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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芝泲

花蓮縣北區特教資源中心學前巡迴輔導老師

 

 

 

 

 
 

 

 

 

壹、前言 

  在特殊教育的領域中，聽覺障礙雖然屬

於出現率較低的障礙類別，因其教育方式的

獨特性，也常被視為「特殊教育中最特殊的

教育」。聽覺障礙係指個體無法有效地以聽覺

接受訊息，以致影響其言語的接受與表達。

依聽力損失狀況可區分為輕度、中度及重

度；就聽覺障礙發生部位則可區分為：傳導

性聽覺障礙、感覺神經性聽覺障礙及混合型

聽覺障礙三種；而混合型聽覺障礙則是同時

具有傳導性及神經性聽覺兩類聽力損失，此

種障礙將增加聽能訓練的困難度。筆者將輔

導此類個案（弟弟）的策略加以整理，與大

家分享之。 

  弟弟目前就讀托兒所小班，在兩歲時病

魔奪走了弟弟的聽力及口語能力，幾乎處於

寂靜自我的空間中過了約半年左右的時間，

經由助聽器的幫助而重開了溝通的大門。弟

弟三歲時，家人在語言治療師的介紹下來到

了目前就讀的園所，而經由學前個案會議

後，我成為弟弟的特教巡迴輔導教師，也開

始了我們互相學習的歷程。如今，筆者輔導

弟弟已將近一年的時間，這一路走來有艱辛

有快樂，而對於弟弟教學方式也隨著弟弟的

表現不斷的檢討改進，其相關輔導資料及教

學策略簡述如下： 

 

 

 

專注力差，但可以進行簡單的配對活動，有基本的概念（身體部位、常

用物品的功用、會拼圖-約 10 片左右等）。 

另外對於交通工具方面的相關課程，學習能力相當的好；但對於較無興

趣的課程較易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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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理解方面－有聽能障礙，剛配戴助聽器；對聲音反應、尋找及語言

理解有相當的困難。 

語言表達方面－沒有主動溝通意圖，完全無口語溝通能力（因生病時有

損及大腦語言中樞，在口語表達上會有困擾），但偶爾

會用動作或表情表達意思。 

剛入學時不會主動接近其他幼兒或參與活動，上課時會隨意走動、無法

確實遵守教室常規及適時表達情緒且有攻擊其他幼兒的情況。 

除了解開釦子、拉鍊及上大號需他人協助外，其他事項皆可自己完成。 

會自己走、站、跳、蹲、跑等動作，與一般同年齡幼兒無異。 

能用手指抓握、拿、拉、按壓開關、堆疊積木等活動，與一般同年齡幼

兒無異。 

 

  由以上資料來說，弟弟是一位相當聰明的幼兒，學習潛力佳；但因聽能方面的障礙、本身

特質及情緒不穩定的緣故，造成學習持續力及專注力不易維持。因此在弟弟的溝通課程方面，

筆者設計了相關的教學策略及教學活動，玆簡述如下： 

 

貳、溝通課程之教學策略 

(一)聽能訓練 

【困難】 

※弟弟無法理解聲音的意義 

※弟弟無法分辨日常環境中的聲音 

【教學目標】 

1.對聲音有反應 

2.會尋找聲源 

3.會做聲音的連結 

【教學策略】 

  在弟弟的聽力報告中，筆者知道弟弟對

於低音頻的聲音聽的比較清楚，因此在設計

聽能訓練課程時，我會先從較低音頻的聲音

著手。 

1.先認識什麼是『聲音』－ 

  筆者先準備鼓及鼓的圖卡，在上課時先

讓弟弟用鼓棒敲打鼓，讓他先從實際操作中

知道鼓的聲音；再請其他幼兒先示範活動流

程，當我在另一幼兒的背後敲鼓時，前面的

幼兒聽到聲音後，將圖卡放進籃子裡，重複

數次。用同儕示範的方式，讓弟弟先知道活

動方式，而後再讓弟弟開始練習。相關的活

動方式可使用不同的樂器或會發出不同聲音

的玩具進行。此類教學活動可訓練此類幼兒

察覺聲音的能力。 

2.聽辨不同的聲音— 

  運用2種或3種左右的樂器及相關圖卡，

請弟弟坐在椅子上，前面的桌上放有2~3種

不同樂器的圖卡及一個籃子，筆者在被弟弟

的後方敲擊樂器，請弟弟聽到某種樂器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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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即將此種樂器的圖卡丟入籃子中。此活

動方式可先請其他幼兒做示範，讓被訓練者

理解活動過程以加強學習的持續力。活動內

容可以先從2種聲音聽辨起，進而延伸至3種

聲音或5種聲音等。而活動方式除了可以是一

對一的教學外，也可以是用小組的方式進

行；一方面加強被訓練者的聲音聽辨能力，

另一方面也可以讓被訓練者與其他幼兒進行

互動。 

3.認識生活週遭常見的聲音— 

  先帶著弟弟實地的去聽不同物品所發出

的聲音（如沖馬桶、汽車喇叭、關門、垃圾

車的音樂聲等），再準備這些物品的圖片及錄

好這些聲音的錄音帶或 CD 開始進行教學活

動；筆者播放某一種聲音，請弟弟依所聽到

的聲音指認圖卡，答對了即給予獎勵。此類

活動建議先從生活中常見易分辨的聲音(如沖

馬桶的聲音)開始＝＞生活週遭出現頻率較低

(如狗叫聲等)的聲音，加強被訓練者對環境

音的認識與分辨。 

 

(二)溝通訓練 

【困難】 

※無主動溝通意圖 

※弟弟因高燒而使語言中樞受損，口語發聲

能力受損；亦無非口語方面的溝通方式。 

※無法集中注意力於課程活動上，有類似於

自閉症較為自我的行為。 

【教學目標】 

1.可以專心上課並完成工作持續 10分鐘左右 

2.有主動溝通意圖 

3.會使用圖卡、動作或表情表達需求 

4.建立與他人互動溝通方式 

【教學策略】 

1.加強主動溝通意圖－ 

  弟弟是家中唯一的小孩，又因生病而失

去聽力，因此家人基於補償心態，對於弟弟

行為相當包容，在生活上照顧的無微不至，

造成弟弟並不需要與他人建立某種溝通模

式，缺乏溝通意圖。因此筆者先與家長及學

校老師經由討論取得共識－在日常生活中，

若弟弟沒有主動用動作或表情甚至聲音來尋

求幫助或要求某些物品時，儘量不先給予滿

足，讓他在最自然的情境下，因需求而加強

主動溝通意圖。 

2.加強學習專注力及持續力－ 

  因為弟弟專注力及學習配合度不高，所

以在設計溝通課程時，會先從弟弟有興趣的

方面著手。例如弟弟非常喜歡交通工具，尤

其是飛機；對於與飛機有關的課程或活動專

注力及持續力都相當不錯。所以可以設計與

飛機相關的課程，或當成教學活動中的增強

物。例如：在課程中用飛機模型當增強物；

當他想要玩飛機時，必須要會先用手勢表示

我想要，再指飛機的圖片來表達等類似的活

動方式。需注意的是：我們所設計的教學活

動宜多樣有趣化，活動的時間長短應依學生

實際情形逐次增加。 

3.建立互動溝通方式－ 

  在教學活動中建立弟弟可以與其他人溝

通互動的模式；例如共通的手勢或動作（如

我想要－是用右手拍自己的胸口再向前伸出

手的動作來表示），而動作的建立可以使用糖

果或其他增強物，當弟弟做出手勢或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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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給予所需物品或獎勵。另外也可以使

用圖片來表示某些行為，如馬桶的圖片＝＞

上廁所、積木拼圖的圖片＝＞想玩拼圖的意

思等，將這些代表日常需求的圖卡集結並設

計成容易攜帶的方式隨時的在生活中使用

（如圖一）（照片一）。以上幾種非口語溝通

方式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練習或運用，所以

必須與學校老師及家人的配合，實際的要求

或鼓勵弟弟用所學的圖片及動作來表達，強

化與他人互動溝通的能力。 

  發展互動溝通方式不但可以使弟弟表達

需求、了解他人所要表達的事情等，更能使

弟弟的情緒可以經由動作圖片讓他人了解，

對於穩定情緒、增加學習專注力有相當大的

幫助。 

 

 
 

上廁所 

 

玩拼圖 

 

喝水 

 

 

 

照
片
一 

 

4.使用溝通輔具－ 

  筆者在上一項目中有介紹到的生活圖卡

其實也是一種溝通輔具，但它屬於溝通輔具

中較低功能的一種；當弟弟與他人互動越

多，相對所需要的表達的需求就可能不是圖

卡可以滿足的，這時候溝通板（溝通輔具的

一種）的使用對於弟弟來說是非常重要的。

舉例來說，圖卡通常只能用來表達某一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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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如果今天弟弟想要同時表達一個以上的

意見時，他可能就要在一串的生活圖卡中一

張張的尋找，這是非常不方便的；相反的，

溝通板的版面是可以依據個案的需求而設

計，通常一個版面是可以同時呈現 2 格~16

格的圖片，當弟弟同時要表達一個以上的意

見或需求時，就不需要手忙腳亂的尋找，在

同一時間就可以明白的讓對方了解。 

 

後 記 

  經過這一年的努力之後，現在的弟弟已

經能夠用一些動作、圖片來跟他人進行互動

溝通，也許說話對他來說是一個遙不可及的

夢想，但是溝通對他來說可是一點也不困

難。就像前幾天去幫弟弟上課時，看到他開

心的和其他幼兒玩耍，一種幸福的感動慢慢

的洋溢在心頭。回想起和弟弟相處的這些日

子以來，教學上的挫折、家長的無奈等困境

曾經帶給我相當的沮喪，但在我和弟弟互相

學習的過程中，我們都從中成長了不少，感

謝弟弟的家長與學校老師在教學中的配合，

給了我支持下去的動力。也許弟弟將來還需

要克服許多困難，但願用我們的愛一點一點

的點亮了弟弟的未來。以這篇文章與大家共

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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