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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示意，實品以出貨為主）

提升溝通力 點燃學習力提升溝通力 點燃學習力
 您身邊的孩子有類似的困擾嗎？

「說話太快，讓人搞不懂說話內容及想法」

「在眾人面前表現害羞，不知道如何表達內心的想法」



敬愛的各界好友與支持者，您好

　　天意寒涼，我們因為孩子清晰的話語及活潑的

笑聲感到溫暖，而這樣的暖意，源自於您的幫助與

鼓勵。文字語言能傳達的，不過是我們心中感激的

萬分之一；這一年因為有您的支持，雅文基金會能

往前邁進每一步，於此，我們都想與您分享。

　　「讓台灣沒有不會說話的聽損兒」這一個大

願，是基金會不會停止追求的目標。要實踐這樣宏

大的目標，從點、到線、再到面都必須非常紮實地

建構早療機制與服務能量。

　　2017年，在既有的據點服務基礎之上， 基金

會更結合了新竹、苗栗、南投、雲林、嘉義縣的早

療個案管理中心，為資源取得不便的 31個聽損兒

家庭，補給基礎聽能管理及居家聽語教學技巧。而

不斷深化發展的愛心家長，亦提供了 84人次的到

宅教學輔導服務。如此，讓接受雅文整合性聽語服

務的聽損兒家庭數達到 1,568戶，較去年成長 7％。

　　對於聽損兒而言，早療的效果尚須輔具的支

撐。但就經濟負擔較重的家庭而言，助聽器或人工

電子耳的費用是一筆沈重的壓力。為了減輕經濟弱

勢家庭在購置聽力輔具上的負擔，2017年雅文在

這方面幫助了 19位聽損兒，使其能夠擁有好的工

具來落實好的療育。

　　此外，聽損兒跟一般的孩子一樣，就學、面對

群體生活的第一步都是幼兒園。為能在這個起步

上，放大早療效果，基金會推動優化聽損兒融合適

應服務，一方面提供友善幼兒園的資源連結，一方

面推廣友善校園環境教育，加入幼兒園典型的一天

體驗，以及親師溝通的指導，來幫助聽語訓練有成

的孩子能夠更加順利地融入幼兒園生活。

　　而無疑的，孩子都會一天天地成長，許多雅文

的孩子已從襁褓之中蛻變長大。不同年齡段落的聽

損孩子，他們的需求，雅文也沒有忽視。基金會於

2017年積極開展聽損青少年聽語評估服務，以聽

語為核心，同時更貼近青少年真實生活需求，以提

升聽損青少年生活、學業、職場中所需之能力。好

讓我們的孩子，能更加從容地應對每一個階段生活

中必須迎接的挑戰。

　　而聽損族群的需求，不會只有單一面向。為能

滿足其多元之需求，基金會辦理了聽損基因衛教講

座、單側聽損講座及健保電子耳講座，讓聽損族群

更能夠在各方面之聽力保健議題上，得到實用與正

確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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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卻聽損者本身與其家屬在療育上的堅持之

外，社會大眾與其正確互動的認識也非常重要：

2017年透過舉辦「用心聽，好好說」聽損友善環

境推廣活動，以溝通測驗、溝通策略四格漫畫、微

影片及實體互動，讓社會大眾更進一步理解如何與

口語聽損者友善溝通。本項活動共計有 146,703 人

次參與。此外，還進行聽損兒家庭成效短片推廣活

動，透過台北、宜蘭、台中、高雄四場放映座談會

及校園公播放映活動，傳遞永不放棄的信念，且進

一步培養年輕學子及早療從業人員成為聽損關懷與

服務實踐的種子。此一活動亦吸引了 186,333 人次

參與。以各項媒介，讓社會對於聽損者有更加正確

的認知，也期盼創造對其更為友善的環境。

　　當然，我們也明白，要實踐基金會創辦的大

願，就必須在專業上不斷追求深化與進步。在培訓

與指導聽障教師及早療專業人員方面，涵蓋宜蘭、

花蓮、新北、新竹、苗栗、台中、南投、雲林、嘉

義、高雄、金門等縣市，於 2017年共計有 400名

聽障巡迴教師及 144名早療專業人員一起投入，使

聽損兒服務之陣容更為壯大。且透過辦理雅文檢測

音實務工作坊，推廣聽檢或居家聽力監控上更加便

利的工具，以此助醫療院所之聽力師在服務聽損兒

上一臂之力。我們也出版了「帶得走的溝通技巧 --

聽覺障礙學童溝通修補教學策略手冊」一書，讓聽

語特教老師、治療師及家長，都能參照聽語教學策

略，培養聽損學童積極修補對話的能力。

　　　　　　　　

　這一切的努力，也讓基金會獲致外界高度的

肯定。2017年，雅文榮獲由震旦集團陳永泰公益

信託主辦、聯合勸募協會協辦之「傳善獎」。這個

獎項以中型的社福機構為對象，期盼透過得獎的肯

定與實際的支持，讓得獎機構能放手去創新、成

長、茁壯，也更有能力提供需要幫助者更加完善的

服務。獲得傳善獎，對基金會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激勵，也策勵我們在邁向大願的道路上，用更具有

創造力的方式堅定前行。而這樣的榮耀，我們要與

長期支持雅文的您一同分享。

　　因為有您的關心與協助，我們在 2017年的每

一步都能踏實地往目標邁進。雅文基金會的每一位

同仁都沒有忘卻您的期許，用心地關照每一位聽損

兒的現在與未來。能與您攜手前行，我們感到非常

榮幸。我們也期盼您能珍重自己，保有健康愉快的

身心。新的一年，也請與我們一同守護臺灣聽不見

的孩子，讓他們能夠找回聲動的生命。

謝謝您，敬祝平安、順心。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鄭欽明

總幹事  葉淑芬

暨全體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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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a Nichols

Alana Nichols is the youngest daughter of Joanna Nichols and Kenny Cheng, founders of 

the Children’s Hearing Foundation (CHF). She was born profoundly deaf with a common 

cavity malformation and received her cochlear implant in Australia at the age of two and 

a half. While growing up, she underwent auditory verbal therapy (AVT) at CHF.

Alana successfully completed high school with honors and attended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She is currently the host of a travel show in Taiwan titled: "Follow Alana".

　　我注意到因聽損所鍛鍊出的許多技能可以運

用到生活的諸多面向之上。近來，由於「愛遊臺灣 ( 

Follow Alana)」這個節目，我時常接受訪問。最常

被問到的問題就是：「你曾經因為聽損而感到挫折

嗎？又如何克服的呢？」。 第一題的答案，想當然

耳是「有」 （要說人不會因為聽力障礙而感覺到

挫折，我認為並不合理）。至於克服挫折，我理解

到用以對抗、克服聽損的諸多技巧及策略，可以靈

活地運用在生活的各個面向上。尤其是發展專注

傾聽的能力、透過語境脈絡去理解意義、自我需

求的主張以及克服逆境的毅力。

受用無窮的技能

　　首先，也是最明顯的，配戴人工電子耳或

助聽器的人，必須強化其專注傾聽的能力。接

受口語訓練之初，從基礎發音學起（在英文就

是 “b-b-b”、 “sh-sh-sh” “m-m-m” 等 ）， 直

到聽懂一個複雜的句子。我們被教導要全神貫

注地去傾聽別人所說的話，並藉由語境脈絡去

理解對方的意思。很自然的，專注傾聽成了很

有用的技能；不但能幫我聽懂對方所說的，傾

聽本身更是一種能回饋予對方的身體語言。我

發覺同事們尤其喜歡我專注傾聽時所傳達的關

切、尊重，以及對雙方溝通的認真。這即是一

個因克服聽損問題而強化的技能，亦能運用在

生活其它領域之例。

　　對我而言，以語境脈絡去理解意義的技巧

即便不用於應對聽損仍是妙用無窮。這對母語

是英語卻生活於以國語為主之環境中的我來

說，是不斷會用到的竅門。儘管常因語言的隔

閡而感到挫折，但我發現即便對方說的不是英

文，但我還是能搞懂他的需求。Jill Ducan博

士是我的聽語老師之一，她特別加強我「以語

境脈絡理解意義」的技能，在不知不覺中我也

把這項技能用在理解中文之上。「愛遊台灣」

節目的導演常用國語跟我和團隊溝通，即便我

的國語能力相當有限，然而我發現自己猶如拼

圖一般，靠著隻字片語、觀察對方的身體語言

（指示我該做甚麼）以及情境脈絡，將零星不

完整的碎片拼在一起，通常就能瞭解導演的整

體指示。這便是「以語境脈絡去理解意義」。

　　或許正因為我是聽損者，爸媽竭力鼓吹並

且不斷加強我為自己的需求主張。若我是普通

的小孩，他們可能不會如此刻意強調。他們知

道身為聽損者，活在有聲世界裡，我亟需主張

自己的獨特需求。僅管他們一直鼓勵，某些時

刻我依然會對是否該堅持自我之需求而躊躇不

前，特別是擔心可能造成他人的困擾與不便時。

然而，成長過程接受的訓練幫助我不再猶豫不

決，且能明確地表達一己之所需。對此，我最

早的印象是上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天，媽媽在途

中給我的機會教育。她強調，要我站在全班面

前自我介紹，說明我是聽損兒童，當聽不懂他

們說的話時也請大家見諒，且最為重要的是得

清楚說明我需要他們協助的地方。媽媽舉例，

要客氣地請他們面對著我說話，或在吵雜處提

高音量。雖然非常緊張，但那天我還是按照媽

媽的教導去做且效果極佳。爾後，每次升級我

都如法炮製，就算成年以後也沒忘記要主張自

己的需求。

　　最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你必須有克服

逆境的毅力。毫無意外，聽損者生活在有聲世

界裡，會經常面對許多聽力正常者無須經歷的

挑戰。例如在各種不同環境中與人溝通，開會

時得面對同事們的同時發言，或得能分辨不同

的口音。各式各樣的環境因素會讓你聽不懂，

必須建構毅力和決心去一一克服。靠著決心，

聽損者發展出多樣性的策略來克服問題，例如

請對方說大聲一點、換個地方談話、把聽不懂

的地方先做成筆記稍後再問…等等。如同我將

「由語意脈絡去理解意義」運用在與聽損無關

的其它生活課題一般，不知不覺中也將克服逆

境的毅力運用在其它方面。例如在學校面對某

項課業難題的挑戰時，這樣的決心就會油然而

生；靠著內在的毅力、耐心並採用對的方法，

我便能學會。

　　很早，我就體悟到「化劣勢為優勢」概念

的價值；身為聽損者因此發展出的技巧不侷限

用於克服聽力障礙即是很好的例證。這些技能，

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不但可以相互為用且至為有

利。以我個人的聽能技巧而言，便是：專注傾

聽的能力、透過語境脈絡去理解意義、自我需

求的主張以及克服逆境的毅力。而其他的聽損

者，應當亦能夠發掘另外的技能，並於生活當

中不經意地轉而運用於解決各種問題。

A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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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rable Skills

I have noticed that many of the skills one develops 

from being hearing impaired are transferrable to 

other aspects of life. Recently I have been working 

on a show called Follow Alana and with the show 

comes frequent interviews. One of the regularly asked 

questions I get during interviews is “Have you ever 

been frustrated by your deafness and how do you 

overcome your frustrations?” The answer to the first 

question is a resounding yes (I do not think any person 

can reasonably suggest they have never experienced 

frustrations related to their hearing impairment). 

However, what I have learned is several of the skills 

and strategies I have developed as measures to 

combat and overcome my struggles with deafness 

are transferrable to other areas of life. In particular 

the skills I have noticed are developing listening skills, 

meaning from context, self-advocacy, and resilience.

The first and perhaps most obvious skill all individuals 
with a cochlear implant or hearing aid need to 

strengthen is their listening skills. We are taught from 

the beginning of verbal therapy how to listen, from the 

basic sounds (which in English were “b-b-b”, “sh-sh-

sh”, “m-m-m” and so on) to complex sentences. We 

are taught to direct all of our focus to hearing what 

is being said and deriving meaning from context. 

Naturally this turned out to be a valuable skill not only 

in understanding what individuals are articulating to 

us, but also in the body language that we reflect back. 
In particular, I have found that employers appreciate 

strong listening skills as it shows care, respect, 

and an earnest desire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communicating. This is one example of a skill that was 

strengthened through my experiences being a deaf 

person that transferred to a different area of my life.

Meaning from context has been a surprisingly useful 

skill for me in circumstances irrelevant to deafness. 

The most reoccurring circumstances I see this in is 

being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living in Taiwan where 

the primary language is Mandarin. Although there 

is the constant frustration of language differences, I 

find I am able to generally understand what others 

who do not speak English are asking of me. One of 

my verbal therapists, Dr. Jill Duncan worked with me 

heavily on strengthening my “meaning from context” 

skills and I have noticed myself subconsciously 

transferring what I have learned to Chinese. For 

example, in the show Follow Alana, my director often 

uses Mandarin to communicate with me and my 

team. Even though my Mandarin is extremely limited, 

I find myself putting puzzles pieces together through 
the few Mandarin words I am able to pick up, body 

language (sometimes signaling what it is I need to 

do), and the environmental circumstances. By putting 

the few pieces of the puzzle that I have together, I 
am generally able to gather the overall idea being 

communicated, hence the strategy: “meaning from 

context”. 

As a deaf individual, my parents campaigned 

hard for me to develop and strengthen my self-

advocacy skills. Perhaps they encouraged me 

to advocate for myself harder than they would 

have had I not been born deaf. They recognized 
that as a deaf individual l iving in a hearing 

community, it was more urgent than ever for me 

to advocate for my unique needs. Even with all 

their encouragement, I still find myself hesitating 

at moments to voice my needs, particularly if I feel 

I am interrupting an environment or potentially 

making someone uncomfortable. However, the 

training I received while growing up overrides my 

initial hesitation and I find I am able to express my 
needs. One of my earliest memories of this is on 

the first day of first grade. In the car ride on the 

way to school, my mother used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me my first steps in self-advocacy. It was 

critical, she explained, that I stand up in front of 

the entire classroom, introduce myself to all my 

peers, explain my deafness, apologize if I could 
not hear them when they were speaking, and most 

importantly, clearly explain what it is that I needed 

from them. For example, she said, you can politely 

ask them to face you when speaking, or to speak 

louder in noisy environments. Although nervous, I 

followed her request the first day of first grade with 
successful results. I continued to do so each grade 

afterwards and continue to practice self-advocacy 

in my adult life.

Last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is resilience. 

Unsurprisingly, having a hearing impairment in 

a hearing community means facing constant 

challenges that your peers may not. These 

examples include communicating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s, having a meeting with 

multiple co-workers talking at the same time, or 

simply trying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accents. 

These constant challenges require one to build 

resilience and determination to overcome any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that may be difficult 

to  hear  and unders tand in .  Through th is 

determination, one develops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such as asking 

a person to speak louder, moving to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taking notes to ask questions later, 

and so on. Similarly, with the meaning from 

context strategy, I have subconsciously transferred 

this skill to other aspects of my life unrelated to 

deafness. I have noticed the same determination 

emerge when I find myself struggling with a certain 
topic in school. There is an innate persev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that with patience and the right 

strategy, I can learn the material being taught to 

me. 

From an early age, I have valued the idea of 

“ turning your disadvantages into advantages”. 

Developing skills as a hearing-impaired individual 

is one example since these skills are not only 

valuable for overcoming challenges relevant to 

hearing impairment. They are also all transferrable 

and beneficial to a variety of other areas in life. 

Personal skills that I have noticed are listening 

skills, meaning from context, self-advocacy, and 

perseverance. However other hearing-impaired 

individuals may also discover other skills they 

are applying to multiple aspects of their lives in a 

subconscious manner.

A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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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雙耳植入電子耳的助益與植入時間

文｜研究員  羅明 

前言

　　對於聽損程度屬於極重度的孩童，

整體而言電子耳有助提升孩子處理聲音

訊息的表現 [9]。若有口語聽說訓練 [5]、

提供支持的家庭環境 [12]，甚至術前仍有

殘存聽力 [11]，電子耳將有明顯的效果。

近年來，研究者開始以長期追蹤的方式，

進一步比較電子耳聽損兒與常童的表現。

基於神經結構在生理發展早期具有較高

的可塑性，電子耳的使用從單耳植入，

或搭配另一耳助聽器的雙模式等方式，

發展至今有主張認為及早植入或雙耳植

入可能是對孩童較理想的作法 [20]。

　　電子耳植入者有三種可能的情形：

（一）一耳植入電子耳，另一耳無配置

輔具，（二）一耳植入電子耳，另一耳

配戴助聽器，（三）兩耳皆植入電子耳。

對此各界經常提出以下問題：電子耳雙

耳植入的效益為何？為了提供參考資訊，

本文將回顧一些人工電子耳雙耳植入的

研究，並呈現雙耳植入與單耳植入、以

及雙耳植入與雙模式之間的比較。本文

也著重於分次植入的研究報告，並針對

兩側植入之時間點，整理相關數據。

雙耳植入的助益

　　雙耳植入電子耳是讓雙耳聽損者獲

得雙耳聆聽能力（binaural hearing）的

其中一個途徑。當一個聲音出現的時候，

聲音抵達左右兩耳的距離，以及兩耳各

自接收的音量，會有些許差異。聽者的

大腦會分析這種差異，進而讓聽者能夠

判斷聲音的所在位置，並區分噪音。因

此雙耳聽損者若有雙耳聆聽的能力，處

理聲音訊息時便有較大的優勢，而提升

音源定位與噪音中辨識語音的能力，是

雙耳植入希望帶來的幫助。

　　研究指出，雙側植入之後，孩子判斷

音源位置的表現有所進步 [7, 28, 30]，而且

家長的觀察也有相同的發現 [8]。而在語音

辨識的表現方面，不論是一般環境 [22, 29]

或是噪音環境中 [6, 15, 17, 26, 28, 32]，也

在雙耳植入後有所提升。除此之外，近年

來研究者開始關心雙耳植入對於其他層面

的長期效益，而長期追蹤的結果顯示，雙

耳植入對於孩子長期的詞彙發展 [25, 27]與

整體聽說能力 [1, 25]，都有助益。還有研

究是以青少年與成人的電子耳植入者為對

象，探討了他們在噪音中辨識字詞的費力

程度；結果發現，雙側植入者耗費的心力

較單側植入者來的少 [13]。以上研究結果

所反映的，較屬於孩子處理個別語音或字

音的表現隨雙耳植入而進步的情形。就日

常生活而言，語音字詞是語言溝通能力的

基礎，同時助益的多寡也取決於個人需求

是否獲得滿足和以下其他因素。

　　前述的助益之外，是否接受雙側植入

有諸多考量。如本文一開始指出，電子耳

帶來的效果，會受到口語聽說訓練與家庭

環境支持等因素的影響，而且這些影響也

適用於雙側植入者。除此之外，許多有關

植入者的聽損程度、生理狀況、術後影響、

經濟條件及輔具維護等因素，也影響植入

者是否適合雙側植入 [18]。有研究統計指

出，考慮是否進行雙側植入的案例中，約

有 63%最後決定進行 [10, 21, 24]。這除了

指出超過半數的個案採取了雙側植入，也

顯示有一定比例的個案是選擇其他的途徑。

　　雙模式指的是左右兩耳的其中一側植

入電子耳而另一側配戴助聽器的情形。關

於雙模式與雙電子耳何者做為雙耳聆聽的

途徑，一直是各方關心的議題。有研究者

主張，若一側仍有殘存聽力，可先考慮雙

模式途徑，若兩側聽力皆屬極重度，可考

慮雙電子耳途徑 [2, 23]。若比較兩種途徑

的助益，針對語音辨識能力和音源定位能

力的研究都顯示兩者有相仿的結果 [4, 16, 

19]。若是雙模式組，僅使用電子耳的測驗

分數會高於僅使用助聽器的測驗分數。若

是雙電子耳組，僅使用較早植入那一側得

到的分數會高於僅使用較晚植入那一側得

到的分數。然而不論是哪一組，若測驗時

使用雙側的輔具，且在噪音環境中進行，

其表現都再提升，而且兩組使用者的表現

大致相似。

　　另一方面，有相關的研究指出，兩側

輔具的差異可能影響雙側接收聲音訊息的

效果。若是雙模式使用者，助聽器的參數

需要配合調整，才能顯現雙側接收聲音訊

息的益處 [3]，而有報告電子耳型號的雙側

植入研究中，幾乎所有植入者的兩側都是

相同的型號或廠牌（詳見表一附註 1）。

雙耳植入的時間與間隔

　　植入時間的一般原則為及早進行，而

具體的年齡資訊可參考雙側植入的研究報

告。為瞭解植入年齡的趨勢，筆者將 17篇

研究報告提供的資料整理於表一，也把植

入年齡與時間間隔的分佈情形分別呈現於

圖一與圖二。從圖一來看，第一側的植入

時間有半數在 2歲 1個月之前，而第二側

有半數在 6歲 6個月前進行。相較之下，

第一側植入的時間範圍較為集中，第二側

植入的時間範圍則較為分散，而且跨越學

前與學齡等兩個階段。整體而言，在雙耳

電子耳有助益的例子中，雖然第一側與第

二側的植入年齡有著明顯的個別差異，但

仍有一個可參考的時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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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二來看，兩耳植入的時間間隔

也有一個可參考的時間範圍，其主要集

中在 2年 6個月到 5年 10個月之間。再

從表二來看，如果第一耳是 2歲以前植

入，則大多在第一耳植入後 4年內進行

第二耳植入；如果第一耳是 2歲後 4歲

前植入，則第二耳植入似乎沒有明顯集

中的時間範圍。有的研究者認為，還需

要更多的資料與再深入的分析，才能較

清楚的瞭解植入時間間隔與效益多寡之

間的關係 [27, 29, 32]，但也有研究結果

指出，較短的植入時間間隔會伴隨著較

大的助益 [1, 28, 29, 30]。

　　雙耳植入的孩子，除了分次植入，

還有一些是語前聽損極重度並在年幼時

兩側同時植入電子耳。為了瞭解雙側同

時植入進一步帶來的效益，研究者觀察

雙側同時植入是否助於聽損孩子的表現

達到常童的水準。舉Wie及其同僚的研

究為例，他們以 6年的時間，追蹤一組

在月齡 5至 18個月接受雙側同時植入的

孩子，結果發現：（一）雙側同時植入

之後約 18個月，植入者在語言理解和語

言表達的測驗分數，開始進步到常童的

分數範圍 [31]；（二）雙側同時植入 72

個月之後，植入者的敘事能力與常童相

同 [14]。

結語

　　綜合來說，許多研究探討了雙耳植

入對於聽損孩子判斷音源位置和辨識語

音的助益，也指出雙耳植入與否因個別

差異而需要多方評估。另一方面，雙耳

電子耳與雙模式都是雙側聽損者獲得雙

耳聆聽能力的途徑。而同樣是雙耳植入

的個案，植入的時間與間隔也隨個案而

有近有遠、有長有短，這也呼應了雙側

植入的個案之間存有許多個別差異。

圖一、表一之第一耳與第二耳等植

入月齡經排序後的分佈圖，垂直粗

色線表示排名最中間者（第一耳：2

歲 1個月；第二耳：6歲 6個月），

方形表示數據集中的範圍（第一耳：

1歲 8個月到 3歲 7個月；第二耳：

4歲 4個月到 8歲 11個月），各圖

形之最左端表示最早時間（第一耳：

1歲 1個月；第二耳：2歲 7個月）、

最右端表示最晚時間（第一耳：9歲

6個月；第二耳：14歲 3個月）。

圖二、表一之時間間隔經排序後的

分佈圖，垂直粗線表示排名最中間

者（3年 4個月），方形表示數據集

中的範圍（2年 6個月到 5年 10個

月），圖形之最左端表示最短間隔（1

年 3個月）、最右端表示最長間隔（9

年 2個月）。

Boons et al. (2012) 1

Galvin et al. (2007a) П
Galvin et al. (2008) П
Galvin et al. (2014) П

Hughes & Galvin (2013) П
Kuhn-Inacker et al. (2004) П

Litovsky et al. (2004) П, Р
Litovsky et al. (2006) Р

Mok et al. (2010) П
Reeder et al. (2017) П
Sarant et al. (2014) П, Р
Senn et al. (2005) П, Р

Sparreboom et al. (2015) П, Р
Steffens et al. ;2007Ϳ П

Strom-Roum et al. (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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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e et al. (2007) П

25

11

10

57

8

18

3

10

4

24

67

2

24

20

73

63

12

18

25

13

20

53

43

56

42

23

61 

16 

114

22

24

36

37

18

32

100

31

51

148

63

112

78

107

171

35

144

61

67

99

107

52

15

75

18

31

95

20

56

36

84

110

19

30

40

43

63

70

33

0 ~ 24

3

1

0

0

0 ~ 24

25 ~ 48

49 ~ 72

73 ~

25 ~ 48

4

1

0

1

49 ~ 72

0

2

1

0

73 ~

1

1

2

0

50 100 150

30 60 90

1110  no.32



文｜聽力師  林淑芬

　　人工電子耳（以下簡稱「電子耳」）

手術的材料費用於 2017年 7月 1日正式納

入健保，讓 18歲以下持重度聽障證明（相

當於極重度聽力損失），且通過評估審查

的聽損兒童可以用非常少的金額植入。對

需要電子耳的聽損兒童而言，這意味他們

的家庭可以省下數十萬元的醫療費用，讓

原本因經濟因素而躊躇不決的父母不再猶

豫，或原本只計畫讓孩子擇一耳植入電子

耳，現在也開始考慮讓孩子植入雙耳電子

耳。因此過去幾個月不管是第一次要植入

電子耳，或已經自費植入一耳電子耳，現

在要考慮用健保植入第二耳的個案家長紛

紛前來詢問基金會聽力師：「我的孩子需

要雙側電子耳嗎？」

　　其實單耳還是雙耳助聽的問題在幾十

年前助聽器剛問世時就一直被熱烈討論，

而 Byrne（1980，1981）和 Ross（1980）

兩位研究員各自檢視了相當多的研究後發

現，在多數情形下雙耳配戴助聽器的效益

高過單耳配戴。人類生來便有兩個耳朵是

有其奧秘的，兩耳一起聆聽可以辨識聲源

方位、有更敏銳的聽覺、在吵雜環境中聽

得比較好等優勢，都優於單耳聽覺。因此，

相同理論也能應用在電子耳個案身上，許

多研究結果均證實不論是使用雙模式（一

耳電子耳和一耳助聽器）或是雙耳電子

耳，多數使用者的聲源方位辨識能力及在

噪音環境中的語音辨識率，皆比單耳電

子耳使用者來得好（Ching et al., 2014；

Litosvsky, Johnstone & Godar, 2006；

Mok, Galvin, Dowell & McKay, 2010），

和助聽器研究結果雷同。但到底是雙模式

好，還是雙耳電子耳效果好呢？本文將先

探討植入一耳或是兩耳電子耳皆要考量的

五個基本要素，最後再探討如何從這兩者

間選擇。

　　所有手術都需要列舉「適用條件」，

來協助個案了解自己是否適合進行該手

術。針對電子耳，該條件通常包含年齡、

聽損程度、聽力評估結果，以及聽覺系統

生理結構等。政府及各醫療單位都會訂定

各自認同的篩選條件，只是政府列出的條

件通常會和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綁在一起，

比較像是福利提供的門檻，台灣便是如此。

故一名個案可能適合植入電子耳，但不符

合福利補助標準，這表示他還是可以植入

電子耳，但必須自行負擔材料及手術費用。

　　少部分個案有耳蝸發育不全、聽神經細

小等結構上的問題，但這不表示這些個案絕

對不能植入電子耳，而是有構造異常的個

案，術後成效可能較差。若清楚了解術後成

效可能不佳，甚至沒有成效，也有備案計

畫，像是轉換溝通或學習模式，例如手語，

仍可以植入電子耳。因此，設定手術適用條

件除了有社會福利補助的規範外，也提供聽

損者及其家庭評估手術成效的指標與方向，

不該被輕忽。我國政府針對電子耳的補助

對象條件，可參考本期社服專欄。

　　電子耳是一種侵入式的輔具，且長期花

費遠比助聽器高，因此考慮植入電子耳前應

先試用助聽器 3~6個月，並做到以下五點，

可以幫助聽損兒順利地從助聽器轉銜到電

子耳。

1.

　　選配助聽器前，須先取得可靠、完整且

一致的裸耳聽力結果，並依照該結果選擇適

合的助聽器。符合極重度聽損需求的助聽器

都是各廠牌助聽器中增益量最強，使用 675

號鋅空電池的型號。待聽力師或助聽器選

配師依照聽力檢查結果調整好助聽器，且

孩子能穩定配戴不拉扯後，應該進行助聽

器效益評估。若成效佳，可進到第二步驟。

若成效不佳，則應調整增益量。使用助聽器

時，家長可同步為孩子安排手術前的評估，

兩者並不衝突。

2.

　　聽力正常和聽力受損孩子的語言發展

都需時間及經驗累積，沒有人一出生便會

說話。助聽器不是偶爾戴就好，而是要和

聽力正常孩子一樣，除了洗澡以外，所有

清醒時間都能穩定使用助聽器矯正聽力，

隨時清楚聆聽周遭語音和環境聲音，是非

常重要的起步。Walker等人曾經追蹤 38名

5至 7歲極輕至輕度的聽損者，發現他們每

天配戴助聽器的時間愈長，理解性字彙量及

文法結構表現愈好（Walker et al., 2015)。

極輕至輕度的聽損者如此，聽力受損更嚴重

的孩子更需要如此。國際知名小兒聽力師

兼聽覺口語教師Madell 和 Flexer（2008）

及 Cole & Flexer（2015）也提醒，人聽聲

音不是耳朵聽而已，而是大腦中樞中負責

聽能的區域在聆聽！人類大腦可塑性最佳

時期為 0至 3歲，年紀越小可塑性越高，

若能把握最佳時期，及早配戴輔具矯正聽

力，越有利於聽損兒童的聽力及語言發展，

反之則導致語言發展緩慢。因此，不管給

孩子的聽覺輔具有多麼昂貴，若沒有戴在

孩子的耳朵上，都是白費的。表一列舉嬰

幼兒及學齡孩子需要的睡眠時間，以及筆

者推薦的助聽器配戴時數供家長參考。

一個電子耳不嫌少，
兩個會不會更好？

 0~3

 4~11

 1~2

 3~5

 6~13

 14~17

 18~25

14~17

12~15

11~14

10~13

9~11

8~10

7~9

11~13 、18~19

10~11 、16~18

9~10 、15~16

8~9 、14

7~8 、12

7 、11

6 、10~11

 3~5

 4~7

 6~8

 8~9

10~11

 11~12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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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聽損孩子戴好助聽器，隨時準備好傾

聽後，他還需要有人給予優質的聲音刺激，

讓他有傾聽及模仿的對象。當孩子開始使用

聽覺輔具後，父母及其他家人們需要多跟他

說話，善用餵奶、吃飯、玩耍、換尿布、外

出等孩子精神好的時間跟他說話互動。若能

搭配聽語復健課程，有專業的老師、治療師

指導家長，更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人類

的語言發展順序為先聽再說，當家長開始

說，孩子開始留意聲音，他的大腦中樞已經

在接受刺激！唯有當孩子的聽覺獲得足夠刺

激，才能說得多、說得清楚。

4.

　　筆者曾經遇過幾個極重度聽損的孩子在

植入電子耳前因戴不住助聽器，父母放棄嘗

試，並直接安排植入電子耳。父母以為助聽

器成效不佳，或許等植入電子耳，孩子聽得

好後自然會願意配戴。然而，出乎意料之

外，手術後孩子仍不願意配戴電子耳！孩子

戴不住助聽器有許多原因，家長應積極幫孩

子找出原因，對症下藥。因為讓孩子穩定配

戴是重要的術前預備。孩子初期排斥助聽器

的原因多數為使用耳模／助聽器造成的異物

感，只要家長適當轉移注意力，多數孩子都

能在幾週內適應，並被豐富的聲音吸引。僅

少數為耳模瑕疵，或是助聽器調整不當造成

不適，在妥善處理後便能有效解決。基金會

的經驗也發現配戴過助聽器，且有聆聽經驗

孩子的術後適應，通常比沒有聆聽經驗的孩

子快。

5.

　　當聽損兒家長看到其他使用電子耳的孩

子聽說能力進步迅速時，難免會心動，覺得

似乎電子耳成效比較好。然而，不管使用什

麼聽覺輔具，起步都是辛苦的，孩子需要時

間適應。極重度聽損不代表沒有使用助聽器

的必要，經過不間斷的聽語復健，仍有機會

發展出基礎的聽說能力。如果使用助聽器

3個月後，聽力師及聽語復健教師評估成效

佳，個案也發展出符合他「聽覺年齡」（註

一）的聽語能力，那麼自然可以繼續使用助

聽器。反之，若使用助聽器 3個月後，聽力

師及聽語復健教師評估成效不彰，可以啟動

電子耳評估。所以，電子耳植入的考量除了

醫療，還要考慮聽力發展及教育。

　　不過，臨床上嬰幼兒評估確實挑戰，常

無法在 3 個月內完成所有評估項目，因此

評估建議通常定義為 3-6個月，允許家長及

專業人員有充裕時間觀察個案的發展、聽潛

能及溝通意圖，家長也有時間充分了解電子

耳。面對電子耳這樣侵入式的聽覺輔具，完

整評估及諮詢是必要的，即使心急於孩子發

展落後，仍切勿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倉促決

定。

　　電子耳納入健保看似減輕家長經濟負

擔，但長遠經濟負擔容易被忽略，植入電子

耳後的未來相關費用整理如表二。因目前健

保給付的聲音處理器都是較新型號，只能根

據過去舊產品經驗，推估耐用年限約 5 至

10年，但其個別差異非常大，依使用者的使

用習慣、保養頻率和品質不同，而有懸殊落

差。

　　雖然我們不樂見個案因經濟因素而被剝

奪植入電子耳的機會，但這是非常現實的問

題。就像買房子一般，健保署協助繳了頭期

款，但後續終身費用，包含耗材、保固費用、

聲音處理器更換費用、調頻及聽語復建等花

費，仍需使用者家庭自行負擔。若未來電子

耳衍生費用可能難以負擔，進行電子耳術前

評估時就需要謹慎規劃及支配金錢。除了定

期定額儲蓄積少成多，平時培養良好使用及

保養習慣也能讓孩子的聲音處理器延長壽

命，以減少開支。若家裡勉強能負擔一耳電

子耳的花費，那麼是否考慮讓孩子植入雙耳

或是第二耳電子耳，便需要三思。

　　多數家長在進行電子耳術前規劃時通常

想到的問題不外乎：去哪一家醫院？找哪位

醫生執行手術？使用哪個品牌比較好？但後

續的調頻及聽語復健也非常重要，而且需要

花費的時間、金錢與精力無法估算。植入電

子耳後，孩子不會馬上聽得清楚，並開口說

話，也不會在短時間內表現得跟成功見證的

使用者一樣好。植入電子耳後需要經歷一個

過程，見圖一。

　　從首次開頻，到往後無數次定期調頻，

聽力師皆需花許多時間及心思，幫使用者將

每個電極的聲音調到恰到好處，使其能聽清

楚生活中各式各樣的聲音。術後第一年會隨

著身體適應，容許電流量逐漸加大，第二年

後電流圖會逐漸穩定，但每隔一段時間（約

6~12個月）仍需要微調，讓聲音能夠維持清

晰度。電子耳就像一台鋼琴，需要定期調音，

才能讓音樂家持續演奏出優美及和諧的樂音。

待孩子較年長，且更能清楚表達，聽力師除

了能將電流圖調得更精準，還可以跟孩子討

論，並設定不同聆聽程式來滿足生活中各種

聆聽需要。

　　最後需要花最多時間的，便是不斷的聽

語復健。除了治療師上課時間外，還需要家

人每天大量語言輸入。依雅文基金會的經驗，

當一個家庭總動員，一起積極為電子耳植入

者做語言輸入，仍需要花大約 3年時間才能

讓一個年幼個案發展出符合生理年齡的語言

及口語能力。而即使當個案的能力逐漸追趕

上同儕，往後每年仍需定期評估來了解其聽

語能力是否維持，甚至進步，還是退步

了需要加強。這也是使用者一輩子要努

力的功課！假如個案及家人沒有或無法

積極參與聽語復健，便要有心理準備，

其術後成效可能因此大大折損。

　　電子耳從 70年代首例臨床病人至

今已發展得相當成熟，所有手術風險與

併發症皆能控制良好，但仍不是零風險

及零缺點。

　　植入電子耳後，若因健康因素需要進行

影像學檢查，如核磁共振檢查，仍有限制。

因電子耳植入體中有一顆磁鐵，導致使用者

不能隨意進行核磁共振檢查，近年設計已改

良，可容許使用者安全地進行核磁共振檢查，

但植入體附近仍會造成一區黑影，影響判讀，

取出磁鐵雖有改善，但仍無法完全避免。若

欲檢查的部位是在植入體附近，便會影響醫

生診斷。故術前若有已知的健康疑慮，建議

植入電子耳前先進行跨科會診。

　　電子耳無法幫助所有極重度聽損的個案，

特別是無聽覺神經及無耳蝸者。而耳蝸發育

不全、聽神經細小、嚴重認知及發展遲緩，

以及長期缺乏聽覺刺激等都可能造成個案術

後效益不佳，這些情況植入者及其家人都需

要在手術前清楚明白，並預備備案，做最好

的準備，但做最壞的打算。

$300,284~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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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入電子耳就像買了一張單程機票，一

旦植入，無法回頭，並限定了電子耳的品

牌，除非取出重新植入，否則無法更換品

牌，家長必須三思。但若因此認為雙耳植

入不同品牌電子耳就可以享受雙品牌優勢，

也非明智決定，因為除了配件無法共用，

還得奔波於兩家代理商之間，更無法享受

雙耳同步的優勢。目前電子耳和助聽器皆

在推廣雙耳同步的功能，若使用不同品牌，

聲音處理方式及處理速度等都無法同步。

　　最後再回到本文開頭問題，電子耳到

底一個就夠了，還是植入雙側更恰當？

Madell和 Flexer（2012）在談論兒童聽覺

輔具問題時，提倡兩個重要原則，一是雙耳

聽覺優先，二是個案每個耳朵的聽覺都需要

被最佳化。意思是並非聽損者有配戴聽覺

輔具就夠了，聽力師還需要確認每一個聽

覺異常的耳朵是否都配戴最合適的助聽器，

若有不足夠的，應該調整或更換，讓個案

的雙耳聽覺都獲得最好的矯正效益。

　　因此當猶豫到底雙模式好還是雙側電

子耳好時，應先個別確認左耳和右耳的聽

覺，依照第二要素中的五點注意事項，逐步

了解兩耳戴上助聽器後的聽覺是否都是最

佳化的？每個耳朵配戴助聽器的時間及所

獲得的聽能刺激是否充足？是否定期接受

評估確認各耳的配戴效益？如果以上答案

為否，聽力師及治療師需要幫使用者改善。

若答案皆為肯定，但助聽器配戴效益仍不

佳，那麼該進一步評估個案是否適合植入

電子耳。原則上，任何一耳有需要且通過

評估，便應該植入電子耳。

　　然而，現實生活中，並非每個雙側極重

度聽損的個案都需要植入雙耳電子耳，也並

非每個需要雙耳電子耳的個案家庭都有能

力長期負擔雙耳電子耳的費用，在此情況

下，單側電子耳或雙模式可能是更好的選

擇。尤其針對後者，許多研究也顯示若聽損

者有殘餘聽力，且助聽器和電子耳經過仔

細驗證，包括雙耳響度平衡，許多雙模式

個案展現出非常好的成效，例如：更好的

聲調、聲音情緒及音樂辨識（Giannantonio, 

Polonenko, Papsin, Paludett, & Gordon, 

2015; Luo, Chang, Lin, & Chang, 2014; 

Sucher & McDermott, 2009）。因此，綜

合Madell & Flexer（2008），Ching（2011）

及 Sammeth, Bundy, & Miller,（2011）的

建議，我們應該評估將電子耳植入哪一耳

能達到雙耳聽覺的最大效益？未植入電子

耳的耳朵若無任何可用聽覺，配戴助聽器

成效有限，與單耳使用電子耳的差異不大。

反之，若未植入電子耳的耳朵尚有殘餘聽

力，該耳便能繼續使用助聽器來刺激聽覺，

日後若經濟問題解決，該耳仍有機會植入

電子耳。

　　電子耳問世至今已逾四十年，效能不

斷提升，讓無法透過助聽器矯正及優化聽

力的聽損者有機會回到有聲世界。然而，

電子耳畢竟是侵入式輔具，且長期花費高，

手術前個案應優先確認助聽器已無優化空

間，並配合醫療團隊謹慎地評估再決定是否

植入。此外，個案及其家人應在充分了解的

情況下選擇電子耳品牌，並獲得完整產品資

訊，包括需定期替換的耗材及其衍生費用。

更重要的是，個案及家人必須了解術後仍

需定期接受調頻及聽語復健，才能優化電

子耳效能，讓使用者獲得最佳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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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側、雙側不同嗎？
談電子耳個案的聽語教學策略

文｜聽覺口語師  黃郁雯

　　2017年 7月 1日起，人工電子耳正

式納入健保給付的項目，補助 18歲以下

雙耳極重度聽損的孩子，這樣的政策，

對於聽損家庭來說，無異是一項福音！

　　不管是兩側電子耳或一側電子耳一

側助聽器，雙耳聆聽的模式都有各自的優

勢。當有兩耳一起聆聽時，可以幫助孩子

聽到更大的聲音，而我們的大腦也可以

利用兩耳接受到不同的聲音將語音訊息

及噪音分離，稱之為「雙耳靜噪 (Binaural 

squelch)」，使得孩子在噪音下能更容易

聽取訊息。另外，因為頭部阻隔所產生

的頭影效應 (Head-shadow effect)，可讓

孩子更專注聽訊號比較清楚的那一耳，

判斷聲音的來源。但這樣的雙耳聆聽模

式效益必須確認雙側聽覺輔具有足夠的

察覺能力（張逸屏，2015）。

　　在進入雙側電子耳的聆聽模式時，

聽損兒的家長往往會抱著高度期待，認

為孩子已有一耳電子耳的聽經驗，另外

一耳植入後應該能很快聽懂聲音、理解

聲音，甚至開口說話。但事實上，卻沒

有馬上看到效果，孩子也無法很快適應。

其實，只要聽損孩子有更換聽覺輔具，

除了給予持續性的聽語訓練外，同時必

須清楚了解孩子目前聽能發展的階段為

何，才能有正確的期待及給予合適的教

學計畫。語言及認知領域有其發展的順

序，聽覺能力也有重要的發展歷程 (見圖

一 )，了解這些歷程，才能適切地提升孩

子的聽能發展。

　　不管是單側或是雙側植入電子耳，

都必須考量聽損孩子不同的聽損程度以

及完整的術前評估，術後開頻仍必須給

大腦時間去統整及適應新植入耳的聲音

訊號，透過每一次調頻及大量語言輸入，

察覺到聲音後，讓大腦重新分析聲音、

理解聲音，最後才開口表達語言，這是

必經的過程，更需要時間累積。因此，

循序漸進地依照聽能發展歷程觀察及訓

練孩子，建立合適的期待，制定適合的

教學計畫，聽語訓練才能看見成效！

 

　　臨床上，多數雙側電子耳的孩子都

是先有單側電子耳的學習經驗，待第二

耳也植入電子耳後，家長經常緊張地表

示：「單耳和雙耳的聽語訓練是否會不

同？」。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教學

技巧與原則沒有改變，但要特別重視「分

耳訓練」以及「雙耳整合」的重要性。

　　如果雙耳植入電子耳的時間不同，

電極在雙耳耳蝸上的位置可能也不盡相

同（張逸屏，2015），或是植入的廠牌

不同，便須重新適應不同的聆聽模式及

機體操作方式。為確保雙耳聽到聲音的

時間同步性和音量的平衡，分耳訓練是

必要的，需要時間讓新的電子耳側適應

新的聲音，使大腦逐漸能夠整合聲音（張

逸屏，2015）。因此，以下針對不同面

向提供幾點聽語教學策略：

 

　　單側電子耳轉換成雙側電子耳後，

除了需持續分耳調頻，也應調整兩側電

子耳配戴的時間。第二耳開頻後，可先

單獨配戴第二耳，將舊時第一耳的教學

目標或是舊的能力拿出來複習及訓練，

並在安靜環境以及近距離的情況下，學

習聽聲音。

　　但也不要強迫孩子長時間只配戴新

植入的電子耳，應採漸進式的拉長配戴

時間，避免孩子因為不適應而排斥配戴

新植入的電子耳。而在吵雜環境中 (例如：

學校 )，則建議雙耳配戴，以幫助其學習。

若新的電子耳那側在單獨配戴練習時已

能適應聲音並且恢復其原本的能力，則

可恢復雙耳配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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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幫助孩子建立使用新植入電

子耳傾聽的習慣，因此，當進行該耳配戴

的時候，遵循上述所談到的聽能發展歷程

（詳圖一），隨時提醒孩子注意聽聲音及

連結聲音。除了環境音或是有聲玩具聲音，

也可利用雅文基金會根據中文特性所發展

出來的檢測工具──「雅文檢測音」，包含

「ㄨ、ㄜ、ㄚ、ㄧ、ㄑ、ㄙ」六個涵蓋中

文語音頻率的聲音，進行居家聽能的監控，

觀察孩子在每一次調頻後，不同頻率帶的

語音察覺或辨識能力是否有進步。

　　針對剛植入新的人工電子耳那一側，須

先複習之前的能力，再建立新的能力。因

此，可從舊的教學目標開始學習連結語音，

並將目標運用於日常生活中，讓孩子在自然

並且有意義的環境中更快學習及適應，譬

如可從每天的例行活動開始，像是：刷牙、

洗手、吃飯的時候，或是去公園玩等等情

境，均可輸入新舊語言！

　　設定學習目標時，必須考量孩子的發

展及程度，也須依據輔具配戴的年齡來設

定目標，避免給孩子過於困難或是簡單的語

言！建議先以熟悉及較好察覺的聲音開始，

讓孩子有成功的經驗；而當孩子聆聽習慣

或反應未建立穩定時，應以鼓勵、教學取

代測試。

　　剛植入新的人工電子耳時，不要急於

要求孩子表達或是不斷糾正其發音，也不

要過度讓孩子進行無意義的仿音，因為大腦

還在整合及記憶聲音。當孩子聽能力尚未

穩定建立時，建議暫時不要要求孩子表達或

是說得清楚，一樣要依循聽能發展的歷程，

循序漸進給予音節或是詞彙的練習。

　　此階段應該將重點放在聽經驗的累積，

加強新植入耳那一側的聽辨能力。若仍說不

清楚，可運用「聽覺三明治」技巧，先請孩

子注意聽，再搭配視覺提示，最後回到聽，

讓孩子練習發音。針對雙側植入人工電子耳

的孩子，建議於訓練的前半年不要求孩子說

清楚，而是累積雙側電子耳大量聽清楚的

經驗。當後續說不清楚時，進行分耳測試，

確認是哪一耳聽不清楚，視需要再調整。

　　開頻後，建議可以使用「雅文檢測音」

進行分耳居家檢測，觀察孩子在不同距離

下的聽反應，例如：只先配戴一邊輔具進

行檢測，再戴雙耳輔具觀察差異變化。也

可使用日常生活的環境音、玩具的聲音或

是使用其他語音來觀察聽能反應，將觀察

到的狀況詳細記錄下來，若發現孩子在本

來能察覺到的距離內沒有反應，或是反應

有異常，則須回饋給調頻的聽力師，請聽

力師有效調整，即時解決問題。

　　雅文基金會的家長可以使用《聽力日

誌》詳細記錄調頻之後兩耳聽能的表現，

而且每一次調頻的資訊和程式都必須記錄

及留存檔案，其他相關專業人員也可以透

過家長的紀錄來了解孩子目前聽的狀況。

　　無論是先後植入或是同時植入，都需要持續性的聽能追蹤及聽語訓練。若是雙耳同時

植入，可同時雙耳一起訓練，但後續需要時間確認並且評估兩側分別的聽覺能力；先後植

入的教學策略如同本文前述內容，一開始需分耳練習，從基礎或是原先有的能力進行加

強，後續再漸進式的雙耳整合及訓練新的能力。先後植入和同時植入的聽語教學差異，可

參考表一。

　　不論是單側或是雙側植入人工電子耳，新植入的那一側對孩子來說，是全新聽的體

驗，即使另外一側已有人工電子耳聽的經驗，每一個孩子開頻後對於聽音的反應都不一

致，仍需要三至六個月的適應期。因此，當孩子還在學習雙耳傾聽的時期，家長及跨專業

團隊的介入與陪伴是成功的關鍵！團隊為聽損孩子共同設計適切的個別化介入計畫、定期

追蹤聽力與聽覺能力狀況，及持續性的聽語訓練，才能讓雙耳聽的表現達到最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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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耳納入健保後 

談資源使用與術後課題

文｜社工師  陳俐靜

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2017

年 7月 1日起施行人工電子耳健

保給付，同時，社會及家庭署仍持續對

電子耳提供輔具補助。針對健保給付和

社家署補助雙軌並行的情況，本文整理

比對兩者，好讓家長與專業人員能更清

楚地判斷並獲取適切資源。此外，術後

課題不容忽視，文中並將提出實務上的

觀察。

　　電子耳價格不菲，過往人工電子耳

的補助均依照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

基準表（2012），若聽損者的聽損程度、

生理構造符合條件，依據家庭經濟資格，

可獲得不同補助金額。目前針對人工電

子耳，政府提供另一項資源，健保署於

2017 年 6 月 7 日公告，並自同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未滿 18 歲患者且符合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人工電子耳手術（人工耳蝸植入術）」

所訂適應症（2017），由健保給付材料

費，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讓兒童順利

植入電子耳並接受聽語復健。由於社會

及家庭署補助和中央健保署給付是同時

施行，許多家長對於現行制度表示疑惑，

兩者差異可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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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適切的聽能輔具、定期追蹤聽力，以

及合宜的教學，更能讓聽損兒聽語溝通無礙。

這項觀念在民間團體和家長們的推動下，政

府已逐步修法保障及提供聽損相關福利與服

務，健全聽損兒的福利資源，加速聽損兒的

學習與成長。人工電子耳材料納入健保給付

項目，讓正處於學習黃金期的孩子們及早獲

得適切輔具，幫助 18歲以下聽損生有效學

習，也減輕家長們的經濟壓力及機構募集聽

能輔具款項的壓力，對家長和聽語教學單位

是一大福音。

　　家長與專業人員了解政府針對人工電子

耳的各項資源，才可避免耗費許多時間尋求

協助，也無須擔心錯失申請政府資源的機會，

家長更不用再獨自承擔經濟壓力。然而，電

子耳耗材價格昂貴，使用久了超過保固期間，

一旦耗材損壞或老舊不堪使用，便需要自費

更換。因此，家長及使用者們平日應儲蓄耗

材經費，以替將來維修或汰舊換新預先準備。

　　植入電子耳的人數持續增加，因此衍生

相關課題。以雅文基金會為例，2017 年下

半年度植入電子耳的個案人數較以往增加一

倍，正在評估植入電子耳的個案人數也持續

增加中。由於需求者眾，個案於醫院安排電

子耳手術的等待時間由過去平均 1至 2月，

延長到 3至 6個月左右。未來值得關注的是，

醫院在有限人力下，能否提供適切的電子耳

調頻頻率，以符合聽損生的需求與學習。

    綜上所述，植入電子耳是一個聽的開始，

重視並安排孩子定期接受電子耳調頻、聽力

追蹤，及聽語訓練，是家長和專業人員共同

面對的課題。運用政府資源解決難題，持續

的聽語教學及聽能管理依然不可或缺，持續

討論、堅持訓練，家長與專業人員共同合作，

聽損兒才能順利通往有聲世界。

2012 7 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

aspx?PCode=D0050060

2012 7 10

1015933764 https://repat.sfaa.

gov.tw/system/subject/inside_01.asp

2013 7 1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

LawContent.aspx?PCODE=L0020178

12

2017 6 7

1060057585 https://www.nhi.gov.tw/BBS_

Detail.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590

&s=610D3420E334D5EF

　　因應中央健保署施行未滿 18歲且符合人工電子耳植入條件者，給付人工電子耳植入

體和語言處理器。不少極重度聽損兒的家長興起讓孩子植入人工電子耳的念頭，許多專

業人員也因此面臨聽損兒家長的疑問，以下即以雅文基金會家長們的常見問題為例，整

理相關解答，如表二。

　　從表一可知，社會及家庭署對人工電子耳的補助金額是依據家庭經濟條件核定，聽

損家庭仍須負擔或籌措剩餘的款項。而 2017年 7月 1日中央健保署針對未滿 18歲符合

電子耳植入條件之聽損者，給付人工電子耳植入體和語言處理器的費用，大大減輕聽損

家庭的經濟負擔。家長與專業人員可評估選擇合適的資源，分別依照圖一的流程申請。

　　目前政府相關單位考量健保已給付未滿 18歲聽損者植入電子耳，故未來擬修正身心

障礙者輔具補助基準表，亦即社會及家庭署的電子耳補助年齡規定可能從原定的不限年

齡，修改為補助 18歲以上者。專業人員與聽損家庭可密切留意相關修法資訊。

Q1

Q4

Q2

Q5

Q3

Q6

Q7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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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雅文基金會老師設計的教學目標是

和廚房相關的詞彙，像是煮、洗、擦等動詞，

祐瑋在玩扮家家酒遊戲時，大人們都陪在旁

邊，配合著祐瑋的動作，重複說著教學目標

詞彙，久而久之祐瑋也自然說出「煮好了」、

「阿婆吃」等語言。在自然的互動情境下教

學，孩子不只會說，也更能理解這些詞彙的

意義。

　　沒多久，祐瑋媽媽挺著懷孕的大肚子緩

步走下樓，原來這天祐瑋媽媽向公司請假，

正在等我們到來。吃過午餐，媽媽拿出繪本

跟祐瑋邊玩邊教學，媽媽問祐瑋：「你找找

櫻桃在哪裡？哪一個是櫻桃？」祐瑋不只能

正確指出櫻桃，也知道不同水果的名字。

　　祐瑋的聽力損失程度是中度，媽媽說：

「他剛出生時學說話的速度比同年紀的小朋

友還要慢，以前幾乎不太會說話，結果現在

話比別的小朋友還要多。」祐瑋 11個月大就

跟著爺爺、爸爸和媽媽一起到雅文基金會上

課，雅文的老師不只提供示範教學，更會和

家長們討論回到家後如何運

用各種生活情境，和孩子做

延伸教學。

　　我們去探訪的時候，祐

瑋才 1歲 9個月，他懂得的

詞彙量已經比同年齡的小朋

友還要多很多。多虧家中大

人們積極投入，爺爺白天和

祐瑋說話，爸爸、媽媽晚上

下班後接力教學，依照雅文

基金會老師設定的教學目標

和示範活動來教導祐瑋，孩

子才能進步這麼多。

　　祐瑋還正在邁向聽說流暢的路途中，未

來仍要繼續學習。雅文基金會裡還有許多聽

損兒家庭，他們各自經歷不同的過程，但都

相同抱持著讓孩子聽說自如的目標。至今已

有數千個聽損兒家庭從雅文基金會「畢業」，

像活潑愛笑的詰蔓，他們幾乎都能進入一般

學校，透過聽和說，來學習、探索和發展。

一
走出造橋火車站，就看見祐瑋和爺爺

祖孫兩人。祐瑋的爸爸媽媽都是上班

族，白天由爺爺照顧祐瑋，不放心祐瑋自己

在家，爺爺帶祐瑋一起出門幫我們帶路。

　　前往祐瑋家的路上，我們經過一座公

園，爺爺熱情地跟我們分享他平日帶孫子到

公園玩時怎麼教導祐瑋，祐瑋爺爺：「我都

會跟祐瑋邊玩邊講，像是『祐瑋玩溜滑梯，

祐瑋溜∼』」，經過養狗的鄰居家，他也持

續跟祐瑋說話：「汪汪在睡覺，祐瑋下次再

跟汪汪玩」。爺爺相當積極，不放過任何替

祐瑋輸入語言的機會。

　　一到祐瑋家，我們看見客廳裡有許多小

朋友的玩具和教具，有廚房玩具、有聲書及

圖卡，這些都是祐瑋的爸爸媽媽平時進行教

學活動的教材。爺爺也會跟祐瑋玩扮家家酒

遊戲，就連住在隔壁的鄰居婆婆也會拿自家

種的蔬菜來讓祐瑋假裝「煮」給鄰居婆婆吃。

雖然白天父母上班沒陪在孩子身邊，但爺爺

還是替祐瑋建構自然且豐富的說話情境。

圖
．
文  

宣
導
教
育
部

聽
！
祐
瑋
在
說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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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雅文基金會北區中心成立還未滿兩年，

當時才四歲的黃昱銘跟著母親，每週往返桃園、台

北，學習「聽覺口語教學法」。母親除了在黃昱銘小

時候每天反覆教他說話，孩子就學後的大小事也多由

母親出面與校方溝通。

　　十多年前，沒有幾位教師知道「FM無線調頻系

統」，這套系統需要老師配戴麥克風、學生使用接收

器，效果可讓聽損生更清晰地傾聽教師講課的聲音。

多虧黃昱銘的母親誠懇溝通，父親也親筆寫信給學校

教師說明孩子為何需要 FM系統，所以教師們大多都

能配合使用。

　　直到黃昱銘升上國中一年級，第一次遇到科任教

師拒絕使用 FM系統，家長和班導師先後溝通都無

效。在大人們都無計可施之際，黃昱銘鼓起勇氣，獨

自向那位教師說明自己為什麼需要 FM系統，把他聽

到的課堂狀況描述給科任教師聽，這才讓科任教師點

頭同意使用 FM系統。那次經驗讓黃昱銘學到，誠懇

地讓他人了解自己的狀況，更有機會替自己爭取到合

理的權益。
　　從黃昱銘有記憶以來，母親

時時刻刻都在陪他練習說話。即

便他長大了，母親仍常跟黃昱銘

聊天，只要他口誤或發音不標準，

母親便會及時糾正。所以黃昱銘

很清楚，他之所以能流暢溝通，

母親功不可沒。「影響我最深的

人應該是我媽媽」，母親不僅替

黃昱銘開啟有聲世界的大門，也

促使黃昱銘積極拓展交友圈，影

響他大學選讀心理相關學系。

　　黃昱銘說：「我媽的職業是

保險業務員，小時候常跟我媽拜

訪客戶，她可以跟別人聊得很熱

絡，覺得她的溝通和社交能力很

強。她還是生命線的諮詢志工，

要當志工得先通過很多訓練和考

核，真心覺得我媽很厲害！」

　　受到母親影響，黃昱銘早早

就決定志願，高中時期參加新竹

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舉

辦的營隊，他也透過身心障礙學

生升學考試，錄取該學系。黃昱

銘的大學生活相當忙碌，除了課

業學習，他也參加系上學生會，

擔任副文書組長；加入諮商中心

志工團，擔任出版組組員，累積

許多課外活動經驗。

　　由於個性內向，黃昱銘即使

參加課外活動，也選擇幕後工作。

為了向母親看齊，他決定擴大社

交舒適圈，黃昱銘報名全球最大

國際學生領導組織 AIESEC 於清華

大學的分會。通過面試後，他負

責在新竹教育大學推廣國際志工

計畫，在說明會介紹計畫內容。

黃昱銘更擔任系上送舊和謝師宴

活動的活動組及公關組員，負責

聯繫邀請來賓、籌備節目內容，

溝通協調的能力因此增加不少。

　　在學期間，黃昱銘曾向某連

鎖企業投遞兼職履歷，當時未獲

得回音。碰巧，黃昱銘畢業時，

該公司釋出聘用身心障礙者的職

缺，他再次挑戰，這次順利通過

團體面試，成為正職門市店員。

　　除了商品上下架，及開店前

的準備工作，黃昱銘也經常解決

顧客問題。位在台北市鬧區的門

市人潮眾多、環境嘈雜，若顧客

說話聲音較小聲，黃昱銘便容易

聽不清楚。遇到類似狀況，他不

會推諉責任或讓同事代勞，反而

積極向客人確認訊息：「如果不

確定客人說什麼，我會先把我聽

到的，加上看得到的線索綜合在

一起，再問客人是不是我推測的

意思，如果不是的話，就禮貌地

請客人重複一遍，溝通上沒什麼

大問題。」

　　不料，黃昱銘配戴多年的助

聽器故障了，有好一陣子沒辦法

聽清楚。考量工作需要與人溝通，

不能沒有助聽器，黃昱銘於是辭

去門市工作。選配新助聽器之前，

他回到雅文基金會接受聽力檢查，

向聽力師諮詢，最後挑選一付內

建「聽電話程式」的助聽器，改

善以往聽不清楚電話的問題，幫

助他在職場有更好的表現。

　　黃昱銘現在於一家金融集團

旗下公司擔任總務人員，公司裡

舉凡設備叫修添購、名片印章等

總務工作均由他處理，和同事、

廠商間的聯繫也沒少。「以前在

門市上班因為商品代碼都是一長

串數字，用電話聽和說會不清楚，

所以害怕接電話。」如今，助聽

器有聽電話功能的加持，輔以電

子郵件和傳真交換訊息，黃昱銘

的職場溝通較以往更加順暢。

　　這份新工作剛展開沒多久，

只要黃昱銘繼續抱持積極的工作

態度、誠懇地與人溝通，我們便

能期待看見他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黃
昱
銘
：

我
聽
損
，
我
替
自
己
發
聲

因
為
中
度
聽
力
損
失
，
黃
昱
銘
從
小
就
知
道
不
能
一
直
依
賴
父
母
，

必
須
替
自
己
發
聲
。
成
長
經
驗
造
就
他
不
逃
避
困
難
的
韌
性
，

面
對
職
場
上
的
挑
戰
，
黃
昱
銘
不
會
因
為
聽
不
清
楚
而
迴
避
責
任
，

反
而
讓
顧
客
、
同
事
了
解
他
的
狀
況
，
不
僅
完
成
工
作
，

也
使
更
多
人
了
解
如
何
與
聽
損
者
溝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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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同學會」

Alana與聽損大朋友分享過來經驗

圖｜王延華     文｜宣導教育部

這是一場特別的「同學會」，主辦人是雅文基金會的第一位聽損小朋

友，也是雅文基金會創辦人倪安寧女士的女兒─Alana 鄭雅文。她和

幾位小時候也在雅文基金會學習聽和說的聽損大朋友交換成長經驗與

心得，將她的過來經驗，分享給正在面臨挑戰與困難的聽損大朋友。

Alana（以下均為英翻中）：因為我自己也是聽損，

所以我知道聽損會帶來好的經驗，也會帶來不好的經

驗，有沒有人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經驗？

易展：我現在做倉儲工作，因為溝通上的誤會，曾和

同事發生爭執，彼此都不開心。

奉圜：我現在還在讀大學，在資源教室打工，老師和

同學都知道我的狀況，所以工作時不太會遇到問題，

彼此間還會互相幫忙。

Alana：我在澳洲的時候曾經替某個品牌工作，經常

接觸陌生人，剛開始沒有跟他們表示我有聽損，有時

別人問我問題，我沒回答，他們會說：「你是怎麼了？

怎麼不回答？」後來跟人首次見面說完我的名字後，

我馬上就會告訴他我有聽力損失，這麼做以後，別人

說話時會盡量面對我，事情會進展得更順利。

欣薇：但如果是大家一起開會的話，事後看會議紀錄

才知道大家在討論什麼，開會時因為聽不清楚，只能

發呆。

Alana：會議確實是一大挑戰，我也常束手無策。開

會時大家說話速度很快，開會中不可能要求別人講慢

一點，等隔壁同事重複完，大家已經討論到下個議題

了。多次下來，我學到三件事：一、做筆記，寫下

自己聽到了什麼；二、會後詢問他人，看看自己是

不是漏聽了什麼，也把筆記裡的疑問拿出來問同事；

三、有時候細節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大方向，像是

目標、決定事項和結論。有時候太過在意別人講了什

麼，反而會忽略結論，看到全貌比細節還重要。

榮蓁：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聽不懂時我常請她重

複講給我聽，有天我又請他重複講，她卻很生氣地對

我說：「妳那是什麼爛聽力，妳應該要換一個助聽

器！」她後來有跟我道歉，但那次讓我覺得很沮喪。

Alana：我去過很多國家，因為每個國家的腔調不一

樣，我也經常要請別人再講一次，這時候我最不喜歡

別人跟我說沒關係或不重要。如果彼此間有不好的情

緒，暫時離開，等到情緒比較平復後，再來解決問

題。

榮蓁：小學時期的我比較自卑，不想讓別人看到我的

助聽器，遇到人際相處問題，晚上我會自己偷偷哭，

長大後才開始學習面對自己的缺陷。

Alana：當我還小的時候，我曾經是學校裡唯一的聽

損學生，同學因為這樣而不跟我做朋友，我難過得回

家哭泣。當時我姊姊對我說：「有什麼好哭的，每個

人都會經歷困難，妳不是唯一一個覺得自己跟別人不

同的人。」後來想想，每個人在青少年時期都想跟別

人一樣，這是成長必經過程。現在的我不會想跟別人

一樣，反而覺得自己是很特別的。

欣薇：求職面試的時候，面試官常問我能不能接電

話，因為這樣經常被拒絕。

怡萱：我也只跟家人或好朋友講電話，我比較熟悉他

們的聲音，聽不懂的時候，他們也比較能體諒。

Alana：我也覺得講電話很難，但我們可以把工作建

立在其他強項上。我以前也不太能接聽電話，但是我

放大其他專長成為我的優勢。我以前是品牌團隊裡最

熟悉品牌資訊的人，我也讓同事知道我不太能接電

話，我的名片還印著「請用 line、簡訊或 E-mail聯

絡我，請不要打電話給我」，就算別人覺得這樣寫很

奇怪，也沒關係，把工作做好更重要。

整場同學會，Alana分享許多她如何調適自己的心

態、調整自己的做法，她也鼓勵聽損大朋友在遇到

聽不清楚或是其他困難的時候，積極說出自己的需

要，她說：「If  you don't do it for yourself, no one 

will.」沒人比自己還清楚處境和需求，不依賴他人，

才能培養出自己的能力。

出席的「同學」有：李欣薇、林怡萱、林家文、吳榮蓁、鄒易展及謝奉圜。

他們擁有不同的聽損程度，各自運用聽語溝通能力一路學習、成長，如今在

學校和職場上擁有自己的一片天。

剛開始大家都非常害羞，Alana率先提問，為這場同學會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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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們拜訪了幾位小時候曾在雅文基金會學習聽和說

的聽損大朋友，從他們分享的成長故事，可以聽見他們獨立

自主後的喜悅與驕傲。然而，我們也聽聞這些令人心疼的話。

「課堂小組討論時，我聽不清楚同學們在說什麼，

所以也不知道怎麼表達想法，只能坐在那裡，沒辦

法跟大家一起討論。」

「我聽不清楚朋友說什麼，於是請他再說一次，但

他的表情看起來很不耐煩，那次以後我就不好意

思再麻煩他了。」

　　任何人都曾經聽不清楚或沒聽懂他人說的話，對於聽覺

沒那麼敏銳的聽損者而言，聽人說話更常是種挑戰。為幫助

在有聲世界裡努力學習、工作、追求自我實現的聽損大小朋

友們，不讓溝通不良阻礙他們發揮，雅文基金會推出「溝通

新態度」系列宣導活動，喊出「心裡有對方，話就說得通」

口號，要喚起社會大眾認同「有效溝通應考量溝通對象的需

要」，進而同理聽損者，並了解與聽損者口語溝通時，如何

提升溝通品質、促進溝通效果。

　　雅文基金會先於網路推出宣導短片及網站，將聽損者較

常面臨的溝通挑戰置入劇情短片及趣味漫畫，加上如何與聽

損者溝通的詳細說明，使民眾更加認識如何適當與聽損者口

語溝通。

　　此外，雅文基金會也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舉辦宣導活動，

以「聽損體驗」為主題，設計闖關遊戲，讓民眾體驗在吵雜

環境下傾聽語音的困難，並嘗試運用不同技巧來傳達訊息。

　　四位小時候在雅文基金會學會聽和說的聽損

大朋友林以婕、林怡萱、謝承剛及黃昱銘更擔任

志工，向民眾解說 DIY活動方式，民眾不僅能活

用學到的聽損溝通技巧，也從與他們的互動中了

解聽損者也能擁有流暢的聽語溝通能力。

　　同為極重度聽損的李宇恩和 Alana鄭雅文也

出席活動，分享她們遇到溝通不良的狀況時，會

如何處理。李宇恩指出，在吵雜環境中容易聽不

清楚，但她學會替自己表達需求，像是請對方換

句話說，如此才能聽清楚別人說的話；或是把自

己理解的意思說出來，藉此確認訊息。

　　Alana也有相似看法，她認為正因為聽力損

失是隱形的障礙，因此聽損者更應該說出自己的

溝通需求，因此她每次自我介紹時都不避諱讓大

家看見她的人工電子耳，也主動告訴別人怎麼和

她溝通。

　　隨著早期聽語訓練普及，愈來愈多聽損兒有

機會以口語為主要溝通方式，當他們長大，他們

努力地想讓人們了解如何和他們溝通，但溝通從

來不是單方面的事，反過來，人們也可以了解如

何與聽損者口語溝通。

　　若您的身邊有聽損者，或即使對方聽力正

常，但因各種原因而聽不清楚，皆可參考下表，

您將會發現，一些微小的動作就能讓訊息交換不

打折、溝通順暢沒煩惱！

「溝通新態度」宣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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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抖山大冒險》桌上遊戲
  20分鐘，讓孩童體驗如何「好好溝通」
圖．文｜宣導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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