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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不礙白雲飛---

記
蔡素蘭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教師

 
 

  88學年輔導室舉辦的父母成長營，目的

在透過親師懇談，彼此間更加瞭解，相互支

持配合，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及生活適應能

力。席中有一位腦性麻痺學生的家長殷切地

盼望學校能教她的女兒手語，以便能和他人

溝通。當時，我明知手語對她的女兒來說，

不見得可行，因為腦性麻痺伴隨上肢障礙，

導致雙掌經常握拳、手指精細動作困難。但

深受家長愛子心切所感動，而答應設法幫忙

解決。由於上個學年教過該學生實用數學，

瞭解該生的學習能力，認知理解都很好，然

無口語能力。我先請教語言治療師，收集過

去她的語言治療情形及發展，得知她用過注

音符號拼音和圖卡溝通，但後來都沒繼續使

用。其次，職能治療師也提供一份觀察資料

作參考，該生很願意用口語吃力地說話，但

別人仍難以聽懂她在說什麼，如果再問一

次，她就不肯說了。加上不肯隨身攜帶圖

卡，寧可比手劃腳，叫人猜不透究竟所指何

事。綜合上述資料，我決定不採用口語表達

以減少挫折感。嘗試以注音符號拼字，配合

電腦傳輸作為溝通的橋樑。 

  首先練習將電視上的商業廣告詞一一輸

入電腦，因為電視商業廣告出現頻率高，可

以刺激學習動機和耳熟能詳的記憶助力。第

一個發現她幾乎不記得注音符號，更別談如

何拼音了，當然也不記得鍵盤上的注音符號

位子。因此，一切重頭來，一字一字地唸給

她聽，拼給她聽。並依鍵盤放大，做了一份

單張注音符號卡，好認、好記、好點選，又

攜帶方便，回家後還可以練習。第二個發現

是她雖然認知、理解能力好，卻識字不多，

約20來個國字。難怪每次要輸入時，都找不

到上回練習結束之處，一定都得從行首開始

繼續下去。這個發現讓我重新思考學的切入

點，似乎不只是學拼音，而是一切從基礎開

始，國字、拼音一起雙管齊下，就一字一字

地練習。第三個發現是語句不通，有一天，

她拿了一張紙，表示要寄給帶她去台北玩的

社團姊姊。上面寫著幾個歪歪斜斜的大字，

不但字與字重疊，句子更是倒裝不流暢，怎

麼讀都不通。平常聽不到說話，無法得知她

的語法如何，幸虧有這一封信才呈現出她的

語句組織問題。原來接受、理解他人的語意

的能力和自我表達能力，中間還有一大段距

離要努力。 

  一個月過去了，打字的準確度逐日提

昇，注音的四聲也能分辨，但因為記不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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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其音聲，所以拼音仍十分困難。先前為

她準備可隨身攜帶含有音韻及韻母的拼音

本，雖然每次要求她回家得做功課複習，總

是推拖一番，再來個不了了之。後來發現她

因翻頁困難而換成單張的注音卡，將全部的

注音符號放在同一版面上，以為問題解決

了，她卻常推說忘了帶或弄丟了，學習態度

不甚積極。我不死心再做一張的注音卡，她

還是不肯帶回去練習，這跟她平常努力好學

態度非常不一致，又無法問出線索，頗令人

費解。元旦假期收假的晚上，我像土撥鼠挖

洞，乍見天光般的驚喜，原來她走出辦公室

之後，就沒人可以教她練習並給予回饋，媽

媽上晚班，家裡只有不識字的外婆陪伴，無

法輔導學習，難怪她沒意願做功課。 

  又因家庭經濟因素，買不起約台幣3~7

萬元不等的溝通科技輔具。即使買了，以她

的手掌功能也無法攜帶體積龐大又笨重的輔

具。因此一年中，我們試過用國字、注音符

號、圖卡、打電腦等各種方法，都很難突破

困境。倏地她就畢業離開學校，留下我滿心

的遺憾。 

  爾後，我在實用語文領域的教學更為投

入，尤其是認知、理解力低，且無口語能力

學生，試圖為他們的溝通能力找出一線希

望。曾經以圖卡、口語、手語並用，期盼能

衝破障礙，為學生們建立一套溝通系統。在

花蓮地區教學多年的經驗告訴我，不僅學生

學習能力弱勢，大部分學生家長的社經狀況

也是弱勢，除了經費上無法承擔昂貴科技溝

通輔具外，家長本身的學養及時間上的分

配，都很難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學習的協

助。 

  92學年，我有機會接到教育部補助社區

化的計畫的任務，雖然是外加的工作壓力很

大，卻因此為我打開一面溝通科技輔具新視

野。我先邀集對無口語能力學生教學有興趣

的老師，提出我想辦理無口語能力學生之溝

通技巧的教師研習想法。大家紛紛提供關於

課程、講師的意見和資訊，於是我們開辦這

項研習計畫。 

  很感謝國立花蓮師範學院的楊熾康老

師、慈濟醫院的語言治療師張乃悅老師一年

多來在繁忙的業務中，多次撥冗為學校老師

講授溝通技巧的專業知識，讓我們在教學上

受用匪淺，同時也為學生的溝通學習找到出

口。 

  有一次乃悅老師介紹一個個案的療程，

從調皮搗蛋、不講理，到可以坐下來用溝通

卡向他人敘述一件發生在學校被同學咬的

事。每個人都發出會心的笑，能被人瞭解是

多麼神奇美好的事。乃悅老師和家長的通力

合作教導，讓這個個案終於能透過圖卡來表

達，克服有口難言的障礙。 

  以前曾看過國外能應用頭戴式掃描器、

電腦、用腳打字⋯，林林總總的替代方法，

都欣羨不已，心想台灣何時能有這些先進科

技輔具？學校的語言治療師也用溝通版教

學，唯礙於溝通版高價未能普及，實屬遺

憾。這兩年楊熾康老師除了帶給我們豐富的

科技輔具實務經驗、指導個案研究外，也大

力支援花師的輔具供我們教學用。另一方面

積極與輔具基金會商量，降低輔具的價位，

讓低收入戶家庭裡有語言障礙的學生買得

起。 

  去(93)年11月中，我和黃光慧老師第一

次嘗試用紅雀在實用語文課教學，對象是13

位高職三年級重度智能不足的學生，其中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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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無口語自閉症、4位低口語唐氏症、1位無

口語腦性麻痺、2位無口語腦傷、1位選擇性

不語、1位有口語過動症、3位有口語腦傷學

生，原本對這項嘗試不敢寄予太大希望。沒

想到學生的反應和成效都大大超乎我們的預

期。當第一個學生使用紅雀發出聲音時，他

驚訝地握著紅雀，欣覺有人能幫他說出心裡

的話。又因為是自己操作，更覺得自己和溝

通版是一體似的。最出人意表的是坐在角

落，兩年多來只願意看別人活動，而不讓人

靠近的自閉症學生---自動舉起手來表示願意

參與。他的一臉亢奮神情，深深令我動容，

驚覺紅雀的魅力無邊。連有口語的學生也對

紅雀充滿好奇，當玩具把玩，完整的語句就

在遊戲中完成。兩節課裡，學生們爭先恐後

地搶著使用紅雀，每講完一句話，他們就拍

手開心地笑起來。 

  此後每節上課（高職實用語文每週3節）

都讓學生使用紅雀，練習語句的表達。因為

分組學生們屬於重度智能障礙，所以我和光

慧老師採行協同方式進行教學，上課前幾分

鐘由老師先示範使用溝通版對答，兩位老師

再帶領兩位學生做溝通練習。第一步驟讓學

生瞭解每一格的圖示代表什麼意義，他們只

需從三張版面各4個選項中找出自己喜歡的事

物，由教師代為翻頁，轉換放音開關，學生

用手指按著圖示發出有聲音的單詞或短句來

回答問話就完成溝通。因為使用紅雀之前學

生們已經有2年的低科技輔具的學習經驗，兩

者之間的差別在輔具是否有語音回饋而已，

所以這項學習目標很容易達成，40分鐘就熟

練了。 

  第二個步驟讓學生練習從一張溝通版面

中選出2-3項的圖示連貫成完整的語句，並以

之對應他人的問話。學生們過去幾乎都以單

詞或肢體語言與人溝通，一時難以瞭解完整

語意在溝通上的重要性，加上記憶廣度的限

制，記得上文忘了下文。這項練習到目前（

94年5月）仍在進行中，我們可以看見學生一

天天的進步，卻無法期待快速達成熟練的目

標。 

  第三個步驟練習翻頁選項，中重度智能

障礙學生的嚴重注意力缺陷，也是學習遲緩

的因素之一。太多的選項常讓他們忘記原來

的目標，眼花撩亂造成的結果是一片茫然無

法選擇、或全選。其中還有內在心理的差

異，有的學生較內向怯於表達，面對多項選

擇時自己不敢做決定，會期待指導者的同意

後才敢點選；有的學生確實因為記憶有限，

翻到下頁就忘了上頁有什麼可選擇，往往點

選的事物非己所欲。自信心強的學生表現什

麼都要、什麼都可以的傾向，所以拿到溝通

版時，就每個選項都點選。因此必須提醒學

生注意並要求做單一或有節制的選擇訓練。 

  此外，我們也設計一些記憶訓練的教學

活動，轉述他人說話的內容。要求學生注意

傾聽同學的敘述內容，而後由老師徵詢其他

學生回答問題。 

  到目前為止，我們共練習了六個月，學

生們大大減少鸚鵡式學話，或只管搖頭、點

頭的溝通模式。他們的語句順序排列越來越

熟練，能耐心地接受教師指導或在協助下，

有順序地點選適當的選項來完成一個完整語

句。知道如何選擇溝通版的選項回答他人的

問句或招呼，而且很清楚地表達自己的需

求、好惡等。甚至一位選擇性不語的學生偶

也會有口語出現，先是2個字的語詞，再3、4

字的短句，六個月後聽見五個字的短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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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的學生更因不斷練習，說話內容變的豐

富且語句也加長到9-11個字了。最神奇的還

是那位自閉症的學生，每次上課都會用殷盼

的眼神等待老師協助他操作溝通版，然後拍

手自我增強。下課時則自己離開座位，到講

桌前拿取溝通版反覆練習。 

  六個月期間，我們曾帶領著學生用溝通

版在校園內向老師報聖誕佳音、送邀請卡及

感謝卡，更走進社區實際操作溝通卡向商店

購物，希望教學的成果能轉化到實際的生活

中運用，並擴大語言的使用廣度。首次離開

教室為報佳音活動，趁著聖誕節到來，我們

設計了節慶相關道具及音樂，將學生打扮成

聖誕老人、天使，帶著禮物去報佳音說祝福

的吉祥話。 

  之後又去了麥當勞點餐和葵可立點購飲

料，社區的商家很熱忱地配合我們的教學活

動，耐心地讓學生一個個練習正確的溝通對

答。13名學生中只有1-2位學生會臨場出狀

況—不顧溝通版的選項，堅持點選超過自己

手中金額的餐飲。 

  五月，校園中瀰漫著濃濃的離別氣氛，

學生們口中常常掛著感謝和想念的老師姓

名。我們呈現所有教師的照片，讓學生點選

想要邀請參加謝師宴的師長，當場剪下照片

做了一張張的邀請卡，然後帶著學生去練習

邀請的溝通應對。令人訝異的是幾十個教師

中，學生都很清楚自己的選擇對象，這也讓

我們了解了學生的學習進步的狀況到什麼程

度。在製作及致送邀請卡的過程中，感受到

學生熱情和興奮。溝通卡不但替他們完整地

表達了感謝的心意，也代表了學生有能力溝

通的證明。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走過這一條

漫長摸索的路，我深刻感受障礙不是最大困

難，只要找對了適用的輔助溝通器材，給予

充分的教導和訓練，假以時日每個孩子都有

希望飛越過障礙。這段意義非凡的教學相長

歷程中，最感謝國立花蓮師範學院提供輔具

的支援和楊熾康老師教學與個案研究指導，

讓我們在運用時有足夠輔具操作練習並充分

討論教學方法，大大地翻轉了傳統的教學模

式，看見學生發展的未來光明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