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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聽力疾病及輔具照護

用心聽好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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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及語言發展受限

不易建立人際關係

面臨學習挑戰、學業成績低落

工作就業階層較低

自我評價及精神健康問題

溝通、認知、社會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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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損失帶來的影響



! 聽力損失發生率與成因

2

用心聽好好說



聽力損失發生率

• 根據「110年衛生福利年報」(https://book.freemoo.com.tw/books/lkmp/#p=38)

統計：109年新生兒聽篩後的確診異常比率為千分之5

• 根據「110年學前聽力篩檢成果表」，複檢確認聽力異
常者台北市為9.49%，台南市則是10.3%

• 約90%聽力損失兒童的父母，都是正常聽力者

(聽力學篩：台北市https://data.gov.tw/dataset/155632、台南市https://data.gov.tw/dataset/142999) 3

https://book.freemoo.com.tw/books/lkmp/#p=38
https://data.gov.tw/dataset/155632
https://data.gov.tw/dataset/142999


先天因素

• 具有聽力損失基因（50%）

• 懷孕期間誤用藥物、病菌感染（如：德國麻疹、巨細
胞病毒、泡疹）

• 生產期間胎兒缺氧、黃疸過高

• 胎兒早產、低體重

• 症候群患者

• 不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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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因素

• 病毒感染（如：腦膜炎）

• 腦傷（如：車禍引起）

• 服用耳毒性藥物（高單位/長期使用）

• 長期/頻繁中耳炎

• 過度或長期暴露在噪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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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讓我們認識聽覺器官

聽聽雅文姐姐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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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聽好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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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聽覺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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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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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耳怎麼了？

結
構
異
常

小
耳
症

疾病相關
耳垢阻塞

外耳黴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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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氏管
(耳咽管)

https://www.uptodate.com/contents/image?imageKey=PC%2F6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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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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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積水
鼓膜塌陷

通氣管植入



• 耳蝸的構造
• 2又3/4圈

• 具分頻率特性

內耳的感音器官 - 耳蝸

高頻 低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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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蝸內有法寶-毛細胞
外
毛
細
胞

內毛
細胞

正常的聽力 受損的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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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耳怎麼了？

http://www.iurc.montp.inserm.fr/cric51/audition/english/index_g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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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耳發育異常

毛細胞流失



耳蝸(聽)神經 顏面神經

平衡神經

顏面神經

平衡神經

沒有耳蝸(聽)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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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怎麼了？



聽力損失類型

用心聽好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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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傳導路徑

外耳中耳內耳聽神經大腦

任何傳導路徑受到阻礙都會造成聽力損失



• 外耳或中耳所造成的聽損

• 舉例：耳垢堵塞、中耳炎、

小耳症、耳道閉鎖

• 除構造異常無法治療外，

多數為暫時性聽損，

可藉由醫療來改善聽力

傳導性聽力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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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耳或聽神經所造成的永久性聽損

• 多數聽損者的聽損類型

• 無法藉由醫療改善聽力

• 需藉由聽覺輔具來矯正

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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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以上兩種聽力損失特性

• 舉例：感音神經性聽損兒…

感染中耳炎時

混合性聽力損失



• 傳導性聽損除了構造異常無法治療外，多數為暫時性聽
損，可藉由醫療處置來改善

• 如果長期的中耳炎或中耳積水都未治療，可能會使傳導性聽損
變成永久性

• 如果聽力損失屬於感音神經性，則目前無法透過醫療改
善，但可以藉由聽覺輔具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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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損失可以治療嗎？



• 已知雙側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者，可能同時出現平衡系
統異常，進而產生平衡問題

• 聽損孩子需要依賴視覺來維持姿勢控制，而姿勢控制正是兒童
動作發展中的重要環節

• 若有擔憂，可及早進行肢體發展評估及採取必要的復健處置

• 由於平衡功能另有小腦協助，目前觀察基金會服務過的
聽損個案，並未出現過份異常的平衡問題

23

聽力損失孩童會有平衡問題嗎？



聽力檢查

用心聽好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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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立聽力診斷

• 診斷初期可能會需要多次評估，藉以交叉比對結果

• 定期追蹤

• 了解裸耳聽力的穩定性

• 確認輔具持續保持有效益

25

聽力檢查之目的



?
➢行為聽力檢查 –基金會/醫院

➢ 純音聽力檢查法

➢ 制約式遊戲聽力檢查法

➢ 視覺增強聽力檢查法

➢ 行為觀察聽力檢查法

➢電生理聽力檢查 –醫院

➢ 聽性腦幹誘發反應檢查ABR

➢ 穩定狀態聽性誘發反應檢查ASSR/SSEP

➢其他

➢ 耳鏡

➢ 中耳鼓室圖

➢ 耳聲傳射檢查

➢ 聽損基因檢查

➢ 影像學檢查

常見的兒童聽力檢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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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音聽力檢查法(PTA)

• 適用6歲以上的孩子或成人

行為聽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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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式遊戲聽力檢查(CPA),又稱為聽放

• 適用於3~6歲的孩子

行為聽力檢查

28



視覺增強聽力檢查法(VRA)

• 需觀察：幼童轉頭向聲源處

• 適用5~6個月大至2~3歲大的孩童

行為聽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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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觀察法(BOA)

• 主要適用於6個月以下嬰兒，常見反應為

驚嚇或吸吮反射

• 結果可能為最小聽反應值(MRL)

• 需搭配電生理聽力檢查交叉比對

行為聽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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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聲音，儀器直接記錄受試者反應
聽性腦幹反應檢查(ABR)

聽性穩定狀態誘發反應檢查(ASSR)

• 適用於任何年齡，測驗過程需保持安靜/放鬆

• 無法配合行為聽檢的個案特別適用

• 可推估裸耳聽閾值，然仍有誤差

31

電生理聽力檢查



其他聽力相關檢查

• 耳鏡：確認外觀及耳道無耳垢栓塞

• 中耳鼓室圖：異常者有潛在中耳炎/積水風險

32

圖片呈現：文字呈現：
Tympanogram
• type A
• Normal
• WNL



其他聽力相關檢查

• 耳聲傳射(OAE)：檢查耳蝸外毛細胞功能

• 基因檢查：找尋聽力損失的源頭

• 常見聽損基因：GJB2、SLC26A4、粒線體基因等

• 影像學檢查：確認生理構造

• MRI核磁共振：確認軟性組織，如：聽神經

• CT電腦斷層：確認硬體結構，如：耳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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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損程度分級

用心聽好好說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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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圖

• 橫軸：頻率

• 縱軸：分貝

• 記錄受測者在特定頻率能
聽到最小聲的音量，可為
「裸耳」或「戴輔具」

• 準確為「閾值」，懷疑可
信度則稱為「最小反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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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圖

小兒標準 成人標準

正常

極輕度

中度

中重度

重度

極重度

輕度

正常

中度

中重度

重度

極重度

輕度

輕度*

中度

重度

身心障礙證明

輕度



等級
國際標準

(兒童)

本國身心

障礙證明

國際標準/ENT學會

(成人)

正常 ≦15dBHL ≦25dBHL

極輕度 16~25dBHL

輕度 26~40dBHL 45.0~70.0%* 26~40dBHL

中度 41~55dBHL 70.0~90.0% 41~55dBHL

中重度 56~70dBHL 56~70dBHL

重度 71~90dBHL 90.1~100% 71~90dBHL

極重度 ≧91dBHL ≧91dBHL

註：dBHL為分貝的單位詞 *111年1月1日起，未滿六歲個案的輕度資格下修至22.5%

聽力損失程度分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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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覺障礙的鑑定基準：

• 接受行為式純音聽力檢查後，其優耳之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聽
閾平均值，六歲以下達二十一分貝以上者；七歲以上達二十五分貝
以上。

• 聽力無法以前款行為式純音聽力測定時，以聽覺電生理檢查方法測
定後認定。

• 醫療及聽力常用的平均值及身心障礙鑑定標準則是：

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及四千赫聽閾平均

39

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 聽力圖判讀

用心聽好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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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圖上的符號

雅文的符號

氣導 氣導遮蔽 骨導 骨導遮蔽 無聽反應 助聽器 電子耳

右耳 ○ ● ＜ [  H CR
左耳 X ＞ ]  V CL
聲場 S  A C

聽力圖符號

氣導 氣導遮蔽 骨導 骨導遮蔽 無聽反應 助聽器 電子耳

右耳 ○ △ ＜ [  AR CR
左耳 X □ ＞ ]  AL CL
聲場 S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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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圖範例

• 橫軸：頻率

• 縱軸：分貝

• 記錄受測者在特定頻率能
聽到最小聲的音量，可為
「裸耳」或「戴輔具」

• 準確為「閾值」，懷疑可
信度則稱為「最小反應值」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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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鼓室圖判讀

Type A

耳壓正常
Type C

負壓狀態
Type B

耳壓異常



44(雅文衛教單：RES_20230810_語言香蕉區衛教單專業人員)



接下來我們一起認識聽覺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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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輔具

用心聽好好說

!

46



• 功能
• 如同戴眼鏡一樣，只能提供矯正，但無法治療

• 配戴時，才有作用

• 目的：
• 基本：讓聽損者聽到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對話音量

• 理想：聽到輕聲/遠距離對話音量

• 包含：助聽器、人工電子耳、遠端麥克風系統
47

聽覺輔具



氣
導
助
聽
器

48

耳
掛
型

耳內型

開放式耳掛型

深耳道型



• 適用傳導性聽損，且無法使用氣導型助聽器者，包含：
小耳症、先天性耳道閉鎖
• 改裝式骨導助聽器：將前述的耳掛型助聽器，連接骨導震盪器
改裝

• 一體式骨導助聽器：

可用專用頭帶或頭箍固定

49

骨導助聽器



植入式 Bon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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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貼式ADHEAR助聽器

• 植入式骨導助聽器：需要手術植入，術前必須和醫師及聽力師諮詢

• 黏貼式骨導助聽器：定期替換黏貼耗材，亦可使用頭帶

骨導助聽器



• 適用極重度、且使用助聽器一段時間仍無法獲得足夠矯正之聽損者

• 需透過手術植入需術前評估：確認是否符合開刀資格

如：有適當大小的耳蝸及聽神經結構

• 以電刺激直接刺激聽神經，不用透過

原本聲音傳遞路徑

• 「無法治療」聽力損失

• 並非一勞永逸的輔具，需要「定期調頻」

• 18歲以下雙耳皆可申請健保給付

51

人工電子耳

圖片來源 | http://www.cochlear.com/wps/wcm/connect/au/home/understand/hearing-and-hl/hl-treatments/cochlear-im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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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電子耳

2

1 3 4

1. 聲音處理器：接收外界聲音訊號

2. 線圈/頭件：將聲音訊號傳遞到植
入體(內含磁鐵，有磁力)

3. 植入體(含磁鐵、電子耳電極)

：接收線圈/頭件傳遞的訊號，並
使用電刺激刺激聽神經

4. 聽神經將訊息傳遞到大腦→聽到了！



植
入
體

聲
音
處
理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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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電子耳



穩定持續佩戴與日常照護

是取得效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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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聽器佩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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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調整

電池開關
開：電池未供電，關機
關：電池供電，開機

指示燈
*建議詢問家長

麥克風

程式切換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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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開關
開：電池未供電，關機
關：電池供電，開機

指示燈
*建議詢問家長

麥克風

程式切換紐

音量調整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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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開關
開：電池未供電，關機
關：電池供電，開機

指示燈
*建議詢問家長

麥克風



嬰幼兒及學齡孩子需要的睡眠時間
推薦的助聽器佩戴時數

資料來源：雅文聽語期刊 第32期聽力專欄
https://www.chfn.org.tw/uploads/files/pdf/no_32_1_ne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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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罐

固定帶

空氣球
測電器

鋅空電池

監聽耳機

60

助聽器保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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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檢查與保養 睡前的檢查與保養

1. 使用測電器測量電池

2. 使用空氣球清潔耳模

3. 使用監聽耳機監聽助聽器

4. 裝置助聽器固定带

5. 配戴助聽器

1. 取下助聽器

2. 使用測電器測量電池

3. 使用監聽耳機監聽助聽器

4. 使用空氣球清潔耳模

5. 助聽器放置入乾燥罐除濕

電子耳則主要注意
「電量」、「監聽」、「防潮」

輔具保養步驟



使用輔具只是
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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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語早療的任務…

發展聽覺型大腦

63
圖片來源：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7/7a/Desktop-PC.svg/1024px-Desktop-PC.svg.png

http://www.quickanddirtytips.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insert_medium/public/images/8174/hearing.jpg?itok=MmD1AZJ3

https://oup.silverchair-cdn.com/ImageLibrary/BRAIN/EditorChoice/Synapse_in_brain_homepage.jp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7/7a/Desktop-PC.svg/1024px-Desktop-PC.svg.png
http://www.quickanddirtytips.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insert_medium/public/images/8174/hearing.jpg?itok=MmD1AZJ3
https://oup.silverchair-cdn.com/ImageLibrary/BRAIN/EditorChoice/Synapse_in_brain_homepage.jpg


圖片來源：By Neal, 2016, from Cochlear Advanced Workshop, 2018

輔具
聽語訓練

隨機學習

64



如果家長只讓孩子配戴輔具，但：
• 沒有定期確認輔具設定的適切性及效能

• 沒有進行聽語學習

• 沒有常常陪孩子練習說話

孩子不會自己開口說話，也不會發展出符合年齡的語
言和說話能力

有聽覺 ≠ 會傾聽
Hear v.s. 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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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輔具是不夠的…



66(雅文衛教單：RES_20230810_語言香蕉區衛教單專業人員)



教室聲學

用心聽好好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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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是一個充滿
「聽」「說」的環境

學生學習時需要充足且清晰的語音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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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的聽能與成人不同

• 人類的大腦大約到15歲時才會完全成熟

• 幼童沒有完整的語言/言語及生活經驗

Source: Dr Carol Flexor

需要更完整的語音訊息、更佳訊噪比的

聽能環境，來達成學習目標

聽損兒童的生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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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暗藏的聆聽危機

距離 噪音 迴響

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在這些阻礙中無法發揮最佳效果

聽覺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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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為近距離是一個方法，但並非完美的做法

• 聲音會隨著距離增加而降低

• 即便學生位置與老師緊鄰，但當老師在教室內

走動或面對黑板寫字時，仍會造成語言理解上

的障礙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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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增加一倍距離，音量減少6分貝

距離 1  2   4          8                    16                                          32

音量(dB)        72 66 60        54                   4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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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教室環境 –距離
拉近距離 注意事項
• 建議孩子坐在教室座位的前排，
讓老師的聲音傳遞不衰弱

• 若教學型態改成小組討論，或是
老師習慣在教室中走來走去時，
較難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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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音來源：街道交通、兒童遊戲、操場聲音、電扇、腳

步拖曳聲、桌椅搬動、同學說話聲等

• 噪音會使聽損學生即使使用聽覺輔具，仍無法清楚聽到

老師說話，造成學習效果低落

• 常用「訊噪比」做為噪音影響的計算：數值越高越友善

• 訊號 = 老師的聲音

• 噪音 = 非主要要聽取的聲音，如：他人說話聲、環境聲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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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教室內的訊噪比僅有6分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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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教室環境 –噪音
減弱噪音 注意事項
• 上課時，關閉面對操場、馬路的
門窗，避免外界的噪音進入教室

• 若教室另一側沒有其他門窗，則
可能會導致教室空氣較不流通

• 可在桌腳/椅腳加裝桌腳套/椅腳
套，避免因桌腳/椅腳不平衡導
致「叩叩叩」的聲音

• 更換運作聲較小聲的冷氣、電風
扇

• 需考量教室原本的設置以及經費

• 教室的牆壁厚一點，阻隔外界或
隔壁教室的噪音

• 需考量教室原本的設置以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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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

www.armstrong.com

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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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教室環境 –迴響
克服迴響 注意事項
• 在天花板、牆壁、地板加裝吸音
材質，以避免迴響的產生。例如：
1.將教室天花板變更為礦纖吸音
材質，或懸掛柔軟材質(如：旗幟、
學生作品)
2.牆壁/窗戶加裝窗簾、百葉窗
3.地板上可舖地毯或是地墊

• 需考量幼兒園所原本的設置以及
經費

• 教室小、天花板矮、非完美的正
方形或長方形

• 需考量幼兒園所原本的設置以及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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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教室環境 – 3個願望一次滿足
減弱噪音、拉近距離、克服迴響 注意事項
• 使用『遠端麥克風系統』。老師
佩掛發射器，孩子的聽覺輔具接
上接收器。

• 使用時須確認接收器與發射器正
確連接且訊號無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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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稱「FM無線調頻系統」

• 過去：採用無線電波的方式傳送聲音訊號，其運作方式
就像是廣播電台。

• 現在：新增訊息傳輸方式，為透過藍芽2.4GHz，故更
名為「遠端麥克風系統，RM (Remote Microphone)」

• 老師使用「發射器」，多數已內建麥克風

• 學生於助聽器/電子耳上，再加上「轉接介面」（如：
音靴）及「接收器」(也可燒錄或內嵌)

什麼是遠端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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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系統運作原理

• 老師身上戴著發射器(內建麥克

風)接收老師的聲音

需距離老師的嘴巴15公分，約一

掌的寬度

• 發射器接收聲音後，便將聲音傳

送至與個人輔具連接的接收器

• 接收器再將訊號傳到個人輔具

1

2
3

老師的聲音直接傳到孩子的個人輔具內
如同老師在孩子耳朵旁講話！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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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器 –理想的佩掛方式

配戴發射器的距離約從嘴巴下放約15cm為理想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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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系統 –不只是聽損兒受惠

• 適用對象：
• 聽損者

• 聽覺中樞處理異常(APD)

•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 自閉症(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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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o SmartLink+ ZoomLink+ EasyLink+

84

動態調頻系統 –發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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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inspiro
Roger TouchScreen Mic

最新2.4GHz科技

85

數位無線系統 –發射器



Phonak調頻系統發展

1996

MicroLink

首部迷你
型接收器

2000

MLx

全球首部通用
型接收器

2003

Multi-Frequency
FM

多頻道調頻系統

(可自由選擇頻道)

2007

Dynamic FM

動態調頻系統

2013

Roger

數位無線系統

Source: Phonak

1996
MicroLink

首部迷你型接收器

2000
MLx

全球首部通用型接收器

2003
MLxS
microMLxS

多頻道接收器

2007
MLxi

動態調頻系統

2013
Roger X

數位無線系統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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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品牌遠端麥克風

Cochlear| Mini Mic 2(+)

Resound/Interton| 

Multi/Micro Mic

Beltone| myPAL (Pro)

Signia|

StreamLine Mic

Rexton| Smart Mic

Phonak/Unitron/Hansaton| 

Parter Mic

Starkey|

Remote Mic+

Mini Remote Mic

Oticon|

EduMic

不可跨品牌使用！

圖片來源 | https://www.hab.online/product/oticon-edumic-streamer/
https://www.signia.net/en-ca/connectivity/streamline-mic/
https://www.amazon.com/Phonak-Marvel-PartnerMic/dp/B081DBX5T4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60302005758/zh-HK/
https://www.microtechhearing.com/hearing-aids/wireless-accessories/remote-microphone-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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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發射器實務操作影片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E4KLN6QsUZ8jWv

qL61DUq6TzRIA7v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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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語音訊息接受

在噪音下聽取訊息有困難
在噪音下理解語音有困難

易疲倦、不專心
難瞭解指令中的語言
閱讀和口語溝通能力不足
進而影響組織能力

合適的聽覺輔具+

遠端麥克風/FM系統

合適的聽覺輔具+

遠端麥克風/FM系統+

適當的早期療育+

老師適當的教學策略

使用合適的聽覺輔具

總結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馬英娟 聽力師

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
Email: JulieMa@chf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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