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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學習可以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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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關係！原來當時我們都不成熟、都幼

稚」。前幾天我們集結聽損大朋友奮鬥蛻變

故事的新書發表會上，我們陪著長大、當天

擔任主持人的厚廷說了一段往事讓我回味再

三。

他說國中時曾因電子耳植入手術後傷口包

紮明顯，被同學取笑叫「耳胞」，言談上諸

多不友善總刺得他混身不舒服。大學的同學

會上，他鼓起勇氣把這件事談了開來，沒想

到同學們的反應像是被點醒一般，總算明白

年少的他們曾傷人卻完全不自知，而厚廷也

才恍然大悟是自己過份放大了這個事件，讓

它不必要地盤據心頭多年。

事情的經過，雙方談起來沒有什麼出入，

但感受上卻天差地遠。這其中，情境扮演了

關鍵的角色。「人在情境中」(Person in 

situation)，學者Gordon Hamilton提出的觀

點正可為這個小故事作出解釋。

從厚廷的視角來看，求學階段和同學的相

處占去大部分的時間，自身的「不一樣」在

渴求同儕普遍認同的情境下，同學們不經意

的話語及反應都在他心裡產生深刻的印記。

從同學立場來看，厚廷的不一樣只是眾多有

特色者的其中一塊，取笑本身並非針對厚廷

個人，其實那是青少年階段情感依賴、既從

眾又想自我表現的舉動。

以時間面向來看，過去厚廷哽在喉嚨的話

，後來卻能坦誠地說出來，因為他所處的情

境和學生時期不相同了，不管是他生活中的

相關他人，還是身處的學習環境或者團體文

化，這些交錯的作用也就是情境因素，一直

都在無形中複雜多變地影響著他，當然還有

你我。

有趣的是，這個真人實事的分享，不僅讓

我們體察到情境的魔法在厚廷身上產生的影

響力，他的現身說法更展現了情境學習的絕

佳示範。

情境學習強調真實生活情境中可能遭遇的

問題，學習者透過情境問題的探討、反思以

及解決過程，學到認識自己、獨立思考，並

發展出自我導向的學習能力。這段故事的分

享不論在真實性還是意義性上，對於台下的

聽損大小朋友，或是家長們，或是助人工作

者們，我們都共同經歷了一堂最好的「尊重

與友善溝通」情境學習課程。

何處不情境。至此，你或者要問，到底情

境如何影響你自己看待聽損兒療育及服務、

如何辨識不同情境，來幫助聽損兒聽得更好

、為了建構孩子的語言力，情境教學如何操

作，本期內容有我們深入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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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生活情境 
建構孩子語言力

    開頭的敘述，即是運用自然生活情境

教導語言很好的例子，而在幼兒習語階

段若能把握任何機會與孩子交談、互動，

讓孩子在自然的情境中時時刻刻學習，

這樣良好的環境刺激及親子互動可增進

孩子的語言能力、認知能力及溝通能力。

對於需要大量且重複語言刺激的聽損兒

來說，情境教學更是重要，因為運用情

境是最自然也最具有意義的方式，還能

在周而復始的生活中重複累積聽的經驗，

幫助他們發展出未來應用在生活中有用

的語彙及有效的溝通能力。

    學者杜威的教育思想：「教育即生活，

生活即教育」，顯然說明生活中處處是

題材，不管是吃飯、穿衣、睡覺或是出

門買東西都是很適合語言輸入的情境，

因為最貼近孩子生活需求，自然地讓孩

子在這些活動中探索和學習。而如何有

效且循序漸進的給予語言刺激呢？這是

個很重要的課題。

    以幫孩子穿衣服的情境為例，與孩子

互動時可以使用以下方式：

說出不同服裝或服飾相關配件的名稱，

累積孩子的詞彙量，例如：「衣櫃裡有

好多件衣服，有洋裝、襯衫、毛衣和外

套，有的有拉鍊、鈕釦和口袋⋯」。

針對服裝的顏色、大小、質地、數量加

以描述，透過不同詞性來豐富語言內容，

例如：「長長的褲子、衣服髒髒的、這

件是新的衣服、你有兩件裙子、又毛又

溫暖的衣服⋯」。

與孩子談論人事物的異同，提升孩

子觀察、辨識及瞭解相對概念的能

力，例如：「爸爸的鞋子比較大、

我的帽子是紅色的跟你不一樣、你

已經穿好衣服了⋯」。

指出你們即將要做或正在進行的事物，

掌握事情的關聯性，例如：「先穿衣服

再穿褲子、襪子臭臭的要拿去洗一洗。」

給予明確的指令與方向，建立其遵循指

令的能力，例如：「把衣服放在櫃子裡面、

鞋子在椅子旁邊、要出門了你去拿鞋子

來穿。」

    上述的方法，不僅適用於聽力正常的

兒童，對於需要不斷地重複聽取、累積

聽經驗的聽損兒童來說，更要在互動中

使用這些方式，才能增進對語言的掌握

力。

    臨床的經驗中發現，聽損兒在學習的

過程中，由於需要花更多的精力聽取語

音訊息，因此更容易感到疲累、不專注。

而「遊戲」對孩子來說是有趣且快樂的

事情，透過遊戲能提高他們的專注力與

持續性。因此，將想要教導的語言內容

透過遊戲包裝，輕鬆又巧妙地讓孩子吸

收，可說是提升孩子語言力很好的方式。

    在與孩子遊戲前，首先必須先瞭解各

個年齡層遊戲發展的階段，才能給予適

切的遊戲內容。

文˙鄭伊涵
教學研發部 聽覺口語師

哇！妹妹你看有好多車車，有大的車車、小的車車、白色
的車車、黃色的車車！車車開好快，車車的輪子轉轉轉，

妹妹也要坐車車嗎？爸爸開車車載妹妹，我們坐車車回家。

發展年齡 認知發展階段 遊戲類型 特徵 舉例

0-2歲 感覺動作期 功能性遊戲
無目的重複操弄， 
從中獲得快樂

1.丟及撿的活動
2.敲打物品

2-7歲 前運思期 象徵性遊戲 是虛構、假裝及想像的遊戲
1.扮家家酒

2.積木堆城堡

7-11歲 具體運思期 規則性遊戲
遊戲有規則及目的， 
為大家所了解及接受

1.捉迷藏
2.大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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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歲的孩子，喜歡無目的的重複操

弄物品，像是不斷反覆丟及撿的行為。

我們就可利用丟球類玩具的遊戲，在玩

樂的過程中教導孩子認識球，例如：「圓

圓的球球、大顆的球球、把球球丟給媽

媽」，也可利用球教導不同的動作，例如：

「妹妹在丟球球、球球滾滾滾、把球球

撿起來、我們一起收球球」。

     2-7 歲的孩子，已經開始會進行假裝

和想像的遊戲，喜歡玩扮家家酒，家長

可透過扮演遊戲與孩子一起扮演不同角

色，教導不同角色名稱及相關內容，例

如：「妹妹要當醫生，兔兔生病了要去

看醫生，醫生在醫院裡面上班，醫生會

用聽診器幫病人檢查身體」。

      7-11 歲的孩子，能夠與他人一起合作

進行遊戲，也會遵循遊戲的邏輯與規則，

家長可以開始與孩子進行較複雜的活動，

從中透過具體的遊戲教導聽損兒較難掌

握的抽象詞彙，以大富翁遊戲為例，例

如：「由起點開始，誰先抵達終點即為

獲勝者」、「每次擲兩顆骰子，再將兩

顆骰子點數加總起來」。

 

　　有研究發現親子共讀活動，不但可

以影響幼兒的語言學習，而且參與活動

的父母，若具備較佳的說故事技巧及口

語表達力，也能間接提昇孩童的語言能

力（徐庭蘭，2004）。親子共讀時，家

長的語言刺激以及親子間的分享交流，

不僅能增加孩子的詞彙量，還可以增強

其口語表達能力；且繪本對於需要視覺

線索輔助學習的聽損兒而言，更是一個

學習語言很棒的媒材，透過圖像與語音

訊息的連結，能更為輕鬆地掌握語言內

容。

    和孩子共讀前，可以先選擇一本他有

興趣的、且符合他發展程度的書籍，找

個安靜且舒適的地方坐下來，再開始親

子閱讀。由於聽損的孩子學習語彙需要

有大量的聽經驗才能穩定理解，因此家

長每次在共讀時，可先針對某幾個語詞

進行輸入，避免孩子一次接收太多訊息

而無法有效學習。針對較小齡的孩子，

為了要維持他持續專注在繪本內容中，

家長可以透過豐富的表情及聲音吸引他，

或是搭配實際物品與圖像連結，增加其

持續共讀的興趣。

　　此外，建議家長使用「聽能優先」

的技巧，先說再呈現書籍內容，目的是

避免聽損兒直接受到視覺圖像吸引而忽

略聽取語音訊息，這樣的技巧也很適用

於聽常兒童身上，增加了神秘感及期待

感，可以提高孩子的注意力。

　　對於開始有表達能力的聽損兒來說，

應多鼓勵孩子回應以增進表達能力。因

為聽損兒在表達句型上較簡短或易有錯

誤的狀況（林寶貴、 錡寶香，民 91），

家長可以利用提問來引導孩子主動參與

閱讀，並多使用開放式的問句，例如：

「為什麼他現在看起來很緊張？」、「如

果你是主角，你會怎麼做呢？」，讓孩

子可以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達到練習

語言的目的。

　　前文提供了許多豐富語言的方式，

然而，即便製造了多元的輸入環境，聽

損兒因隨機傾聽的能力相對聽常兒童來

的低，需花費更長的時間連結事物與語

言之間的關聯。運用有效的語言教學策

略，能讓孩子輕鬆地掌握所有的語言要

素。

　　以下分享六個在實務中常被提及和

使用的語言教學策略：

　　當孩子正在關注我們進行的事情時，

將行動轉化為語言給孩子聽。例如︰做

家事摺衣服的過程中可以說：「我在摺

衣服，先把右邊的袖子往內摺，再把左

邊的袖子也往內摺，最後再從下面往上

對摺，衣服就摺好囉！」使孩子理解每

個動作和語言之間的連結。

　　說出孩子當下正在進行的事情。例

如︰孩子玩煮菜遊戲時，我們可以化身

旁白：「你在當廚師煮菜喔！你在煮紅

蘿蔔，紅蘿蔔香噴噴的，感覺好好吃！」

利用孩子專注的當下，同時輸入語言，

可以加深孩子對於相關語言的理解。

　　重新組織孩子不合文法的句子，再

次陳述給孩子聽，使其增進組織句型的

能力。例如：孩子指著桌上的水說：「姊

姊，水水」，我們可以擴展為：「姊姊

在喝水水」或是「姊姊用杯子喝水水」。

　　以孩子所表達的內容為主軸，再添加

與其相關的內容。例如：孩子看著腳說

「痛痛」時，我們可以延伸為：「因為跑

好快跌倒了，所以腳腳痛痛，痛痛要擦藥

藥。」提供孩子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幫

助孩子了解來龍去脈，也進而學習到完整

語言內容，提升其未來表達語句的長度。 

　　幫助孩子理解如何拆解和組合不同

的語言內容，提升正確構句的能力。例

如：孩子表示「蛋蛋，吃」，我們可藉

此運用建構與分解的策略：「弟弟想要

吃蛋蛋，媽媽夾蛋蛋，蛋蛋好香，弟弟

吃蛋蛋，媽媽也吃蛋蛋。」經由不斷的

重複聽取，讓孩子了解不同詞性的語詞

在語句中擺放的位置。

　　當要教導孩子學習新詞彙時，可利

用舊經驗帶入新經驗的方式，將新舊詞

彙相互連結，使孩子能習得新詞彙的涵

義。例如：要教導「機翼」一詞，家長

便可使用孩子已理解的舊詞彙來替換與

連結：「飛機都有一對像翅膀的機翼，

要成功起飛就需要靠翅膀，有機翼就能

讓飛機飛到天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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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聽覺口語教學課程中，教師希望

聽損兒最終能夠理解並表達語言。為了

讓孩子有效的聽到語言、聽清楚語言、

聽懂語言，我們會教導並鼓勵家長於日

常生活中不僅善用上述提到的語言教學

策略，還要搭配以下的語言輸入技巧，

才能讓學習效果更顯著。

在安靜的環境下輸入，才能讓聽損兒清

楚及完整的聽取語音訊息；並做到一次

一個人說話，避免語音相互重疊，讓孩

子時時刻刻保持良好的接收品質。

太大聲的說話音量，反而易使聽損兒接

收到不清晰或扭曲的聲音，因為能量較

強的韻母會掩蓋過聲母，例如：「你去

丟球球」，聲母ㄋ、ㄑ、ㄉ會被韻母蓋

過而無法聽清楚，可能會聽成：「以欲

幽有由」。其實，只要靠近聽損兒並使

用一般的說話音量，就能使孩子掌握清

晰的語音。此外，若聽損兒兩耳的聽損

程度有差異，應在優耳側說話，才能讓

孩子完整且及時的接收語音訊息。

 

使用聽覺優先的方式，在呈現教導

的內容之前，先以口語說出語言內容，

再呈現物品或帶孩子執行動作；可以使

用神秘袋、神秘盒遮蔽物品，或直接將

教具藏在身體背後，等說完後再拿出來，

即可避免孩子直接專注於事物上而忽略

聽取語音訊息。

  運用重複關鍵字詞的技巧，讓孩子

不斷累積聽的次數，加快理解的速度。

例如要教導「香蕉」這一樣水果，可以說：

「媽媽有買香蕉，是長長的香蕉，黃色

的香蕉，香蕉要剝皮，香蕉聞起來好香

喔！」

 著重聲學強調，例如：加重語氣、

拉長聲音及使用豐富的抑揚頓挫去強調

重點字詞，使目標語更容易被孩子聽取。

  選擇適當的語彙：語言輸入應採鷹

架理論的概念，教導的內容須建構在孩

子已理解的語彙之上，例如：孩子已理

解「跑」，可以延伸教導「奔跑」，逐

漸豐富孩子的語彙。針對小齡的孩子，

可先選擇生活作息或孩子周邊相關的詞

彙教起，使用兒話語或較簡單的語詞輸

入，例如：「狗狗／汪汪、喝水水」；

對於大齡的孩子則開始擴展至居家生活

以外的詞彙，且不使用兒話語或疊字詞。

  使用合適的句長：要考量孩子能聽

懂或能表達的長度，適時調整語言輸入

的句長，例如：孩子僅能聽取六至七個

字的句子長度，在教導語言時的句長儘

可能不超過十個字，以免孩子無法消化；

我們可以運用孩子能聽取的長度再增加

二至三個字，以逐漸延長他聽的長度。

   掌握合宜的語速：輸入語言過程中，

要考量孩子的個別差異調整語速，例如：

初階的孩子先使用較慢的語速，讓孩子

能清楚掌握所有的語言內容。當習語較

為成熟後，則回到正常的說話速度。

　　在生活中，不管是表達需求、與他

人溝通互動都需要語言做為媒介，若語

言發展落後，將會影響孩子學習能力、

社交互動及情緒發展等面向。零至三歲為

大腦發展的黃金期，此時大腦可塑性佳、

學習速度快，因此越早開始學習語言效

果越好。而聽損兒學習「聽」與「說」，

更取決於大人們給予的「質」與「量」，

要讓聽損兒能聽會說，便要開始把握生

活中任何時機，讓語言充斥在所有情境，

善用各種方式和策略，陪伴孩子紮實的

建構語言力！

 (2017)

 (2004)
6(4) 349 370

( 91)
(22) 127 154

Lev S. Vygotsky(1978). Vygotsky Scaffolding: What It Is and How to Use It.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prepscholar.com/vygotsky-scaffolding-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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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不同情境 
提升聽損兒聆聽表現

文˙林郡儀
聽能管理部 聽力師

生 活中充斥著各種不同的聲音，但

我們卻很少留意自己身處的聲音

環境，也未必清楚自己在聆聽困難的時

候，應使用何種策略改善訊息接收的清

晰度。瞭解生活中不同的聆聽情境，可

幫助我們及聽損兒童意識到自己處於何

種聲音環境下，也可進一步得知，除配

戴合適的聽覺輔具外，還有哪些方式能

讓聽損兒童們聽得更加輕鬆，並有效面

對不同的聆聽挑戰。本文將簡述三大聆

聽環境：安靜環境、吵雜環境及使用電

子產品聆聽，並說明輔具相關功能及簡

易溝通策略。

　　最單純的聆聽環境為安靜環境，表

示語音來源單一，在此環境下的對話訊

息較不易受到其他聲音干擾。對於聽損

兒童來說，安靜環境為最佳的聆聽環境，

對於照顧者而言，此種情境也較容易觀

察到孩子對聲音的察覺反應。此外，因

為在安靜環境中說話者語音來源相對單

純，所以對於初次配戴聽覺輔具的聽損

兒童來說，安靜環境是適應聽覺輔具的

第一步。

　　再來即是吵雜環境，吵雜環境的聆

聽大致可分為三種：純噪音環境、吵雜

環境中一對一對話、吵雜環境中多人對

話。在純噪音環境下並不適合聆聽及學

習，環境中大多為無意義的背景音，且

可能會對聆聽者造成負面影響；而吵雜

環境中一對一對話及多人對話情境，幾

乎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溝通情境，如在

餐廳吃飯聊天、逛街時邊走邊聊天、團

體討論等。對於年紀漸長的孩子，所處

的環境就會越來越複雜。

　　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安靜和吵雜環

境下的傾聽外，由於現今科技的發展，

3C電子產品越來越普遍，使用電子產品

聆聽則是第三種常見的聆聽情境，例如

聽音樂、講電話、看電視、觀看線上課

程等。在不同的聆聽環境下，聽覺輔具

也能啟動不同功能來幫助聆聽。

 

　　聆聽輔具有不同的麥克風收音方式

及程式選擇。但在安靜環境中，對於年

幼的孩子，由於孩子尚無法自己判斷說

話者的方向而改變聆聽方位，一般我們

會將開機程式設為全方位麥克風收音，

讓孩子能隨時聽取週遭 360度的各式聲

音。例如孩子開始能夠爬行時，媽媽若

在後方叫喚他，則全方位麥克風收音就

能幫助孩子聆聽來自除了前方以外的聲

音。

　　而安靜環境也可能是安靜的教室，

僅有老師在授課，若老師站在前方講台

授課，則可設定為適應性方向性麥克風

收音，讓孩子能更清楚的聆聽前方老師

的課程內容。當然，目前的聆聽輔具也

有自動偵測及切換程式的功能，麥克風

會針對周圍的聲音來選擇何種程式應該

動，如此一來，即使環境中的聲音有所

改變，聽覺輔具也能給予聽損兒童協助。

　　另一方面，在安靜環境中，若有突

然出現的聲音，例如大聲的關門聲，也

有突發性噪音抑制的功能，此功能可以

立即偵測突然出現、刺耳的聲音，消除

大音量帶來的不舒適感，但並不會將所

有聲音消除，讓語音訊息仍能清楚的被

保留下來。Pittman（2008）指出當聽損

兒無法良好聽取 4,000赫茲以上的聲音

時，當他們學習一個新字時，需要聆聽

該新字的次數，是聽常兒童的三倍。針

對高頻聽力損失較重的孩子，助聽器內

也有降頻技術，也就是高頻訊息移至低

中頻。此功能能幫助孩子在安靜環境中

更容易接收高頻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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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純噪音環境，聽覺輔具也在

默默的進行聲音處理，若孩子常處於吵

雜環境中，可請聽力師為孩子的助聽器

或電子耳開啟噪音抑制功能，或設定一

個專門的噪音情境聆聽程式。目前多數

適合嬰幼兒使用的聽覺輔具，已有自動

噪音抑制功能，但專業人員仍可視不同

情況及需求，增設不同的抑制強度。然

而，雖聽覺輔具能為聽損孩子們處理四

週的噪音，但仍不建議孩子待在高噪音

的環境下過久，依據 OSHA(美國職業安

全及健康署 )的標準，待在 90分貝的噪

音環境中，不可超過 8小時，因此建議

若是環境吵雜，應儘快離開該環境。

　　在吵雜環境中對話，像是餐廳、走

廊上操場邊、在車上對話時，聽覺輔具

會啟動噪音抑制功能，也可同時啟動方

向性麥克風，讓語音和噪音的比例（訊

噪比）變佳。讓訊噪比變佳的方式很多，

除了啟動以上功能外，亦有些聆聽輔具

會有語音增強的功能，當它將噪音抑制

時，也同時保留語音的完整線索，並進

行放大，讓訊噪比更為明顯 (Goff  et la., 

2016; Mueller, et al., 2000)。

　　另一方面，在台灣常見的為家長接

送孩子時，騎車途中的對話，孩子坐在

後方，家長面向前方說話，除了騎車時

產生的風聲外，還有週圍的喇叭、汽機

車引擎聲等等的噪音，在此狀況下，有

些聽覺輔具的風切聲功能亦會同時啟動，

來減少風聲對孩子聆聽造成的影響。

　　孩子可接觸到的電子產品越來越多，

以往聆聽電子產品常是聽損兒童的一大

考驗，但目前的聽覺輔具在處理電子產品

傳輸的聲音時，有更細緻的聲音處理方

式。在聽取電子產品時，除了早期就有

的 T功能外，也有直接音源輸出（Direct 

Audio Input, DAI）功能及無線傳輸技

術。T功能即是以感應線圈的方式讓聽覺

輔具感應到線圈訊號而聽取聲音。

　　直接音源輸出則是藉由連接線或相

關配件，讓聽覺輔具能夠直接與其他設

備連接，如 CD播放器、FM系統連接、

電視。無線傳輸技術常見的有 2.4GHz、

藍 芽 傳 輸、 近 場 磁 感 應（Near-field 

magnetic induction, NFMI）。對於學齡

兒童來說，當聽覺輔具需要外接其他設

備時，要使用的配件越少，對於家長及

孩童本身的負擔也越小。

　　舉例來說，目前台灣學齡聽損兒童

可向學校申請 FM系統，而為了使聽覺

輔具與 FM系統連接，最常見的方式即

是購買音靴，將音靴連接於助聽器或電

子耳，並將 FM接收器連接至音靴上，

聽損兒童的耳朵上即會有助聽器（或電

子耳）、音靴及接收器，而老師或家長

則配戴 FM發射器在身上。

　　隨著科技的推陳出新，目前亦有類

似的無線傳輸方式，但聽覺輔具上不再

需要連接音靴及接收器，只需要有一個

發射器在說話者身上，而聲音即會直接

以無線的方式傳至孩子的聽覺輔具中。

不同的連接方式均有優劣，但目的均為

提供孩子良好的訊噪比及聲音品質，使

得孩子在聆聽及學習能更為輕鬆。而這

些無線傳輸功能當然也能幫助孩子聆聽

手機或電視，對於國高中的聽損生，當

他們使用的電子設備增加時，他們也會

希望能更方便的運用助聽器。此時無線

傳輸技術即是一大利器，讓孩子能在電

話中更清楚的聽取，也能在使用電腦與

同儕互動時更為便利，甚至也能更有效

聽取線上教學課程。

 

　　即使是安靜環境，聽覺輔具的設定

仍無法提供完美的聆聽效果，讓聽力受

損的孩童完全不受到限制。例如單側聽

損的孩子，即使配戴上聽覺輔具，兩耳

間的聽覺經驗及辨識能力可能仍有落差，

此時座位的安排就顯得更為重要，讓孩子

的優耳靠近說話者，能讓孩子聆聽較不費

力，尤其對於一整天的課程，若能減少

孩子的聆聽費力度（Listening effort）則

可有效降低孩子的聆聽疲勞感（Listening 

fatigue）。

　　而聆聽費力度並非只出現在某一特

定族群身上，即使是一般聽力者，也會

因為需要長時間專注聆聽而感到費力

（Ohlenforst, et al., 2017），試想今日

前往一場專業的英語醫學研討會，即使有

良好的英語溝通能力，也會因為需要整

天聆聽非母語的內容而感到疲憊。若是

內容中有許多新的詞彙及專業用語，則

可能會需要更費力聆聽而更快感到疲勞。

如同孩子前往學校學習，內容均為不熟

悉的新單字詞彙，若是聆聽環境不友善，

輔具使用不恰當，則可能就會需要更多

精力來聆聽，學習成效反而大打折扣。

　　孩子也可能會面臨到需要在吵雜環

境中聆聽並學習。例如教室離馬路或操

場很近、團體討論的課程、體育課等等

的學習環境。加上說話者不會固定在同

一個位置，有可能離孩子很遠，此時噪

音和距離都會同時影響孩子的聆聽品質。

一般教室的噪音量可達到 60~70分貝（邢

敏華、黃士賓，1999；江源泉、楊淑惠、

姚甸京，2004），由此可知教室環境的

聆聽品質對聽損兒童來說並不友善。此

時遠端麥克風系統，如 FM系統、迷你

麥克風（Minimic）即為最佳的選擇，能

讓說話者及聽話者都能更為輕鬆。讓說

話者拿取發射器，或是將發射器放置於

團體中央，亦以利聽損兒童聆聽所有人

的說話內容（May, 1999）。老師不必擔

心孩子的位置或是距離，孩子也能因為

聲音訊號直接傳輸至助聽器而有更好的

聆聽品質（戴宇晨，2018）。

　　由於自然生活中的噪音十分多元，

聽覺輔具即使有良好的降噪功能或聲音

處理技術，也未必能使聽損兒童獲得完

美無瑕的聆聽品質。若是當我們已為孩

子們選擇合適的輔具，且設定均符合孩

子的需求，但孩子在吵雜環境下的聆聽

表現仍不盡理想，仍有一些溝通策略能

幫助孩子傾聽。例如選擇較安靜的溝通

場所、選擇合適的座位、選擇明亮的場

所，以利取得視覺線索（如表情、口型

等）。

　　除了聽損兒童能自行調整溝通方式，

家長或老師在與聽損兒童對話時，也能

留意身處吵雜環境時能做的改變。如儘

量面向聽損兒童、說話速度略為減慢、

口型及咬字清楚，但切勿過於誇飾。對

話過程中等待孩子回應，並在溝通過程

中隨時確認孩子是否獲得正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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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最重要的是，除了輔具外，溝通策略及進階的聽語復健亦是重要的一環。輔

具僅是輔助孩子的工具，依據孩子需求來選擇適合的功能，方能給予孩子最適當的協助，

但仍須謹記孩子本身的聽能技巧才是建立聆聽品質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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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情境 
給孩子質與量並重的語言輸入

對孩子說話，說的多就夠了嗎 ?

　　過去研究皆指出，對孩子說話的總

量與孩子語言的發展息息相關，包含詞

彙、語義、句法的發展 (Hart & Risley, 

1995)。但只是講的多，就能夠讓孩子的

語言發展更為快速嗎 ? 當我們仔細探討，

當對孩子講的越多，媽媽所使用的詞彙

就會越豐富，這也是讓孩子語言發展較

為快速的原因之一 (Hoff, 2006)。由此可

見，對孩子講話的總量不是唯一提升孩

子語言能力的因素，講的多之外，所講

的內容，其品質也是需要注重的。那麼

怎樣算是好的品質呢 ? 在適當的情境當

中，進行語言輸入是提升輸入品質的第

一步。

把握機會情境，與孩子對話 
(being responsive)

　　溝通是建立在兩個人之間的互動，因

此當媽媽對於孩子的話語有所回應 (being 

responsive)才是一個有良好互動的溝通。

而良好的互動溝通在不同時期對於孩子

的語言發展都是很有助益的。

　　從牙牙學語時期開始，媽媽就應該

要對孩子發出的聲音來做回應。過去研

究指出，當媽媽在此時期越積極與孩子

互動回應，孩子會越快開始講話，也會

越快達到一般學者所認為 18個月孩子應

具備的 50字詞彙門檻 (Tamis-LeMonda 

et al., 2001)。Roberts及Hampton (2017) 

針對 6-18個月大的聽常及聽損孩子進行

長期追蹤的研究發現，當媽媽越常回應

孩子，孩子之後的發聲 (vocalizations)就

越多，而且聽常及聽損的家長在回應孩

子的頻率上並沒有顯著的差別。

　　當孩子說出第一個有意義的詞彙，

即進入語言期。在這個時期，同樣的，

媽媽越常回應孩子的話語，亦會加速孩

子的語言發展，不僅是在詞彙量會較

多，在語言發展的進程也會大幅躍進。 

文˙朱家瑩
聽語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Tamis-LeMonda 等人 (2001) 就發現，9

個月大及 13個月大受試孩子的母親中，

比起不積極回應孩子的媽媽，積極回應

者的孩子進入詞彙爆發期及簡單句期的

時間點早了 4-6 個月。Pressman 等人 

(1999)也在聽損的孩子得到類似的結果，

媽媽在孩子約 2歲時越積極回應孩子可

以預測孩子 3歲時的語言表達能力。值

得一提的是，媽媽越積極回應孩子所發

出的聲音或話語，同時間也提升了孩子

所聽到的語言總量。因此兩者的效果是

密不可分。

　　近期的研究更進一步的發現，家長

與孩子的對話輪替次數 (conversation 

turns) 比起家長對孩子講的字詞數量，

也就是孩子所聽到的語言總量，對話輪

替的次數與孩子的語言能力更有關連性 

(Romeo et al., 2018)。這個發現不僅在

聽常的孩子身上看到，針對聽損的孩子，

家長與孩子的互動比起家長本身自己講

的話語數量更為重要。Vanormelingen et 

al. (2016) 比較聽常孩子的家長及聽損孩

子的家長與孩子的互動，他們發現兩組

的家長在語言輸入的數量上並沒有太大

的差別，但相同的是當與孩子的對話輪

替次數越多，孩子的詞彙發展就越好。

相同的，Nittrouer (2010) 也發現聽損孩

子的家長與聽常孩子的家長在溝通互動

的頻率近乎相同，但是當比較兩組家長，

聽損孩子的家長在回應孩子時較少使用

口語。但當聽損家長越積極使用口語回

應孩子，孩子的語言能力就越強。

溫馨

小提醒
看電視學語言好嗎 ?

? 

(Singer & Singer, 1998)

Zimmerman et al. (2011) 275
0

Ambrose et al. (2014) 
28

( 1 )
Zimmerman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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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孩童的注意力創造情境 
(Joint attention)  

　　語言最好的學習情境是建立在孩子

與家長處於共同注意力的狀態之下。也

就是說，孩子專注的焦點與家長語言輸

入時的主題是同一個。例如，當孩子正在

玩球時，家長應該要針對孩子正在玩的

球進行輸入。當家長跟隨孩子的注意力

或有共同專注焦點時所提供的語言輸入

才能有效的增進孩子的語言發展，而非

將孩子的注意力導向其他地方，在針對

一個他們原先沒有興趣的物品進行輸入

(Akhtar, Dunham & Dunham, 1991)。

例如，拿出一台小汽車企圖將孩子的專

注焦點轉移。不能這麼做的目的，是因

為在這個情況下會增加孩子的認知負荷，

進而降低孩子將字詞與物品連結的能力。

研究指出，當家長與孩子的互動中越少

跟隨孩子，孩子的詞彙及句法發展都會

較慢 (Tomasello & Farrar, 1986)。

　　然而針對聽損兒，其聽常的家長多

半還是擔任互動主導的角色，以指示

(directive)為主要與孩子互動的方式，並

且大部分的時間傾向轉移孩子的專注點

來進行溝通互動 (Spencer et al., 1992)。

以指示的方式來與孩童互動並不是全然

的不好，而關鍵是在於需要跟隨孩童的

專注焦點。在孩子專注焦點中，家長仍

然可以以指示的溝通方式與孩子互動，

並創造不同的溝通情境 (Paparella & 

Kasari, 2004)。例如，孩子的專注焦點在

玩具車上，可以要求孩子把玩具車拿起

來，或專注焦點在故事書上，可以請孩

子指向圖片中的物品。這些都還是屬於

跟隨孩子的專注焦點，但是由家長主導

溝通的過程及內容。

各種對話情境的優勢比較

　　生活中的各種活動都提供了孩子很

豐富的語言學習來源。而不同的活動所塑

造的對話情境也擁有不同的語言輸入特

性及內容品質。以下針對了三種孩子主要

日常生活的活動情境討論每個情境的優

勢，包含親子共讀 (shared reading)、玩

玩具 (toy play)及吃飯時間 (mealtime)。

　　過去的研究顯示親子共讀比起其他

的情境，如玩玩具、吃飯或其他日常生

活中的活動，有最密集的語言輸入量、

最豐富的詞彙輸入；家長在此情境中亦

會使用較複雜的句型，也比較會利用提

問的方式來引導孩子回答問題，也會包

含較少的指示性及社會規範相關的語言，

因為對話會是針對書中的內容討論，因此

會出現較多日常生活中少見的詞彙，尤

其是名詞，而因為書面語的關係，家長

在與孩子互動時使用的句型也會相對較

為複雜 (Tamis-LeMonda et al., 2018)。

此外，因為家長及孩子的專注焦點會在

同一個圖片上或故事情節上，並且家長

可藉由這個機會幫孩子輸入新的詞彙來

豐富整個對話的內容，家長在與孩子的

互動回應上會更積極良好 (responsive)

(Lavelli et al., 2018)。

　　在玩玩具的情境中，同樣也可以提

供高品質的語言輸入情境。因為玩玩具

的過程中，有很多動作包含在內，例如

按按鈕、推車車、丟球球等，因此比起

親子共讀時會有較豐富的名詞輸入，玩

玩具時所輸入的詞彙則會有較豐富的動

詞。值得一提的是，親子共讀及玩玩具

的情境中，都提供了孩子練習去情境

(decontextualize) 語言的機會，也就是

說討論的內容並非實際的經驗，這對於

學齡前的孩子來說是較難的能力，也是

奠定孩子未來閱讀能力的基礎之一。主

要因為在親子共讀中，討論的內容多為

故事中的情境，而玩玩具則會出現假裝

遊戲 (pretend play) 的情境，像是辦家家

酒，實際的人事物不一定會出現在現場 

(Tamis-LeMonda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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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吃飯時間也是一個很好的對話情境，因為孩子可以在多方

談話的情境下學習。過去研究也指出，家長於吃飯時間的語言使用可

以預測孩子的詞彙發展 (Weizman & Snow, 2001)。因為吃飯時間的

對話會有較多敘述性及解釋性的對話內容，談論的話題也較為豐富多

樣，如談到時事或知識性的話題時，家長會使用較複雜且深奧的詞彙，

所以孩子可以接收到含括範圍較大的語言輸入內容 (Snow & Beals, 

2006)。然因為話題的種類較為艱澀，家長與孩子一來一往的對話較少，

在回應孩子上並沒有其他情境那麼積極良好 (responsive)。三個不同情

境的優勢統整如下表：

培養觀察情境的能力，掌握最佳語言輸入的時機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要增進孩子的語言能力，不僅是

在語言輸入的數量上需要努力，語言輸入的品質也是同樣重要。而語

言輸入的最佳時機，正是在自然的日常生活情境下，跟隨孩子的專注

焦點，積極的回應孩子所發出的聲音及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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