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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語
聲聲不息 

文／黃小娟

大林慈院聽語中心成立於二○○五

年，配置有三位聽力師及四位語言治

療師，是全國唯一將聽力師與語言治

療師合併於同一單位的聽語中心，聽

力師及語言治療師除了各自負責的業

務之外，在人工電子耳的業務上，更

彼此協力，提供聽障患者全面而完整

的服務。

把握學前黃金時間

聽力語言同步訓練

臺灣的聽語治療服務原本是由醫護

相關人員 (特別是護理師 )轉任技術人
員，由醫師或資深者指導來完成訓練。

後來中山醫學大學聽語學系最早設立

專業學院，接著有臺北護理學院 ( 已
併入臺大醫學院 )、高雄師範大學、長
庚大學及輔仁大學亦陸續開設相關院

系；民間專業單位主要是與雅文基金

會與婦聯聽障基金會致德聽語中心，

其中雅文基金會引進由加拿大的「聽

覺口語法」，婦聯基金會則是綜合「聽

覺口語法」及「語調聽覺法」以各種

方式刺激患者利用口語表達，減少輔

具的使用，大林慈院聽語中心與雅文

基金會系統較為接近，同樣著重聽覺

口語法。

聽語中心主任蕭士軒醫師表示，目

前嘉義地區僅大林慈濟醫院設有聽語

中心，附屬於耳鼻喉科之下，由耳鼻

喉科醫師扮演前端評估問題的角色，

再交由治療師進行後續治療與訓練

等。語言與聽力是彼此相關的，若小

朋友聽力不佳，語言發展自然也不好，

在聽語中心中，聽力師負責檢查聽力，

設法使用助聽器等輔具改善病患的聽

力，再交由語言治療師訓練其語言能

力，訓練時程由六個月至幾年不等。

尤其是學齡前兒童（三歲以上至五歲）

的語言發展非常關鍵，通常家長都會

積極尋求協助，而聽語中心則會盡力

提供協助的環境。

在聽語中心的各項業務中，最為特

別的就屬人工電子耳，目前雲嘉地區

僅大林慈院提供人工電子耳服務。由

聽力師負責前端的檢查與人工電子耳

開頻，以及後續聽力、聽能狀況追蹤，

再由語言治療師接手做語言訓練，讓

聽損病患逐步恢復聽覺及語言能力。

除了人工電子耳業務外，聽力師還

負責聽力檢查、聽覺檢查、聲音檢查、

腦幹聽覺反射、聲場測試、新生兒聽

力篩檢、身心障礙鑑定等，主要功能

在協助門診的檢查與評估業務。

這些工作多數都是在醫院裡進行，

但聽力師也需支援學校系統或特教單

位，協助評估聽損學童的需求。蕭士

軒表示，聽損學童遇到就學障礙時，

有些老師不知如何處理，會向教育局

提出申請，經由輔具中心來函提出需

求，再由聽力師前往協助評估小朋友

是否需要特殊輔具或幫助。

開啟「聲命」之春

跨科合作無接縫

聽語中心另一組專業人員為語言治

療師，對內的工作是接受復健科、耳

鼻喉科與身心科等醫療科開單，為病

患進行語言方面的評估與治療，此外，

還包括吞嚥與發聲練習，例如中風病

人如何重新訓練發聲、吞嚥等，都屬

於語言治療師的業務。

語言治療師的對外業務服務範圍比

聽力師更廣，除了聽力問題，其他學

習障礙或學習遲緩的學生，也是語言

治療師校外訪視的對象。在服務的過

程中，語言治療師會與復健科的物理

或職能治療師合作，一起到學校進行

訪視與訓練，為多重障礙學生提供服

務。

蕭士軒表示，這些學生有些只是聽

力有障礙，生活上其他功能都沒有問

題，所以會儘量讓他們與其他同學一

起上課，融入原來的生活，但也因此

學生會分散在不同學校之中，並非集

中於同一地點，治療師外出一趟，有

時一個上午只能服務一至兩個學生，

執行成本並不低，這可能也是其他醫

院承接此一專案意願不高的原因之一。

蕭士軒指出，聽力障礙的同學只是

需要一些輔具的幫忙，比如上課時老

師要戴著麥克風，用調頻的方式讓學

生可以透過助聽器聽課，而發音有問

題的同學，則可以使用溝通板做為溝

通的輔具，融入一般同學的生活。

目前聽語中心服務的同學大部份屬

新生兒一出生，就可以申請聽力師進行聽力篩

檢，及早掌握孩子的聽力狀況，不但安心，若

有問題也能在黃金期內治療。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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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一個新生的希望——雅文基金會

每一顆被風帶走的種子，都是一個新生的希望！聽障是可以用愛彌補的，

努力學習聽和說，就能避免聽力問題成為實現夢想的障礙。財團法人雅文兒

童聽語文教基金會以聽覺口語師、聽力師、社工師組成專業團隊陣容，在家

長的參與下進行個別化的診斷式教學，由於每位聽損孩童需要經過至少三年

以上不間斷的學習，才能順利和一般孩童一樣聽說自如，許多聽損家庭面對

所費不貲的輔具器材、動輒百萬左右的電子耳手術及聽損療育等長期壓力，

再加上南北資源落差與距離的限制，都影響聽損家庭的療育效能；因此，結

合醫院與社會資源，對聽損家庭相對顯得重要。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

基金會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創立，長期投入在幫助聽損孩童學習「傾聽」與

「說話」的工作，希望二十年後，臺灣沒有不會說話的聽障兒童。

一位從越南來臺十年的岡陽媽媽在大林慈院附近開小吃店，孩子患有聽

障，雖然辛苦和先生經營小吃，但她覺得自己的先生還算可以，至少不是愛

喝酒或無賴，在聽語中心和雅文基金會的協助下，最後夫妻還是同心協力一

起幫助孩子恢復正常語言發展。

不只是針對聽障的小朋友，大林慈院的聽語中心還針對其他像中風、吞嚥

困難等患者，進行一對一的個人服務與協助。何旭爵醫師引用一九七八年剛

果籍的黑人拳擊手穆罕默德阿里獲得世界冠軍時所發表的「Me, We；我，
我們」這一首最短的詩，當年阿里以這首短詩獻給被壓抑幾百年的黑人弟

兄，表示「我的成功不是代表個人的成功，而是大家的成功」。何旭爵形容，

就像是與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合作一樣，任何成功，都是需要藉由團隊

合作才能達到。(文 /江珮如 )

於中度以上的聽損，這些同學較可能

因為學習障礙，在語言發展上有遲緩

的現象，發聲、語調或是語句等能力

無法順利發展出來，這些小朋友會先

在醫院治療到穩定後，才由家長在家

中自行協助小朋友練習，並定期回診，

下一階段則是進入學校就學，並由語

言治療師定期到學校做後續的追蹤治

療。

獨有聲譜儀  矯正發聲利器

蕭士軒表示，聽語中心除了各種相

關設備外，更配備有一台聲譜儀，可

以將病患發出的聲音依照頻率及時間

不同以類似聲紋顯示的方式呈現出

來，藉此可以看出聲音中缺少什麼，

再加強練習。最簡單的功能就是將高

低音標示出來，例如小朋友可以藉由

視覺的回饋來學習高低音的發音。另

外，正常人也可以藉由視覺及電學的

回饋，來做為發聲部位的練習，因為

有些人會因發聲部分不正確，或是講

話速度太快等，造成聲帶結節或息肉，

可以藉由接上電擊片，讓使用者知道

自己發聲所使用的是哪一個部分的肌

肉，藉由自我控制來正確發聲，因而

能矯正發音部位。

透過醫師、聽力師及語言治療的合

作無間，大林慈院聽語中心為雲嘉地

區的患者提供了無接縫的評估與治療

服務，協助患者重拾「聲聲不息」的

生活。

聽語中心配備的聲譜儀可以顯示

不同聲因頻率的聲紋，找出聲音

須補強的地方，是矯正發音的利

器。

成立於二○○五年的大林慈院聽語中心，是全臺灣唯一擁有聽力師與語言治療師的聽力口語復健治療

中心，透過彼此的合作無間，為雲嘉地區的聽損民眾搭起一座通往聲音世界的橋梁。攝影／江珮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