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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使生命動聽》改版 深入書中主角採訪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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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超人父母

聽力專欄
聽能管理壓力知多少

社服專欄
給聽損兒家庭的壓力處方箋

教學專欄
正面迎對教導聽損兒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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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損兒家庭的壓力及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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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翥蜉ጱ扖

這頭大聲說：『聽我說』。那頭手一攤，竟

說：『聽嘸』。

兩位雅文的小朋友經過「聽覺口語法」的訓

練，說話很清楚，聽力也非常好，怎麼會出現

這種雞同鴨講『聽嘸』的情況呢？其實不僅是

先天聽力不好的小朋友之間可能存在這種對話

問題，我們一般人也常常陷入類似溝通不良的

情況。

因為我們往往忘了，要能聽懂，除了聽清楚

之外，還得用「心」聽；溝通不光靠嘴巴跟耳

朵，而是要運用「三心」。本期的內容恰可用

來舉例說明此溝通三心。

同情心

想把對方的話聽進心坎中，先得同情對方背

後的壓力，瞭解其溝通動機。

例如，聽損兒童的家人們都承受著巨大的壓

力，必須先同情他們所承受的壓力，才會願意

理解其壓力來源，進而進行有效的雙向溝通，

討論出適合的解決方案。這期的主題是聽損兒

其家人的壓力，便是向大家介紹這些「超人父

母」的種種壓力來源及解決方法。

同理心

想用心聽，先學西諺所說，穿對方的鞋子；

同理心就是設法想像、並揣摩對方在各種處境

的問題及感受。

例如，聽損小朋友跟父母們都要經歷不同的

發展階段，在各階段又存在不同困境。我們邀

請雅文的研究、教學、聽力、社工同仁，從不

同面向提供小朋友及父母們，面對各階段性問

題時的對治方法。此外，新版的「愛，使生命

動聽」新增了幾位聽損兒的追蹤報導，邀請各

位同理他們17年來的成長心路歷程。

平等心

想真心聽，先得平等看待對方；平等心就是

己所欲，則施於人。既然被人聽見、被回應、

被尊重是每個人所渴望，那麼我們應該先耐心

聽，積極回應，互相尊重。例如，使用社群通

訊軟體時，自己發出的訊息被「已讀不回」是

哪種滋味？本期特別介紹「用心聽，好好說」

Line貼圖的創作現場。這套由雅文小朋友和「

畫話+設計事務所」合作設計的貼圖適用各種

Line對話的情況，希望能夠即時提醒您在溝通

時，除了要好好說，別忘了先用「心」聽。

謝謝您讀完這篇手記，謝謝您用『心』聽我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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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超人父母 
談家長在聽損兒童
早期生涯扮演的角色

　　在家庭系統的架構與概念中，家

庭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乃是不可分割

的，因而，家中若有某一成員是身心

障礙幼兒，其影響的絕非幼兒個人本

身，而是意味著家庭系統內的互動可

能 改 變（Frantz, Hansen, Squires, & 

Machalicek, 2018）。身為聽損兒童的家

長，從得知孩子聽力損失的事實，到接

受、面對、正向看待孩子的優勢能力，

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事。然而，孩子的成

長只有一次，儘管不容易，卻也唯有賴

家長發揮為父則剛、為母則強的韌性，

積極在自然情境中與聽語教學團隊合作，

方能帶給聽損孩子學習良好聽語能力的

最大可能（Yoshinaga-Itano, 2014）。

　　然而，聽損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可能

是其他家人或重要他人，不必然僅限於

父母親。有鑑於此，本文採用「家長」

一詞來取代「父母」；接續，首先由家

長在聽損兒童早期生涯的陪伴角色，探

討聽損兒童從嬰幼兒成長至青少年期，

家長可能面對的挑戰；其次由研究上歸

納家長對於聽損兒童聽語學習的影響角

色，期能鼓舞家長正視自己對於聽損孩

子學習與發展的重要性，也儘速調整自

身心態與步伐、成為聽語教學團隊好夥

伴，以共同為聽損兒童更好的學習努力！

ॐ牏褛֎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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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聽損兒童而言，從小到大所接觸

到的早期療育團隊、不同求學階段的師長

或專業人員，皆是不斷來來去去。唯有

家庭，是千絲萬縷的長久存續關係，並

能持續陪伴聽損兒走過不同的生涯階段。

因此，提升家長的能力與強化家庭功能，

使其成為聽損兒童日常生活中學習聽和

說的主要教導者，將有助於聽損兒童在

自然的情境中發展聽語能力（Zaidman-

Zait, Most, Tarrasch, Haddad-Eid, & 

Brand, 2015）。

　　在陪伴聽損兒童成長的過程中，家長

面對孩子所處的階段不同，其需要面對

的議題和挑戰也可能有別。綜合文獻（林

桂如，2014；Leal, 1999），可知對於家

有聽損兒童的家長而言，在嬰幼兒時期，

主要需要面對與接受診斷為聽障的事實、

通知他人診斷的結果、調整對孩子的期

望、提供符合孩子生理需求的支持、回

應他人的反應與處理依附關係等；在小

學時期，主要面臨轉銜、參與個別化教

育計畫、承認孩子與一般同儕的差異、

接受孩子生心理發展可能的不一致與處

理來自孩子同儕的反應等；青少年時期，

家長則普遍面臨關於孩子性別議題、可

能的同儕隔離與拒絕、孩子對於獨立自

主需求的增加與轉銜至成人期等議題。

筆者繪製如圖 1所示。

　　對於聽損兒童家長而言，了解聽損

兒童邁入不同時期可能面臨的議題與管

理這些可能的壓力源，學習幫助孩子正

向面對、接受與處理不同的挑戰，將能

作為孩子在接受療育服務和進入國中、

小學後最堅實的後盾。

聽語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林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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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參與往往被視為是預測兒童早

期成功和發展至成年期的最重要因素，

當家庭能營造一個正向的支持環境，讓

孩子生理和心理發展的健全，並與孩子一

起設定可達成的目標，將能促進他們發

展優勢與能力，與他們一起努力去完成。

基本上，家長參與對身心障礙孩子和家

長本身皆具有實質益處：（1）對孩子：

能確保接受到合適的教育；增進學習表

現；促進畢業後的生活適應；（2）對家

長：能學習教導孩子學習的技巧；增進

家長行為管理與溝通能力；改善家長情

緒、提升自我價值；促進正向親子關係，

改善家庭壓力（Frantz et al., 2018）。

　　目前研究普遍支持藉由良好的親子

互動，與家長營造豐富、高度支持的聽

語學習情境，將有助於提升兒童的語

言 能 力（Cruzado-Guerrero & Carta, 

2006;  Girolametto & Weitzman, 2006; 

Hancock & Kaiser, 2006），且與兒童

的語言和讀寫能力表現具有顯著相關

（Kummerer & Lopez-Reyna, 2009）。

對於聽損兒童而言，自新生兒聽力篩

檢、確認聽力損失的程度，到接受療育

的過程，經由良好的家長參與（parent 

involvement），不僅可提升自身的教養

能力，亦有助於兒童本身聽語能力的發展

（Downs & Yoshinaga-Itano, 1999）。

　　研究上，家長參與早期療育對聽損

幼兒的重要性，多聚焦在探討孩子的語

言和社交溝通能力發展的影響（Quittner 

et al, 2012; Moeller, 2000; Yoshinaga-

Itano & Sedey, 2000; 2014）。 如： 家

長在兒童早期療育中的教養行為和參與

度，對孩子的口語發展具有顯著影響

（Quittner et al, 2010）；家長與聽損

孩子互動時的詞彙能力，與孩子的語

言能力具有顯著相關（Stallings, Kirk, 

Chin, & Gao, 2000）；為促進幼兒早

期聽語發展，對於年幼或初期配戴助聽

器或人工電子耳的聽障幼兒，藉由家長

高質量的互動語言引導，能明顯幫助幼

兒提高訊息接收的辨識度、發展適當的

溝通能力（Easterbrooks & Estes, 2007; 

Estabrooks, 2006）；藉由家長高積極度

地參與早期療育，除了能激發聽損幼兒

聽覺的潛能之外，更能積極預防日後可

能因聽障衍生而來的社交情緒或語言等

問題（Calderon, 2000）。

    另一方面，學者亦呼籲低度的家長參

與和五歲聽損幼兒的語言發展遲緩有顯

著相關，尤其是晚期接受療育的聽損兒

童，這樣的相關性更形明顯（Moeller, 

2000）。故當家長能積極參與療育，並

將療育上習得的技巧擴展至聽損兒童的

日常生活中，聽損兒童方能穩定發展至

趨近一般兒童的聽語能力。

㷢牏奾承

　　對於家長而言，從一開始得知子女

新生兒聽力篩檢異常，到確診、接受、

面對、接納聽力損失的事實，儘管不容

易，然而，事實上，若能讓孩子及早配

戴合適的聽覺輔具與接受聽覺口語教學，

聽損兒童的聽語學習發展將能有效減少

聽力損失帶來的負面影響，並在語言學

習、口語溝通、社交情緒、自我概念等

各方面，逐步縮小與聽力正常者的落差。

　　兒童語言的習得與精熟，乃是在日

常生活中例行、平凡、瑣碎的事務中逐

步累積而成。在這過程中，家長通常是

最頻繁接觸與最有機會觀察自己子女聽

語學習表現者。因此，家長參與聽損幼

兒聽語學習的重要性乃不言而喻。儘管

從嬰幼兒期、小學期至青少年時期，聽

損兒童的家長一路上扮演的角色與可能

面對的挑戰多有不同，然而，相同的是，

家長必然需要先調適好內在的自己，才

能堅毅陪著孩子走過隨著成長而來的不

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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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能管理壓力知多少 
淺談家庭應對策略

聽能管理部

聽力師 謝耀文

๗咳匍牏๗Օ獈

　　自 2012 年 3 月 15 日起，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全面補助新生兒聽力篩檢，

大幅提前聽力確診的年紀，讓聽損兒童

能及早進入聽語學習。此政策著實為聽

損兒童及其家庭帶來一大福音，幫助把

握孩子成長的關鍵時機，但對主要照顧

者而言，在得知寶貝篩檢未通過的當下，

心裡承受著旁人無法理解的壓力，卻無

排解的出口。曾有媽媽形容，在得知聽

力篩檢未通過的當下，震驚之餘，只覺

得腦袋一片空白、毫無頭緒，內心也懷

疑是否檢查出錯，亦或是懷孕過程中哪

裡出了問題而感到自責。包含了對於聽

力損失的未知、聽力檢測結果的質疑、

以及未來教養的徬徨等。

　　聽力損失的孩子對家庭整體的衝擊、

經濟負擔、和親職教養壓力，均較通過

新生兒聽力篩檢的家庭來得高（Vohr，

2008）。若主要照顧者未正視自己的情

緒，否認孩子的聽力問題，未進一步確

診或療育介入，將有可能延宕了最佳的

介入時機，對孩子整體發展衍伸出不良

影響，因而降低了原本預期早期發現可

帶來的效益。 

疑ସᶎ䌘肯ێ䠔०ጱ瓟ێ

　　因此，不論是家長本身或是聽語相

關專業人員，都應了解面對聽損兒時可

能的壓力來源，避免因壓力而影響了孩

子聽語學習的成效。

　　多多（化名）是家中的第一個小孩，

原本是歡喜迎接新成員的誕生，然而，

當得知多多的新生兒聽力篩檢未通過，

護理師建議滿月需回診複篩時，多多媽

不禁從喜悅的心情轉為失落。

　　多多媽雖告訴自己不要多慮，但滿

月複篩結果仍未通過，至大醫院檢查後，

醫師僅說明多多需配戴助聽器。當下多

多媽難以接受，懷疑檢測結果準確性、

疑惑孩子是否真的完全聽不到、聽力損

失是否能治療等等問題。雖然多多媽曾

嘗試著上網找資料，但資訊並不清楚，

也擔心助聽器的費用高昂，心中充滿各

種疑問，且家中婆婆得知後，氣呼呼地

質問說：「檢查怎麼做的？我看他反應

都很好啊，長大就好了啦！不需要戴什

麼助聽器，這麼小怎麼戴，還可能越戴

耳朵越差，所以不需要」。無助的多多

媽，於初次訪談時已心力交瘁，希望不

會耽誤多多學習，亦對於孩子未來的溝

通方式及輔具配戴感到焦慮，更擔心如

果有人問起多多耳朵上的助聽器，自己

要怎麼回應等，一個接著一個看似無解

的問題，讓家長感到非常無力，直到經

過了社工的情緒支持，和聽力師的聽力

諮詢後，才逐漸地將心中的大石放下，

有動力持續向前。

以多多媽的例子來說，聽損兒家長常見

的壓力源有四個：

ꌷஞቘ制眲ጱ旉虋

　　根據統計，約 90%-95%聽損兒童的

父母聽力是正常的，故在得知孩子聽損

時，往往會面臨到更劇烈的衝擊。當面

對失落、不如意的事情，情緒的產生在

所難免，可能反覆經歷著否認、憤怒、

罪惡感等不同的感受 (Tye-Murray，

2009)。無法接受孩子聽力受損的事實、

與家庭成員產生紛爭、或擔心旁人標籤

化的眼光、無法理性處理問題，拖延至

孩子已經說話不清楚、學習注意力不集

中等問題出現後，才開始積極介入，但

發現問題時，往往已錯失了學習黃金期，

得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補救。即

使家庭完成調適，孩子也戴上聽覺輔具，

然隨著年齡增長，當小孩有自我意識時，

也可能會問家長自己為什麼跟別人不一

樣，為什麼同學或兄弟姊妹不用戴聽聽，

此時家長可能會害怕或擔心解釋的不好，

傷害到孩子的自尊心，或者選擇逃避來

隱藏自己的情緒。

ꌸ肯ێ现斔ٍፘ橕Ꭳ蘷獅碜茐䌕磪ݷ扃

　　了解孩子的聽力狀況為聽能管理的

關鍵要素之一，但家長非聽力相關的專

業人員，對於聽力檢查的方法和目的，

以及檢測結果的判讀並不了解。看診時，

未有太多時間與醫師或聽力師諮詢討論，

對於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等輔具也從未

接觸過。加上網路上充斥著各種資訊，

就像多多媽說的，看完後還是不清楚，

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多數家長難以即時

並正確地為孩子做出合適的抉擇。

ꌹ犋ԧ薹肯ێ䠔०䌘ৼጱ段

　　由於聽力的問題是隱形的，難以從

外觀去評判嚴重性，加上孩子年齡尚幼

小，照護上難以有效觀察出差異。儘管

被告知孩子聽損程度、聽力分貝數等，

仍常無法與日常狀態做連結，例如能或

不能聽到哪些聲音、對往後說話清晰度

的影響，或者還有什麼未知的風險存在，

其影響性多是難以被家長理解，以致聽

力問題被過度放大，產生焦慮感，甚至

孩子已配戴輔具後，家長仍會擔心學習

上落後他人，以及擔憂辜負家人教養的

期望，無形的壓力持續存在著。

　　而另一種狀況是，低估聽損的影響

性，例如微聽損族群，因為日常觀察孩

子反應良好，所以不覺得有必要處理，

但家長內心還是存有不安，擔心若不處

理，會不會未來真的發現問題時，會被

貼上不積極、不稱職父母的標籤。 

ꌺ狶究ਧጱ瓟ێ

　　當確認孩子有聽損後，家長在初期

最重要的決定即是讓孩子戴輔具與否以

及輔具選擇上的困擾。例如：要使用助

聽器，還是植入電子耳？或者該不該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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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的助聽器？該不該去上療育課程等。

　　以家長的立場而言，總是希望能給

孩子最好的、想買最貴的輔具幫助他們

學習，但輔具不便宜，家長的經濟負擔

沈重，又會擔心便宜的輔具效果不好，

在面臨兩難的情況下，家長可能會開始

煩惱是不是自己經濟條件不優渥，才沒

辦法做好父母的角色，產生自責的情緒。

以上所需做的決定，都可能成為家長的

壓力來源。

　　因此，當孩子被診斷有聽力損失，

可以試著透過以下步驟協助孩子的聽覺

學習，以降低家長背負的壓力。

ᒫ1 ྍ

　　小花（化名）是一名輕度聽損的個

案，初次來會諮詢時，小花媽媽即向聽

力師表示說：「聽網路上的媽媽分享，

聽說助聽器戴了沒有用，植入電子耳比

較有效，所以我也想讓妹妹戴電子耳。」

但經過聽力師解釋後，小花媽媽才明白，

原來電子耳適用於極重度聽損程度，並

非有聽損就適合植入電子耳。

　　上述的例子，其實是服務上很常見

的情況，在科技發達的網路世代，資訊

流通快速，透過搜尋引擎很容易查找到

相關的資訊，可能是新聞媒體的報導、家

長們分享的育兒心得，或者是群組社群

的留言分享。但在瀏覽資訊時，應當時

時留意，不論是哪一種管道取得的資訊，

在接收訊息前，都應該先了解每一個孩

子的聽力狀況及特質，例如：聽損成因、

聽損類型、聽損程度、使用的輔具類型…

等。

　　因為聽損兒童個別差異性大，切勿

將內容斷章取義。若道聽塗說，看片面

的資訊來做判斷，將不同孩子的經驗互

做比較是非常危險的，除了徒增不必要

的煩惱和困擾之外，有可能因為錯誤的

資訊，延宕了孩子聽語學習的機會。

ᒫ2 ྍ

　　在照護新生兒的過程中，尤其新手

爸媽有許多事情需要學習，加上孩子的

作息未規律、尚無法表達需求，導致爸

媽常處於緊張的狀態，無法一夜好眠。

特別是在固有的照護壓力下，當又要面

對聽力受損的問題時，一時之間將難以

消化新知。雖然醫師或聽力師若能適當

地提供家長資訊性諮商，有助於提升家

長效能，減緩情緒問題，促進決策能力

（ASHA，2008），但受限於門診醫師、

或聽力師需服務的個案量龐大，能向家

長解釋的時間有限，家長也會因為不了

解、未能與醫師進一步討論，因而在討

論的過程中多為被動地接收資訊。

　　國外曾有研究指出，家長常認為聽

力師說的話很快速、模糊、充滿許多專

業術語、令人感到困惑，甚至看診後，

能正確記憶聽力師所說明的資訊剩不到

一半，若當照顧者處於情緒焦慮時，能理

解的訊息會更有限（Donald，2016）。

　　在被動地接收資訊和各種壓力下，

多數家長常會感到毫無頭緒。因此，本

文提供「聽能管理問題表」（表一），

鼓勵家長把握門診或聽力檢測時間，向

醫師或聽力師諮詢。本表中的問題將有

助於聚焦提問方向，有益於家長幫助孩子做好聽能管理。在前往醫院前，可事先註記、

排序提問順序，回診時依照時間長短和所能接收的訊息量提出疑問，與醫師或聽力師討

論，可有效幫助家庭成員減輕在聽能管理上所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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ᒫ3 ྍ

　　越貴的輔具並不等於越好，挑選合適

的輔具，才是建構聽能基礎的利器。如前

文壓力源中所提及，家長通常會因為輔具

價格昂貴、擔心買錯，或對輔具的實質效

益感到質疑，遲遲無法下決定。可建議家

長透過租借、試戴的方式，確認有效益後

再購買，減輕購買上的心理壓力。

　　若已購買輔具者，則需定期檢驗輔具

效能，避免音量設定未到位，或設定不洽

當，對孩子學習造成負面影響。除此之外，

應定期評估孩子戴輔具後的表現，因為輔

具設定可能會隨孩子溝通需求、或聽力變

化需做調整，如此一來，方能確認輔具有

發揮其正向價值，促進孩子的聽潛能。

ᒫ4 ྍ

　　協助聽損兒並非單一家庭成員的責

任，不應把孩子的聽能管理和教學重擔單

獨交給主要照顧者或沒上班的家庭成員。

家中的任何一員，與孩子的互動都應能促

進孩子學習，故孩子教學的責任以及學習

成敗非一人之責。

　　在聽能管理和療育上，應由大家共同

努力，才能看見孩子的成長或是聽能瓶

頸。若僅由主要照顧者肩負責任，當孩子

進步緩慢，或是需要更換輔具時，忙碌於

工作的一方，可能會因不了解造成孩子聽

能狀況停滯不前的原因，而誤會主要照顧

者未用心教學，僅是盲目地替孩子更換輔

具。若是家庭成員皆能參與孩子的聽能管

理，就能明白其學習需求及學習進程，並

即時給予協助，提升療育成效。簡言之，

家庭成員間的良性溝通與共識的達成是非

常重要的，若能共同承擔孩子聽能管理與

療育教學的責任，相信人人都會是孩子成

長的神隊友。

ᒫ5 ྍ

　　以聽力師的角度，只有輔具設定到位

不足以促成良好的聽語表現，因為耳朵

的聽力不僅是聽力，更是通往大腦的路徑

（Flexer，2016），最重要的聽覺器官是

我們的大腦，聽到聲音並不等於大腦有能

力去分析和理解意思，對聽損兒童來說，

是需要透過大量的重複和練習來加強的。

　　最簡單的練習方式就是多陪伴孩子說

話和互動，提供充足的語言刺激，且可

適時應用語言教學策略，融入在自然情境

中，有效率地去建構其聽能、說話、語言、

認知、溝通等五大領域發展，促進兒童語

言發展（鄭伊涵，2018）。此外，研究顯

示，80%的知識來自隨機學習，其中「跨

聽」是兒童隨機學習中的重要能力之一

（Madell，2013）。想像交談的對象不是

我們，但聽到有興趣的主題，我們也會加

入討論或提出疑問，代表我們有在注意聽

周圍所發生的談話。由此可知，除了課堂

學習外，當孩子有良好的傾聽能力時，於

日常生活互動中，便能掌握隨機學習的機

會，增加學習觸角，有利於增進其語言認

知、邏輯思考、人際互動等面向的能力，

使聽損兒能與他人溝通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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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臨孩子聽力損失，家長第一步要接觸與學習的便是聽能管理相關的知識。然而，

一般人要消化與調適情緒已經很不容易，一下子要記住這麼多的專業名詞更是困難。身

為聽損兒家長，可以偶爾給自己一些喘息的時間，釋放壓力；身為聽語相關專業人員，

可以站在家長的立場、了解他們所面臨的壓力。如此一來，我們才能攜手給予每一個聽

損孩子足夠的成長動能，使其發揮聽潛能，順利邁向學習聽與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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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都沒想過會遇到這種事，為

什麼會這樣？」、「是不是我懷

孕的時候做了什麼，孩子才會聽損？」、

「都是因為你家那邊的人有聽損！」、「你

的小孩為什麼要戴助聽器阿？好奇怪喔！

他不是都聽得見嗎？」每當接起電話、走

進會談室，聽見這些話語從家長口中說

出，總是讓我們感到心疼。

　　不管是誰，都會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

平安，因此在發現孩子有聽損時，絕大多

數的父母都會需要面對震驚、不解、自責

與失落等情緒；但另一方面，又需要勉強

自己立刻堅強起來，在專業人員的建議

下，為孩子安排相關檢查、學習包含聽力、

社會福利及服務、相關療育課程的內容等

知識，好讓孩子能夠早日步上療育之路，

實在相當辛苦。

　　這種既要處理內在情緒、又要面對外

在生活的處境，往往會讓照顧者承受由各

個層面蜂擁而來的壓力，進而影響到自己

的身心健康、情緒、關係、親子教養與孩

子的療育成效。因此，當家中出現聽損兒

時，整個家庭乃至於社會環境，要如何瞭

解照顧者身處的壓力，並進行適切的協助

與陪伴，就顯得相當重要。

Ӟ牏瓟ێრ毣፡竃༩牧硯ஞᶎ䌘犋姴皰物

　　壓力無形的特質容易讓人無所察覺，

往往要到情緒開始變得鬱悶易怒，或身

體開始發出警訊才讓人豁然警覺起來，

不過只要透過瞭解與覺察，將能夠協助

我們盡早發現壓力的源頭並加以處理。

ᛔ蛪ጱ瓟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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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說每一位父母心中對於孩子的出

生都在心裡畫了一幅美麗的圖畫，那「發

現孩子聽損」無疑為這幅圖畫加上了一

層淡淡的薄霧。這層薄霧裡有對孩子健

康狀況的不捨、有對發展進度的擔心、

有身為父母是否能扮演好照顧教養角色

的懷疑、有對孩子未來適應學校及社會

的焦慮，使得父母處在一個未知的境地。

　　這種看不清前路的情境，容易使父

母過於放大自己對於孩子聽損的責任，

給聽損兒家庭的 
壓力處方箋

社會服務部

社工員 徐英嘉
社會服務部

社工師 張玉蘋

一方面產生自責與補償的心態，進而感

到焦慮，或過度寵溺孩子，使他喪失了

學習成長的機會；另一方面則可能不斷

要求自己與孩子達到超出現階段應有的

表現與能力，讓自己與孩子產生許多壓

力，從而影響身體、心理與社會性的健

全發展。

ኞၚጱ瓟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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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損兒的出生，促使父母必須積極

為孩子安排一系列的檢查以確認他的健

康與聽力狀況，亦需努力在資訊的大海

中找到得以借鑑的地方並加以學習；為

了與後續銜接的療育鋪路，還要騰出時

間照顧並協助其語言發展、更需要購買

並維護相關輔具。這一切必要的行動，

都將對父母乃至於整個家族在工作、家

庭、經濟、時間上產生一系列的衝擊，

原本預期的生活樣態與現況產生巨大落

差，自然也產生許多壓力與緊張。

絑हጱ瓟ێ

̿ྯӞ礬ᑡ艟牧᮷磪痀ෝਙጱ᯿ᰁ̀

　　對於聽損及輔具的不瞭解，加上並

未像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一樣參與療育的

準備與學習，使周遭的人容易因自己的

價值觀而造成了解上的落差與衝突，進

而針對孩子的狀況加以評論或給予不適

當的懷疑與責難。 

　　「妳一定是因為懷孕感冒才會讓小孩

聽力有問題。」、「是不是你家族中有

人也聽損？」、「小孩明明聽到有反應，

為什麼要讓他這麼辛苦戴助聽器？」、

「戴助聽器很奇怪，他是不是有問題？」

上述的情況很可能是我們因自己的價值

觀或角色立場，而在無意間把壓力加在

聽損兒的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身上。 

　　這些出自於某種觀念或缺乏瞭解的

話語、眼神或態度，都很有可能在無形

之中為本就感到負擔的照顧者加上一份

無形的重量，不但沒有任何幫助，反而

容易讓照顧者覺得自己的努力與付出沒

有被看見，甚至於沒有價值；同時也讓

辛苦付出的照顧者感到窒礙難行，明明

是想要幫助孩子，卻處處受到阻礙與限

制。

ԫ牏ೲ蟂疰紑֢藲碉牧硡ಋݶஞݻ獮ᤈ物

　　雖然家有聽損兒可能遇到上述種種

較為艱難的處境，但其實不用過度擔心，

只要能夠察覺自己的壓力來源，並依自

己的步調加以調整就可以了。以下依相

關文獻加上筆者的服務經驗 ( 劉瓊瑛，

2010、張秀玉，2003、林桂如，2010)，

提供以下建議：

ᆙ觎ᘏ蛪ʒ蛪傶ᒫӞ娄ᆙ觎ᘏጱ眅牧
�犥物ݢ

ꌷ�䢐磪ᛔ૩ጱ碻樌岉蚕

做點自己感興趣的事，例如：聽聽音

樂、散步、烘焙、看電視或和朋友聊

聊天，即便每天只有 30分鐘也好，這

樣便能讓自己暫時脫離教養聽損兒及

15䒻ۗ肯䠔㱾ᒏ䋊聜肯膏藯14 褷肯承๗ږ no.35

ᐒ
๐
䌕
䳱

ᐒ
๐
䌕
䳱

妔
肯
䠔
㱾
疑
ସ
ጱ
瓟
ێ
蒂
ො
堢

妔
肯
䠔
㱾
疑
ସ
ጱ
瓟
ێ
蒂
ො
堢

ᐒ
ૡ
㹓�

எ
舣
ࡱ

ᐒ
ૡ
䒍�

皰
ሳ
葐


҈

ᐒ
ૡ
㹓�

எ
舣
ࡱ

ᐒ
ૡ
䒍�

皰
ሳ
葐


҈



繁忙事務的情境，獲得重要的喘息時

間。

ꌸ�螕碻疨穩䌕禂㶧ۗ

和教養一般的孩子一樣，家長在教養

聽損兒時難免遇到困難，請記得勇於

提出需求，適時尋求如社工或相關早

療專業人員的協助，相信透過專業人

員的建議或指導，便能協助並陪伴家

長處理孩子教養上繁複多變的問題。

ꌹ�螀አᗭ誢ێᰁ

參加機構或單位辦理的支持團體，與

其他家長交流彼此在療育過程中的經

驗與心得，並取得相近經驗者的支持

和幫助，讓自己可以較為坦然地面對

困境，舒緩心理上的緊張與不安。

薥๏অʒ粬ྛ㱾疑裾ጱ瓟ێ犋ݶෝӞ
膢牧蛪傶薥牏裾蜇ጱ眅牧ݢ犥物

ꌷ�Ḓ᯿ቘ薹传蝢

對於聽損相關資訊的了解，皆從家有

聽損兒開始，當父母由醫院回家告知

孩子聽損狀況時，先別急著追問為什

麼，可以先關心專業人員對聽損的說

明、醫生建議、父母的想法，再鼓勵

父母依現有的困難加以解決，同時表

達將會陪伴或一起努力的意願。

ꌸ�౮傶盅۪ඪൔ

當家有聽損兒時，身為父母必先面臨

壓力，雖然身為親戚長輩可能也深感

驚訝或難以接受，但此時的我們可以

問問是否有需要協助，例如：接送、

照顧聽損兒手足，讓父母專心處理聽

損兒相關事宜、協助雙薪的父母照顧

聽損兒，讓父母放心，這些不可或缺

的支援哪怕只有一點點，都相當重要。

ꌹ�౮傶ࠩࠩ褧

當父母忙於照顧、教導孩子時，周遭

的親友可適時給予支持鼓勵，傳達看

見父母的辛苦和努力的友善訊息，讓

父母們在工作家庭兩頭燒的狀態能獲

得親人的支持與安慰，如此一來便能

夠再次充滿繼續療育的動力，讓聽損

兒的學習發展更穩定。

ꌺ�౮傶Ԇᥝ䜗ێ

當父母因為種種因素而無法擔任主要

照顧者時，長輩或其他重要家人若有

能力可以勝任，或可多承擔些責任與

壓力，一起幫助聽損兒學習，以協助

其語言發展。

䌕禂Ո㹓ʒ蛪傶蝱ᤈ㶧ۗጱፘ橕䌕禂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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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在遇到家長尋求協助時，可

以先透過訪談了解其真正需求，再視

家長當下正處於什麼階段而給予適切

協助。例如面對家長自責、難過的情

緒，我們最需要的是同理，也需要紓

解家長當下的情緒；若發現家長暫未

能接受孩子聽損，我們除了同理外，

也可透過專業團隊的協助，以討論或

說明後續前進的方向，讓家長或家庭

成員對聽損能有更加清楚的瞭解與認

識，好針對孩子的發展與需求作出適

當的決定。

ꌸ�樌㶧藲虏Ԇᥝᆙ觎ᘏஞ

有時家庭會面臨意見不同的狀況，此

時專業人員可在評估之後，協助家庭

處理相關議題；包含利用家庭訪問讓

其他家庭成員了解聽損兒及主要照顧

者的需求，或召開家庭會議澄清想法

及感受，進而達成共識；此外，亦可

加強家庭及專業團隊成員間的親師溝

通，為聽損兒的學習移除不必要的障

礙。

ꌹ�憙襑穩蝱ᤈ磪硳ጱ虻რ蝫奾

當孩子的需求超過機構所能提供的服

務範圍，則需要連結適當的資源來協

助聽損兒及其家庭。如：聽損兒就學

時需要的學習資源、購買輔具時需要

的社會資源、聽損兒家長需要的支持

團體等，這些適當的福利及服務，能

讓聽損兒家庭獲得更為全面的協助。

ꌺ�肯䠔咅ጱ硽胍വ皞膏ਯ疩

鑑於障礙類別較為繁多，學校、社區、

社會對聽損兒的需求及療育內容不一

定具有足夠的認識，因此相關的推廣

與宣導就顯得極為重要。專業人員可

透過課程活動的設計，讓相關領域的

工作者了解聽損兒及其家庭的需求，

進而給予友善的對待及協助。若孩子

正處於幼齡學習階段，也可透過校訪

或學校教育宣導，讓師生更認識聽損

兒的特質與需求，如此便可建立較為

友善的校園環境，讓聽損兒在校也能

順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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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聽損兒出生之後，從照顧者到整個家庭系統，都可能會需要面

臨包含心理調適、他人觀感、照顧安排、生活改變、社會參與等一系列的

改變與衝擊，進而形成各個層面的壓力。從相關的研究中也指出，若家中

有包含聽損兒族群在內的發展遲緩兒童，照顧者容易有較多的壓力，亦較

缺乏幸福感。但若能建構較完整的社會支持網路，得到來自於家庭成員、

朋友、鄰居、聽損兒家長團體及相關專業人員的支持與協助，就能夠有效

地降低相關壓力（張美雲，2007）。

　　由於「障礙」─不論是聽損還是其他狀況，皆可能以不同的形式與程

度發生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因此，身為父母、照顧者、親朋好友及相關專

業人員的我們，都會是他人的支持系統中相當重要的一份子。雖然聽損確

實會為個人及家庭帶來一些困難與壓力，但只要我們能攜手同心，共同成

為自己與他人的支柱，便能放下心來，一起從中學習、向前邁進，發展出

更多的資源與能力，協助自己與聽損兒飛向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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