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抗拒到接受，第二電子耳開啟了勇氣與希望

家萱的眼淚，
是為了聽見更多的世界

文、圖⁄宣導教育部

2024 年七歲的家萱坐在台大醫院聽檢室裡，跟過往定期聽
檢不同，這一次是為了植入第二耳電子耳做的術前評估。

她不斷皺眉、遲疑，努力辨識聽力師說出的每一個單
詞……直到眼淚悄然滑落。媽媽看著她，彷彿做錯事情的孩
子，心碎不已――這不是孩子害怕檢查表現，而是她無聲地承
認：「我眞的聽不淸楚了。」

例行聽力追蹤，揭開了她右耳「聽不清楚」的事實

在雅文基金會例行追蹤聽力時，聽力師觀察到家萱右耳的
語音辨識度明顯下降，雖然仍配戴助聽器，卻只剩下四成語音
辨識能力。這讓媽媽明白，長達三、四年反覆拉鋸的決定，再
也拖不得了。

這一次，家萱終於點了點頭……願意面對自己右耳的狀
況，和媽媽討論「是否將助聽器換成人工電子耳」。

她曾說「不要換」，我們真的等了好幾年

家萱自出生即確診雙耳重度聽損，兩歲時左耳
便植入人工電子耳。媽媽一直記得那段語言突飛猛
進的日子，也曾思考是否將右耳的助聽器也更換成
人工電子耳。但這個念頭，始終沒有眞正行動。因
為在使用左耳人工電子耳的過程中，家萱就明確的
拒絕：「我喜歡助聽器的聲音，不要換。」

媽媽選擇尊重孩子的感受，心想――如果還聽
得見、又沒有補助，就再等等。也許未來有更好的
輔具或技術出現，能讓她少受手術之苦。

雖然當時選擇暫時不更換，但媽媽從未放棄替
孩子心理建設，她陪伴孩子進出雅文基金會的教
室，不時溫柔地提起：「你看，其他小朋友兩邊都
有電子耳喔！」、「以後我們也可以讓兩邊耳朵一樣
都是使用電子耳，這樣會更輕鬆地聽見更多聲音。」

這些話語沒有強迫，也沒有說服，只是一點一
滴撒下希望的種子，等著孩子準備好、自己做決定。

接受手術評估時，擦拭那一滴眼淚，是她

準備好說「可以」的證明

當家萱終於點頭願意嘗試後，媽媽便安排第二
耳人工電子耳的評估流程。

媽媽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在這次術前評估中，家
萱哭了。那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她眞的發現：「原
來這些聲音，我聽不淸楚了。」

媽媽看著她落淚的模樣，百感交集，卻也明
白――孩子眞正願意接受自己的改變了。她知道，
這不是她逼來的決定，而是孩子自己準備好的選
擇。

補助不是關鍵，而是拉近孩子與聲音世界

距離的「加速器」

家萱的點頭，是轉變的起點；而讓行動得以快
速展開的加速器，是台灣政府於 2023 年 7 月第二
耳電子耳健保補助到位。

這樣的政策改變，對於家萱一家在面對人工電
子耳龐大手術費時，不再有太多猶豫與退卻。大幅
減輕了家庭負擔，也終於讓「遲遲無法決定」的事
情得以推進。

2024 年 12 月，家萱在台大醫院順利完成第二
耳人工電子耳手術。

不是催促，而是鼓勵：給孩子一個用雙耳

聽見世界的機會

剛開機的那幾天，家萱說：「新的耳朵聽起來
像機器人在講話。」她不太習慣，有時右耳沒電了
也不想換，還是依賴熟悉的左耳。媽媽理解，那是
一個陌生的聲音世界，她沒有催促，而是陪著孩子
慢慢習慣。

隨著聽語訓練與調頻持續進行，媽媽發現家萱
反應的速度變快了，聽懂別人說話的穩定度也明顯
提升。新的聲音，正一步步融入她的日常，成為生
活的一部分。

媽媽感慨地說：

「現在回頭看，早點做這個決定，也許她的適應
會更快。但我知道，她當初說不要，是因為她眞的
感覺還可以。

我想對正在猶豫的爸媽說：只要你曾經想過這
件事，就値得安排看看。愈早讓孩子開始雙耳聆聽，
未來就有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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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自信，妝點不一樣的聲音！

2025 世界聽力日活動報導
文、圖／宣導教育部 

助聽器不只是輔具，更是展現自信的象徵

當孩子近視時，我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合適的眼鏡來矯正視
力，甚至讓眼鏡成為時尙配件之一。然而，當孩子需要配戴助聽
器時，許多家長卻擔心社會的標籤與眼光……但現在，這種想法
正在改變！

雅文在社群平台上分享許多「聽聽」作品，都是由家長與孩
子們一起發揮創意，五彩繽紛的設計、獨特的風格，讓助聽器不
再只是輔具，而是孩子們勇敢表達自我、探索世界的橋樑。

每年的 3 月 3 日是世界聽力日，為了提高社會大眾對聽力健康的關注與配戴助聽器矯
正聽力的接受度，雅文基金會舉辦社群活動「撕下聽聽的刻板標籤，SHOW 出你的絕佳
拍檔」，並號召社會大眾參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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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熱烈響應，一起撕下「不完美」標籤

活動中也特別舉辦了按讚比賽，最高讚數的「聽聽」
作品將獲得人氣玩美獎及精美禮品。除了家長熱情參
與、讓孩子們以自己的方式閃耀光芒，更獲得了眾多網
友的支持與鼓勵。留言區滿滿都是鼓勵與讚美：「聽聽
閃亮亮，很難不吸睛！」「祝福孩子們都聽見美好！」

打造更友善的環境

世界聽力日雖然只有一天，但對聽力健康的關注應該持續不
懈！因為每個孩子都値得被聽見，助聽器不應該成為標籤，而應
該是他們探索世界、自在交朋友的重要橋樑。活動結束後我們相
信，我們離這樣一個充滿愛與接納的環境又更近了一步！

雅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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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幽默還是誤解？——用心聽，好好說》
講座紀實

文、圖／宣導教育部

幽默，是打開對話的鑰匙，還是製造誤解的陷阱？

　   雅文基金會於 5 月 6 日攜手中原大學人文與教育學院，共同
舉辦溝通教育講座《是幽默還是誤解？用心聽好好說》，邀請聽
損大朋友黃冠貴與知名主持人黃豪平，從不同生命經驗出發，探
討幽默、表達與誤解之間的微妙界線。

從渴望表達，到學會被理解

　    「嗨，機器人！」黃冠貴回憶起小學一年級時，曾被同學這樣打招呼。那是他記憶最深的一句
話，也是聽損孩子成長過程中，無數被誤解的片段之一。五歲時確診聽損，從此配戴助聽器學習說
話，他的發音不淸，經常把「挖土機」說成「挖機」，上課聽講也充滿挑戰，如同少了一張溝通地圖。
每一次與人互動，他都必須更加用力傾聽、更加努力解釋。

 　 但他沒有選擇沉默，反而一次次站上舞台――參加演講、朗讀比賽，甚至在雅文基金會的兒童劇
場中擔任主角。用聲音發出自己的故事，讓他漸漸學會：自信不是來自「說得多完美」，而是「願
意被聽見的勇氣。講座當天，冠貴落落大方地談著自己的成長歷程，也分享他學到最深的一件事――

「我要證明自己可以像大家一樣，好好說話、眞誠溝通。」

幽默的界線：笑話是冒犯，還是尊重？

　   黃豪平以一段現場趣事作為開場，他觀察到黃冠貴在台上分享過程中，試圖開玩笑，但現場反應
卻顯得謹愼甚至安靜。「我猜，是不是大家擔心：『我笑了會不會被拍下來？會不會被誤會是在嘲
笑聽損者？』如果有這樣的顧慮，你們並沒有錯，因為這正是當今社會的樣貌――在『炎上文化』
下，我們對表達變得小心翼翼，幽默成了一種高風險的行為。」

　    黃豪平從演藝圈與脫口秀的實務經驗出發，談到表達的自由與責任。他指出：「在多元社會中，
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但不隨意理解，則是每一位聆聽者的責任。」他鼓勵學生與其急著評論，
不如先練習聆聽，因為語言的力量來自於彼此願意理解的意願，而非單方面的輸出。也藉這個機會
勉勵在場聽力正常、能自在說話的學生，開口說話是一種優勢，更是一種能力，我們更應該珍惜這
份能力，主動、眞誠地去和他人溝通。

勇敢表達，不怕犯錯──從誤解中學習理解與尊重

　   在互動環節開放學生提問，現場討論踴躍。學生們提出從聽損者日常挑戰、社會包容力，到如何
在現實中實踐「不帶偏見的說話方式」等議題，其中有學生提問：「有沒有被誤解的經驗，並試著
去解開誤解？」黃豪平坦言，過去的他會極力想解釋與修補，但後來明白，有些誤解需要時間沉澱，
有些關係則可能注定無法回到原點，他說：「與其害怕犯錯，不如在安全的環境中勇敢表達。錯誤
會讓你的人生更有厚度，也更懂得如何與世界相處。」他鼓勵學生，犯錯不可怕，重要的是從中學
會理解與尊重。

雅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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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尾聲，主持人邀請黃冠貴的母親登台，分
享身為家長的心路歷程。她坦言，每個人都渴望被
理解，但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中，因為那樣太辛
苦。從兒子確診到家庭逐步適應，眞正支撐她走下
去的，是丈夫與家人一句「我們一起面對」。她也
深有所感地說：「我從冠貴身上學會，說話要慢一
點、淸楚一點，更重要的是――善解他人。」

　　不少學生在活動後深受觸動，回饋道：「原來
一句無心的話也可能造成傷害，今後會更留心自己
的表達」、「我從沒認眞聽過別人說話，今天是一
個重要的提醒」。這些回饋不僅反映了學生對講座
內容的感動，更展現出他們對自身溝通方式的反思
與突破。

　 

     透過這場講座，學生不僅理解了聽語障礙者的
處境，更開始重新省思自身的語言使用與人際互
動。他們思考著：什麼樣的語言，才能眞正傳遞出
理解與尊重？這場活動帶來的不只是同理心的啟
發，更是一股源自教育現場的行動力與影響力。

　　中原大學期許靑年學子在面對多元差異時，
能展現更深的包容力，並以實際行動回應當代教
育對「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共融
（Inclusion）」的重視。

　　長期投入在幫助聽損孩童學習「傾聽」與「說
話」的雅文基金會，也將持續與各大專院校合作，
將「理解與尊重」的種子，落實在下一代的日常語
言中。期盼「用心聽、好好說」成為世代共通的語
言，讓每一種聲音都能被溫柔以待。

善解與表達： 
重新思考我們如何說話與傾聽

用心聽、好好說： 
讓理解與尊重成為溝通的起點

廣告
雅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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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文即將推出一款聽力遊戲，希望藉由遊戲的趣味性讓大眾覺察到聽力的重要性，進而注重可能
會影響聽力的生活習慣，像是長時間以過大音量使用耳機，就是現在造成聽力受損年齡層下降的原因
之一。如何設計出一款有使用耳機習慣的大眾朋友們會好奇想玩的遊戲，成為我們在初次會議中最重
要的討論目標！

看不見也摸不到的聲音，是我們感知生活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

遊戲裡的關卡設計成日常場景，請帶上耳機並調整合適音量（總音量的 60% 以下），潛入這片聲音叢林吧！
聽力能夠幫助我們躲避危險、溝通交流、享受世界！

看到這裡是不是已經迫不及待想玩了呢～ 
密切關注雅文官網、Facebook，和我們一起直闖聲音叢林吧！

《直闖聲音叢林！解鎖你的代表動物》
遊戲畫面搶先看
用好玩的方式，重新認識「聽覺」的力量
文、圖／宣導教育部 

於是，我們開始寫下那句開場白：「每天搭車、聽音樂、追劇、 
玩遊戲、講垃圾話…的喧鬧日常裡，就是一個廣大的聲音叢林！」

你能判斷聲音從哪邊傳來嗎？
不論在過馬路還是辦公室裡，
辨別聲音方向是不可或缺的技能～

你也愛吃瓜嗎？
擁有敏銳聽覺可是
吃瓜高手的必備能力！

美好的風景不只有畫面，
聲音也是療癒來源，
仔細聆聽才是 100% 的享受！

「不管啦，就是要讓大家玩完解鎖一隻屬於
自己的聲音叢林代表動物！ 
還會獲得專屬聽力保健建議！就像心理測驗
結合實用知識的感覺～」

「可以欸！上班路上聽音樂的，是不是某
種捕捉節奏的鳥？還是…有節奏感的貓？」「欸欸欸，充滿各種聲音的日常生活如果

是一片叢林，每個人就是一種動物， 
這樣是不是超有感覺？」

「那一直講垃圾話的咧？應該是…吵鬧的
猴子？還是鸚鵡？」

「讚讚讚～那遊戲開頭就寫什麼好？要有
代入感，像是每天被聲音轟炸的感覺…」

雅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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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農業部教保中心
一起看學齡前兒童聽力篩檢指導動畫

車子叭叭！風呼呼呼～
文、圖 / 宣導教育部

自 2006 年起，台北市開始為滿 3 歲以上未上小學的學齡前
兒童提供整合性社區篩檢服務。因此，每年 3 月開始就是各幼
兒園進行「學齡前聽力篩檢」的重要時機點。

今年，雅文基金會來到「農業部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以溫暖活潑的互動方式，陪孩子們認識耳朵、練習如何進行學
齡前聽力篩檢。我們的目標，希望幫助孩子從小認識自己的感
官，也為自己的健康負起責任。

聽力，是孩子感知世界的起點

第二道聽力防護網：早期發現，及時幫助

「車子叭叭！風呼呼呼～，聽力師叔叔！我早上媽媽帶我出門哭哭 .....」
小朋友們七嘴八舌地跟聽力師分享著早上上學途中聽到的聲音。

一開始，我們請孩子分享「從早上出門到現在都聽到了哪些聲音」，沒想到孩子竟然說起
自己的「哭哭經驗」，這讓現場老師們都忍不住笑了出來，也讓我們再次感受到――聽力，不
只是耳朵的功能，更牽動著孩子如何感知世界、表達情緒。

 活動中，我們透過日常情境，介紹聲音是怎麼「走進耳朵、穿過耳朵、傳進大腦」，以及
如何在日常中保護自己的耳朵。最後透過雅文製作的「學齡前兒童聽力篩檢指導動畫」，讓孩
子們一邊聽、一邊練習在安靜的空間裡「聽聲音、舉手手」，面對即將到來的正式篩檢也能安
心應對。

在篩檢當天，教保中心老師們也再度播放了「學齡前兒童聽力篩檢指導動畫」，幫助孩子
們預先熟悉篩檢流程與環境。

老師們的觀察也證實：「孩子們很投入也很放鬆，原本擔心他們會怕陌生的設備，結果每
一位都順利完成檢查！」這樣的細節準備，不僅降低了孩子的不安感，也讓整個篩檢流程更加
順利。

學齡前的聽力篩檢，是孩子的第二道聽力防護網。我們知道，有些聽力問題可能是漸進式
的、不容易被察覺，但只要早期發現，就能把握語言發展的黃金期，讓孩子擁有與人連結的能
力與自信。

這不只是一次檢查，更是一場讓孩子、老師、家長都共同參與的「預備演練」，讓大家對
「聽」這件事，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雅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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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每月捐款明細、公益勸募
成果報告及年度財務報告均公開於本會官網。

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若您對本刊或本會有任何建議，或想要親自至本會各中心參觀， 

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與我們聯絡。

您的回饋是我們不斷向前的原動力， 

感謝您對雅文基金會的支持與愛護。

讀者信箱：chfn@chfn.org.tw

讀者專線：02-2627-2877 分機 2302

>> 查看捐款徵信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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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資訊

捐款日期：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信用卡有效期限：____ 月 ____ 年 ( 西元 )

信用卡號：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捐款金額：□單次捐款：_________ 元     □每月固定捐款：_________ 元

捐款用途 ( 擇一 )：□不指定，由雅文基金會視需求分配運用
                         □聽語訓練助學計畫       □多障及發展遲緩聽損兒聽語訓練助學計畫
                         □聽覺輔具補助計畫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 請以正楷書寫 )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 與信用卡簽名同 )

聯絡電話：(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 ( 市話 )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要訂閱雅文電子報

□我不同意公開捐款資訊 ( 若勾選此項目，請掃描右側 QR code 並下載填寫「捐款資訊不公開」表單 )

信用卡捐款單

█ 收據開立資訊 (ABC 擇一 )
□ A. 電子收據：□當次寄送    □年度統一開立 ( 於隔年三月寄送 )

       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末 4 碼為電子文件開啟密碼）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B. 雅文基金會代為上傳國稅局綜合所得稅申報 ( 下列必填 )

       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 收據抬頭的身分證字號 )

□ C. 不需收據

本表填妥後請傳真至：(02)2627-9066 或掃描寄至：chfn@chfn.org.tw
若有紙本收據需求請聯繫：(02)2627-2877 分機 2702

線上捐款

捐款資訊
不公開表單



如
果
你
聽
得
見

請
你
幫
幫
忙
！

愛心捐款 因你找回聽說能力的
聽損兒故事

您的捐款將幫助聽損兒戴上輔具聽見聲音，學習用口語溝通，

進而融入校園乃至整個社會，擁有多元的發展機會。

勸募核准文號：衛部救字第1131360743號

我是聽損兒 出生的時候耳朵聽不到

爸爸媽媽為我戴上助聽器 帶我到雅文學說話

一開始 我要很努力 用我的助聽器找聲音

從 聽到 聽清楚 到 聽懂 聲音的意義

才終於擺脫聽不清說不明的孤單

如果你聽得見，請你幫幫忙
幫助每個求「聲」的聽損孩子
學習聽與說

1141360649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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