通相關研究 

輔助溝通系統目前於自閉症學生的應用上開始興盛，輔助溝通系統當中包含

四個構成元素，溝通符號、溝通輔具、選擇技術以及溝通策略（楊熾康，2018）。 

1.溝通符號：利用感官(視覺、聽覺及觸覺)代表符號，當中包含輔助性符號

（unaided symbols）和非輔助性符號（aided symbols）。前者指以人身體以外的

物件完成溝通，例如：實體符號、圖形、聲音或布列斯符號。後者只依靠人的身

體直接產生的溝通，例如：手勢、肢體語言、口語、手語、臉部表情、或是眼神

等（Beukelman & Mirend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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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溝通輔具：以外在設備來傳遞訊息，以是否具備列印或語音輸出分為高科

技與低科技兩類。低科技的溝通輔具，例如：溝通簿、溝通板、字母板或注音板

等；高科技的溝通輔具便具有列印或語音輸出的溝通，分為專門性及非專門性。

專門性的高科技輔具是單獨個體，主要功能便是溝通，非專門之高科技輔具無法

單獨存在，需依附電腦作業系統中才能運作，例如：UAAC、AAC 好溝通等（曾

進興，1996；楊熾康、黃光慧，2004）。 

3.選擇技術：分為直接選擇和間接選擇，前者可以自身直接控制介面，後者

需要透過多個步驟才得選擇到想要的選項（Beukelman & Mirenda, 1998）。 

4.溝通策略：指將符號、輔具以及技術結合而為特殊的溝通介入方案，透過

專業團隊參與提升或發展障礙者之溝通能力。溝通策略須詳細評估溝通障礙者之

需求，再由專業人員整合討論，提出完整介入方案，以本研究為利便使用 AAC

介入三部曲-以活動為本位（楊熾康，2018）為模型進行活動設計。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將日常生活中發現的問題收集後並設計方案解決問題

（潘世尊，2005），藉著行動研究的不斷循環的過程來調整參與者和研究者的步

調和方向。研究架構分為計畫準備、計畫行動執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和最後的撰

寫。 

圖 1 

研究流程及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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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行動研究計畫時，將配合 AAC介入三部曲的步驟實施，進行教學前會與

個案相處六周。六周當中觀察個案語言需求，利用期間來收集功能性語彙。此次

行動規劃分為三大循環，每一個大循環中包含六個單元的小循環，三個循環分別

對應 AAC介入三部曲當中的每一個階段。首部曲對應第一個循環在教學過程中針

對學生來建立功能性語彙；二部曲對應第二個循環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組建句構之

能力；三部曲對應第三個循環，以回歸自然為主軸帶入腳本對話練習，提供學生

在情境下運用腳本進行類化。其中三個循環分別對應為 詞彙、句構以及對話的

教學，以六個單元為主體進行教學，以此滾動三個循環的教學。每個單元的主題

皆依照觀察六周所統整之需求來進行活動設計，且分別將功能性語彙、句構以及

對話之腳本於規劃行動時便進行設計。 

圖 2 

AAC 介入三部曲教學流程 

 

研究者將每一堂課程的時間設計為 40 分鐘，實際教學的過程為 30 分鐘，前

五分鐘及後五分鐘分別為複習以及評量的時間，以確認當次上課學生的學習成效

以及過往教學過的教學內容是否確實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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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學時間表 
 

時間 上課流程 

13:00-13:05 準備上課囉 

13:05-13:15 複習 

13:15-13:35 學習新進度 

13:35-13:40 綜合活動時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二、研究對象與工具 

1.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選自東部地區國小之自閉症學生，該生目前安置於普通班於固

定時間抽離至資源班進行課程，研究這接觸該生時為六歲四個月，剛轉換階段進

入國小一年級，經過醫師診斷鑑定為自閉症，該生自幼兒園時肌肉張力低下，在

確認身分後父母便積極投入治療，發現該生有強烈溝通動機，缺因為障礙無法順

利表達自我需求及想法。 

 

2.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選用低科技之溝通輔具搭配高科技之溝通輔具來進行行動研究

之教學，低科技之溝通輔具研究者選用自編圖卡以及溝通簿，應用於首部曲建立

功能性詞彙之教學，教學的過程中利用圖片進行配對和指認的教學和練習，二部

曲之句構建立；高科技之溝通輔具會利用到 iPad 以及溝通軟體「聽我打」（Listen 

表 2 

個案基本資料 

項目 內容 

化名 小雲 

年齡 六歲四個月（足歲） 

性別  男 

障礙類別  自閉症 

安置型態 
個案目前就讀東部某國小普通班，固定時間會被抽離到 

資源班，目前有接受物理治療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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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lk, LAT），應用於首部曲按壓之環節、二部曲句構組織時的學習，以及在

三部曲進行腳本練習的部分。 

圖 3 

溝通板面 

 

 

3.質性資料之分析 

質性資料的分析上會以編碼來進行歸類，並利用三角檢證的方式來核對資料

的效度，以幫助研究者在行動研究中執行實務工作時進行不同層面的反思，在三

角見證的部分以理論、質性資料以及參與者的重要他人構成，如下表 3 及圖 4。 

 

表 3 

質性資料編碼方式說明 

資料項目 資料編碼 解說 

對象 

資源班導師 T 取自英文單字 Teacher 之字首。 

家長-父親 F 取自英文單字 Father 之字首。 

家長-外婆 GM 取自英文單字 Grand mother 之字首。 

研究者 R 取自 Researcher 之字首。 

收集來源 訪談 與教師、家長之討論。 

札記 研究者之省思與教學省思 

時間 20220402 指為 2022 年 4 月 2 日進行之紀錄 

 

  



103 

 

 

圖 4 

三角檢證法意示圖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三部曲之活動方案設計與調整 

首部曲利用進入循環前之六週集資料，進行首部曲功能性語彙的設計。主題

圍繞於校園中的例行性活動並分單元進行設計。首部曲活動介入後研究者發現該

生在語彙的學習上有很大的進步，同時研究者也發現原有設計之功能性語彙需要

調整，學生於幼兒園階段的刺激不足，導致口語能力的發展較弱，經由大量的刺

激後在第一個大循環中便能觀察到學生語彙的進步，接著進行詞彙的更新，見表

4 及表 5 可以比較不同的類別詞性都有新增語彙，以豐富學生之口語表達。 

  

研究
個案

AAC介入
三部曲活
動方案

1.訪談內容

2.觀察記錄

3.省思札記

1.資源班

導師

2.家人

3.研究者

1.訪談

2.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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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溝通性語彙 

早自習名詞：你、我、他、老師、早餐、水 

下課時間名詞：資源班教室、廁所、黏土、拼圖 

打掃時間名詞：拖把、掃把、抹布 

助詞：有、沒有 

動詞：吃、喝、玩、拖、掃 

社交用詞：早安、晚安、請、謝謝、對不起 

 

 

表 5 

調整後功能性語彙統整 

詞性分類 新增語彙內容 

早自習名詞 蛋餅、三明治、水、豆漿、果汁、 

下課時間名詞 
操場、圖書館、資源班教室、廁所、畫畫、 

故事書、黏土、拼圖 

打掃時間名詞 拖把、掃把、抹布 

助詞 要、不要、有、沒有 

動詞 吃、喝、玩、看、跑、打、拖、掃 

社交用詞 早安、晚安、請、謝謝、對不起 

 

二部曲之重點在於建立句構的應用規則，語言的組織有一定的語法規則，對

於自閉症學生而言語法的應用是較為困難的，研究者利用溝通簿並參考圖片交換

溝通系統（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PECS）之第四步驟至第六步

驟來引導學生進行句構的訓練。建立句構的過程中，與周丹雅（2015）所發表有

相同的觀察，自閉症學生經過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的訓練之後發現其溝通的能

力和語彙豐富度都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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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二部曲句構訓練調整表 

  

單元 句構 例句 

單元一： 

早安，我吃早餐了! 

社交用詞+代名詞+動詞+受

詞。 

1.早安，我有吃早餐/早安，我沒有吃

早餐。 

2.午安，我有吃午餐/午安，我沒有吃

午餐。 

單元二：我想玩玩具。 代名詞+助詞+動詞+名詞。 1.我想要玩拼圖/我不想要玩拼圖。 

2.我想要玩黏土/我不想要玩黏土。 

3.我想要讀故事書/我不想要讀故事

書。 

單元三：下課時間做甚麼？ 代名詞+助詞+動詞+名詞。 1.我想要去操場玩/我不想要去操場

玩。 

2.我想要去圖書館/我不想要去圖書

館。 

3.我想要畫畫/我不想要畫畫。 

單元四：我想要去運動。 代名詞+助詞+動詞+名詞。 1.我想要去跑步/我不想要去跑步。 

2.我想要去玩籃球/我不想要去玩籃

球。 

3.我想要去玩盪鞦韆/我不想要去玩

盪鞦韆。 

單元五：我是小幫手。 代名詞+助詞+動+名詞。 1.我有去教務處/我沒有去教務處。 

2.我有去總務處/我沒有去總務處。 

單元六：打掃小尖兵。 代名詞+助詞+動詞+名詞 1.我有拖地/我沒有拖地。 

2.我有掃地/我沒有掃地。 

3.我有擦桌子/我沒有擦桌子。 

 

 

三部曲之重點在於利用不同的情境給予學生大量的機會進行類化，該生校園

中之老師也具備輔助溝通系統的知能，因此便獲得良好的溝通夥伴，在三部曲的

腳本練習後能自然地類化製不同的實際校園情境中。 

二、社會性效度 

本研究分別在父母、導師以及資源班導師的半結構訪談之下，皆認為該生之

口語能力進步很多，從僅用肢體動作的表達，在經 AAC 的訓練之後，可以有部

分口語的展現，並且主動利用口語來表達自己簡單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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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本研究利用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提升國小自閉症學生溝通能力之個案研究，

可以得出輔助溝通系統對於自閉症學生之溝通能力是有明顯呈現，且針對本研究

也列出幾點延伸討論之論點。1.現場教師對於AAC之認識，2.推動家長認識AAC，

及 3.溝通夥伴的向下延伸。針對上述這幾點可以使大眾更認識 AAC 之外也可以

幫助 AAC 使用者在更加友善的環境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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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輔助溝通系統對提升聽障者溝通能力相關文獻分

析之初探 

 

高心柔 楊熾康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

系教育博士班特殊教育組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由文獻分析來探討輔助溝通系統對提升聽障者溝通能力之影響

性。依據研究目的之需求，採用文獻回顧的方式，探討使用輔助溝通系統對聽障

者溝通能力發展之影響性，並歸納整理聽障者使用輔助溝通系統相關研究，分析

其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結果。 

   

關鍵字：聽覺障礙、輔助溝通系統、文獻分析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臺灣隨著《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國法化，身心障礙者的溝通權利日漸受到社會的重視，語音

辨識和溝通版面之相關科技產業也愈發普遍，本研究欲將兩者做結合，以聽覺障

礙者為研究對象，探討使用輔助溝通系統（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對於提升聽覺障礙者溝通成效之影響性。 

二、研究目的 

 依據前述研究動機，輔助溝通系統對提升聽障者溝通能力相關文獻分析之初

探主要探討的目的為：藉由文獻回顧探討輔助溝通系統對提升聽障者溝通能力之

影響性，並歸納整理聽障者使用輔助溝通系統相關研究，分析其研究目的、研究

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結果。 

 

貳、研究方法 

一、系統性文獻分析 

本研究參考郭生玉（2012）提出系統性文獻分析法，作為本研究分析搜尋步

驟之參考，分別包含以下是步驟：1.選定研究問題與關鍵字詞 2.使用電腦搜尋資

料 3.查出文獻資料所在之處 4.閱讀與摘錄文獻資料 5.撰寫研究文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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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分析對象 

 以使用 AAC 之聽覺障礙者為分析對象。 

三、實施程序 

 本節根據郭生玉（2012）提出之五步驟依序說明： 

（一）選定研究問題與關鍵字詞 

 研究者欲瞭解輔助溝通系統對提升聽障者溝通能力之影響性，因此研究問題

為「使用輔助溝通系統對提升聽障者溝通能力之影響性為何？」、「使用輔助溝通

系統對聽障者語言發展潛能之影響性為何？」 

 根據形成問題，研究者界定的中文關鍵詞包含「聽覺障礙」、「輔助溝通系統」，

英 文 關 獻 詞 包 含 ： Hearing impairment,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二）使用電腦搜尋資料 

 透過電子資料庫搜集相關文獻，選定「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Google

學術」、「Airiti Library」、「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Elsevier」及「Wiley online 

library」搜尋相關文獻。 

（三）查出文獻資料所在之處 

 選定電子資料庫之後，進行搜尋策略包含：1.搜尋條件「篇名、關鍵詞及摘

要」、2.語言為繁體中文與英文、3.文章類型採用期刊與研究計畫、4.因研究對象

相關研究資料數較少，故為文獻搜尋期間為2014~2024以近10年來的文獻為主。 

（四）閱讀與摘錄文獻資料 

 本研究規劃三次篩選流程，訂出三次篩選納入與排除的標準。 

 第一階段篩選將所有蒐集到的文獻，進行各電子資料庫內篇名相同且作者相

同的文獻刪除，接著閱讀為重複的文獻標題與摘要，依據篩選標準決定是否納入

文獻分析，第二階段為介入方法採用 AAC，但不涉及聽障者為排除依據，第三

階段排除相關綜述或評述類的文章，然非臨床療效觀察類論（含歷史演進、各派

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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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文獻篩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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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電子資料庫搜集結果 

電子資料庫 初步搜尋篇數 

臺灣博碩士論文加

值系統 

5 

Google 學術 16803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48 

Airiti Library 28 

Elsevier 34 

Wiley online library 7 

 

表 2 

第一階段篩選 

電子資料庫 重複篇數 篩選後 

臺灣博碩士論文加

值系統 

0 5 

Google 學術 118 16682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0 48 

Airiti Library 10 18 

Elsevier 0 34 

Wiley online library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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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二階段篩選 

電子資料庫 第一階段篩選後 第二階段篩選後 

臺灣博碩士論文加

值系統 

5 5 

Google 學術 16682 10815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48 0 

Airiti Library 18 6 

Elsevier 34 11 

Wiley online library 7 3 

 

表 4 

第三階段篩選 

電子資料庫 第二階段篩選後 第三階段篩選後 

臺灣博碩士論文加

值系統 

5 5 

Google 學術 10815 6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0 0 

Airiti Library 6 1 

Elsevier 11 2 

Wiley online library 3 0 

 

（五）撰寫研究文獻的分析 

 研究者根據研究蒐集之文獻料，整理成表格及分析討論，並整理其研究主題、

對象與結果，而後分析、歸納與討論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彙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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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表 5 

輔助溝通系統對提升聽障者溝通能力相關研究（依據研究年代排列） 

作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研究結果 

鄭偉萍 

（2016） 

以調整之圖片兌

換溝通系統增進

聽覺障礙伴隨智

能障礙學生溝通

能力之成效 

1 位聽覺

障礙伴隨

智能障礙

之國小生 

調整之圖片兌換

溝通系統 

「拿圖片兌換實物」、

「延長溝通距離」具有

學習成效，以及維持及

類化成效。 

Meinzen-

Derr, 

Wiley, 

McAuley, 

Smith, & 

Grether 

(2017) 

對全聾或重度聽

覺障礙兒童之科

技語言輔助介

入：AAC 提升語言

發展之初探 

Technology-assiste

d language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ho are 

deaf or 

hard-of-hearing; a 

pilot study of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for 

enhancing 

language 

development 

5 位 5-10

歲聽覺障

礙兒童 

iPad 結合

TouchChat HD- 

AAC w/ 

WordPower之App 

顯著提升個案平均語

句長度與詞數。 

 

 

 

 

 

 

 

 

 

 

 

（續下頁） 

陳曉婷 

（2017） 

數位 AAC 方案對

聽覺障礙無口語

學生溝通與情緒

行為之輔導成效

研究 

1 位聽覺

障礙無口

語具情緒

行為之國

中生 

數位 AAC 有聲教

材組（文鼎）、多

媒體情緒繪本方

案 

溝通行為表現的提升

有顯著的成效。 

哭泣情緒行為表現的 

改善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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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淑心 

（2018） 

以圖片交換溝通

系統強化重度聽

障兒童溝通行為

之成效 

3 位重度

聽障國小

生 

PECS 在溝通次數與使用詞

彙數並無一致的改

變，溝通形式則因為使

用 PECS 而擴增。 

Meinzen-

Derr 

(2018) 

運用 AAC 提升聽

覺障礙兒童語言

學習之探討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optimizing 

language learning 

of children with 

hearing loss 

5 位聽覺

障礙學前

幼兒 

iPad 結合科技語

言輔助介入

(Technology 

Assisted Language 

Intervention, 

TALI）系統 

提升個案平均語句長

度與詞數。 

 

 

 

 

 

 

 

Meinzen-

Derr, 

Rose, 

Sheldon, 

Henry, 

Grether, 

Smith, 

Mays, 

Riddle, 

Altaye & 

Wiley 

(2019) 

運用 AAC 提升全

聾與聽覺障礙兒

童語言能力之探

討 Enhancing 

language in children 

who are 

deaf/hard-of-hearing 

using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trategies 

11 名聽

障幼兒 

TALI、輔助性語言

介入、iPad 結合

AAC 核心詞彙 

幫助個案持續快速進

行語言能力的發展，平

均句長也有顯著增加。 

（續下頁） 

吳家綺、

林珮如、

陳志軒、

楊熾康 

（2020） 

輔助溝通系統教

學對高職聽多障

學生溝通能力之

成效 

1 位聽覺

障礙伴隨

智能障礙

高職生 

AAC 教學、GO 

TALK 20+ 語音

溝通板 

使用語音溝通板主動

溝通次數有立即成

效，但維持成效不明

顯；使用語音溝通板的

溝通熟練度有立 

即和維持成效，唯課堂

學習情境維持成效不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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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Romski, & 

Sevcik 

(2020) 

在數位時代中有

AAC 陪伴的成

長：從幼童到青少

年的跨情境溝通

長期研究 

Growing up with 

AAC in the digital 

age: a longitudinal 

profile of 

communication 

across contexts 

from toddler to 

teen 

一位聽障

生 2-15

歲的長期

追蹤 

手語、Dynavox 

Gateway60、

Proloquo2Go、

Proloquo4Text2 

個案的溝通技能不斷

進步，且語言、認知、

適應領域能力進步。 

 

 

 

 

（續下頁） 

莊峻榕 

(2020) 

國小聽障生接受

AAC 介入三部曲

模式對提升溝通

能力之研究 

1 位以手

語為溝通

模式的國

小聽覺障

礙學童 

AAC 溝通圖卡、

iPad 結合「聽我

打」教學 

AAC 介入教學後，功

能性語彙與句構有提

升之成效，且表達能力

類化至購物活動。 

Meinzen-

Derr, 

Sheldon, 

Altaye, 

Lane, 

Mays, & 

Wiley 

(2021) 

科技輔助語言介

入全聾或聽覺障

礙兒童之隨機對

照試驗 

A 

technology-assisted 

language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ho are 

deaf or hard of 

hearing: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41名 3至

12 歲聽

覺障礙者 

iPad 結合 

TouchChat HD- 

AAC 

w/WordPower 

平均語句長度有顯著

增長。   

 

 

 

 

 

 

Adam 

(2022) 

橋接口語差距：針

對聾啞盲人的

AAC 應用程式 

Bridging the verbal 

聾啞盲人 JAWS 螢幕閱讀

器、Talkback 螢幕

閱讀器、Voice 

Over 

個案經訓練後能同時

運用多種高科技 AAC

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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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 An AAC 

app for the deaf 

and blind 

點字顯示器 （續下頁） 

Natalie  

(2022) 

TamTalk：建立輔

助溝通系統

（AAC）應用程

式，彌補聽障者的

溝通鴻溝 

TamTalk: Building 

an AAC spplication 

to close the gap in 

communication for 

hard of hearing 

individuals 

聽覺障礙

成人 

TamTalk 應用程

式 

個案能使用 TamTalk

介面文字轉語音與外

界溝通。 

莊春梅、 

陳明聰 

（2023） 

輔助性語言指導

策略對聽覺障礙

幼兒在溝通符號

理解與表達學習

之成效 

一名聽覺

障礙幼

兒  

 

溝通板 、輔助性

語言指導策略  

 

提升個案在符號理解

與符號表達學習之成

效  

 

高心柔

（2024） 

AAC 介入三部曲

應用於藝術活動

對提升聽障幼兒

溝通能力之研究 

一名聽覺

障礙幼兒 

iPad 結合「聽我

說」app 

個案在功能性詞彙、句

構能力有立即提升且

在跨情境類化的成

效，平均語句長度也有

顯著提升，且減少情緒

行為次數。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一、文獻之研究目的分析 

皆為提升溝通能力之研究（吳家綺等人，2020；高心柔，2024；莊峻榕，2020；

陳曉婷，2017；鄭偉萍，2016； Meinzen-Derr et al., 2021），其中可細分為：「語

言能力發展與學習」（ Meinzen-Derr et al., 2017 ; Meinzen-Derr, 2018 ; 

Meinzen-Derr et al., 2019；莊春梅、陳明聰，2023)、「增加溝通管道」(Adam, 2022 ; 

Natalie, 2022)「強化溝通行為」（鄭淑心，2018）、「跨情境溝通能力」(King et al., 

2020)以及情緒行為之輔導（陳曉婷，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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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之研究對象分析 

年齡方面，52 位為國小階段，18 位為學前階段，1 位為高職階段，1 位成人，

可見 AAC 及早介入的重要性；障別方面，皆為全聾或重度聽覺，其中 1 位具情

緒行為、另一位伴隨智能障礙，較特別的是 King 等人 (2020)針對一位聽障生做

長達 13 年的追蹤。 

三、文獻之研究方法分析 

溝通輔具大部分使用高科技非專門性溝通輔具，輔具選用相當多元，包含：

iPad 結合 TouchChat HD- AAC w/ WordPower 之 App（Meinzen-Derr et al., 2017 ; 

Meinzen-Derr et al., 2021)、iPad結合TALI系統（Meinzen-Derr, 2018 ; Meinzen-Derr 

et al., 2019）、iPad 結合 AAC 核心詞彙（Meinzen-Derr et al., 2019)、iPad 結合「聽

我打」教學（高心柔，2024；莊峻榕，2020）、TamTalk 應用程式(Natalie, 2022)、

JAWS 螢 幕 閱 讀 器 與 Talkback 螢 幕 閱 讀 器  (Adam, 2022) 、 Dynavox 

Gateway60(King et al., 2020) 、 Proloquo2Go (King et al., 2020) 以 及

Proloquo4Text2(King et al., 2020)。 

高科技專門性溝通輔具包含：GO TALK 20+ 語音溝通板（吳家綺等人，2020）、

數位 AAC 有聲教材組（陳曉婷，2017）、溝通板（莊春梅、陳明聰，2023）。 

低科技輔具與無科技輔具包含：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PECS)（鄭偉萍，2016；鄭淑心，2018）、手語(King et al., 

2020)、AAC 溝通圖卡（莊峻榕，2020）。 

研究中只使用低科技輔具唯 2 篇，顯示高科技輔具選用的多元性與趨勢，在

執行功能性溝通訓練情境上，國內研究者多於學校場域中使用抽離情境方式做訓

練，使用單一情境，並依情境設計功能性詞彙、句構之相關教學。 

其中 AAC 的溝通策略選擇以「以活動為本位的輔助溝通系統介入三部曲模

式」（The Formation of Activity-Based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preparation, functional vocabulary, sentence structure and using in milieu model, 

AAC-PVSM Model）進行之研究（莊峻榕，2020；高心柔，2024），於序曲階段

就透過觀察與訪談建立個案之功能性語彙庫、對話腳本，再由低科技或無科技輔

具循序漸進到教學高科技輔具的運用以執行 AAC 介入三部曲，且類化至其他活

動具有成效。 

四、文獻之研究結果分析 

全部文獻皆有提升個案溝通能力，其中有分為：「溝通形式或管道有增加」

（鄭淑心，2018；吳家綺等人，2020；Adam, 2022；Natalie, 2022）、「平均句長

(mean length of utterances, MLU)顯著增加」  （Meinzen-Derr et al.,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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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zen-Derr, 2018 ; Meinzen-Derr et al., 2019 ; Meinzen-Derr et al., 2021)、「主動

溝通次數增加」（吳家綺等人，2020）、「溝通技能」（鄭偉萍，2016；陳曉婷，2017；

King et al., 2020；莊峻榕，2020；莊春梅、陳明聰，2023；高心柔，2024）以及

「跨情境類化」（莊峻榕，2020；高心柔，2024）。 

特別的是，除了溝通能力之外，亦連帶有其他能力面向的進步，有「語言、

認知、適應領域能力進步」(King, Romski, & Sevcik, 2020)與「減少情緒行為次數」

（高心柔，2024；陳曉婷，2017），顯示使用 AAC 介入不僅能提升聽障者溝通

能力，還可能帶動其他能力的提升。 

五、討論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輔助溝通系統對提升聽障者溝通能力相關文獻分析歸納

出下列幾點：1. 選用高科技非專門性溝通輔具。2.學前與國小階段介入效果。 

（一）選用高科技非專門性溝通輔具 

大部分文獻選用高科技非專門性溝通輔具，其中多為能與 iPad 結合的 App，

攜帶與取得的便利性與版面設計的彈性，且對於聽障者的溝通能力皆有明顯成

效。 

（二）學前與國小階段介入效果 

除了 2 位高職生與成人之外，其餘 70 位個案皆為國小與幼兒園階段，大部

分介入場域為校內，AAC 教學與訓練時較不會受干擾，皆有提升的效果。 

 

肆、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次文獻回顧性研究的結果，可獲得以下之結論： 

一、研究結論 

輔助溝通系統對提升聽障者溝通能力有正向的效果，尤其當 AAC 輔具選用

高科技非專門性溝通輔具、研究對象為學前與國小階段時，效果更明顯。 

二、研究建議 

根據本次文獻回顧性研究的結果，建議建立 AAC 作為聽障者的溝通管道，

且在學齡期間就及早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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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結合生成式 AI 虛擬人技術的聽覺障礙學生心智理

論教材研發 
 

劉秀丹 李欣佩 宋淑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 

臺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

小學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 

 

摘要 

本研究由一位聽障教育教授和兩位聽語巡迴輔導老師共同參與，透過協同行

動研究，將心智理論的有效教學策略，轉化為虛擬人教材，期待有利聽障學生的

心智理論能力以及老師的科技融入教學經驗。研究團隊順利研發出以心智理論中

情緒覺察與同理為目標的虛擬人教材模型，過程中經歷了新手對AI科技的恐懼、

主題探索費心思等困難，同時研究參與者也分享過程中的成長和省思。 

 

關鍵字：協同行動研究、聽覺障礙、AI 虛擬人、心智理論 

前言 

心智理論是個體對自己及他人心理狀態的認識，是人類溝通及社會互動的基

礎能力，特別是在複雜的情境，包括：諷刺、欺騙、幽默、人際衝突及談判時，

都要能夠先了解自己及他在內在的想法、欲求、意圖等，才能有適當的反應（Harris, 

2006; Imuta et al., 2016）。聽障者在心智理論的發展上有落後現象(Peterson & 

Siegal, 2000），這讓聽障者在既有的溝通困境中，衍生更多人際互動的壓力和挫

折。 

因此為聽障生設計合宜的心智理論介入方法，減輕其溝通困擾，是聽障教育

老師，例如：聽語巡迴輔導教師的教學重點。 

隨著生成式 AI 科技的浪潮，教學者若能善用其在語言與社會技巧學習上的

諸多優勢，設計生成式 AI 虛擬人教材，提供沒有壓力但卻擬真的溝通情境，可

以讓聽障生重複的練習、內化學習，也有助於其在真實情境中的應用。然而聽障

教育老師對於如何跨出第一步學習將生成式 AI，例如：ChatGPT 科技應用在原

有教學中，需要有更多支持與行動。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透過協同行動研究法，協助將心智理論的有效教學策略，

轉化為虛擬人教材，希望透過這個研發過程，發展出有利於聽障學生發展心智理

論能力的生成式 AI 虛擬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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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文獻探討 

一、 聽障學生的心智理論與介入教材 

聽障生是心智理論發展落後的高危險群之一。劉秀丹（2022）曾回顧國外文

獻發現聽障生在錯誤信念（false belief）的發展明顯落後。人工電子耳（Cochlear 

implant, CI）雖然改善了聽損兒童聆聽的困難，但研究發現 CI 兒童仍面臨心智理

論的落後，例如：Smogorzewska 與 Osterhaus（2021）以兩年的縱貫研究調查聽

障、聽常與輕度智障的進階心智理論發展，結果發現 7.5 歲時，聽力正常者在次

級心智理論及失禮測驗上，答對率為60%，明顯優於聽障生的38％。陳郁璽（2008）

的碩士論文亦發現國小聽損兒童在心智理論的作業上，特別是對判斷諷刺、不禮

貌話語等高階心智理論明顯落後於聽常同儕。 

心智理論的發展是可以被促進的，例如：透過豐富親子間的心智言談

（Morgan et al., 2014）、或是透過思想泡泡（thought bubbles）的教學策略是可

以有效改善聽損幼童的心智理論表現（Tucci et al., 2016; Wellman & Peterson, 

2013）。歐盟學者發展的「心智讀者」（Mind Reader）教材即是為聽障生設計

的心智理論教材，強調情緒的覺察、辨認、調節，以及每個人對同樣的情境會有

不同的想法和感受等（劉秀丹，2022），聽障生的心智理論介入受到越來越多的

關注。 

二、 生成式 AI 技術-ChatGPT 與虛擬人 

ChatGPT 是目前最受到矚目的生成式 AI，它是 OpenAI 公司於 2022 推出的

生成語言模型工具，使大眾能夠與機器就廣泛的話題進行對話，迄今為止成長最

快的消費者應用程式，以下就 ChatGPT 目前的應用和限制做探討。 

ChatGPT 是一種基於 Transformer 架構的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GPT 是基於大量文字資料進行訓練，能夠產生類似人類文字並

以高準確率執行其他語言相關任務。例如：連貫的內容和文章產生、聊天機器人

回應、語言翻譯、問題回答和程式碼（Rahman & Watanobe, 2023）。 

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 ChatGPT 準備特定課程的大綱、與主題相關的講座內

容、學術主題演示、問題、問題集等。ChatGPT 也可以幫助學生解決複雜的問

題、撰寫論文，並解釋特定主題以加速他們的學習。學生甚至由此獲得與程式設

計相關的支持，以加速他們的程式設計學習（Qadir, 2022）。在語言學習方面，

ChatGPT 的應用同樣顯示出顯著的潛力。它不僅能夠提供自然語言處理的能力，

還能夠模擬真實的對話場景，從而為學習者提供一個安全且互動的環境來練習和

提高語言技能。透過與 ChatGPT 等工具的互動，學習者能夠更快地掌握語言的

實際應用，並在無壓力的環境中增強他們的語言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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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虛擬人（Virtual Human）是一種基於先進AI技術創造出的人工智慧角色，

可以像人類一樣進行交談、回應和交流，並達成特定的工作任務。目前已有研究

證實虛擬人在自閉症溝通技能的介入成效（Maddalon et al., 2023），也有研究訓

練虛擬人的心智理論，然後由虛擬人擔任社會技能訓練員，使用者對虛擬人的接

受度和信任感有正面的回饋（Tanaka et al., 2023）。結合 ChatGPT 的虛擬人，可

以以動態的人物影像在互動對話中模擬中傾聽、回應並與學習者進行對話，更能

提供溝通技能的擬真練習。這些優勢特性可為聽障生的心智理論發展提供新的方

向。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協同行動研究開發生成式 AI 虛擬人教案，由第一作者邀請兩位聽

語巡迴輔導老師（第二、第三作者）參與教材研發。以下就研究參與者、行動研

究歷程做簡要說明。 

一、 研究參與者 

1.聽語巡迴輔導老師：共兩位，其教學年資分別為 15 及 32 年。平常積極參

與聽障學生的溝通訓練教材編輯，多次自組教師學習社群，開發教學方法和教材，

對使用 AI 科技，例如：ChatGPT 應用在溝通訓練的教學中，充滿好奇，願意學

習，但是對於自己的科技素養電腦技能較少信心。 

2.聽障教育專長教授：教授聽覺障礙溝通訓練相關課程達 20 年以上，研究

領域聚焦在聽障學生的溝通問題，例如：手語能力的評量、繪本共讀的介入方法、

聽障學生心智理論的評量與介入等，重視聽障學生的溝通與人際互動。目前正執

行國科會計畫，希望透過新科技協助聽障教育教師發展聽障生的溝通訓練新方

式。 

二、 研究工具 

研究者搜尋合適的生成式 AI 虛擬人平台後，選用 VirtiVR 虛擬人教案平台

( https://medicalvr.vive.com/tw/products/virti/Virti AI)。這個平台不需要寫程式碼

（coding）即可以操作介面，透過平台後端設定教學目標，撰寫虛擬人物的角色

設定、設定特定對話與回答外，也開啟與 ChatGPT 的合作，維持其對話能力，

最後可以從學生的回應提供回饋與評量紀錄。這些特色有利於沒有程式寫作專業

的現場教師，可以將自己的專業設計為 AI 虛擬人物的對話情境，有利於聽障教

育老師設計溝通訓練教案。 

除此之外，本行動研究也透過分析研究人員撰寫的研發日誌、會議紀錄、

Line 討論文字，訪談內容，記錄行動研究的重要歷程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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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動研究歷程 

1.行動團隊形成與願景共創 

團隊的共同願景是結合生成式AI科技，讓聽障生能夠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練習不同對話情境下的心智理論技巧，同時也促進現場老師將科技融入教學的技

能和信心。 

2.行動規畫 

研究團隊於學期初進行初步的分工，並且設定行動規劃。大學教授主導整個

行動研究的進行，並指導介面操作、提供技術支援、諮詢。兩位聽語巡輔老師則

負責設計教案腳本的設計，並且將腳本內容轉為虛擬人教材。團隊除了每月定期

開會外，亦隨時透過 Line 說明進度與所遇困難。以ㄧ學期為行動期程，希望在

學期結束時，可以完成虛擬人教案的範例。 

3.執行、問題解決、省思的循環 

接著按照初步規劃，開始進入執行、問題解決、省思、再次執行、再次問題

討論再次省思的行動研究循環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難與因應，將於研究結果中陳

述。 

參、研究結果 

經過了整學期的協同行動研究，研究團隊如期在期末時發展出以心智理論中

情緒覺察與同理為目標的兩類虛擬人教材模型，可作為後續其他主題的虛擬人溝

通訓練教材作為範例。以下說明本研究的研發成果、研發過程的困難與因應、以

及教案開發者的省思與成長。 

一、研發成果：虛擬人教材範例 

經過了整學期的嘗試，總共開發了兩類型的虛擬人教材。其一是封閉型，其

二是開放式。受限於篇幅，本文只介紹封閉型教材， 

封閉型虛擬人教材的操作電腦畫面見圖 1 與圖示例。 

封閉型是指當虛擬人說話後，學習者在有限的選項中選取某種回應與虛擬人

對話。例如：在『美美考不好-同理心練習』這一教案中（見圖 1 與圖 2），虛擬

人美美會以難過的表情和聲音開啟對話：『這次段考我只有考 60 分，我都不敢

把考卷拿給爸媽看』，接著畫面會出現幾個選項的文字讓學習者選擇（可以用電

腦麥克風語音輸入或是直接按選該項選項文字），不同的選項會導致虛擬人不同

的反應。此時後臺會記錄下學習者的回應是否合乎學習目標，並且在螢幕畫面的

左方可以呈現學習目標之一已被完成。整個對話結束時系統會顯示出學習者剛剛

使用了哪些類型的對話並且計算總得分，例如：說出對方的感受（得分）、比慘

（扣分）、勸告（扣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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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美考不好：同理心練習」首頁 

 

 

圖 2  

「美美考不好：同理心練習」練習範例 

 

 

透過這個教案平台，教師可以把心智理論發展的重要介入策略融入在虛擬人

的角色設定中，以美美的教案來說，可以讓聽障生練習在同學考不好時，同理對

方的感受。 

 

二、研發過程的困難與因應 

1. AI 科技新手的恐懼：第一次接觸生成式 AI 科技，擔任教案設計的兩位

老師擔心自己是否能勝任，透過教授的同理，並給予密集技術支持，得

以克服擔心。 

『我擔心自己的電腦技能，害怕無法勝任……..還好教授馬上

召開小組線上電腦操作研習，也請小綠（研究助理）給予全

力支援，安排個別技術諮詢….』（A 老師 line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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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探索費心思：老師們先從教學經驗中，探索合適的主題，並且透過

資料搜集，擴展對話的內容，過程中不斷的調整。 

『起初 A 老師分享自己的學生跟同學借手機引發許多後續相

關問題，我們想或許可以用這個題材作為教案的主題。』（Ｂ

老師訪談） 

『為了聚焦同理心的練習，參考了非暴力溝通書中第七章中

常見的無法同理到對方的回應方式，如：比慘、關閉對方感

受、幫對方出氣、當旁觀者直接給作法…等, 作為學生回應

選項的參考。』（B 老師省思日誌） 

三、研發者的成長 

參與此行動研究的兩位聽語巡輔老師，認為此次參與帶給自己很多的成長和

省思，首先是很開心自己能夠跨出第一步，讓 ChatgGPT 應用在教學設計中。 

『AI 風氣正席捲而來，能應用在教育領域能並設計出教案，

真的太棒了!』（A 老師訪談） 

『從這次的經驗中讓我思考 AI 時代來臨，可能改變學生的學

習方式與老師的教學工作，或許未來老師的工作會轉變為設

計多樣化的 AI 練習模組，從旁引導學生練習與討論，很開心

自己勇敢踏出這一步。』（B 老師省思日誌） 

因為這次的參與，老師們也深刻感受到這些教學內容，不只對聽障生有需要，

老師們也要精益求精，落實在溝通中對彼此的尊重和同理。 

『在設計對話過程中看見自己與學生一樣，仍然需要學習更

多的同理心，才能在人際溝通中建立彼此的連結、尊重、理

解與滿足彼此的需要。』（B 老師訪談） 

『老師本身對同理心或非暴力語言溝通有一定程度的技能』

（A 老師省思日誌） 

肆、結論與建議 

本文透過協同行動研究，彼此合作、共同計畫、執行、省思，協助聽語巡老

師將心智理論的教學專業與 AI 科技串接，完成了虛擬人心智理論教材範例，是

一個突破，也是個開始。未來可以持續進行教材的優化以及進一步的教學實驗，

驗證其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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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基於生成式 AI 模型之構音異常清晰度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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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聽障者來說，由於無法清楚地聽到自己和他人的說話聲音，導致他們在

溝通時經常遇到困難。而這樣的溝通障礙嚴重地影響聽障者心理健康和生活品質。

為了幫助聽障者克服溝通上的困難並提升其生活品質。本研究提出了

ArticulationFix GAN，為了能夠避免因性別不同而造成的轉換困難，本研究將構

音異常語音轉換為清晰的語音，利用 2D 卷積神經網絡（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2D CNN)判斷該語音說話者的性別，再透過專門處理該性別的

ArticulationFix GAN 模型進行構音轉換，從而有效地提升了語音特徵的保留和自

然流暢性。研究結果表明，我們的模型在語音轉文字系統中取得了顯著的準確率

提升，平均準確率達 90.01%，在使用者滿意度調查中，獲得了 4.80 的高分（滿

分 5 分）。這些成果不僅展示了技術上的創新，也為改善聽力障礙者的語音溝通

提供了實際的應用解決方案。本研究的成果有望促進聽障者在社會交流中的品質，

從而提高其生活品質和自信心。 

關鍵字：聽覺障礙、構音異常、構音轉換、ArticulationFix GAN、2D CNN 

 

壹、緒論 

對於聽障者來說，由於無法清楚地聽到自己和他人的說話聲音，他們難以掌

握正確的發音，這往往導致說話不清楚的情況，這就是一種構音異常的現象，這

種現象會使得他們在與人溝通時，常因為對方聽不懂他們所說的話而感到困擾，

並可能引發自卑心理。這種溝通障礙不僅影響他們的社交生活，還可能在學習、

工作等方面造成諸多不便，進一步影響其心理健康和生活品質。 

為了幫助聽障者克服溝通上的困難並提升其生活品質，本研究提出

「ArticulationFix GAN」針對聽障者構音異常的語音進行特定音節的調整和優化，

生成出清晰的語音。這項技術的開發，不僅能夠顯著改善聽障者在日常交流中的

困難，也提升其生活品質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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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聽障者溝通問題之探討 

在臺灣，聽障者面臨的不僅僅是溝通上的挑戰，還需應對生活中的各種障礙。

這些障礙不僅涉及語言和聽力方面的困難，還涵蓋了社交互動、心理健康，以及

日常生活等多個層面（Heffernan et al., 2022）。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料（2023）

顯示，臺灣約有 13 萬人屬於聽障族群，這些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需要依賴

手語、助聽器或其他輔助工具來進行有效的溝通。這些工具和服務的提供對於提

升聽障者的生活品質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特徵分類之研究探討 

2D 卷積神經網路（2D CNN）是一種深度學習模型，用於分類具有網格狀

結構資料，在處理影像及音訊方面具有出色的特徵提取及分類的能力（Li et al., 

2022）。Yücesoy 等人（2024）利用 2D CNN 來從語音樣本中提取關鍵特徵，並

成功地將這些特徵用於高精度的性別分類。這一成果不僅展示了 2D CNN 在語音

識別領域的強大應用潛力，也為未來更廣泛的語音分析應用提供了實證基礎。此

外，為了更好的提取語音訊號的重要特徵，Hasan 等人（2022）透過短時傅利葉

轉換將語音轉換成頻譜圖，藉此有效地表示聲音信號的時間和頻率特徵。由此研

究可知，利用 2D CNN 和頻譜圖結合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語音識別的準確

性。 

三、音訊轉換研究探討 

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被證明是強大的深度

學習工具，用於生成高度逼真的樣本（Goodfellow et al., 2014）。在語音轉換領域，

例如：StarGAN-VC，透過一個模型實現多對多的語音轉換（Kameoka et al., 2018），

這種方法提供了一種靈活性，允許在不同語音樣本間轉換而不需重建模型。另一

個模型，VAW-GAN，結合了變分自編碼器（Variational Autoencoder, VAE）和

Wasserstein GAN（WGAN）的優點，以提高生成聲音的品質（Hsu et al., 2017）。

CycleGAN-VC2（Kaneko et al., 2019）則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技術，使用非平行語

音轉換來訓練模型，解決了缺乏成對訓練資料的問題。這些創新不僅豐富了語音

轉換技術的應用範圍，也為聽障者的構音轉換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然而，這些

模型在應對男女聲音基頻差異時仍面臨挑戰，尤其是在構音轉換方面。為此，本

研究提出了 ArticulationFix GAN，它是一種結合了聲音性別辯識和構音異常提升

清晰度的架構，利用 2D CNN 辨識語音的性別，再根據不同的性別將語音導向相

應的 ArticulationFix GAN 模型進行處理。此方法不僅增強了模型對不同性別語音

處理的精確度，同時保持了轉換後語音的自然流暢性。這項創新不僅豐富了語音

轉換技術的應用範圍，也為聽障者提供了更加精確的語音轉換解決方案，擴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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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 在語音處理領域的應用。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透過先進的深度學習技術進行聽障者語音的特徵分析與清晰度

提升，研究分為三大部分：資料收集、資料分群及構音轉換。首先，使用者透過

本研究開發的 WebApp 與無線麥克風收集語音資料，然後利用短時傅立葉變換

（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 STFT）將語音轉換成能夠表現較多特徵的頻譜圖

（Krause et al., 2021）。接著，透過自製的 2D CNN 對資料進行性別分類，再透

過專門處理該性別的 ArticulationFix GAN 模型將構音異常語音的頻譜圖轉化為

清晰語音的頻譜圖。最後，經過逆短時傅立葉變換（Inverse 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 ISTFT）處理後，將轉換後的正常語音回傳至使用者的 App 中播放出

來。本研究的系統流程圖如圖一所示。 

圖 1 

本研究的系統流程圖 

 

 

一、資料收集 

本研究共收錄了 34,560 筆語音資料，在收音過程中，每一位參與者被要求

以大聲且以不同語速（慢、中、快）朗讀 292 個不同長度的句子，並需在朗讀時

盡量保持句子內容的完整性，以確保資料收集的準確性和增強收音效果。為了豐

富的訓練資料讓深度學習模型能夠有效地學習，並轉換聽障者的異常語音，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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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了涵蓋正常聽人的清晰語音和聽障者構音異常的語音。其中，正常聽人的清

晰語音有 11,510 筆，聽障者構音異常的語音有 23,050 筆。讓轉換後的聲音更加

接近正常語音的特徵和音質。所有語音資料的收集均以「句」為單位，確保語音

資料的精確性和一致性。這一系列的資料收集程序是在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的核准下進行的，嚴格遵守語音貢獻者的權

利和學術道德，確保在符合規範的情形下進行該研究計畫。 

二、訓練資料分群 

在資料分群的階段中，研究者先將語音透過 STFT 將 1D 的語音轉成 2D 的

頻譜圖。接著，將頻譜圖輸入 2D CNN，藉此有效地分辨出男聲和女聲。之所以

需先用 2D CNN 將男女聲分開，是因為男女聲音在音高和聲音基頻等特徵上存在

顯著差異。如果不區分會導致 ArticulationFix GAN 模型在生成語音時無法有效學

習和適應這些差異，從而影響轉換的準確性和自然度。為了使 ArticulationFix 

GAN 在進行構音轉換時，可以生成更自然的語音，為確保了不同性別的語音資

料在轉換時得到針對性的處理。透過這樣的處理步驟，ArticulationFix GAN 能更

加準確地擷取重要的特徵，並轉換出更加清晰的語音，提升聽障者語音的自然度

和可理解性。 

三、構音轉換 

由於 CycleGAN-VC2 是非平行轉換的語音轉換模型，能夠支持使用不成對

的語音資料進行訓練，因此本研究使用 CycleGAN-VC2 作為 ArticulationFix GAN

模型的核心架構。研究者將男生和女生的語音資料分開訓練，使模型可以針對個

別不同性別的語音進行轉換，以提高轉換後語音的自然度。經過反覆訓練和調整

模型參數，ArticulationFix GAN 能夠在不同噪音水平和語音情境下有效地工作。 

為了讓使用者可以更好的使用本研究提出的構音轉換功能，本研究運用

ArticulationFix GAN 開發了一套構音轉換的 WebApp，讓使用者可以隨時使用構

音轉換的功能。此外，研究者將 App 結合領夾式無線麥克風，避免使用者需要

一直對著麥克風講話，提升了本系統的方便性。 

肆、實驗結果 

一、開發環境 

本研究每次訓練及測試的環境都在統一的環境和硬體配置下進行，以確保結

果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具體而言，本研究使用的硬體配置包括： Intel®  Xeon®  

w5-2455X CPU，兩張 NVIDIA RTX A6000 GPU，容量為 96GB 的 VRAM。在軟

體方面，使用 Python 程式語言和 PyTorch 框架來構建模型架構，利用該框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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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學習功能和靈活的建模能力，能夠支援複雜的神經網絡結構和高效的訓練過

程。 

二、構音轉換之效果比較 

模型訓練完成後，本研究將多種構音轉換方法輸入至語音轉文字

（Speech-to-Text, S2T）模型中進行準確率評估。結果如表一顯示，本研究提出

的 ArticulationFix GAN 轉換後的語音，在輸入至 Whisper small 進行語音轉文字

的準確度達到 89.13%；接著輸入至 Whisper large 進行語音轉文字的準確度達到

89.96%；最後輸入至 Google S2T 進行語音轉文字的準確度達到 90.95%。這些結

果顯示，ArticulationFix GAN 在提高語音清晰度和準確度方面具有明顯的效果。

比起原始 CycleGAN-VC2 的轉換效果，其語音轉文字的平均準確度高出了 1.58%。

從結果可以看出，ArticulationFix GAN 在所有測試中不僅在語音轉文字的準確度

上取得了最高分，還展示了優越的穩定性和一致性。這些結果顯示出

ArticulationFix GAN 在構音轉換領域的潛力，為聽障者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語音改

善解決方案。 

 

表 1 

構音轉換結果比較表 

方法 
Whisper small 

(%) 

Whisper large 

(%) 

Google S2T 

(%) 

Average 

(%) 

原始語音 84.56 87.67 83.47 85.23 

CycleGAN-VC2 88.34 89.22 87.73 88.43 

ArticulationFix GAN 

(本研究的方法) 
89.13 89.96 90.95 90.01 

 

三、滿意度問卷調查 

本研究成功研發以 ArticulationFix GAN 為主的構音轉換 WebApp，該 App

將可以有效提高說話清晰度以及可讀性，使聽障者可以與人正常溝通。為了瞭解

使用族群對於本系統的想法，App 開發完成後我們前往新竹市聲暉協進會、臺中

市聲暉協進會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其中共有 19 位使用者體驗後表示該款 App 畫

面簡潔易懂且願意並持續使用該款 App，經過統計回饋表單後，使用者平均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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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的高分（滿分 5 分），由以上使用者實際體驗後，證明本系統在實際應用上

能夠有效幫助聽障者解決溝通上的瓶頸，同時也提供了良好的使用者體驗。 

伍、結論 

本研究開發了一款新型的語音轉換模型，該模型基於 ArticulationFix GAN 技

術，透過系統性地收集包括正常聽力者與聽障者的語音資料，我們確保了資料的

豐富性和代表性，為模型訓練打下堅實基礎，利用 2D CNN和ArticulationFix GAN

進行資料分群和特徵提取，本研究提高了資料的品質，從而有效提升了模型訓練

的效率和準確性。 

研究者成功地運用 ArticulationFix GAN 將構音異常的聲音進行轉換，並在多

種 S2T 模型中進行測試。結果顯示，該技術顯著提升了語音轉文字系統的準確

率，達到平均 90.01%，比使用原始構音異常語音的系統高出許多。最終，我們

將所開發的構音轉換 WebApp 提供給使用者一個能夠清晰聽見並播放轉換後語

音的平台。此應用程序不僅提升了構音異常者的溝通效率，也展示了本研究技術

的實用性和潛在的擴展能力。經過使用滿意度問卷調查，使用者平均給出 4.80

的高分（滿分 5 分），證明本系統在實際應用上能夠有效幫助聽障者解決溝通上

的瓶頸。未來，我們將探索此技術在更廣泛語音處理領域的應用，並持續改進模

型及系統以適應更多變的語音特徵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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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生成式人工智慧建置「易讀圖文」應用程式：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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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聯合國呼籲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提倡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均強調建立包容社會，確保身心障礙者的人權。「易讀文本」為達成

此目的之重要工具，可提升資訊可及性（accessibility），協助障礙者獨立生活、

參與社會。然而，目前易讀紙張文本的製作欠缺即時性、成本高昂，應用場域有

限，也未替障礙者考慮適讀性（readability）的問題，無法保障資訊可及性。為

了解決目前易讀文本的問題，本研究開發「易讀圖文 App」，在限定字數、段落

數、字頻後，生成易讀圖文，其文本難度以聽障者平均閱讀能力四年級高原為目

標，並經資源班教師審核，確定能保留原始文本的重點。最終，易讀圖文 App

具備三種文字或圖片的文本輸入方式，生成「長文摘要」、「長文簡化」、「重

點標記」、「簡化標記」及「四格圖文」五類易讀文本。開發過程以聽障者進行

焦點團體的訪談與試用，以收集聽障者的使用意見，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此 App

具有實用性，也願意推薦給親友使用，未來將開發網頁易讀圖文版本以試用更多

閱讀場域，並推廣到低閱讀能力的群體。 

 

關鍵字：易讀文本、易讀圖文 App、生成式人工智慧、聽覺障礙、閱讀 

壹、緒論 

為了建立一個和平、正義及健全的制度，並促進多元和諧的社會，聯合國於

2005 提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十年後又提出「2030 永續發展

目標（SDGs）」（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15），兩份文件的共同點

是重視建立包容弱勢者的社會。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有許多項措施因應推出，其

中一項為以「易讀文本」的通用設計，透過文本內容的合理調整，以實現資訊可

及性、資訊平權，讓弱勢者得以獨立生活、參與社會、實現社會角色與公民權利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易讀文本」是將複雜的資訊、艱澀難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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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轉換為容易閱讀、便於理解的內容呈現出來。這種做法不僅幫助認知功

能障礙者觸及文字意義，而聽障者亦處於低閱讀的高風險當中，也有助於提高獲

取資訊的能力。然而，現行易讀文本集中在政治和文化等有限的閱讀場域，且均

以人工方式將文字精簡、簡化，繪製圖像，導致聽障者在工作或生活的各個領域

中無法普遍獲得易讀文本，且製作費時、成本昂貴也造成易讀文本的產量相對較

少。其問題更在於製作易讀文本的指引手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

強調在文字大小、圖片色彩等格式上，對於真正觸及文字意義的資訊可及性幫助

有限。 

為了讓聽障者在各生活領域中都能快速了解文本的內容，且促進並落實資訊

平權，本研究旨在開發一款基於生成式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

「易讀圖文 App」，幫助聽覺障礙者理解和使用文本資訊，其透過大型語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和圖像生成技術將一般文本列點式摘要、標記重

點及生成相對應的圖像來轉換成容易理解的易讀圖文。在應用程式（Application, 

App）設計方面，本研究在系統介面設計上追求簡潔明瞭，使得聽障者能夠更輕

鬆地閱讀，並擁有更好的學習和使用體驗。透過這些方法不僅幫助聽障者更好地

理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訊息，例如：新聞報導、招聘廣告和投資理財資訊，還有

助於他們參與社會活動和履行公民職責。再者，透過生成式 AI 技術來生成文本

也有效地改善以往製造易讀文本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金錢及人力的問題。 

貳、文獻回顧 

一、聽障者之閱讀能力之探討 

Traxler（2000）提出的研究指出，美國有 50%的聽覺障礙學生的閱讀理解能

力低於一般學生的基本熟練水平。在台灣，則指出植入人工耳蝸的兒童的段落閱

讀理解能力較一般學生弱（Wu et al., 2015）。而重度聽覺障礙者（簡稱聽障者）

常被描述為具有「四年級高原」現象，這表示他們的閱讀能力通常低於國小四年

級的水平，屬於功能性文盲的高風險群體，所以他們在日常生活、職場等各種情

境中經常面臨閱讀上的困難（劉俊榮，2020）。因此，若在編寫教材時應該優先

納入高頻字，這樣學生在學會這些字後，就能靈活地應用於構詞（黃沛榮，2003）。 

二、自然語言處理之探討 

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是機器學習領域中的一

個重要分支，專門研究如何讓電腦理解和處理人類的語言。近年來，隨著大數據

與演算法的進步，NLP 技術也跟著快速發展。2019 年 OpenAI 提出的 GPT-2 語

言模型卻是透過無監督式學習數百萬的網頁文本，且在這樣零樣本的設定下進行

多個測試資料集中均達到不錯的結果（Radford et al., 2019）。接著，OpenAI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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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推出了具有 1750 億個參數的 GPT-3，此模型透過對大量文本的預訓練和

微調，在翻譯、問答等多項 NLP 任務中實現了強大的效能（Brown et al., 2020）。

到了 2023 年，OpenAI 進一步發布 GPT-4，這個模型不僅支援多種資料格式，還

在各種專業和學術標準上展現了人類水平的表現，例如：在模擬律師考試中排名

前 10%（Achiam et al., 2023）。而 OpenAI 也指出 GPT-4 在醫學領域也表現出色，

例如：提供最新文獻、撰寫出院總結及進行圖像分析（Waisberg et al., 2023）。

在 2024 年，OpenAI 推出了新版本：GPT-4o，此版本的處理速度為 GPT-4 的兩

倍，特別是在處理複雜的任務時展現出更高的準確性和應變能力。此外，GPT-4o

也大幅強化了其理解和產出多模態內容的能力（Zhu et al., 2024）。其在多個語

言和推理領域中具有高精準度和效率，特別是在需要少量學習的任務中表現出色

（Shahriar et al., 2024）。 

在上述文獻中，從 GPT-2 到 GPT-4o 模型的演進不僅提升了 NLP 技術的效

能，也拓展了其在各專業領域的應用範圍，這對本研究開發的易讀圖文 App 的

文本簡化和處理方面的效率和準確性至關重要。 

三、圖像生成技術之探討 

DALL-E 是 OpenAI 開發的一種先進的人工智慧圖像生成模型，可以根據使

用者提供的文字描述創造圖像。先前的研究發現在早期的 DALL-E 2 版本中，當

涉及到複雜的語法結構，如被動語態、否定、組合性、詞序、量化以及雙賓語結

構時，DALL-E 2 無法準確地表達推斷的含義，產出的圖像風格也不夠精緻美觀，

常會帶有雜亂的文字，導致實用性有限（Leivada et al, 2023; Marcus et al, 2022）。

不過在 2023 年 9 月時，Open AI 正式推出了 DALL-E 3 （Yang et al., 2023），

其圖像比過往精緻許多，且文字的正確率也大幅提高，在各個領域中都有著不錯

的表現，例如：Zhu 等人（2023）利用 DALL-E 3 繪製心電圖和心肺復甦術插圖，

結果顯示 DALL-E 3 在醫學教育中具有潛力。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將使用最新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及圖像生成模型來開

發一款創新的「易讀圖文 App」。期望透過整合 GPT-4o 及 DALL-E 3 的先進技

術，能有效地幫助聽障者解決在各種情境中面臨的閱讀困難，同時也提升聽障者

的閱讀及學習體驗。也期望自然語言處理及圖像生成模型的的快速發展能夠開拓

本研究新的應用可能性，進一步提高系統的精準性和使用者友好度，從而更好地

服務於聽障社群和其他需要易讀文本的群體。 

參、研究方法 

在研究前，研究者與社團法人臺中市聾人協會合作，且與 18 位代表性受訪

者進行焦點團體訪談，收集他們對 App 在手機和電腦上的各方面需求，如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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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文位置、比例、字型和圖像風格等。這些訪談結果成為開發易讀圖文

App 的關鍵依據。最終開發之應用程式生成五類文本：「長文摘要」（以列點形

式呈現簡化的文本）、「長文簡化」（以段落形式呈現簡化的文本）、「重點標

記」（對原文標記重點）、「簡化標記」（以段落形式呈現簡化的文本並標記重

點）、以及「四格圖文」（以圖文形式呈現簡化的文本）。圖 1 (a)-(e)為各類文

本相對應的輸出範例圖。這五類文本的開發主要分兩大部分，分別是文本的簡化

與標記、以及文本轉換成圖像，以下將分為兩大部分進行說明。 

 

圖 1 (a)  

長文摘要的輸出範例 

圖 (b)  

長文簡化的輸出範例 

  
 

圖 1 (c)  

重點標記的輸出範例 

 

圖 1 (d)  

簡化標記的輸出範例 

  
  

圖 1 (e)  

四格圖文的輸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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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的簡化與標記 

本研究透過 OpenAI API 將系統與 OpenAI 開發的 GPT-4o 模型連接，藉此實

現長文摘要、長文簡化、重點標記、簡化標記及四格圖文等五種易讀文本。使用

者可以將想要理解的文章以三種方式放入應用程式介面中的對話框，分別為拍攝

文本、上傳圖像及上傳檔案，並點擊送出按鈕。系統會將使用者輸入的長文作為

使用者提示詞（user prompt）與對應功能的系統提示詞（system prompt）一同輸

入至 GPT-4o 模型中進行文本處理。模型處理完後會回傳結果至系統，接著再透

過 Cloud Translation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將

GPT-4o 模型生成的文本翻譯成繁體中文，最終將處理結果呈現給使用者。 

 

二、文本轉換成圖像 

本研究透過 DALL-E 3 模型來生成與短文相符的圖像。當使用者選擇「四格

圖文」功能後，系統會根據對應的提示將文章簡化並提取出四個短文重點，接著

將這些重點輸入至 DALL-E 3 模型中，生成與每個重點相對應的圖像。接著，系

統利用 Google Cloud Vision API 進行光學字元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識別圖像中的文字，並進行遮罩處理，再將遮罩後的圖像與原圖一同輸入

至 DALL-E 2 模型，針對遮罩處進行去除文字的處理。最終，系統將顯示四段簡

化文本及與之相符的四幅圖像，幫助使用者快速了解長文內容。 

肆、研究結果 

一、易讀文本的適讀性與內容重點 

為了限制文本的長度、用字難易度，幫助聽障者更容易理解簡化後的內容，

本研究根據教育部國小三年級國語文補充教材、國語文課程綱要第一學習階段識

字目標 1000 字（教育部 2018），設定 App 所生成的易讀文本在三個段落以內，

臚列的重點不超過七個，且有 95%用字為教育部常用字之字頻前 1000 個，做為

獨立閱讀的標準（Clay, 1993），加上配合文字意義的圖片，減輕閱讀文本的認

知負荷，提升閱讀者觸及文義訊息的可及性。 

易讀文本是否能保留原始文本的重點呢？本研究以兩位具有十年以上教學

經驗的資源班教師先進行 10 篇功能性閱讀文本（柯華葳，2010）的重點摘要，

再與易讀圖文App所生成的重點進行比對，教師認為App能確實產生文章重點。 

二、滿意度問卷調查 

本研究成功研發了一款擁有「長文摘要」、「長文簡化」、「重點標記」、

「簡化標記」及「四格圖文」五類文本的「易讀圖文 App」。此 App 不僅大幅

降低了聽障者的閱讀難度，使他們能夠在各生活領域更快地理解文本，也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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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提供了文章簡化和重點標記的功能。App 開發完成過程，收集 41 名聽覺

障礙者的意見與操作經驗，以評估此系統的實用性、推薦度。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統計，在實用性方面，手語使用者評估的平均分數為 4.71 分（滿分 5 分），口

語使用者為 4.53 分；推薦度方面，手語使用者平均分數為 4.50 分，口語使用者

為 4.63 分，顯示本系統對聽障者具有實際應用的價值，也提供良好使用體驗，

願意推薦給周遭的親朋好友。 

伍、結論 

本研究主要結合了 ChatGPT-4o 和 DALL-E 3 圖像生成技術，並使用 Python 

Flask 框架成功開發了一款名為「易讀圖文」的網頁應用程式。透過將文本轉化

成易讀的圖文格式，不僅幫助聽障者提升學習效率，也提高了他們的生活品質。

此項創新的應用不僅增加了易讀文本的普及率，同時也讓聽障者在日常生活中能

更輕鬆地理解及學習各類文本資訊。未來期望能開發網頁易讀圖文版，讓聽障者

更快速、便捷地使用，其次也將易讀圖文 App 推廣至認知障礙群體，協助資訊

平權，提升其獨立生活、參與社會，實現公民角色與權力，建設一個更包容的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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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香港融合教育環境下實施價值觀教育之實務分享 
 

吳善揮 

香港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摘要 

近年來，香港教育局推動「品德情意教育」改革，並將之重新統整為「價值觀教育」，

盼望能為各級學校提供課程指引，以利教師設計適切的課程及活動，促進學生在不同成

長階段的品格及道德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級設有融合班的學校都需為不同學習需

要的學生（普通學生及特需學生）提供價值觀教育，滿足學生們在品格成長方面的需要。

為照顧不同種類學生的價值觀教育需要，研究者以「知」、「情」、「意」、「行」為

主幹，兼採多元活動策略，盼望學生能學習並認同所學的品德價值，並於日常生活中實

踐出來。本文旨在分享其中的實務經驗，以供各教育同仁作參考。 

 

關鍵字：品德教育、香港、價值觀教育、融合教育 

 

一、前言 

融合教育的核心理念，在於支持不同能力及背景的學生都能在安全、支持、包容、

接納及鼓勵的學習環境下一起學習，一方面讓所有學生都能得到發揮潛能的機會，另一

方面也可以拉近他們之間的學習差距，並建構學業成就(Almalky & Alrabiah, 2024)。不

同研究也發現，融合教育對於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正面影響，如學業、社群發展等(Kart 

& Kart, 2021)。若學校希望能促進不同能力學生的全人發展，校方便需作出合理的調整，

如調整課程內容及學習材料、提供多樣化的支持等，只有這樣，學生才能各自發揮所長，

建構成功的學習目標(Dell’Anna et al., 2022)。當然，在實施融合教育時，學校亦面對著

不同的困難，如教師專業知能不足、課程結構難以調整、學校支援配套不足、學生之間

難以建立良好關係等，這不利融合教育的推動及深化(Jardinez & Natividad, 2024)。由此

可見，融合教育旨在照顧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生，讓他們都能茁壯成長及建構成就，然而，

學校於推動時亦面對著不同困難，導致融合教育的品質及成效受到影響。 

從 1997 年開始，香港便全面推動融合教育，一方面回應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

織之倡議，另一方面讓所有不同能力及背景的學生都能得到照顧（香港教育局，2020）。

有學者總結香港推動融合教育的多年經驗，指出若要成功實施具品質的融合教育，必須

具備以下元素，包括團隊合作、課程實施、學校配合、政府支持、不同持分者的態度(Lee 

et al., 2015)。學者的研究發現，香港推動融合教育政策經年，當中取得不俗的成效，如

教師普遍對融合教育具有基本的認知、學校能建立包容及接納的全校氛圍、家長及學校

能充分合作等，然而，教師在調整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方面的表現則有待改善(C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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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n, 2015)。由此可見，香港推動融合教育符合國際教育發展的潮流，同時亦取得一定

的成效，然而，在課程教學及施教策略方面之表現仍然有待提升。 

近年來，香港教育局因應社會變化及發展，推動品德情意教育的課程改革，並於 2021

年頒布課程指引，把品德情意教育重整為「價值觀教育」，盼望為學校提供規劃價值觀

教育課程的指引，讓學生能健康成長，並建構正面的價值觀、態度及行為（香港課程發

展議會，2021）。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者也嘗試於任教學校推動多元化價值觀的教育

活動，盼望讓不同能力和背景的學生都可以從中培養健康正向的價值觀，成為一個具有

品德操守的青年人。本文旨在分享其中的實踐經驗，以供教育同仁參考。 

 

二、價值觀教育之意涵 

所謂價值觀教育，是指透過課程和活動樹立學生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協助學生持守

正確品德價值，學會理解、分辨、判斷不同的資訊及情境，並從中做出符合社會道德規

範的決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21）。Etherington (2013)指出，價值觀教育的核心要

旨，在於透過課程和教學活動，建構學生尊重自然、遵守社會道德規範的意識和行為，

重塑健康正向的社會。從教師的角度來看，價值觀教育的內容應包含道德發展、人格發

展、誠信守法、社會效益及尊師重道(Gündoğdu et al., 2019)。Pala(2011)對價值觀教育的

內涵則有更具體之定義，包括 1. 協助學生培養人文精神，如正義、勤勞、同理心、尊

重他人等；2. 透過道德議題探索活動，促進學生的人格及道德發展；3. 營造全校積極

正向、持守道德的學習氛圍，以薰陶學生成為有品格的人；4. 教導學生如何以合符道德

的方法取得成功；5. 教育學生關懷社會，並採取實際行動關心有需要的社群。另外，在

施行價值觀教育時，教師需持守生活化的原則，以讓學生更能理解所學習的品德價值之

重要性和意義(Komalasari & Saripudin, 2018)。由此可見，價值觀教育的主要目標是透過

生活化的教學，培育不同學生具備應有的道德價值觀念，讓他們能在日常生活中將之實

踐出來，成為一個正向樂觀並具有道德情操的人。 

 

三、在香港融合教育環境下實施價值觀教育之實務分享 

(一）學校背景 

在融合教育政策下，全香港學校都需錄取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下稱特教學生）。

研究者任教的學校也不例外，除普通學生外，也有錄取不同種類的特教學生，如讀寫障

礙、過動症等。為照顧不同學習需求，學校一方面調整課程內容及目標，另一方面也設

置多元化活動，盼望所有學生都能從中建構成功經驗。 

  



147 

 

(二）推動策略 

研究者以「知」、「情」、「意」、「行」為主軸，輔以多元價值觀教育活動，盼

望能為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體驗，讓他們能深入認識並實踐品德價值。

在融合教育環境下實施價值觀教育之策略架構，如圖 1。 

 

圖 1  

在融合教育環境下實施價值觀教育之策略架構圖 

 

 
 

(三）實施內容 

為培育不同能力的學生成為有品德操守的陽光少年，研究者運用上述策略，於全校

開展多樣化的價值觀教育活動，盼望能為不同能力的學生提供全面且多元的學習體驗，

使他們能「知行合一」，於日常生活中實踐所學的品德價值。以下為全年所舉辦的活動： 

1. 德育課（價值觀：環保、誠信、守法、尊重） 

研究者於初中一年級設置德育課，讓學生學習環保教育。其中，課程包含以下

探究主題：減碳生活、塑膠污染、海洋污染、國家環保政策。在實踐部分，學生需

完成兩項創作，以體現他們對相關知識的認知，包括：海報設計（設計一張海報呼

籲公眾節約能源）、「轉廢為用」藝術品創作（運用廢棄的紙張、塑膠等廢品，設計

一個立體藝術作品，以呼籲公眾珍惜大自然資源）。另外，全校初中一年級的學生都

成為環保大使，負責全校的資源回收工作，以踐行所學。 

在初中二年級，德育課聚焦於誠信守法及和諧共融兩大品德價值。首先，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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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微電影後，學生根據老師的引導及提示下完成學習單，之後再創作一張「反貪污」

的海報，呼籲公眾切勿以身試法。另外，德育課又教授學生中華民族龍文化的概念，

並由此引伸出「共融」的概念，希望學生能尊重不同的差異，並學會欣賞不同人的

價值，之後學生便分工合作，共同完成黏土製作，以呈現共融的概念。 

研究者參與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的教學合作活動，於初中三年級實施「合謀有

罪」教學活動，教導學生公平競爭的重要性，並說明若個體違反競爭法將面臨什麼

後果。最後，學生透過完成相關學習單，呈現他們對公平競爭的理解及反思。 

2. 無牆活動（價值觀：仁愛、守法、責任感） 

為讓學生認識不同價值，研究者亦於校內舉辦不同主題的講座或工作坊，例如：

貪污、捐贈器官、海洋保育、校園欺凌、青少年罪行、弱能人士處境、保障個人隱

私等。透過由外間人士主持的多元化講座，學生能更全面地認識不同價值觀的內涵。 

3. 德育及公民教育資訊分享（多元化的價值觀） 

為提升全校學生對不同價值觀之深入認識，研究者訓練不同學生於學校集會中

作分享，如文天祥的愛國故事（忠義）、中秋節的起源（團結）、侵犯他人隱私的後

果（守法及仁愛）、全球暖化問題（仁愛及承擔精神）等。同時，研究者亦安排全校

教師進行「精神短講」，分享自己對於不同品德議題之看法。 

4. 「長者學苑」志工服務（價值觀：仁愛、孝親） 

學校設有「長者學苑」，供長者學習不同的技藝，而學生志工則陪伴左右或擔任

導師，與長者一起完成各項學習任務。本校開設的長者興趣班極為多樣化，例如：

慢跑、健身、繪畫、唱歌、韓國舞、智能手機、痛症講座、甜品製作、新興運動等，

除長者可自由選擇參加自己所喜愛的活動外，學生也可自由選擇參與擅長的活動，

陪伴並協助長者完成指定的學習任務。在志工服務開始前，負責老師會為學生進行

服務簡介，讓他們理解服務內容及服務對象的特質，在完成任務後，師生會進行反

思活動，以總結該次的志工服務經驗。 

5. 陽光跑（價值觀：正向、堅毅） 

為鼓勵學校的後進生（留級或特教學生）奮進向前，研究者特別全年舉辦 6 次

「陽光跑」活動。研究者會陪伴後進生一起參加校外的長跑比賽，讓他們體會「只

要有信心，就一定行」的道理。在比賽過程中，參與的後進生可從中明白凡事都不

要輕言放棄，只要出盡全力便無悔的道理。 

6. 募款活動（價值觀：承擔精神、同理心） 

研究者亦舉辦多項募款活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可身體力行，為弱勢團體籌

集善款。其中，我們曾舉辦多次賣旗活動（公眾可隨緣樂助，凡街頭捐款者可即場

獲發一張具有紀念價值的貼紙），讓學生可在街頭向公眾募捐。另外，研究者亦曾指

導學生舉辦校內募款活動，如樂施會「樂施米義賣活動」，讓他們策劃募款活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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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三世界的貧苦農民籌集資金，提升他們的生產技術，進而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 

7. 公眾活動（價值觀：承擔精神、責任感、仁愛） 

研究者亦舉辦多項面向公眾的活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可策劃公益活動，並

從中實踐所學，例如：學生志工組織公眾環保攤位遊戲活動，以提升公眾對於「低

碳生活」的理解；學生志工於郊區清潔垃圾，以減少大自然環境的污染問題；學生

志工與「長者學苑」學員表演跳舞及唱歌，以宣揚環保精神；研究者組織學生志工

一起探訪低收入家庭，並為他們送上物資，以使他們感受到社會的關愛；學生志工

於「長者才藝日」中，與「長者學苑」學員表演韓國舞，使他們明白長幼共融的重

要性；與香港紅十字會合辦校內捐血日，讓高中學生及教職員參與捐血行動，以救

助有需要的病人。 

8. 聯校活動（價值觀：責任感、仁愛） 

研究者與另一所中學合辦服務學習課程，其中包括五次線上課程、一次實踐活

動。首先，透過線上教學活動，學生能掌握志工服務技巧，之後齊心協力為智能障

礙者舉辦活動，讓智能障礙者感受社會的關愛。 

(四）實施反思 

綜合不同持分者的回饋，例如：問卷、學生訪談、教師回應等，多元化的價值觀教

育活動都能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發揮所長，展現學習成果。

如能力較高的學生可在活動中擔任策劃者的角色；能力較弱的學生也可擔任成員角色，

為活動投入不同的努力。另外，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普遍認同多樣化的活動能減少他們對

價值觀教育「沉悶」、「說教」的刻板印象，增加他們學習品德價值的動機和興趣，同

時，他們也認為實踐活動能讓他們更深入及全面地理解所學品德價值的內涵。當然，部

分老師認為若多元化價值觀教育活動可與原有的校本課程相連結，學生的學習經驗便能

更具系統性。此外，有老師認為部分活動可與課程教學相互配合，例如：在中國語文科

中三級課程中，學生需學習課文《一碗陽春麵》（故事講述老闆夫婦如何在窮苦三母子

處於困難之時，伸出援手、雪中送炭的經過），教師可藉機會帶領學生幫助有需要的弱

勢社群，例如：為無家可歸者送飯、幫助獨居長者清潔家居等，這樣的做法更有利學生

掌握並反思文章所帶出的品德價值。 

 

四、總結 

最後，在融合教育環境下，價值觀教育活動必需以多元化的形式進行，一方面以持

續提升學生對品德情意價值的學習興趣，另一方面也可讓他們以多元方式呈現學習成果。

同時，除結合多元化教學活動外，價值觀教育也應結合原有課程，即以融入式教學的模

式推動，以提升價值觀教育的實際效益。未來，研究者將與教育有心人一起研究如何把

價值觀教育結合原來的校本課程，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盡展所長，有所發揮，成為一

個「有恥且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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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國小教育階段智能障礙學生從隔離至融合安置之轉銜計

畫：教學實務現場的觀察與省思 

 

謝佳蓉 

高雄市仁武區登發國民小學 

 

摘要 

    本文透過教育實務現場的觀察與省思，以五位智能障礙為對象，採協同式行動研究

方法，針對從隔離環境重新安置到融合環境的智能障礙學生提出轉銜模式。準備時期目

的在使轉銜計畫更完整，降低學生生活及學習適應問題。執行期間採觀察、訪談、問卷

和服務記錄等方式了解學生整體適應情形。評鑑時期則分析資料再評鑑及修正轉銜模式。

此模式提供師生更多的調整及支援，降低適應困難，進一步落實融合教育。 

 

關鍵詞：智能障礙、轉銜、融合教育 

 

壹、緒論 

    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是當前全球教育趨勢。1990 年聯合國的世界全民教

育宣言（World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All）中提出教育是所有人和民族的基本權利，

以及重視幼兒和小學教育，對弱勢群體應廣泛提供教育機會等主張為基礎（「世界全民

教育宣言」，2023）。緊接於 1994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頒布《薩拉曼卡宣言與特殊需求教育行動綱領》（The 

Salamanca Statement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針對特殊需求

兒童的融合教育議題，強調特殊學生於普通教育環境中與一般生有共同學習的權力，學

校需因應特殊學生多元及連續性的特殊需求提供合適調整、不同資源和連續的支持和服

務，以確保融合教育品質。並呼籲各國制定政策法規確保權利得到實現（呂依蓉，2015a，

2015b；洪儷瑜，2014）。更相繼在 2006 年 12 月通過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促進和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充分享有平等

受教權及合適的支持措施以達到有效教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社家署)，2018）。

2015 年《2030 年教育仁川宣言》（Education 2030 Incheon Declaration）中重申發展確保

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目標，再次強調確保弱勢群體能平等獲得各級教育和職業培訓，

並建立和改善兼顧兒童、身心障礙和性別平等的教育設施和有效的學習環境之目標，突

顯國際對執行融合教育的決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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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特殊教育跟隨世界融合教育潮流多年，自 1984 年特殊教育法公布後，經 1997

年、2009 年和 2023 年三次大修訂，朝「以普通教育環境應具有接納障礙學生之能量」

主張努力推動至今已三十多年（洪儷瑜，2014），自 1998 年起特教法規明示最少限制

環境之安置原則， 2009 年強調建立負責任的融合教育，至 2024 年國小階段已經達九成

身心障礙學生在普通班接受特殊教育服務（教育部，2024），顯示多數的身心障礙學生

進入普通班就讀。在台灣相關融合教育多數的研究結論是支持融合教育（鈕文英，

2008/2022），但在普特合作、行政支持、特教課程安排、普師的特教知能與課程調整能

力、家長擔憂、整體大環境等仍存在許多困難，且待努力解決 （曲智鑛，2018；洪儷

瑜，2014；高宜芝、王欣宜，2005；張蓓莉，2009；鈕文英，2008/2022；鄭津妃，2012；

羅丰苓、盧台華，2015）。因此，如何規劃和落實轉銜計畫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適應融

合環境及解決困難是值得省思。 

 

貳、轉銜服務 

一、轉銜服務的意涵和法規 

    從學習角度來看，轉銜是指從一個學習場所/階段換到另一個。而教育轉銜包括教育

年級轉銜、階段間的轉銜、轉學轉銜及重新安置後的轉銜。從中外特教法規的修訂可見

轉銜日益重視，例如：從美國 1975 年頒布殘障兒童教育法案（Education of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EHA，即《94-142 公法》），到 2004 年重新修正通過身心障

礙個人教育促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2004，

簡稱 IDEA 2004），轉銜服務從基本轉銜措施擴充到考量學生需求及優勢設計一套長期

或系統性服務，且具有彈性及融合原則，以幫助身心障礙學生過渡到離校後生活（林宏

熾，2005）。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021）、特殊教育法（2023）、身心障礙學

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2023）陸續重新修訂的法規，可知轉銜內容從職業教育逐漸重

視各學習階段轉銜，強調提供個別化的生涯轉銜計畫、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與服務、

家長參與及團隊合作，讓不同階段可以順利銜接，達成獨立生活、社會適應和參與、升

學或就業等目標。 

 

二、從隔離教育環境安置至融合教育環境的實務現場觀察 

    高雄市對同教育階段中不同屬性特教班別轉換的鑑定申請稱為「重新安置」，在其

他縣市也有「轉安置」的不同說法（黃淑貞，2014）。提出重新安置申請的原因可能是

被動或主動，且在同一教育階段中的重新安置最常見的是往限制較多的隔離環境，少數

是從隔離環境重新安置回到普通環境。 

    在研究者兩所任教學校中遇到八位相似情況的學生，從親師訪談中了解當初安置特

教班原因，並非基於學生實際能力及需求考量進行安置，因此面臨學生入特教班經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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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後能力明顯改變，需重新安置回普通班的情形。在研究者任教第五年時曾以教學

場域個案進行行動研究，與特教領域專家共同擬出從特教班漸進式回到普通班的轉銜模

式，選擇具特教背景和帶領特教生經驗的普通班教師進行研究，成功協助三位智能障礙

學生順利融入普通班，也減輕教師和家長的壓力。然而，到第二所任教學校後，面對陌

生的人事環境下，協助類似情況的智能障礙學生轉銜過程中遇到問題與挑戰，以及聽聞

他校特教班學生在小六跨教育階段因能力明顯改變，安置到普通班接受資源班服務案例，

感到錯愕。研究者以「轉銜」為關鍵字搜尋 2022 年前台灣博碩士論文，明確提及隔離

至融合環境的文獻有 4 篇，內容多為跨教育階段或就業轉銜之相關議題，尚無國小教育

階段中從隔離至融合安置的轉銜議題之研究。然而在同教育階段中從隔離環境至融合環

境的學生往往是少數，容易被忽視，在沒有完整的個別化的轉銜計畫發展，實際上只剩

資料的交接，因此值得重新深入省思。 

 

參、從隔離環境安置至融合教育環境的轉銜服務之構思 

    本研究以解決實務場域的問題為導向，採行動研究法，過程是從一開始發現及界定

問題起始、計畫、行動、觀察和省思，重複循環過程滾動修正模式直到問題解決，強調

立即解決問題以改善實務場域情況。協同參與研究者為校內實務工作場域中的行政人員、

特教教師、普通教師和學生助理人員，屬於協同式行動研究。 

  研究者於國小特教任職十八年，具有教導從隔離環境至融合環境學生之經驗，參考

相關轉銜文獻、特教教育書籍（孟瑛如等人，2017；張勝成、王文科等人，2017；鈕文

英，2008/2022），以五位智能障礙學生為對象，採用入班觀察、半結構式訪談、問卷調

查和服務紀錄等方式蒐集資料，再將資料分析歸納後評鑑、修正轉銜模式，並結合研究

者多年教學參與安置轉銜計畫的經驗與省思，提出本研究逐步轉銜安置的模式。 

  依據本市鑑定安置辦法與期程，將轉銜服務模式分為準備、執行及評鑑三個階段，

其歷程模式請見「圖 1 轉銜服務計畫擬定與執行」，三階段內涵說明如下。  

 

一、準備轉銜服務計畫 

    轉銜是轉出環境與轉入環境的銜接過程，而學校的融合教育普及程度與對身心障礙

學生接納度會產生不同程度的阻力，故多方資料蒐集能讓轉銜計畫更完整。 

（一）安置結果前 

1.經家長同意，透過多元評量工具或方式蒐集智能障礙學生能力現況，進行特殊需

求分析和適性安置環境評估，以利清楚向家長、特推會成員說明。 

2.導師為融合成功與否之關鍵人物，因應適性導師安排，學校行政端可設計或運用

問卷，例如：國小教師對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之意見調查問卷（鈕文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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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3）或訪談取得教師對擔任智能障礙學生導師看法、意願、教育背景，並

了解各班級目前的學生人數、特殊學生人數、高風險學生人數等。 

（二）安置結果後 

1.彙整智能障礙學生對普通班就讀想法、優勢及興趣的學習領域、協助量少到多的

領域排序（包含早自修、午餐午休時間等）、分析其現況與適應普通班環境能力

間落差，並依迫切性技能排序等資料。 

2.蒐集家長對孩子轉至普通班就讀的想法、期待、擔憂與需要協助之處。 

3.輔導室召開特教小組會議，將相關智能障礙學生、家長與普通班導師訪談或調查

後的結果彙整，並討論逐步融合的轉銜服務模式可行性和內容項目。再辦理適性

導師說明會，邀請欲安置的學年教師們出席，說明智能障礙學生的整體現況、特

殊需求、後續重點及學生與家長對融合教育環境學習的期待、需要協助之處，學

校行政與特教資源可提供的因應計畫與支援，並讓普通教師提問。之後，召開適

性導師會議，確認班級導師人選送特推會決議。並將決議的需求彙整撰寫轉銜服

務計畫後，正式召開轉銜會議並邀請相關人員參與、確認轉銜服務計畫內容。 

    準備時期針對普通班教師、特教教師、學校行政、家長和智能障礙學生等進行的資

料蒐集與溝通，目的使轉銜計畫更完整，執行時可降低生活及學習適應問題。 

 

二、執行轉銜服務計畫 

    除了學生適應問題外，有時安置結果公告為學期中以後，導致無法立即申請到相關

特教資源來協助師生。而本研究的逐步融合轉銜計畫依照智能障礙學生特質、優勢、有

興趣的領域安排優先進入普通班學習的活動或領域，一段時間後視學生適應情形再逐步

增加一至兩個領域。加入下一個領域的時間可視學生適應情形縮短或拉長，而智能障礙

學生在回到普通班或資源班學習以外的時間，會留在特教班加強適應普通班的能力。如

果遇到重新安置半年後要更換年段或是中高年級才回到普通班，逐步融合轉銜計畫可視

適應情況斟酌最常至一年，直到只有普通班和資源班的上課時間。除了時間上的安排，

還包含相關支持服務項目、對普通班同儕或家長特教宣導、安排認輔老師（建議由原本

熟悉個案的特教班教師擔任一年）、突發事件處理流程。 

    在執行計畫過程透過入班觀察、訪談、問卷調查、記錄資料等不同方式來獲取智能

障礙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適應情形，說明如下： 

1.入班觀察：有三位智能障礙學生在回到普通班的第一學期安排一週一節課由研究

者入班觀察，多為閩南語課或生活課，主要觀察學習和生活適應情形。 

2.訪談：研究期間受限研究者課務、授課班級教師意願等，未能入班觀察的課堂採

用半結構式訪談來獲取資料，再將資料分析歸納。訪談對象為五位智能障礙學生

的重要他人，包括家長、導師、學生助理員、同儕等。訪談原則前三個月多為一

週一次，後三到六個月一到兩週一次，每次 30 至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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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卷調查：研究者自編學生行為調查表和學生問卷調查表。學生行為調查表由老

師填寫，分為單一課堂調查與導師一個月填寫一次的學生行為調查表。學生問卷

調查是學期末讓同儕填寫。用來了解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生活適應情形與同儕

對智能障礙學生之看法與接納情形，作為驗證對照的資料。 

4.服務紀錄與資料：從學生助理人員的服務記錄、專業團隊服務記錄或因應學生個

人特質或需求而設計的行為規範記錄表獲得資料，以輔助了解智能障礙學生的生

活、學習適應情形或是其他課堂表現行為改善情形。 

    另外，在執行過程中，有時因應適應問題也會召開臨時個案會議或臨時 IEP 調整會

議共同討論解決方案。也有發生在轉銜追蹤時間因應學生學習適應問題而召開會議討論

解決方案。 

 

三、評鑑轉銜計畫與修正 

    將蒐集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適應資料進行整理，將調查表數據做簡易統計，

再輔以觀察、訪談、記錄資料對照，進行轉銜模式的評鑑及修正。 

 

肆、結論 

    為避免變成只是上課地點卻缺乏合理的調整、相關配套措施的口號融合，世界融合

教育趨勢從宣言到制定公約努力落實特殊需求學生應享有包容與平等的教育權利，從學

校教育團隊的共同努力及支持下建構出一個能讓所有學生共同學習的環境，甚至達到全

民享有終身學習機會的願景。雖然，台灣在 2014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然而同一教育階段中從隔離環境要重新安置到融合環境的過程，仍常遇到不同聲音的質

疑聲浪及阻礙，本研究希望提供一種逐步融合的轉銜服務的思維模式，從學校特教團隊

藉著不斷溝通與合作下，統整不同層面的問題，共同擬定有彈性、符合融合精神的轉銜

計畫，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順利轉銜或無縫接軌至下一個學習環境，降低學習和生活適應

困難度，期待融合教育更落實於教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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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轉銜服務計畫擬定過程與執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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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自閉症兒童口語固著行為之行為功能評量 
 

楊適寧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碩士班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一位學齡自閉症兒童口語固著行為之功能，研究方法是透過與特教

老師晤談、直接觀察，確認目標行為的前事、行為表現、後果，進行行為功能評量，以

了解目標行為的功能。研究結果發現個案口語固著行為之功能為「逃避聽覺刺激」，大

多發生於週遭環境聲音吵雜、突然出現音量大聲響的情境。最後依行為功能評量結果，

擬定介入策略與方案。 

 

關鍵詞：自閉症、固著行為、行為功能評量 

 

壹、緒論 

自閉症兒童經常出現固著行為，除了容易造成學習、溝通、社會互動上的困難，亦

可能干擾同儕學習。依據教育部（2024）修正發布《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第

十二條所提到之自閉症鑑定基準，其中一項為「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可得知固著行為與自閉症息息相關。過去研究顯示，以行為功能評量為基礎所發展的介

入策略，能顯著減少固著行為的產生（Kennedy et al., 2000; Repp et al., 1988），可見行

為功能評量對於問題行為處理的重要性。本研究透過行為功能評量，分析目標行為的前

事、行為及後果，目的在於探討自閉症個案口語固著行為發生的可能原因和功能，並提

出建議介入策略和方案，以降低問題行為發生的頻率。 

 

貳、文獻探討 

一、自閉症的固著行為 

固著行為（stereotypic behavior）係指重複且固定、不具明顯社會適應性的行為（Smith 

& Houten, 1996），容易影響學業、社會互動、生活參與等方面。許多文獻表明，固著

行為可能受到多重因素影響，並藉由增強作用來維持（Ahearn et al., 2003; Cunningham & 

Schreibman, 2008）。 

張正芬（1999）探討自閉症兒童之問題行為，研究結果顯示固著行為屬於中高出現

率、中頻率、中強度之行為，其中又以無故傻笑、自言自語或重複字句、發出惱人怪聲

的出現率最高。鈕文英（2001）歸納自閉症相關文獻資料，將固著行為分為五大類：（1）

動作的固著行為，如搖晃身體部位、咬手指、拍手；（2）口語的固著行為，如尖叫、

發出怪聲、重複詢問相同問題；（3）強迫收集行為，如不斷收集圖卡、地圖；（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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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戀物行為，如總是攜帶特定物品出門；（5）固定形式而抗拒改變的行為，如反覆

聽同一首歌、走固定路線、依循固定流程。綜合上述，固著行為包含多種不同的類型，

而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行為屬於該分類中的口語固著行為。 

 

二、固著行為之功能 

Guess 與 Carr（1991）根據三階層模式分析固著行為發生的功能，主要包括：（1）

內在調節的行為狀態，嬰兒期的韻律性固著行為（rhythmic stereotypy behavior）被視為

日後動作發展的基礎，具有學習、探索外界的功能，而隨著個體的發展，其智力、障礙

類型、障礙程度、語言能力等因素可能導致固著行為持續出現；（2）對環境刺激不足

與過度的適應性反應，即當環境刺激不足時，個體所產生的固著行為具有增加刺激的功

能，而當環境刺激過多時，容易導致個體產生焦慮、緊張及壓力的狀況，則藉由固著行

為來中斷、降低刺激反應；（3）具社會功能而習得的行為，其功能包括獲得外在刺激、

逃避外在刺激、獲得內在刺激、逃避內在刺激。 

張正芬（2000）探究自閉症兒童固著行為的功能，結果發現在前事刺激方面以獲得

快感、減輕焦慮、逃避被要求做事為主，行為結果方面主要包括緊張減輕、他人注意、

快感的獲得。根據 Tang（2005）分析身心障礙者固著行為功能的結果顯示，操作制約

功能包括五種：感官正增強、感官負增強、社會正增強、社會負增強、多重增強。綜合

上述文獻，固著行為具備多種不同功能，因此介入時應先了解其原因及功能，再根據行

為功能擬定適當的介入策略。 

 

三、行為功能評量 

行為功能評量（functional behavior assessment, FBA）概念源於應用行為分析，透過

系統化的方式蒐集問題行為的前事（antecedent）、行為（behavior）、後果（consequence），

分析可能引發或維持行為發生的因素，以了解行為功能，並作為制定行為介入計畫

（behavior intervention plans, BIP）的基礎（Gresham et al., 2001; Sugai et al., 2000）。行

為功能評量的實施方式主要包含相關人員報導、直接觀察、功能分析法等三種（張正芬，

1997）。 

Sugai 等人（2000）提出行為功能評量包括三個部分：（1）問題行為之假設，包含

問題行為的操作性定義、預測問題行為發生的前事因素、維持問題行為發生的後果；（2）

蒐集直接觀察資料以支持行為假設；（3）以行為功能評量結果為基礎，發展行為介入

計畫。綜上所述，行為功能評量目的在於透過蒐集資料，分析行為的因果關係及功能，

並作為介入問題行為的關鍵。 

 



163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一位學齡自閉症兒童為研究對象，先了解個案現況能力、確認目標行為，

並界定目標行為的操作型定義，再透過與特教老師晤談、直接觀察等方式蒐集資料，實

施行為功能評量，以探究自閉症兒童口語固著行為之功能；最後，進一步提出介入策略

與方案。研究流程，詳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流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一位 10 歲中度自閉症男孩，就讀於台北市某國小集中式特教班五年

級。以下依訪談與觀察結果整理出個案的現況能力，如表 1 所示，並提出其優弱勢能力，

如表 2。 

 

表 1 

個案現況能力 

領域 面向 現況能力描述 

認知能力 專注力 在團體課程上專注力較弱，容易受到環境影響，有時會

忽略老師的課堂指令，經口語提醒後能將注意力放回課

程當中。 

溝通能力 語言理解 能理解老師的較長指令，並做出相符的行為。例如：「把

麵粉篩入碗中，不要撒出去哦。」 

語言表達 1. 生活經驗多，詞彙量豐富。例如：能說出「日本、旋轉

選擇研究對象

蒐集研究對象相關資料

界定目標行為

行為功能評量

擬定介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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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馬、環球影城、攀岩、貓空、打擊樂」等語詞。 

2. 能以短句與他人進行一問一答的對話。例如，老師問：

「你喜歡吃什麼？」他回答：「我喜歡吃壽司。」 

3. 當遇到不願意做的事情時，會以口語表達拒絕。 

4. 出現過度仿說的行為，包括立即性仿說及延宕性仿說。

例如，老師問：「要不要篩麵粉？」個案會立即仿說語

句。 

社會技巧 人際互動 1. 與人對話時，能全程注視對方的眼睛。 

2. 較少主動與同儕進行互動，但不排斥與他人互動。例

如：當同儕拿著玩具主動找他玩時，他便會拿起玩具把

玩，但不會主動與同儕互動交流。 

動作能力 粗大動作 能自行跑步、跳躍、一腳一階上下樓梯。 

精細動作 能控制手部肌肉的力氣與方向並使用工具，做出繪畫、

寫字、篩麵粉、敲鐵琴等行為，動作快速流暢，但容易

忽略細節之處理。例如：使用壓克力顏料塗色時，能流

暢的將框框塗滿，但未依照指定方向塗色，也較容易塗

出框線外；進行蠟筆塗色的活動時，當其他同學還在塗

第一張，個案已經塗完三張。 

生活自理 日常規範 1. 能自行刷牙、洗碗、使用小便斗上廁所。 

2. 能在口語及視覺提示下摺衣服。 

3. 能自行將鞋帶的繩子交叉打結，並在他人肢體協助下打

蝴蝶結。 

學科能力 國語 1. 能流暢地書寫語詞及句子，但因書寫速度較快，有時容

易出現字形結構不清楚的狀況。 

2. 能自行認讀已學過的國字及句型。例如：「○○因為身體

不舒服，所以哭了。」 

 

表 2 

優弱勢能力分析 

優勢 弱勢 

1. 能理解老師的較長指令，並做出相符的

行為。 

2. 能以短句與他人進行一問一答的對

話，並全程注視對方的眼睛。 

3. 當遇到不願意做的事情時，會以口語表

達拒絕的想法。 

4. 能理解他人眼神提示所代表之涵義。 

1. 在團體課程上專注力較弱，容易受到環

境影響。 

2. 情緒容易受周遭發生的事所影響，尤其

是巨大的聲響，進而出現焦慮、放聲大

笑、大叫、延宕性仿說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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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行為之界定 

綜合訪談與觀察紀錄結果，本研究選擇「說出、發出與當下情境無關的話或聲音」

之口語固著行為作為目標行為，由於該目標行為發生頻率高，除了干擾課程進行、影響

同儕學習外，亦會降低個案在課堂上的專注度進而影響學習成效，因此決定以該問題行

為作為優先處理的目標行為。 

目標行為「說出、發出與當下情境無關的話或聲音」之操作型定義包括：（1）在

課堂進行中，自發性說出與當下情境無關的話，音量大小與平時說話相同；（2）在課

堂進行中，發出與當下情境無關的聲音，如放聲大笑、尖叫，持續時間約 5 秒至 30 秒

不等，音量整間教室皆聽得到。 

 

三、研究工具 

（一）特教老師晤談 

與個案特教老師進行面對面訪談，從中了解個案目前主要的問題行為，以及行為出

現的背景因素、前事與後果，進一步歸納行為事件發生之因果關係，以分析目標行為功

能。 

（二）ABC 行為觀察紀錄表 

透過研究者自編之 ABC 行為觀察紀錄表，記錄行為發生的時間、地點、背景因素

與立即前事、標的問題行為、後果，以及事件發生後所產生的結果及反應，以分析目標

行為可能的功能。 

 

四、資料分析與統整 

本研究將訪談資料與 ABC 行為觀察紀錄表之直接觀察結果相互比對、分析彙整，

歸納出目標行為之背景因素、前事、後果，進而確認影響行為發生的因素與行為功能。 

 

肆、研究結果 

一、資料分析彙整 

（一）特教老師晤談 

老師於訪談表示個案目標行為較常出現在「環境聲音吵雜、老師大聲說話或同學哭

泣」的情境中，而在一對一認知課程或中午吃飯時段，由於環境噪音較少，因此目標行

為出現的頻率較低，除此之外其他時段目標行為發生的頻率極高。老師曾透過眼神或口

語提示個案應保持安靜，並請他暫時離開教室並保持冷靜，雖然策略實施當下個案會停

止目標行為，但短時間過後仍會繼續出現問題行為。老師認為個案目標行為的功能為「表

達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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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BC 行為觀察紀錄表 

經分析後發現目標行為大多發生於「環境噪音多、聲音吵雜」的情境中，如老師大

聲對個案說話、突然播放音量大的音樂、同儕哭泣、同儕拍打鈴鼓。當老師給予眼神或

口語提示時，個案會短暫停止目標行為，但不久後目標行為會重新出現；當老師讓個案

至教室外冷靜或遠離噪音時，個案會停止目標行為，但個案回到吵雜環境後仍會繼續出

現目標行為；當老師忽略個案、未給予其回應時，通常個案會持續出現目標行為，強度

亦會隨著環境噪音的延續漸漸增強。 

 

二、目標行為分析 

綜合訪談、ABC 行為觀察紀錄表之結果，歸納個案可能產生目標行為之背景因素、

立即前事、後果，如圖 2 所示。 

（一）背景因素 

1. 進行團體課程，老師對著全班單方面講述課程內容。例如：生活管理課時，老師在

台上說明刷牙的步驟。 

2. 週遭環境的聲音過於吵雜。例如：有人時不時敲奏樂器、發出聲音。 

3. 個案自閉症之特質，經常延遲性仿說他人曾經說過的話語。 

4. 個案語用能力較弱，無法根據情境表達適當的話語。 

5. 個案聽覺敏感之特質。 

（二）立即前事 

1. 當週遭環境突然產生音量大的聲響。例如：老師大聲說話、同儕大聲敲奏樂器、同

儕突然哭泣等。 

（三） 後果 

1. 老師給予口語提示及眼神提示，提醒其應保持安靜。 

2. 老師讓個案至教室外走廊冷靜，待情緒穩定後再回教室。 

3. 老師忽略個案，未給予其回應。 

 

圖 2 

目標行為分析 

背景因素 

環境聲音吵雜 
→ 

立即前事 

突然出現音量大

的聲響 
→ 

行為 

說出、發出與課

程無關的話或聲

音 

→ 

後果 

老師給予口語及

眼神提示，並請

個案至走廊冷靜 

 

三、目標行為功能之總結性陳述 

個案欲介入之目標行為如下：「說出、發出與當下情境無關的話或聲音」，大多發

生於週遭環境聲音吵雜、突然產生音量大的聲響之情境中。當個案出現目標行為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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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當下會給予口語提示及眼神提示，提醒其應保持安靜；或是讓個案至教室外走廊冷靜；

又或者選擇忽略、未給予其回應。除了忽略或未回應外，大部分情況個案會停止目標行

為，尤其當老師引導個案至遠離噪音的環境休息時，目標行為出現的頻率大幅下降，但

有時僅能短暫停止目標行為，當個案處於吵雜環境時，仍會繼續出現目標行為，經由資

料分析其行為功能為「逃避聽覺刺激」。 

 

四、介入策略建議 

針對「逃避聽覺刺激」之行為功能，擬定個案欲達成之替代行為、期望行為，並提

出相對行為模式（competing behavior model），如圖 3 所示。根據個案的目標行為，建

議可以採取下述前事與先兆控制策略、行為教導策略、後果處理策略，以減少問題行為

發生的頻率，達成介入目標。 

 

圖 3 

相對行為模式 

    期望行為 

說出符合情境的

語句 → 

立即口語增強，

並在課程結束後

讓個案至安靜環

境休息、做自己

喜歡的事 

   ↗    

背景因素 

環境聲音吵雜 
→ 

立即前事 

突然出現音量大

的聲響 
→ 

行為 

說出、發出與當

下情境無關的話

或聲音 

→ 

行為功能 

逃避聽覺刺激 

   ↘  ↗  

    替代行為 

說：「老師我想休

息。」 

  

 

（一）前事與先兆控制策略 

1. 物理環境調整：由於個案在聲音吵雜的環境中易發生問題行為，因此老師平時應以

柔和語調說話，減少大音量的產生；而當同儕突然發出巨大的聲響時，如哭泣、大

叫等，應引導同儕至離個案較遠的地方冷靜，並降低音量。 

2. 聽覺統合治療：因應個案「聽覺敏感」之特質，先透過聽力儀檢測聽覺敏感的頻率，

再利用過濾器減弱聽覺敏感的音域，播放調整過的音樂，進行聽覺統合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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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給予正向提示：透過呈現視覺提示圖卡，提醒個案若環境噪音過大需要休息時，可

以主動表達：「老師我想休息。」 

（二）行為教導策略 

1. 教導替代行為：示範並教導個案當聽到噪音、覺得環境音量過於吵雜或想要去安靜

的環境休息時，可以說：「老師我想休息」以表達需求。 

2. 處理情緒技巧：考量個案「情緒容易受周遭發生的事所影響」之特質，教導個案休

息時應有的行為表現，包括保持安靜、深呼吸吐氣。 

（三）行為後果處理策略 

1. 區別性增強替代行為：當個案以口語表達：「老師我想休息。」老師讓其至安靜的環

境休息 2 分鐘，以增強其替代行為。 

2. 增強期待行為：當個案說出符合情境的語句時，老師立即給予口語增強；並在課程

活動結束後，讓其去安靜的環境休息、做自己喜歡的事。 

3. 削弱不當行為：當個案出現目標行為時，老師立即阻止行為的發生，並繼續進行課

程。 

4. 提示正向行為：當個案出現目標行為時，老師提醒個案可以說：「老師我想休息。」

以表達想至安靜的環境休息，進而減少目標行為的發生。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自閉症個案的口語固著行為，主要發生於環境聲音吵雜、出現大

聲噪音的情境下，其行為功能為「逃避聽覺刺激」。透過行為功能評量的過程，不但能

了解問題行為發生的原因與功能，亦能進一步發展介入策略，減少問題行為出現的頻

率。 

  本研究初步探討學齡自閉症兒童口語固著行為之功能，建議未來進行研究時，能擬

定更加詳盡之方案，並與學校特教老師合作執行介入策略與計畫，以達成介入目標。如

此除了能提升研究價值，使研究結果更具代表性，亦能進一步觀察個案的行為反應，了

解行為功能評量與介入策略實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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