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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聽損生
– 聽損生的特質
– 為什麼需要融合
– 融合的挑戰

• 聽損生的融合策略
– 幫助同儕了解聽損生
– 創造友善聽能環境
– 溝通社交技巧
– 增進社會能力

課程大綱



您教導過的聽損生，
整體發展與學習表現如何？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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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如何引導、教學之前，
請先了解聽損學生特質



聽損學生的特質

聽損程度
及類型

聽覺疲勞 語言發展

認知發展溝通模式

1. 輔具配戴的效果
2. 聽覺接受的能力

不同程度的聽力損失
極輕度、輕度、中度、
中重度、重度、極重度
不同類型的聽力損失

感音神經 vs. 傳導型
低頻聽損 vs. 高頻聽損

用
心
聽
好
好
說



用
心
聽
好
好
說

聽損程度對語言發展的影響

極輕度 難辨別細微文法差異，遺漏10%的訊息

輕度 影響構音，聽辨混淆，遺漏25-40%的訊息

中度 有限的語言表達能力和詞彙量

中重度 可能遺漏100%的語音訊息

重度 可能完全聽不到語音

極重度 可能完全聽不到語音或環境音

若未配戴輔具

(雅文聽能管理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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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損類型對語言發展的影響

(張，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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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頻聽損 vs. 高頻聽損

 感音神經型 vs. 傳導型

 構造問題：聽神經細小/病變、小耳症

(洪等，2021)

←華語語音分布圖可至雅文基金會官網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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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程度的聽損
都會影響孩童的語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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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忽略了這群小朋友…

輕型聽力損失
• 雙耳能聽到最小的音量介

於20 至 40 dB HL
• 極輕度、輕度

高頻聽力損失
• 超過 2000 Hz 的聲音，

雙耳或單耳能夠聽到最小
的音量大於 25 dB HL

單側聽力損失
• 優耳能聽到的最小音量

低於 15 dB HL
• 劣耳能聽到最小的音量

高於 20 dB HL

微聽損



微聽損兒的學習挑戰

 注意力不集中

 語音辨識困難，難聽清楚遠距離或細小的聲音

 吵雜環境中容易漏聽或聽錯訊息

 聲音定位能力不佳 (聽力不對稱者)

 口語清晰度不佳 (語音替代、省略、聲調錯誤)

 詞彙量不足、語句短(省略功能詞或連接詞)、文法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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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聽損孩童警示量表



聽損學生的特質

語言發展與下列因素相關
1.聽力損失程度(輕/重)
2.發現聽損年齡(早/晚)
3.輔具介入時間(早/晚)
4.療育介入時間(早/晚)

影響
1. 語言⾧度
2. 語言深度
3. 語言理解能力 / 語言表達能力

聽損程度

聽覺疲勞 語言發展

認知發展溝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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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診斷和及早配戴輔具
對聽損兒語言發展之重要性

 相關研究顯示，使用輔具的
時間越久，語言理解和口語
表達的成績也越好。

 越早診斷與配戴輔具能有效
讓聽損兒開始使用聽覺接收
刺激，而聽覺經驗是孩子語
言發展重要因素。

 有效的聽能管理和早期介入
療育，有助消弭聽損兒因聽
力損失所帶來語言發展之負
面影響。

Pei-Hua Chen, Ph. D. & Jen-Tso Fu(2014). Predictive Factors for Language Performance in Mandarin Speaking Children with Hearing Loss. AG BELL.

2014
All children 38-72 months
38 CI users
79 HA users
All children were 
recruited from 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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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損學生的特質

聽損程度

聽覺疲勞

語言發展

認知發展

溝通模式
認知發展與語言發展息息相關
*初階-分類、配對、物品功能Ｖ

*進階-各類生活知識（例：職業、

動植物…）、預測推理、時序Ｘ

*數概念（唱數、認識數字）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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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損學生的特質

聽損程度

溝通模式 語言發展

認知發展聽覺疲勞

⾧時間聆聽後，聽損者會較
無法集中精神繼續聽。

主要外顯特徵為：
• 精神不濟
• 不專心

通常發生在
• 下午時段
• 聆聽時間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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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損程度

溝通模式 語言發展

認知發展聽覺疲勞

不同程度的療育成效
視覺為主

• 讀唇、手勢、手語
• 非語言的互動線索

視覺+聽覺
聽覺為主

聽損學生的特質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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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損者常見的溝通模式-
聽損學生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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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 Sign Language

綜合溝通法 Total Communication

口手標音法 Cued Speech

讀話/讀唇 Speech reading 

聽覺口語法 Auditory-Verbal Approach

視覺 特殊學校
(啟聰學校/啟聰班)

聽覺 融合

視覺+聽覺



聽覺口語法(Auditory-Verbal  Therapy)

聽到聲音

聽損兒配戴合適的輔
具擴展其殘存聽力

聽懂口語

主要照顧者在自然且
有意義的情境中，透
過語言輸入刺激聽能

開口說話

發展傾聽力、語言力、
表達力、溝通力

 是㇐套有邏輯的指導原則
 以家庭為學習中心
 指導家⾧訓練聽損兒運用聽能並給予語言刺激

能聽會說

溝通無礙

自我肯定

融入社會

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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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團隊合作模式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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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
為什麼聽損生需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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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聽損生需要融合?
-關於融合教育-

特殊教育法第18條明定「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
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

融合教育的理念是身心障礙學生有均等的參與機會，強調他們是社會
中的㇐份子，不應該被隔離。融合教育應聚焦在學生的優勢能力而非
弱勢部分，而普通兒童若是有機會接觸身心障礙的孩子，將來對於身
心障礙人士的觀點也會改變，能夠用較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他們。

參考資料：全國特教資訊網
從法令與學理基礎看融合教育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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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聽損生需要融合?
-聽損學生融合之優點- 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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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提升聽損生的環境適應能力

 培養聽常生的接納關懷素養

 增加教師的專業知能



透過早期發現，早期療育介入，
許多聽損學生得以發展出與常童
相仿的聽說能力。

融合到普通班

為什麼聽損生需要融合?
-聽損學生本身的能力- 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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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聽損生多數融合到普通班

為什麼聽損生需要融合?
-聽損學生安置型態與現況- 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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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損學生融合的挑戰

聽覺接收

溝通能力

課業學習自我概念

社交技巧

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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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好
說



聽覺接收

辨識

•音源

•對象

•相似音

訊息處理

•專注力

•速度

•主要訊息 vs. 其他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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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接收

聽損兒的融合挑戰

如果聽損生從小能穩定配戴聽能輔具，
且接受聽語訓練，他們可以學會使用聽能

作為學習的管道，而不只是使用視覺學習。

但是，在團體
中因為環境吵
雜，學習仍可
能面臨困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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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請伸出雙手的食指堵住耳道。

每題有兩個聽起來很像的詞彙，請仔

細聽，指出聽到的詞彙。

聽損體驗活動
~初級挑戰~



說明：

請在噪音下，伸出雙手的食指，堵住

耳道。

每題有兩個聽起來很像的詞彙，請仔

細聽，指出聽到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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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損體驗活動
~進階挑戰~



聽損生也容易有聽覺疲乏的狀況

第㇐回合：
公雞要去菜市場買「香菇、辣椒和玉米」

第二回合：
公雞要去菜市場買「玉米、番茄和辣椒」

第三回合：
公雞要去菜市場買「蘿蔔、玉米和洋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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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能力

聽損兒的融合挑戰

聆聽

• 聽錯而答非所問

• 缺乏溝通修補技巧

說話

• 語調或構音問題

• 詞彙或句型貧乏、簡單

互動過程

• 缺乏主動性

• 用不合宜方式表達

• 維持或轉換話題能力弱

• 依賴視覺觀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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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學習

聽損兒的融合挑戰

 部分學科學習較吃力(國、英、數、鄉土語言)
 注音符號
 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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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

聽損兒的融合挑戰

 不敢尋求協助
 假裝聽得懂
 排斥戴助聽器
 避免開口說話

參考資料：雅文聽語期刊NO.29
作者：研究員卓明怡 I 從自我瞭解到自我悅納提升聽損學童自我概念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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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技巧

聽損兒的融合挑戰

消極表現

• 退出談話、拒絕溝通

• 易受挫、無助感

• 行為表現退縮、自閉

• 過度依賴他人協助

• 經常只用眼神作溝通方式

極端表現

• 常生氣

• 易猜疑

• 以自我中心看世界

• 做出錯誤推論，怪罪他人

• 出現攻擊行為

資料來源：張景雅-瞭解聽損者的溝通模式(取自：www.cochlea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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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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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會面臨到的挑戰 … 班級導師

他聽得很好，根本不用戴FM
我已經有用麥克風了，應該就不用FM了吧?
我覺得有沒有FM好像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我不知道怎麼確認FM連接狀況、有時㇐忙就忘記充電
我以前帶的聽損學生也都沒用FM ，為什麼現在要用?
我如果覺得他聽不好我再把FM拿出來使用
FM發射器很重戴㇐整天很不舒服/ 皮膚很敏感沒辦法戴
等他語言能力提升後再使用FM就好
我們注重自然的學習環境，孩子不須額外的輔助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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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幫助同儕了解聽損生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促進聽損生的溝通社交技巧

 增進聽損生的社會能力社交、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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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同儕了解聽損生-認識聽損

 認識助聽輔具 (助聽器/電子耳/FM)
• 為什麼要配戴?

• 如何協助保護?

 用提問的方式，讓孩子們思考
• 可以隨便拿別人的東西嗎？

融合策略

聽損宣導相關影音(Youtube)

• 聽力小宇宙
第12集-「聽損」等於聽不到嗎？

第15集-什麼是助聽器呢？

第17集-什麼是「人工電子耳」？

第19集-聽損兒上學好幫手-FM系統

第20集-友善溝通～與聽損者零距離

• 微聽損小劇場-輕輕的㇐天

• 請多多指教-聽障學童溝通修補動畫短片



雅文基金會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chfn28274
500/featured

 聽力小宇宙
http://focus.uho.com.tw/hearingheal
th/

認識微聽損
https://minimal-hearing-
loss.chfn.org.tw/nowait/good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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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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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損兒友善校園
融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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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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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同儕認識聽損生-體驗聽損

 情境練習
• 角色扮演體驗聽損兒的困境

 製造互動機會
 鼓勵及肯定

聽損主題
合作桌遊

融合策略

玩法介紹

學習單

教師手冊

《抖抖山大冒險》簡介
• 適合年齡：6歲以上兒童
• 遊戲人數：2-5人
• 遊戲時間：約15-20分



活動體驗：
請搜尋「聽聽兔」或掃描右下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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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同儕認識聽損生-教導相處之道

融合策略

~先澄清誤會，後引導~
讓同學理解聽損生在團體中聆聽的困擾

老師，我跟他講話他都
不理我！！

他不是不理你，有可能是沒
有聽清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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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同儕認識聽損生-教導相處之道

聽力小宇宙~友善溝通與聽損者零距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s-GN6-OHMM

加上其他輔助線索

融合策略

與聽損生說話時…



 善用視覺輔助
 確保聽損生有接收到訊息
觀察與提醒、透過提問確認接收狀況

 老師上課的語速
放慢語速、適當停頓、強調重要的地方

 減少噪音干擾
座位安排、使用遠端麥克風系統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融合策略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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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噪音、距離、迴響)對聽損生而言是不利學習的環境



當你發現聽損生沒在聽、不專心時

 老師可使用的策略
• 確認聽能輔具是否正常運作
• 拉回注意力（喚名提醒、班級經營口號）
• 檢視：

-環境干擾因素（座位、同學、教室設備等）
-教學課程內容（是否對孩子太難）
-小老師（提升學習或聆聽動力）

用
心
聽
好
好
說

融合策略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老師可使用的策略
• 放慢語速，強調關鍵字詞

• 降低背景噪音(好的班級經營技巧)

• 座位安排遠離噪音(避開馬路、操場或走廊)

• 靠近其優耳說話

• 面對面，輕拍肩膀提醒注意聆聽

• 使用遠端麥克風系統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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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當你發現聽損生漏聽或聽不清楚訊息時

操
場

走
廊



 教導聽損學生使用策略
• 聽不清楚，主動請求他人重複
• 邀請他人到較安靜處交談
• 聽不清楚時主動靠近說話者
• 主動向他人說明自己聆聽困境
• 提醒老師使用遠端麥克風系統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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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你想玩什麼?
泡泡

我說玩泡泡
蛤? 請再說㇐次!

當你發現聽損生漏聽或聽不清楚訊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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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冬天的樹光禿禿的

什麼是光禿禿?

就是樹葉都掉光了

當你發現聽損生聽不懂訊息時

老師可使用的策略
• 換句話說

• 使用較簡短、直白的句型

• 使用孩子懂的詞彙解釋新詞彙

• 詢問孩子「你聽到什麼？」

• 教導孩子要求他人澄清



當你帶的聽損生聽理解/表達能力較弱時

確認其輔具效益

-是否定期聽檢

-是否穩定配戴輔具
-不同距離下對聲音的反應是否良好

與巡輔老師討論合適的教學策略

轉介聽語訓練課程

和他對話時，可以這麼做：
 營造豐富語言情境
 增加其新詞彙量與經驗
 提升聽覺記憶⾧度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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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聽50字故事(先不讓孩子看到繪本圖片)
雞媽媽帶著5隻小雞去菜市場，牠們搭公車去，媽
媽想要買番茄和吐司，牠要用咖啡色的籃子裝這些
東西。

問題：
1. 故事裡有出現什麼動物?
2. 雞媽媽帶幾隻小雞出門?
3. 牠們要去哪裡?
4. 牠們要怎麼去?
5. 媽媽想要買什麼?
6. 牠要用什麼裝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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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以下技巧和孩子對話

聽覺優先
• 先講語言再做動作

• 先講語言再呈現物品

聲學強調
• 關鍵字或音素(例：高頻音ㄙ)上加

重重音、拉⾧音、放慢速度、清
楚的發音

 幼兒導向式語言

• 重複關鍵字詞(句首/句尾)

• 使用較簡短但文法正確的句子

有意義的語言
• 描述當下發生的人事物

• 隨著孩子年紀或程度調整內容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 請孩子慢慢說，再說㇐次

• 確認孩子的輔具運作狀況

• 老師示範正確發音方式 (聽覺三明治)

• 建立聽覺回饋的能力

• 尋求專業人員協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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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當你帶的聽損生說話不清楚時

聽覺

視、觸覺

聽覺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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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進行繪本共讀時

• 使用遠端麥克風

• 提供視覺輔助

• 善用抑揚頓挫

• 重複關鍵字詞

• 增加互動式問答

進行勞作時

• 使用遠端麥克風

• 提供視覺線索

• 重複說明指令

進行團體討論時

• 使用遠端麥克風

• 注意座位安排

• 安排小老師

• 重述其他人說過
的話



營造善聽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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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進行音樂律動時

• 使用遠端麥克風系統

• 提供視覺線索

進行體能、戶外活動時

• 使用遠端麥克風系統

• 事先說明活動內容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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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雅文聽損兒童夏令營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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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營造友善聽能環境-雅文聽損兒童社交互動課



㇐般兒童約在8 歲時會發展出足夠的溝通修補技巧，
以便能與他人進行順暢的溝通。聽損兒在溝通修補
技巧的發展上卻經常有發展遲緩或使用較有限的策
略之現象。

 影響口語溝通修補技巧之因素

：

參考資料：林桂如、鍾雅婷(2017)。溝通是什麼。帶得走的溝通技巧：聽覺障礙學童溝通
修補教學策略手冊。台北：心理，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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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促進聽損生的溝通社交技巧



運用OWL技巧 • 觀察孩子對什麼有興趣

• 留意孩子的表情、眼神、動作

Observe
觀察

• 讓孩子有機會投入活動

• 等待幾秒，可以身體前傾並期待的看向孩子

Wait
等待

• 聽聽看孩子想表達什麼

• 孩子表達不清時，試著用不同方式確認他的意
圖，再示範正確的表達方式

Listen 
傾聽

促進聽損生的溝通社交技巧
促進聽損生的溝通社交技巧

融合策略



 開啟互動
• 回應他人的招呼
• 主動和人打招呼

 相互寒暄
 建立話題

 創造機會/透過小活動讓聽損生練習：

 交換訊息
• 對話輪替
• 表達同意不同意
• 表達同意不同意並說明原因
• 回應他人意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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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促進聽損生的溝通社交技巧



溝通技巧練習
非特定的對話修補

老師：等㇐下老師要說【騎著恐龍去上學的故事】。

聽損生：老師，可以請你再說㇐次嗎？

進階→

－你說得太小聲了，請說大聲㇐點

－你說得太快了，請說慢㇐點

－這裡太吵了，我沒有聽清楚，請你再說㇐次



溝通技巧練習
特定的對話修補＿請對方重複部份訊息

老師：等㇐下老師要講【騎著恐龍去上學的故事】。

聽損生：老師，你說要講騎什麼去上學的故事呀？

老師：你想要畫畫、拼圖，還是看書？

聽損生：老師，你說要畫畫、拼圖，還有什麼？



溝通技巧練習
特定的對話修補＿添加新訊息

聽損生：媽媽，我想要吃那個很好吃的冰～

媽媽：什麼冰？

聽損生：就是那家要排隊排很久的剉冰啊！

聽損生：老師，你有帶販賣機嗎？

老師：你說什麼？

聽損生：就是可以把錢投進去買飲料的販賣機玩具！



溝通技巧練習
特定的對話修補＿用問句確認

煮菜的遊戲，客人點玩餐點之後～

聽損生：客人，你要吃玉米和蕃茄對嗎？

辦家家酒遊戲

老師：請你帶娃娃去房間換㇐件粉紅色的裙子。

聽損生：粉紅色的裙子，對嗎？



溝通技巧練習
非口語的對話修補

聽損生：我們家小狗的毛捲捲的。

老師：那是⾧什麼樣子？

聽損生拿筆畫給老師看並說：像這樣捲捲的。

老師：那你們家小狗的體型多大？是大隻的還是小隻的？

聽損生用手勢比出大約的大小。



聽損兒自介&
溝通修補示範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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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AIdhPSA-Z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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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聽損生認識自我需求

融合策略
增進聽損生的社會能力

根據學者Anderson及Arnoldi（2016）的建議，可以針對以下三個面向與孩子說明︰

健康與醫療方面

-透過認識自己的聽力狀況(成因、類型、程度)、認同配戴輔具的重要性。

助聽科技方面
-輔具電池沒電或損壞時的處理方式、了解或向他人說明自身輔具有哪些功能及使用方式。

教育方面

-主動溝通需求確保自身權益(請求提供有利聆聽情境)、加入參與IEP討論。

參考資料：雅文聽語期刊NO.36
從了解自我到敢於表達自我，聽損兒通往社會的關鍵 I 聽語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陳姵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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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我倡議能力

融合策略
增進聽損生的社會能力

學齡前

• 能自己配戴輔具

• 溝通有狀況時，能要求別人
重述並說明原因

• 能理解距離帶給溝通的影響

低年級

• 能要求老師配戴FM

• 能簡單說明輔具及FM的使
用狀況及目的

• 能使用溝通修補策略

中年級

• 能辨識造成溝通困難的原因

• 能使用進階的溝通修補策略

(楊，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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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策略
增進聽損生的社會能力

教師可運用之策略
• 介紹情緒管理的重要 （繪本、影片）

• 創造演練的機會 （遊戲、活動）

• 鼓勵合宜的情緒反應和行為 （以身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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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聽障相關繪本

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公司 宏智國際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三之三

采實文化 遠流 和英 小天下



兒童生命教育推廣—《紅盒子裡的祕密》教學活動

邀請您㇐起透過《紅盒子裡的祕密》故事和教學活動，培養孩子

接納自我與尊重差異，創造更多元友善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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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接納相關繪本

小天下
小兵

親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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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與情緒相關繪本

風車 三之三 大穎文化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三采 大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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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生之教師自我檢核表

檢視對聽障生的認識、教學
計畫以及目前的教學支持與
環境調整程度

題目
選項

是 否

1. 我能說出聽障生配戴的聽覺輔具類型（如：助聽器、人工電子
耳）。 □ □

2. 我能說出聽障生的聽力損失程度（輕度、中度、中重度、重
度、極重度）。 □ □

3. 我能指出聽障生配戴聽覺輔具後的優耳（聽力較好）是哪㇐
側。 □ □

4. 當聽障生聆聽反應不佳時，我會先檢查聽覺輔具是否正常運
作。 □ □

5. 我已進行班內的聽障生友善宣導活動。 □ □

6. 近㇐年內我曾參加過聽損相關知能研習。 □ □

7. 期初或期末的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會議，我能出席與跨團
隊專業人士（如：聽巡教師、語言治療師、基金會教師）㇐同
討論學生學習狀況。

□ □

題目
不
適
用

幾
乎
無
法

偶
爾
可
以

經
常
可
以

總
是
可
以

（㇐）協助使用聽覺輔具（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 0 0 1 2 3
1. 我能教導或協助聽障生正確配戴聽覺輔具
2. 我能教導或協助聽障生更換聽覺輔具的電池
3. 我能提醒班上同學不要拉扯、碰撞輔具
（二）遠端麥克風系統使用
1. 我課前會確認遠端麥克風系統與聽覺輔具正常連結
2. 在團體授課時，我會使用遠端麥克風系統
3. 更換課程活動時，我會提醒主講者（如：科任教師、助理教師、活動講師）使
用遠端麥克風系統
4. 使用遠端麥克風系統時，我會將發射器配戴於距離嘴巴15公分處

5. 用音響設備播放影片或音樂時，我會將遠端麥克風系統放置在音響旁。
（三）班級內的教學策略
1. 我會將聽障生的座位安排在靠近講者處。
2. 我會將聽障生的座位安排在遠離噪音處，如：遠離走道。
3. 在進行口語指示量較大的課程活動時，我能適時輔以視覺線索幫助聽障生理解。

4. 上課時，我會確認聽障生理解的狀況，如：詢問「你剛剛聽到什麼?」

（四）溝通策略

1. 和聽障生說話時，我會先叫喚名字，取得注意力後再開始說話

2. 我會面對面與聽障生談話。
3. 發覺聽障生聽不懂時，我會換個方式或換句話說（如：增加手勢動作、換成更
簡單的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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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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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師

巡迴輔導
老師/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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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損生

總結



財團法人雅文聽語文教基金會

余星瑩 聽覺口語師
E -ma i l  Addr ess：R os eY u@chfn .or g .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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