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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長壽 ╳ 聽損大朋友林以婕對談紀實



總編輯的話

「做很多事情我心裡都怕，怕聽不清、怕說不

好，怕自己沒辦法做好決定，各種的怕⋯⋯」說

話的人是我們曾服務的聽損大朋友以婕，當她對

著台下三百多個中原大學師生說出這段話時，我

看到一個又一個聽眾不經意地點頭、嘴角微微牽

動，我知道是以婕說出了我們所有人的心裡話。

記得在好幾年前，以婕還是個大學生時，我們

就見識了她鼓起勇氣上台主持雅文年度活動的自

信，不久後她到法國交換學習一年的消息傳來，

還是讓我們都吃了一驚，「氣音對聽損者來說尤

其難聽得清，她怎麼還敢去挑戰法語？」、「她

不怕又突然聽不到嗎？她怎麼敢隻身去國外遊學

那麼久？」、「一年耶！我聽得到都不敢，她怎

麼敢？」這是因為以婕而讓我反問自己，那阻礙

我自己的到底是什麼的一次經驗。

而最近這個以婕說出我們所有人心裡話的現

場，是場對談，是以婕和公益平台基金會嚴長壽

董事長的對談，談人文素養教育、談軟實力的培

養及溝通的學習、談順境與逆境的調適對應、談

你以為一個聽損者怎麼能有膽識和教育先進自信

對話的議題、談你我想都不敢想直面自己缺損的

不設限問題。

我們不禁要想是什麼樣的家庭、什麼樣的父母

造就了這樣的孩子、形塑了她的自我概念，透過

引導讓孩子從了解自我需求出發，進而能明確的

表達她自己、促進與溝通對象間的相互理解，最

終能站在舞台上，對著未來將成為教育者的聽眾

侃侃而談，達成為自己、為聽損族群發聲的「自

我倡議」目標。

近年來，已有許多研究探討自我倡議能力的重

要性，並指出自我倡議是聽損者能成功地由受保

護的角色，順利過渡為成人並獨立生活的關鍵能

力。更有學者針對聽損者發展自我倡議能力的要

素提出概念性架構，作為家長及教育者引導、規

劃聽損孩童學習及發展自我倡議能力的指標。我

們試著在本期從對自我的知識、對權利的知識、

溝通技巧、領導力等四個方向進行整理，並提供

重要技巧，更呼籲要從孩子國小階段開始培養

起。

當然，除了家長、教育者的角色外，聽損兒長

出自信，說出精彩的關鍵在自己身上，我們療育

團隊花了一番功夫，解析聽損兒家庭生活場景，

包括居家環境、學習場域、醫療院所，提出：助

孩子找到自己定位，建立正確心態，大聲說出需

求的實務技巧；表達自我需求受阻的原因，以及

溝通遭困的修補策略；讓孩子為自己的聽能管理

做主時，如何化被動為主動，達到就醫的雙向溝

通。這些為的是會有更多的以婕長大成人，他們

終能自信說自己、作自己。

怕失敗、怕愛自己的人失望，做任何決定時心

裡都很怕，各種的怕⋯⋯，原來阻礙自己的從來

不是身體的缺損，而是心。你我都想戰勝內心一

角的怯弱，長出跨過無形高牆的自信心，就讓我

們以實例帶來力量，看聽損以婕和嚴長壽董事長

的精彩對談，雅文現場報導你一定不能錯過。

阻礙自己的不是身體的缺損，

而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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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概念」的形成，是源自於

從小生長的環境與過去的經驗累積。

「我如何看待自己？」、「我是怎樣

的人？」是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不禁

會問自己的問題。而對於先天患有聽

力損失的孩子來說，聽力上的缺陷更

是加深了他們對自我的懷疑與不安。

　　因此，本文從探討增進聽損兒對

自我認識的方法及重要性切入，談如

何引導聽損孩子從了解自我需求出

發，進而能明確的表達自己、促進與

溝通對象間的相互理解，最終達成主

動為自己發聲的「自我倡議」目標。

從認識自我需求開始

　　聽損的孩子，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聽

損狀態、了解自己上課時可能需要什麼

幫助，才能夠向他人表達這些需求。

　　以下舉出幾個聽損孩子應從小開始

了解的事項，家長在平時也可以視情境

提供孩子這些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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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➊ 健康與醫療方面

　　了解自己的聽損型態、造成聽損的

原因、聽損所造成的溝通影響或目前的

聽力狀況。透過認識自己的聽力狀況、

認同配戴輔具的重要性，才能讓孩子願

意在其他兩個面向產生需求時採取行動。

➋ 助聽科技方面

　　當助聽器 / 人工電子耳的電池沒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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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➌ 教育方面

　　為了可以聽得更好，能向他人詢問

或要求更換座位至適合自己語音接收的

位置、能表達自己在溝通或學習上的偏

好或興趣，並將其加入 IEP 或轉銜計畫

目標中、當他人拒絕佩戴 FM 發射器時，

能向對方溝通自身的需求等。

從了解自我到
敢於表達自我︰

聽語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陳姵樺

自我需求到自我倡議

　　聽損者為使自身能獲得良好的語音

接收，以促進與他人更有效的溝通互動並

提升活動的參與度，除了如上述要先能正

確瞭解自身的需求外，更要能在不論是

學校、職場甚至是生活環境中，清楚地

向他人說明其聽損型態及聽損在學習及

溝通上所造成的影響，以向他人提出所

需要的協助。因此，能主動且有效地為

自己發聲，是聽損者在學校或職場中取

得良好表現所需具備的重要技巧，而上

述這些技巧則統稱為「自我倡議」能力

（Hendrix, 2015; Schoffstall, Cawthon, 

Tarantolo-Leppo & Wendel, 2015）。

　　近年來，多數的研究及學者已經普

遍認同自我倡議能力的重要性，並指出

自我倡議是聽損者能成功地由受保護的

角色，順利過渡為成人而獨立生活所需具

備的重要能力（Wheeler-Scruggs, 2002; 

Bowe, 2003; Test et al., 2005；Luckner 

& Becker, 2013; Moffatt, 2016）， 但 此

能力卻無法隨著孩子的成長便自然而然

發展出來，而是需要透過結構化及有系

統的引導來學習。

　　據統計，有 95% 的聽損者其父母都

為聽力正常人士，因此在促進聽損幼兒

發展自我倡議技巧的知識傳遞及練習機

會的提供上都相對缺乏；此外，現階段

的學校課程規劃中，也並未將促進自我

倡議能力的方式與技巧納入教學計畫中

（Garay, 2003）。因此，唯有家長能意

識到孩子自我倡議能力的重要性，並與

相關專業人員及老師合作，積極在課程

目標及日常生活中引導與陪同孩子建立

相關技巧，將有助於聽損兒更順利面對

生涯中各階段的挑戰。

自我倡議一起來，自己的權益自
己捍衛

　　美國民間於 1980 年代為鼓勵弱勢族

群脫離被動的「受保護者」角色，開始

提出「自我倡議」的概念，希望弱勢民

眾能為自己發聲，爭取應得的權益。透

過針對弱勢族群的立法政策擬定，也開

始重視弱勢兒童的權益，如教育系統的

協助或社會系統的支持（Willow, 2013; 

Wood & Selwyn, 2013）。

　　一般認為，自我倡議包括傾聽和賦

予弱勢兒童權力，協助孩子以自己為主

導的方式表達自身的觀點，支持並保護

他們的權利（Thomas et al., 2017）。而

學者 Test 等人（2005）在回顧大量相關

研究及歸納多位學者專家的意見後，針

對聽損者發展自我倡議能力的要素提出

一個概念性的架構，以供家長及相關教

育者引導及規劃聽損孩童學習及發展自

我倡議能力的指標，其內容主要包含四

個方向︰對自我的知識、對權利的知識、

溝通技巧、領導力（見圖一）。以下針

對各方向提供幾個重要技巧，建議可以

從國小階段開始培養：

➊ 對自我的知識 (knowledge of self)

　　對自我的認識是發展自我倡議能力

的第一步。孩子首先需了解自己的興趣、

喜好、需求及能力，並且能向他人說明

及解釋自身聽損的狀況，覺察自己學習

及與他人溝通互動的優勢及弱勢，才能

聽損兒通往社會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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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有效協助自己的策略（Luckner & 

Becker, 2013; Allen et al., 2001）。因此，

這項能力需從小開始培養，並從孩子成

長的過程中引導其了解及認識自己，不

論是在想法或需求上的改變。

➋ 對權利的知識 (knowledge of rights)

　　孩子必須瞭解其身為公民的權利，

也就是瞭解國家及社會提供給聽損者的

保障、福利與服務；例如國家所提供的

補助項目、相關療育服務機構或公共場

所提供的服務措施等。培養此能力的最

佳時機，則是國小階段帶領孩子參與自

己 的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會議開始，孩

子隨著年齡的增長，需逐漸增加對自身

權利的知識，以用來協助自己順利渡過

國中及高中的轉銜期，並順利進入成人

生活。

➌ 溝通技巧 (communication)

　　這部分能力的培養則根植於孩子已

經對自己和權利的知識有所了解，便可

開始引導孩子使用自己最擅長且合宜的

溝通方式，與他人或小團體溝通想法與

需求，這部分則涵蓋了許多不同技巧，

例如︰說明、交涉、說服、傾聽或妥協

等（鄭聖敏，2014）。在國小階段時，

孩子主要可著重於學習如何向他人要求

更換座位、邀請或說服他人使用 FM 發

射器來獲得更好的語音接收、受到不公

平的對待時，能明確表達自己的感受及

權利等能力的培養。

➍ 領導力 (leadership)

　　是指孩子能在一個團隊中發揮影響

力的能力。領導力的培養與前述的溝通

技巧息息相關，家長可以引導孩子透過

技巧性的溝通了解自己與他人的需求及

想法，最終甚至能為他人或群體發聲。對

在學期間的聽損孩子而言，領導力的展

現最主要可發揮在主導自身的 IEP 或轉

銜會議中，透過向專業團隊說明自身的

想法及需求，與專業人員討論適合自身

需求及目標的學習計畫。在國小階段時，

可以讓孩子練習在轉銜或 IEP 會議中向

他人表達自己的喜好及興趣，以及偏好

的學習方式等。此外，擔任聽損新生的

引導者，也是發展領導力的良好機會，

讓孩子從一個受服務的角色成為提供服

務的貢獻者（鄭聖敏，2014； Luckner 

& Becker, 2013）。

自我倡議技巧的培養

　　針對探討在普通班級中聽損兒童自

我倡導技巧的相關研究發現，自我倡議技

巧的習得主要受環境因素的影響，包括孩

子與父母，教師和其他權威人士的關係。

而通過適當的指導，孩子多能夠培養良

好的自我倡議技能並實現自己的權利。

其中，實際地參與和練習，是孩子培養

自我倡議技巧的第一步（Kay, 2019）。

　　培養孩子發展自我倡議的知識及技

巧主要可藉由給予孩子「明確的指令」、

「角色扮演」的機會及「情境練習」等方

式進行。在給予孩子明確的指令前，孩

子應先被告知和說明他所要學習的內容

與技巧，並在透過成人的示範後，再給

予孩子明確的指令一同練習，待孩子較

熟習該技巧後，則可透過設定好的情境，

在自然且未經演練情況下，引導孩子實

際運用學習到的技巧（Archer & Hughes, 

2011）。

　　而這些技巧的培養需仰賴家長的支

持、示範與協助。家長若能在孩子各個

階段中，協助並培養孩子與學校老師及

同儕溝通的能力，明確將自我倡議相關

技巧訂定於教學目標中，並在生活中實

地的進行練習運用並給予孩子示範，將

能協助聽損兒更順利地融入不同環境以

至未來的工作職場，奠定日後成為獨立

個體的基石。

　　在孩子的一生中，會面臨許多需要運用自我倡議技巧的時機，並隨著年齡與情境的

不同，需要展現不同程度的能力技巧，而這些能力需從小開始一點一滴地培養，並將訓

練目標明確地納入教學計畫中。而家長是孩子學習自我倡議的最佳對象，當家長在孩子

年幼時，能為孩子不論是在教育或社會相關議題中發聲，孩子亦能在這些過程中學習並

了解自身的價值，並且明白自己能為自己發聲，為自己設定更高的理想或目標。

自
我
倡
議

自我知識

溝通意圖

領導力

權利知識

• 優勢

• 夢想

• 學習風格

• 障礙特徵

• 偏好

• 堅定自信

• 協商技巧

• 發音/表達清晰

• 肢體語言

• 說服技巧

• 折衷技巧

• 使用輔助科技

• 聆聽能力

• 了解群體的權益

• 為他人或理想而倡議

• 團體動力與團體角色

• 對資源的認識

• 參與組織

• 政治行動

• 興趣

• 支援需求

• 調整需求

• 目標

• 責任的掌握

• 個人權益

• 消費者權益

• 倡議促成改變

• 社區權益

• 受教權益

• 公共服務權益

• 對資源的認識

• 糾正違規行為

圖一 自我倡議能力要素架構

資料來源：改編自 Test(2005)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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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年紀還小的時候，他們的需求

和情緒狀態幾乎都是由家長來滿足；但

當孩子逐漸長大，慢慢開始需要面對家

庭以外的環境，像是學校、社區，孩子

將會面臨與家庭不同的環境與價值觀，

而對孩子原先建立的自我概念造成衝擊。

因此，及早培養孩子表達情緒與需求的

能力，並幫助孩子建立自信心，便顯得

相當重要。　

　　聽損兒因為先天的聽力缺陷與語言

表達能力的限制，我們經常會忽略，其

實孩子也有自己的想法與興趣所在。若

能重視孩子「自我認識」的重要性，協

助他們了解自己的興趣、喜好、需求及

能力，那他們便較能清楚自身的狀況，

進而為自己發聲、發現適合的學習方法、

學會如何與他人溝通，發展出協助自己

的有效策略。

一、健全家長情緒，創造開放環境

　　在談到如何幫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及

提升表達能力之前，提供適合其發展的

環境是很重要的。孩子居住的環境，是

否足夠尊重並包容每個家庭成員說出自

己的想法與感受？家庭成員對彼此以及

孩子是否有足夠的接納？這都是決定孩

子是否能養成這些能力的先決條件。

　　在服務聽損兒家庭的經驗中可見，

聽損孩子的出生多多少少會為家庭帶來

衝擊，家長在自責、悲傷、擔心等情緒

下，往往容易不自覺的產生相應的對策

來與孩子互動，但卻忽略了這些互動方

式可能對孩子帶來的影響。整理如下表

一：

　　因此，在協助孩子發展自信心之前，

我們需要先從家庭開始。就像有人近視、

有人天生比較不會畫畫一樣，雖然聽損

的孩子有其特殊性，但聽損卻不是他的

全部，也不會影響他的價值。家長若能

接納孩子的狀態、看見孩子的特質，從

孩子可以做的、喜歡的、擅長的方面進

行鼓勵，便能提升孩子的被接納感與歸

屬感，使孩子正向看待自己；同時，也

能在這樣的過程中培養自信心。

　　家長除了注意孩子的情緒與發展外，

也需要創造一個開放的溝通環境。我們

可以鼓勵孩子多表達其情緒感受及想法，

但不急著指正，而是在他們表達的時候

表現出同理與接納的態度，最後引導孩

子進行思考與學習，幫助孩子發現尊重

與表達自己的重要性。

　　家庭是幫助孩子發展的重要環境，

在家庭的生活中，會塑造孩子對自己、

對他人、對聽損的看法，以及與他人的

溝通互動方式。因此，若在這個過程中，

聽損被當作是一件很可怕而且無法克服

的難題、需求或心情沒有被平等的看見

及重視，那孩子便較難發展自信，適當

表達的能力也會受到阻礙及限制。但若

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是接納、尊重及鼓勵

表達的，那孩子就能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進行學習，進而獲得自信與良好的溝通

能力。

二、協助孩子建立正向心態，不與他人

比較

　　在觀念上，我們知道孩子的能力是

需要在家庭中透過良好的互動進行發展，

按部就班， 
帶領孩子建立自信
社會服務部  社工 林雯瑄

情緒

自責

悲傷

否認

擔心

互動對策 影響

因對孩子感到自責或心疼而產生補償
心理，進而溺愛或順從孩子的一切。

孩子容易忽略他人、以自我為中心、
較缺乏同理心，有較高的依賴度及情
緒強度。

孩子感覺自己不被愛，自我價值感較
低，不覺得自己的想法及感受是重要
的。

孩子經常被否定，無法依自己的喜好
與潛力發展，感到壓力與挫折，情緒
亦較不穩定。

因對於孩子聽損難以接受或感到壓力
而逃避與孩子接觸，或忽略其身心發
展需求，使親子關係疏離。

因擔心孩子聽損影響其未來發展與能
力，故對其有過高的要求與期待。

表一 家長情緒與孩子互動模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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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真實的生活中，難免會遇到孩子做

錯事情或調皮搗蛋的時候，進而使家長

選擇當下看起來最「有效」或「快速」

的方法進行應對。

　　平時我們教導孩子的方法，可能是

從自己的成長經驗中學到的、或是從他

人分享而來，有的時候並不一定適當。

那我們究竟有哪些具體方法可以幫助孩

子呢？以下參考〈看見孩子的亮點〉與

過往服務經驗，提供八點建議：

1. 進行鼓勵、找出優點及特質

　　在孩子出現正向行為的時候，我們

可以趕快進行鼓勵，讓孩子認識自己的

優點與特質，比如：「哇～你真的是一

個很用心的人耶！」、「因為有你的幫

忙，讓桌子變得好乾淨。」、「謝謝你，

你真是一個貼心的人」或是「能坐好的

時間越來越多囉。」讓孩子看見自己的

努力與進步，進而形成自己「夠好」的

概念。

2. 接納孩子的存在

　　直接向孩子表達欣賞及喜歡：「有

你真好！」、「看到你的時候，我覺得

很愉快！」；此外，也可以直接用身體

接觸來表達對孩子的接納與喜愛，如輕

輕地拍肩或擁抱，在日常生活中表達愛

意，而不是在孩子一定要「做到什麼」

或「表現得多好」的時候才給與溫暖。

3. 專屬的陪伴時間

　　無論孩子是否有聽力損失，皆需給

予家中每一個孩子一個專屬於他的時間。

當家庭成員將事情和手機完全放下，專

注在孩子身上的時候，孩子才能有機會

好好說出自己想說的話，並在成人專注

的聆聽下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同時也

能學到平等地尊重並試著理解他人的能

力。

4. 以接納與引導代替責罵

　　若孩子的行為超過家中的原則、或

犯下錯誤的時候，以尊重的態度、語氣

和表情進行瞭解，引導孩子從中學習並

給予指正，避免憤怒謾罵傷及孩子的自

尊，也別將孩子的價值與事件綁在一起，

讓孩子覺得一旦犯錯家人就會收回關愛，

這樣會使孩子變得不安，不敢說出自己

的想法與感受，我們也將無從得知孩子

這項行為背後的原因及想法。

5. 適度給予關愛

　　以適當的頻率給予一些合適的禮物，

能表達家人對孩子的關愛：同時，注意

孩子的日常生活所需，如乾淨的居所及

衣物、陪伴他學習、在孩子能力不足時

給予引導及協助等，都能讓孩子認識到

自己值得被愛，進而學會如何愛別人並

注意他人的需求。

6. 信任孩子、給予嘗試及犯錯的機會

　　給予機會讓孩子做決定、並從中學

習，將能幫助孩子發展信任自己的能力，

同時不會因害怕犯錯而退縮、逃避，也

較能夠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會因表現

得不夠好、或事情不如預期而產生自我

懷疑。

7. 賦予孩子責任

　　待孩子長大一些之後，我們可以找

一些他能力所及、且不會感到太有負擔

的事情讓他們幫忙。像是擺放餐具、照

顧植物、把自己的玩具區整理好等。當

我們賦予孩子這些任務與責任時，就是

在向孩子傳達「我看中你、相信你有能

力完成」這個具有意義且重要的訊息；

孩子能夠從中獲得成就感與歸屬感，知

道自己是家中的一份子，而且有能力為

家庭付出，進而建立正向的自我價值，

不但能讓情緒更安穩，各方面的能力也

會有所成長。

8. 看重孩子的努力與付出

　　在學校及社會之中，多著重於「看

重結果」，但在孩子賴以為生的家庭環

境裡，則需要看重過程，以及孩子在這

當中的努力與付出。如此能讓孩子更願

意從生活的各個面向進行學習，也能讓

孩子懂得看重自己。當結果不如預期時，

若能指出孩子的努力與微小的進步，也

能讓孩子增加心理的能量，減少因為得

失心所帶來的自我指責，避免因心力內

耗而導致自我價值低落。

三、引導孩子表達自己的情緒與需求

　　在孩子尚未頻繁接觸更大的環境之

前，家庭所培養出來的能力將會是未來

與他人互動的重要基石，若能先協助孩

子建立自信，在愛與接納中滋養自我價

值，孩子便不容易被他人錯誤的觀點或

行為所影響。但是，若真的遇到這些事

情的時候，我們能夠如何協助孩子進行

應對並從中學習呢？

1. 幫助孩子設立界線

　　「界線」的概念可能比較抽象，但

卻相當重要。它是一條劃分個人、系統

與外在環境的隱形線；簡單來說，這條

線決定了我們認為什麼行為或事件是

否 適 當（Irene Goldenberg & Herbert 

Goldenberg, 1999）。在孩子成長的過程

中，我們會在無形與在刻意教導下使他

們認識各類事物的樣貌，進而讓孩子們

知道事情的輕重緩急、彈性的區域與底

線是什麼。舉例來說：這樣孩子才會知

道：「陌生人給的東西不能隨便吃」、

「阿姨給的東西在爸媽同意的狀況下可

以吃」、「爸媽給的東西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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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孩子接觸更大的環境之前，

協助其了解各方面的界線與彈性，如「身

體界線」、「物品歸屬權」、「人身安全」

等，將有助於孩子發展保護自己、維護

自己及尊重自己與他人的能力，如此才

能在相關界線被他人侵犯的時候懂得保

護自己，並為自己發聲，說出自己的感

受與需求。

2. 協助孩子適應環境

　　與家庭相同，若要孩子能夠為自己

發聲，同樣需要一個友善的環境。儘管

孩子在家庭中已獲得這樣的環境、並發

展相關能力，但畢竟孩子還小，若外在

環境過於壓迫，則孩子可能會因為害怕

而不敢表達意見。

　　因此，當孩子進入社區、機構及學

校，則需要家長幫忙注意孩子適應的狀

況，需要的時候則與老師、社工、親戚

朋友、外部家庭成員等可能會接觸孩子

的人溝通，以共同創造尊重、同理及友

善的成長環境，同時教導孩子練習具體

的對話，例如：「你這樣做弄痛我了，

讓我覺得很生氣」、「我很想要玩這個

汽車，請問你可以借我玩嗎？」如此便

能增加孩子為自我發聲、保護自己以及

與他人互動的能力。

　　孩子的自信心與表達能力就跟聽經

驗的累積一樣，是從出生的那一刻就開

始的，一開始從家庭中的學習，一直到

進入社區、學校、以及進入職場的調整，

這一切的經驗與學習，都形塑了孩子對

於自己、對聽損的看法與自我價值。

　　因此，如果希望孩子能夠健康正向

的看待自己、發展相應的溝通及互動能

力，家庭就需要從日常生活中做起，當

家庭成員懂得互相尊重並接納不同的意

見，示範表達自己的感受及想法，孩子

就能從實際的互動中學到這些能力，並

在未來的每一個情境之中加以運用。同

時，再透過家長與專業人員的溝通與配

合，孩子將能適應成長過程中所遇到的

挑戰，並從自在且被接納的過程中學習、

成長茁壯，發展健康快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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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溝通表達力， 
自信更升級
教學研發部  聽覺口語師 鍾雅婷

　　每個人每天都有可能依照自己的喜

好、價值或個性，在不同的事物中做出選

擇，決定自己該如何在社會上生活，創造

出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樣地，有特殊

需求的孩子也不例外。但是，往往我們常

以醫療功能為導向，以缺陷的角度來定義

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認為這樣治療方式是

最適合的，卻忽略了以心理及情緒方面的

角度去瞭解他們內心真正的需求，久而久

之他們的生活被掌控了、做選擇和做決定

的機會被剝奪了，他們無從去發掘自己的

需求，更無法抒發及表達，喪失了原本最

基本的權利。

　　當我們在教導聽損兒學習聽和說的過

程中，經常提醒自己、也勉勵家長，希

望孩子不僅能聽會說，更能成為一個獨立

自主的個體。然而若能真正發揮「自我決

策」的技能，其獨立自主的機會才能大大

提高。劉佩嘉（2004）指出自我決策係

一種由了解與認識自我，進而為自己做決

定，並且願意為自己負責，以達成自我目

標的內在心理歷程。藉由這歷程從而建立

自信與自尊，未來方能以自己為主導的方

式表達自身的觀點，支持並保護聽損者的

權利。

自信，是經由不斷練習與對話得來

　　協助孩子「認識自我」是我們可以著

手進行的第一步。而最好挖掘自我的方法

宸宸是位雙側中重度聽損兒，她是個很有想法及主見的

孩子，舉凡生活、學校的大小事，只要和自己有關的，

她都很樂意表達自己的想法，「今天要穿哪一雙鞋子上

學？」、「今天下課要做什麼？」、「晚餐要吃什麼？」……

便是由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著手，可以讓聽

損兒選擇早餐的形式、佈置自己的房間、

作息時間的規劃或假期的安排等，也可讓

聽損兒選擇聽覺輔具的外觀顏色，讓孩子

在選擇的過程中留下自己喜歡的，淘汰不

喜歡的事物。

　　接著，可以引導孩子「觀察表現」。

我們在培養孩子學會「自我決策」的過程

中，不是馬上要求他為自己的每一件事做

決定，另一層意義是希望孩子去關心身邊

所發生的日常事件，例如：為什麼媽媽總

是要帶傘出門、為何老師總是安排我坐在

靠近講台的位置、為何同學不喜歡和我交

談……等，引導聽損兒說出看法，讓他有

關心生活環境的知覺或習慣。

　　再者是「自我調節及解決問題」，呈

上例：與聽損兒討論為什麼他人不喜歡與

自己交談。經由自己察覺後，可能是「講

話聲音太小了」，而能於未來放大音量與

他人互動，即是自我決策的表現。

　　最後也最不容易培養的能力，即是「溝

通」。鄭聖敏（2014）指出在溝通技巧這

一面向上，當孩子對自我及權利有初步認

識後，便可開始引導他使用自己最擅長且

合宜的溝通方式，與他人或小團體溝通想

法與需求，而其中亦包含許多技巧，例如︰

說明、交涉、說服、傾聽或妥協等。因此

訓練聽損兒溝通表達的能力，包括自己的

想法、感覺或提出要求等，均是自我決策

的表現。

培養溝通表達力，讓孩子自信加乘

　　因而，我們需要了解孩子溝通上可能

遇到的困難，才能適時地協助孩子表達自

己的需求與想法。

　　聽損兒在與他人溝通傾聽訊息時，礙

於本身條件不夠、溝通環境限制、說話者

使用語言的習慣，常會表現出「蛤？」又

或是請對方不斷重複內容。孩子常遇到的

困境，如圖 1 所示。

圖 1 聽損兒與人溝通常見的困境

資料來源：整理自 Erber(1988)。

聽
損
兒
本
身
條
件

• 無法察覺、分辨或辨識話題

• 後設語言能力弱

• 聽覺輔具故障或增益值不足

• 專注力低

• 會話能力弱

• 疲勞或疾病引發的不適

• 聽覺記憶長度較短

訊
息
內
容
的
結
構

• 說話速度太快

• 聲音音調低沉、太高或波動

• 構音不清楚

• 有特定區域性的口音

• 說話時遮住嘴巴或臉部

• 背對聽損兒說話

說
話
者

使
用
的
語
言

• 噪音或混響的環境

• 燈光不足或刺眼的燈光

• 與對話者距離較遠

• 分心物件較多

溝
通
的
環
境

• 不常用的長句

• 不熟悉的用詞、進階詞彙

• 複雜的語法

• 快速或突然的切換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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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遇到上面提到的溝通困境時，不

可就此害怕退縮，則更應該善用溝通策

略，進行「有效溝通」，才能為自己發聲，

爭取應得的權益。

影響聽損兒溝通修補技巧不足的
因素

　　一般兒童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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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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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可能影響溝通

修補技巧的因素包含聽力損傷的輕重、

自然的溝通互動經驗的多寡、口語的清

晰程度、語言發展遲緩與溝通行為的缺

乏、較弱的對話輪替能力，或是心智理

論發展困難等等情況。

　　正因聽能和言語、溝通發展環環相

扣，故相較於聽常兒童，聽損兒童在日

常對話中更易因上述等因素，致使在對

話中未能交換清楚的訊息因而遭遇溝通

中斷，這些皆可能降低雙方日後在溝通

上的動機，甚至衍生出人際互動的誤解

( 林桂如、鍾雅婷 a，2017)。

提升聽損兒溝通修補技巧的策略

　　溝通的開啟到結束，是一連串不同的

溝通行為表現的過程。Harold(2006) 提

出強森溝通模式 (Johnson conversational 

model)，將溝通過程分為三大階段及內

含十種不同的任務：開啟話題 ( 任務 1-3)、

維持話題 ( 任務 4-8) 和結束話題 ( 任務

9-10)  ( 如圖 2)，並強調各個階段具有連

續性，故成人應引導聽損兒在不同的溝

通階段中運用合適的溝通技巧 ( 林桂如、

鍾雅婷 b，2017)，說明如下：

圖 2 溝通的過程

十種任務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初始階段：開啟話題 中間階段：維持話題 結束階段：結束話題

表示對話持續進行

表示對話中斷

1.非互動事件

2.獲得他人注意力

3.開啟話題

4.相互寒暄

5.建立話題

6.交換訊息

7.察覺和修補對話中斷

8.準備結束話題

9.結束話題

10.離開對話

開啟話題  

　　教導聽損兒需先主動找尋對話的對

象，再運用正確方式吸引對方注意並開

啟彼此的話題，如：輕拍對方的肩、簡

單舉手打招呼或用不同招呼語 ( 嗨！哈

囉！ ) 等，進一步獲取雙方的注意力，才

能開始進行對話。

維持話題

　　可先讓聽損兒從彼此熟悉的話題或

共同的興趣開始練習對談，對話過程中

要留意彼此是否有給予對方發表想法的

機會，倘若溝通過程突然中斷，雙方能

在察覺後對於內容加以修正及運用不同

的修補策略，使其溝通能持續進行。

結束話題

　　為避免突兀的結束對話內容，需在

結束前給予對方預告或是延伸另一個話

題，同時，對話時能否察覺對方欲結束

的用語並給予正向的回應，也是溝通當

中十分重要的環節，一旦彼此同意結束

則話題很快就能結束。

　　而維持話題是溝通過程較困難的一

環，因在對話過程中可能會有「傾聽者」

及「發話者」的角色轉換，唯有擔任好

這兩個角色才有可能維持話題，故需要

運用不同的模擬情境引導孩子習得該能

力。當對話出現中斷時，溝通修補的策

略技巧可分為兩個階段 - 初階與進階，其

差異為『初階』階段先讓孩子擔任傾聽

者，『進階』階段則轉換角色為發話者，

因一位好的發話者需有目的性及注意的

聆聽，再整理所接收到的訊息，轉換成

對方聽懂的語言內容，是更精熟的溝通

技巧。

　　另一項階段的差異為，溝通情境和

請求時的用語會隨著不同階段調整，而

從單一的延伸成多樣化的，引導孩子循

序漸進的進行練習，倘若孩子無法理解

或是立即進行活動，成人可以先找其他

人給予示範，再讓孩子參與演練活動。

　　『初階』溝通修補技巧：首先孩子

扮演「傾聽者」，成人扮演發話者，後

續可再交換扮演角色。

活動一  『 我說你做 』

學習目標 : 當聽不清楚，可以請對方再

講一次、大聲一點或說慢一點。

教材準備 : 不同顏色的黏土和一些壓模

模具。

進行方式 : 成人請孩子幫忙做指定的黏

土造型，如：我要四個黃色的鴨子圖案，

告知時可以刻意地調整說話方式，可以

講快一點、音量小或內容多，進而引導

孩子思考要提出哪種正確的請求，如：

你講太快了，可以請你說慢一點嗎？

活動二  『 猜猜我的心 』

學習目標 : 當聽不懂時，可以請對方提

供多一些提示或多舉例。

教材準備 : 白板和白板筆、較難的情緒

詞彙卡 ( 如：嫉妒、鬱卒、苦悶 )

進行方式 : 成人先抽詞彙卡再告知孩子

資料來源：修改自 Harol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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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情緒是什麼，並請孩子在白板上

畫出對應的表情，引導孩子不理解時要

請求他人多給提示或是舉例，屆時成人

可依孩子程度提供語言提示或表情肢體

的提示，以期能繪出正確的情緒表情，

如：當我苦悶的時候，會沒有笑容且嘴

角是下垂的。

　　『進階』溝通修補技巧：當孩子已

能有穩定的初階溝通修補技巧後，便可

在自然對話情境中開始帶入進階的技巧。

這階段孩子依舊是先扮演傾聽者，成人

扮演發話者，熟練單一角色可再交換扮

演另一個角色，也就是讓孩子嘗試擔任

「發話者」。

活動一  『 金牌服務員 』

學習目標 : 運用問句確認訊息或歸納訊

息。

教材準備 : 不同的 DM( 速食店、飲料

店或早餐店 )、白板和白板筆、對應

DM 的實物或擬真物品。

進行方式 : 成人當顧客並向店員點餐，

成人須提醒店員最後一定要跟顧客確認

餐點的內容，方能正確製作出顧客的餐

點或送餐。顧客點餐方式如：您好！我

要雞塊餐六塊的那種，飲料要換成玉米

濃湯，薯條則要加大且不要鹽巴，另外

要加點一個蛋捲冰淇淋，請幫我用杯子

裝起來。擔任店員的則要運用問句確認

紀錄的餐點正確與否，如：顧客跟您確

認餐點，您要六塊的雞塊餐和玉米濃

湯、大薯去鹽，以及一個用杯裝的蛋捲

冰淇淋是嗎 ? 如無誤我立即為您製作，

請稍等。　　

　　溝通的技巧十分多元，由成人示範

並模擬不同情境下的策略技巧，帶領聽

損兒從中學習生活可運用的溝通修補策

略。同時，成人須時時留意隨著聽損兒

的年紀增長及能力提升，溝通技巧的運

用是否也隨之增加與多元，期能藉由活

動練習，加強溝通過程中正確判斷對話

者涵義的能力，進而提升溝通效能與品

質。

　　藉由溝通的練習，讓孩子認識自己、

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僅能給予孩子作決

定、選擇的機會，他也能在這些過程中，

學習更有自信地面對同儕、結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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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的落差，家長難以跟上
醫師腳步

　　訪談受服務的聽損兒家庭時，最常

聽到的就診經驗，就是家長聽到醫護人

員通知孩子沒有通過聽力篩檢時，當下

腦子常常一片空白。可能同時間醫護人

員說了一些後續應該要安排檢查的建議，

同時給了一些衛教文宣，但當時根本什

麼也沒聽進去，只記得被難過和驚訝的

情緒壟罩著。回家後的坐月子期間，夫

妻兩人卯足全力的搜尋資料、吸取他人

看診的經驗，希望在滿月後能帶寶寶去

看一個可靠又權威的醫生，好好了解孩

子的聽力是怎麼一回事。然而到了醫院，

終於等到自己的孩子進入診間，當醫生

開始問診的剎那，卻又發現自己不知道

該說什麼、問什麼，擔心醫生聽不懂自

己想表達的疑問，又怕自己問題多，擔

誤太多看診時間而招人嫌棄。即使遇到

願意說明的醫師及聽力師，卻又可能因

為訊息太過專業，解說時間不足的情況

下，腦海中只留下許多似懂非懂的專有

名詞。

　　其實，不只是病人看診時會有擔憂，

醫師及聽力師在提供服務時，也同時會

出現一些擔心。時不時在社會新聞中，

就會看到醫護人員被失去理智的病患或

家屬攻擊，即使可能是個別事件，也是

會造成醫療專業者不小的精神負擔。醫

療團隊一方面要視病如親，保持足夠的

親切感，二方面又要滿足病人心中覺得

自己是此專業領域權威的地位，確實是

兩面為難的處境。

　　 而 醫 療 專 業 者 共 同 讚 賞 的「 好 病

人」，幾乎一面倒的都是能夠理性對談，

並具體表達需求，且最終能順利接受醫

療處置建議的患者及家屬。然而，身為

病 患 與 家 屬， 面 對 疾 病 實 在 很 難 不 去

Google 一下訊息或是問問其他有相同經

驗的人。當家屬被告知孩子有聽力損失

時，會想尋求第二醫療意見是很常見的

現象，而在搜尋自己心中的最佳醫療團

隊時，難免會把各個醫療單位拿來做比

較。當比較被搬上檯面時，就有可能讓

醫病關係變得緊張。

帶孩子看診，溝通是難題

　　為了緩解醫生與病人的關係，並提升

醫療品質，現代的醫病關係常會強調要

建立友善病人的照護環境，甚至將重點

放在如何讓病人和醫生共同參與醫療決

定，這個作法又稱之為「醫病共享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網站資訊，此名詞是

1982 年由一個美國以病人為中心照護的

共同福祉計畫而提出來的，用意是讓病

人與醫療提供者共同做出一個符合病人

價值觀及期待，又能結合醫學證據的醫

療決定（王英偉，2016）。

　　然而，這個點子雖好，卻忽略了一

　　「看醫生」想必是每個人一生必

定會經歷的情況。還記得小時候生病

都有爸媽的陪伴，似乎只要有爸媽

在，我們就能找到治好病痛的辦法。

身為孩子的我們不需要煩惱哪個醫生

好、哪家醫院友善。然而當我們長大，

必須自己面對病痛，甚至成了新一代

的父母時，才赫然發現小時候的理所

當然，居然一點也不簡單。雖然現在

網路無國界，人們取得資訊更為便

利，但當發生的病症是我們一點都不

熟悉的，即使想找資料也可能都不知

道該從何開始。

　　身為聽損兒的家長，也會遭遇到

上述困境，尤其在初為人父人母時，

當知道孩子有聽力損失，腦中一定會

出現一大堆問題。加上聽力損失常被

視為一種隱形的疾病，光看耳朵的外

觀，我們無法知道它擁有多少聽覺功

能。它也不會埋怨叫痛，沒有病癥，

所以即使受損嚴重，常都要等到其他

生活表現受到了影響，像是說話不清

晰、對叫喚沒有反應，才讓我們發現

聽力有問題。因此家長們在為孩子選

擇或面對醫療團隊時，就會有摸不著

頭緒的狀況。

　　隨著科技的進步、醫學的推進，

我們可以藉由更多不同的檢測聽力儀

器更早發現問題，而對聽力專業更了

解的耳鼻喉科醫師及聽力師等專業人

員也增加了，看起來家長們現在似乎

要比以前更有機會取得詳細說明及更

了解聽力損失。然而，家長心中對聽

力損失的疑問仍在、焦慮依舊，全然

沒有因為專業的存在而減少。這中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聽力問診室： 
讓孩子為自己的聽能管理做主

聽能管理部  主任／聽力師 馬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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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看診經驗，務必要跟耳鼻喉科醫師

及聽力師澄清資訊的正確性。網路雖然

便捷，但並沒有足夠的把關機制，一般

民眾很難區分醫學資訊的真假。若誤信

了訊息，可能會延誤後續的最佳治療與

介入時間。

留意聽力檢查的安排

　　不同年齡孩子所需要的檢查項目不

同，有些可於門診當日完成，有些則需

要擇日安排。雖然可能因此增加家長往

返醫院的次數，甚至必須多次向公司或

孩子的學校請假，但匆促的檢查可能會

造成不必要的檢查誤差，導致更多的擔

憂，故配合醫院的檢查安排順序，也是

極為重要的。

步驟三  看診結束理一理「WRAP UP」

申請檢查報告

　　在看診的當下，可能尚未做好心理

準備，無法消化所有的訊息。若能取得

完整的聽力檢查報告，後續還可尋求其

他聽語復健機構的協助，也可於回診時

再次詢問醫師，幫助自己更了解孩子於

該次檢查的聽力狀態。

回溯看診時得到的建議

　　在完成聽力確診之後，醫師及聽力

師都有可能會提供家長後續處遇方向與

建議，舉例：孩子只需要持續追蹤即可；

應讓孩子戴助聽器等等。回家後，可以

再試著整理一下所聽到的選項，同時檢

視醫院給的衛教資訊，以找出下一個前

進方向。

與未參與就診的家人溝通

　　有時，家中負責做決定的家人不一

定能陪同就醫，由於他們未能聽到醫療

專業的建議，也沒有聽到診斷報告的解

說，一定會對孩子的聽力損失有很多疑

問及擔憂。若這些疑問或擔憂未能解除，

日後要推進下一步就可能會產生阻力，

因此與家人溝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把想問的問題寫下來

記錄孩子日常生活的
聽能表現

1.

2.

針對聽不懂的資訊當下提問

澄清搜尋到的資訊

留意聽力檢查安排

1.

2.

3.

申請檢查報告

回溯看診時得到的建議

與未參與就診的家人溝通

1.

2.

3.

步驟一
事前準備寫一寫
WRITE DOWN

步驟二
就醫溝通做一做
OPERATING SKILLS

步驟三
看診結束理一理
WRAP UP

圖一 「WOW 就醫大補帖」，與醫生溝通的指南

件事，那就是許多病人及家屬其實不敢

與醫生溝通。即使非常想要參與醫療決

策，但卻常感覺無能為力。醫療場所的

環境氣氛，會讓病人失去平日應有的溝

通技巧和自信，進而無法暢所欲言。尤

其，大多數人普遍認為醫生是最具知識

的，擔心問太多會觸怒醫生，有些人甚

至害怕會遭到醫生報復，而在他們的醫

療照護上動手腳，最安全的辦法就是讓

自己扮演乞求者的角色。反之，也有許

多人認為，要獲得更多關於疾病或治療

的訊息只能靠自己，覺得醫療人員既獨

裁又權威，詢問不一定能得到答案，反

而會暴露自己的弱勢。

培養孩子做主的第一步：「WOW
就醫大補帖」

　　事實上，要建立醫病關係沒有捷徑，

它仰賴的就是有技巧的醫病溝通：從病

患及家屬的角度出發，讓就診者日後在

聽力門診或接受聽力確診時，能夠更順

利的取得想要的醫療訊息。我們試著將

它整理為「WOW 就醫大補帖」，以步

驟說明如下：（見圖一）。

步驟一  事前準備寫一寫「WRITE DOWN」

把想問的問題寫下來

　　寫下來是為避免在診間太忙亂時，

忘記問出想問的主題。除了可以寫下自

己關心的問題之外，如果看診前還沒有

提問的頭緒，可以參考本會第 35 期期刊

中聽力專欄內「表一聽能管理問題表」

（https://www.chfn.org.tw/uploads/

images/no_35_front.pdf），來幫助自己

歸納問題的方向。

記錄孩子日常生活的聽能表現

　　相較於醫師及聽力師，家人陪伴孩

子的時間比這些專業人員長，許多聽力

檢查看不到的細節，可能是協助診斷的

關鍵。舉例：孩子不太理會微小的聲音、

孩子發音不清晰，「姊姊」與「鞋鞋」

唸得亂了套。這些都可於聽力檢查時，

回饋給聽力師了解。

步驟二  就醫溝通做一做「OPERATING 
SKILLS」

針對聽不懂的資訊當下提問

　　看診或檢查當下有疑問時，應該立

刻提出，才能讓專業人員能有機會進一

步提供資訊，特別是當聽到不明白的專

有名詞時，應該要禮貌的詢問對方該名

詞的意思，或將該名詞寫下來，舉例：

什麼是「電生理檢查」？什麼是「聽神

經病變」？避免讓自己充滿問號的走出

診間。

澄清搜尋到的資訊

　　如果看診前，已經搜尋了許多跟聽

力損失相關的資料，或是聽過其他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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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醫生與聽損兒家庭雙向溝通的建立

參考文獻

1. 衛生福利部台灣病人安全資訊網：醫病共享決策簡介 http://www.
patientsafety.mohw.gov.tw/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SiteID=1&M
mmID=710351317675351145

2. 王英偉（2016）。醫病共享決策：決策輔助工具與臨床運用。醫療品質雜誌，
10（4），15-24。

3.Beck, D. L. and Harvey, M. A. (2009). Creating Successful Professional-
Patient Relationships. Audiology Today, Sep-Oct, 26-47.

醫療團隊 聽損兒家庭

理性討論

親切問診

就醫並非被動接收資訊，而是雙向互動溝通

　　在現代的就醫環境中，病患及家屬已經擁有比過去更高的自主權，在就醫過

程中理性的專業人員討論，能使醫療團隊針對問題提供建議。即使醫療團隊是擁

有專業知識的一方，但若家屬僅是被動接收資訊，醫療團隊也難以接觸到有需求

的對象並提供所需的服務。另一方面，若醫療團隊只在乎專業性及權威性，家屬

在就醫過程中，定會有許多負面感受，間接打擊他們對專業的信任，自然也就無

法接受所得到的建議。好在，「醫病共享決策」觀念的推行，讓醫療團隊也逐漸

調整專業者與病患之間的關係。身為病患及家屬，若能與醫療團隊同步前進，讓

自己成為雙向溝通的一員，必能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促成真正的醫病雙贏。

表達自我需求：讓孩子參與自己
的看診過程

　　家長們除了在孩子年幼時負責就醫

事宜，為了讓孩子長大後也能獨立管理

自己的聽能狀況，家長也應在孩子成長

過程中，一步一步訓練孩子學會表達自

己的需要。畢竟孩子會長大，當他們進

入青少年時期，就可能會發展出想要自

我主導的思想。孩子也有可能因就學或

未來就業因素而離家至外縣市居住，此

時若他們的聽能狀況有變化，也需要學

習如何獨立就醫，以確保自身的聽能表

現不受影響。然而，如果小時候沒有給

予孩子自我倡議的機會與足夠的表達練

習，長大後的他們可能仍會依賴著父母，

依舊欠缺問題解決的能力，甚至無法及

時發現或告知問題。

　　可於幼兒園大班開始訓練孩子，家

長可以從下列三個面向著手：

1  了解聽覺狀態

　　鼓勵孩子在聽不清楚時，主動告知

大人，並耐心與孩子討論聽不清楚的狀

況。若是耳朵有痛、悶塞或發脹的感覺，

以及有頭暈想吐的現象，也應該在第一

時刻反應。這些可能是聽力變化的警訊，

又或是疾病（如：中耳炎）發作的前兆。

2  解決輔具問題

　　讓孩子養成自己配戴輔具及檢查輔

具功能的習慣。每日都要確認電池電量，

沒電時也要練習自己替換電池。輔具如

果出現奇怪的聲音，要第一時間告知大

人，並讓孩子了解輔具故障時，可以送

至哪一個助聽器公司維修、該如何前往。

除了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外，若孩子擁有

交通工具時，也可以讓他帶著你一同前

往做維修保養。

3  進行心理建設

　　當孩子遇到問題時，有時候選擇隱

瞞的原因，常是因為害怕家長生氣。因

此在鼓勵孩子告知困難的同時，一定要

讓他感覺到主動告知的安全感，讓他明

白問題都是可以被解決的，現在發生的

狀況並非自己的錯。此外，在校時若發

生問題，孩子可能需要向學校老師反映。

然而孩子在面對外人時，也可能羞於開

口，平日就可以幫助孩子練習面對陌生

人，例如：可以讓孩子練習買東西付帳、

跟社區鄰居互動等等，日後當他面對專

業人員時，才會更有勇氣進行自我表達。

25幫助聽損兒童學習聽與說24 雅文聽語期刊 no.36

聽
力
專
欄

聽
力
專
欄

聽
力
問
診
室
：
讓
孩
子
為
自
己
的
聽
能
管
理
做
主

聽
力
問
診
室
：
讓
孩
子
為
自
己
的
聽
能
管
理
做
主

文
／
聽
力
師 

馬
英
娟

文
／
聽
力
師 

馬
英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