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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見過這樣的兒童嗎？當周圍都很安靜或者不十分吵雜時，你輕聲說話，

他聽得很好，可以正確執行你的每個簡單指令，可是當周圍很喧鬧或者你的指

令很長、很複雜時，他不是完全沒反應就是做一漏二，錯誤百出，這樣的兒童

可能聽覺功能發展不良。讓我們再換一個方式來看看這個問題，當你聽到這樣

的形容「他連針落地的聲音都聽得到」，你會有怎樣的聯想，是否立刻會想到，

這個人聽力很好，如此細微的聲音都聽得到，並且覺得這個人聽覺功能一定很

好，周圍很吵雜時，他一樣會聽得很好，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人類的聽覺

反應不只是知道聲音是否出現了（察覺），尚且包括這個聲音與別的聲音相不

相同（分辨），這個聲音代表什麼意思（辨識），以及要照著內容做出一些反應

（理解）。換言之，在安靜的環境中能對簡易的指示反應並不表示他在喧嘩的

環境中也有同樣的能力；而能感受到很小的聲音只是表示這個人的聽覺敏感度

很好，不能推論說他處理這個聽覺訊號的能力很好或者推測他的聽覺功能很

好。 

    如此來說，我們常說的「聽到」是很正確的敘述，因為聽覺訊號不只要被

「收聽」，還要「到達」大腦中處理訊號的層次。因此，要偵測聽覺功能的好

壞，在安靜的環境之下做短句的聽辨測驗是不夠的，而做聽覺敏銳度的檢測也

不夠，必須做其他測驗。             

    美國聽語學會（1995）把下列聽覺能力歸併為聽覺功能：包括辨別方向、

分辨異同、類型辨識、聲音先後辨識、雙側競音聽辨、特殊處理語音之聽辨等

（引自 Bellis,1997），換句話說，如果某個兒童在上述聽覺能力方面落後同

儕，他可能有聽覺功能異常現象。目前國內在這方面可運用的測驗，除了李昭

幸（民 86）發展的雙耳數字辨識測驗與雙耳句子辨識測驗，還有筆者發展的

聽覺中樞功能篩檢測驗（民 87），以及國語同調號疊詞測驗（民 82）。比起國

外，測驗的數量可說是相當不夠，而聽覺功能種類很多，因此測驗種類有待增

加。 

    對於聽覺功能不良的兒童，我們的努力並不是只做到診斷就停止了，還要

進一步提供加強聽覺功能的策略與訓練活動，讓這些兒童的聽覺管道能夠實質

的暢通。 

    以下各項策略與活動是參考幾份資料而來，包括 Bellis（1997）所著「中

樞聽覺處理障礙兒童的教育實務」第八章、語調聽覺法 1996 研討會中提到的

聽覺記憶增強活動、Bannett 女士（1994）以及 Chermak 博士（1981）在聽覺

策略方面之著作。 

 

壹、運用在教室中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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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促進這些兒童聽取訊息的能力，學習環境最好能安排成不費力就能讓

孩童獲得課中講授的訊息。 
    首先是有關課程內容方面，可採用下面幾個策略，包括老師課前提供講

義，同學代抄筆記（老師不時檢查關鍵內容是否正確），以及課中讓這些孩童

用錄音帶錄下內容。這些策略使用的目的是讓他們把注意力放在老師說的內容

上，而不必把注意力轉換在聽或抄寫筆記上。其次是有關教室的音響方面，為

了改進信號噪音比值，可安排孩童坐在適當座位，讓他們運用視覺及面部表情

的線索並且遠離噪音。此外，多加使用聽覺訓練器或助聽器材來改進訊號的清

晰度。若使用助聽器材最好是有試用期，觀察聽力是否因器材的使用而變化以

及孩童是否受益。第三是有關孩童對訊息的了解，老師要經常檢查學生是否有

照著去做，或發問（不要用重述的方式，因為他們可能會重述但是不懂內容，

所以要他們換方式解釋或做出老師講的指示）。另外，可使用多管道線索及示

範方式，例如，併用聽覺與視覺管道（幻燈片、圖片等），但是有些有統合問

題的孩童可能不會受益，除非一步步指導他們。第四是有關孩童的有效學習，

課前讓孩童先學新內容、新詞彙。 
    由上面各項看得出，老師的合作與支持是經營這些孩童最關鍵的一項，如

果老師不覺得教室環境的修飾有需要，或覺得這些修飾對其他孩童不公平，他

不可能會運用這些策略，所以要把老師納入聽覺功能的評估與經營過程中，並

且要盡量去教育他們，至於他們要學習的內容包括聽覺功能異常的現象及修飾

環境的學理根據。 
    在設計課程前，最好去參觀孩童的教室，分析聽覺環境，以便做相關的適

當建議。例如，老師說話太快、太小聲；某個教室的適當位子是在後面而非前

面；發現教室中有很多噪音。每個聽覺功能有問題的孩童適用的教室經營策略

不同，執行聽覺功能教學活動的老師應當把班級中的老師加入決策過程，安排

個別化的經營策略。 
貳、補救活動 

    補救活動的目的是透過特殊的活動減輕異常的功能。缺少聽覺刺激會造成

聽覺中樞系統神經生理結構與功能的改變，增加刺激可能會促進結構與功能的

變化。下列活動只是建議，不是唯一可用的活動，成效可能因人而異，並且有

待研究來驗證。 
  一、聽覺閉鎖 
      從前後文意的線索，把缺失的部份填入，以下用五種不同的活動舉例說

明。 
  （一）缺漏語詞練習：用歌曲或兒歌為材料，從熟悉的材料進展到新的材料，

讓孩童聽整句後答出缺漏的部份。例如，三輪車，跑得快，上面坐個 
         。當孩童答不出時，問他「這個句子在說什麼？」或「這句話的最

後面少了什麼？」或「哪個字放進這句話有ㄞ的聲音而且會適合這個句子？」

或「把ㄊ加上ㄞˋ，會變成什麼？」  
    其他可運用的活動包括「和燈押相同韻腳的顏色」（橙色），「和鞋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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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腳而且可以用來稱呼家裏某個成員」（姊姊）。 
    下一步擴展到要運用前後文意而且是孩童不熟悉的訊息，先用簡單的句子

（例如，我餓了就會去            ），然後才進到複雜的材料，例如故事書

中的段落，並且省略的部份由主詞、受詞擴展到其他詞性的詞（動詞、形容詞、

副詞），教材的選擇也可以考慮孩童學習有困難的學科，可同時幫助他了解課

堂上的教材。 
  （二）、部份語詞缺漏練習：原則同上，由易而難，由簡而繁，由熟悉到不

熟悉。省略詞尾比詞首容易，所以從省略詞尾練習起，並且先從題目中含有提

示線索的練習起，例如「彩虹有紅橙黃綠藍靛紫七個顏   。」然後才進展到

沒有提示的題目，例如「交通工具有：摩    車、      車、    機」用這種

方式幫助孩童由前後文意去抓取線索。 
（三）、缺漏音素練習：方式、原則與前一項相似。剛開始最好也有文意線 

索，之後才進展到獨立的字詞，但是即使是獨立字詞，也提供一個類別方面的

提示。例如：有文意線索，我很喜歡（  ）ㄢˋ （  ）ㄧㄢˋㄕˋ。獨立字

詞，動物類 ：（  ）ㄚˋ （  ）ㄧㄤˋ，（  ）ㄤˊ （  ）ㄧㄥˇ （  ）ㄨ

ˋ。最好是用錄音帶來做這個部份的練習，因為不易用原聲方式說出題目。 
  （四）、其他聽覺閉鎖的練習：只要去除了語音冗贅的線索，任何方法都可

當做是訓練聽覺閉鎖技巧的活動。此外，前述活動可以設計一些分心或有噪音

背景的情境來增加難度。至於更換說話者也是一種變化，找有方言口音者或構

音有問題者，都可以做為訓練方式。要做聽覺閉鎖訓練的聽覺功能缺失孩童，

可能也有辨位困難，所以可做一些辨位訓練（在隔音室或安靜之房間中），先

從刺激音距離相隔得很遠的項目練習起，逐漸進展到較近的距離。 
 （五）、建立字詞彙：Miller 與 Gilda (1987；引自 Bellis，1997)指出學習新 

詞彙的意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從前後文意去學，或是從前後字詞去推測新字詞

的意義。下列是建立字詞彙的步驟(1)大聲唸出這個新字 (2)由前後文猜測這個

字詞的意思(3)告訴他這個字詞的意思(4)用他自己的話再說一次這個字詞的意

思。 
二、音素訓練 
   以最小差異的子音根據下列進度練習，1.單獨的音素（ㄊ vs. ㄉ），2.將 

音素放入單字詞，3.音素放入多字詞，4.把聽到的音素與印刷出來的符號連結。

母音也可以用類似方式練習。  
三、超語段訓練  

    辨識頻率高低音組合有困難者都可接受這項訓練，訓練內容包括節奏、 
重音、音調的聽辨。進行步驟如下：1.同字異音，即拼音同，但重音不同，如

果孩童不了解字義就用前面提到的建立字詞彙的方式連結字、音與義，之  
後才做超語段訓練。2.下一步是把這個字放入句子中，孩童不但要聽重音何

在，也要思考這個字在這個句子中是什麼意思。3.練習聽出句子中強調的是哪

個部份，例如：你 不要 碰 那本 書，加底線的部份會因加入重音有不同涵義。

4.練習從句子中了解文句及說話者的意圖，進而做出正確的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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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練習從說話中聽到關鍵字，因為若是沒聽到超語段特質，一個句子只是一些

聲音的組合，而孩童不了解意思只是強記。6.大聲唸出。 
四、節奏訓練（與超語段訓練很有關係，但是節奏訓練較為基本） 

    教孩童先分辨聲音的異同，然後才能分析、模仿語音的節奏。Bellis(1997)
建議先用非語音刺激，之後才用語音。先用判斷異同或模仿的方式，可設法改

變刺激音的呈現速度、大小聲、節奏，做這項活動時，要把沒有聲音的一小段

加入，使用語音做為刺激音，例如聽辨哪個不同，打，大，打；或三至四個句

子中，哪兩個相同，又如改變強調的部份，要孩童說出哪兩個句子相同，1.他
回家了。2.他回家了。3.他回家了。4.他回家了。 
  五、大腦左右兩側併用練習 
    神經成熟較慢者或統合缺陷者適合做此項訓練，訓練時，不一定要用語

音，但一定要常常重複，刺激胼胝體的效能。以下是四種活動方式。（一）把

球在兩手中傳。（二）聽指令去拿某個東西或特定形狀的東西。這是聽覺配合

動作。（三）用手拿起一個東西，口中說出其形狀、質地等。這是動作配合說

話。（四）唱歌：安排神經成熟遲緩現象或統合缺陷者唱歌或上樂器課，並且

每天練習。 
參、補救的策略 

    目標是促使這些孩童成為主動的聆聽者。 
  一、語言規則的訓練 
    訓練孩童去使用及了解序詞（第一、最後、下一個..）、因果字詞（因  
為，自從…..）、相反詞（但是、可是…）及其他關係字詞的意義，便可幫助孩

童把語句分解成較小單位而了解其義。此外，也可使用切割（把長的句子切成

較小的單位）、複誦（大聲唸出來）與詮釋（用孩童自己的話詮釋某個句子）

等方式。 
  二、運用其他輔助 
    筆記、日曆、電腦記事簿等都可派上用場。 
  三、增加動機與自信 
    把原因說給他聽，讓他知道他的困難不是他不聰明，並且教他解決問題，

例如，預測他可能會有聽取困難的情境（老師說話小聲、教室音響不好或有噪

音），告訴他他可以選擇適當的座位（聽、看），發問（澄清沒聽清楚的部分），

課前請老師提供課中會用的新詞，預習新訊息，或使用聽覺輔助器材來幫他聽

得更好。主要原則就是讓他充分了解問題解決的過程，讓他親自感受，覺得自

己是有能力、可控制局面的，他就會成為主動的聆聽者。 
肆、小小孩的聽覺功能經營 

     幼兒聽覺功能的評量受限於測驗，以致診斷並不完整，但是要等到確 
定是有聽覺功能問題再來療育可能會延誤太久，因此，只要察覺幼兒疑似有聽

覺功能的問題，就要早期介入，提供他一些活動，並且用讓他覺得有興趣的方

式進行。例如：把音素訓練活動修改一下，變成聽音辨圖，而不做聽音辨字。

做大聲朗讀的活動，一起讀故事前，先告訴他要注意聽的字，聽故事中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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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現，孩童就要指出來，當然也要不時問他問題，確定他聽懂了。或者用

遊戲方式進行，例如，大風吹、隊長說等。或者把前面提到的活動做一些修改，

並且仔細觀察幼兒在活動中的反應，再做適當的變動。 
伍、通用在各種學習環境的策略 

    綜合各項參考資料，歸納一些促進傾聽之學習策略如下。 
一、 安排適當的座位：選擇靠近老師但是遠離噪音源的位子。 
二、 減少背景噪音：減少視覺與聽覺方面不必要的干擾，若進行個別學習

活動而周圍有噪音時，戴上耳罩可阻隔一些聲音。 
三、 說話前先設法取得他的注意力：說話前，靠近他、叫他的名字、輕拍

他的肩膀，等雙方目光對視才開始說話。 
四、 說一些能得到他注意力的話：把每句話開始前，加一些話以獲取他的

注意力，例如，準備、注意聽等。 
五、 使用適當的聲音及肢體語言：說話速度放慢一些並且不時停頓，用聲

音與身體動作加強字詞中要強調的部份。 
六、 避免同時給多項指示：指示句要簡短。 
七、 說完話之後給他更多時間做反應：因為他可能需要較多時間來反應，

多鼓勵他參加口頭討論活動。 
八、 反問他是否聽得懂：要他重述或敘述他剛才聽到的話，若他不了解別

人說的話，鼓勵他適時反應。不要只用是否性質的問題來檢視他聽懂

了沒有。 
九、 讓他知道每天的例行活動作息：把每天的例行活動貼在牆壁上、佈告

板上或書桌上，交替進行聽覺與非聽覺活動。 
十、 用視覺線索補足學科學習方面之不足：把教學活動中的重要指示或關

鍵字詞寫在黑板上、投影片上，或使用實物、圖片。 
十一、 新知的漸漸吸取：每節課提供適量的新知，以細步化的方式逐漸

呈現，並且連結前面的學習材料。 
十二、 建立伙伴制：幫他翻頁、提示老師的指示或作業等。 
十三、 使用錄音機：錄下老師授課的內容以及教室中的討論，留待其他 

時間再聽一次。 
十四、 提供一個安靜的自修區：讓他可以在安靜的環境中看書與做功課。 
十五、 增強好的行為：只要他顯示出傾聽的行為，就讚美、獎勵他。 
十六、 課前學習：在課前提供他課堂上會用到的新詞，課堂中，要他大

聲朗讀，讓他對新詞、新義更熟悉。 
十七、  諮詢其他專業人員的意見。 
十八、 在別人說話時配合視覺線索捕捉訊息。 
十九、 要他告訴別人哪個部份他沒聽懂。 

陸、加強聽覺記憶的活動 
    選擇押韻的兒歌或自編的童詩做為說話與聽覺訓練的材料，材料的安排由

簡而繁由易而難，用整個身體或上肢配合說話的抑揚頓挫打拍子或做一些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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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柒、加強語文指導 

    聽覺處理困難的兒童如果聽漏了句子中的一部份，他可以藉著句子的前後

文意線索補足缺漏處，因此提昇語文能力會增加他填補缺漏語句的能力。換句

話說，加強語音、語句、語意或語用的指導，可間接促成聽覺處理的能力。 
    上述策略與活動只是部份例子，類似的活動還很多，有待開發與建立。但

是這些活動是否有效，必須經過實驗驗證，如果我們因為尚未用科學方式證明

其效度而棄之不用，不免因噎廢食，畢竟這些孩童一天天成長著，因此基於國

內目前尚未針對聽覺處理有困難的兒童設立復健課程，而兒童若有疑似聽覺處

理困難之現象，不妨採用前述策略以及適當活動做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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