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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一、語言障礙的定義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6條之語言障礙類別，是指語言理

解或語言表達能力與同年齡者相較，有顯著偏差或低落現象，造成溝通困難者。

（一）構音異常：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不清等現象。

（二）嗓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或共鳴與個人之性別或年齡不相稱等

現象。

（三）語暢異常：說話節律有明顯且不自主之重複、延長、中斷、首語難發或急

促不清等現象。

（四）語言發展異常：語言之語形、語法、語意或語用異常，致語言理解或語言

表達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或低落。

二、語言障礙的特徵

語言障礙成因可能是由於輸入的問題（如聽覺障礙、視覺障礙）、過程障礙

（如中樞神經系統障礙）、或輸出的問題 （如唇顎裂）所造成的。語言障礙也會

影響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如認知、社會情緒、人際發展等，需要老師細心的關懷

與協助。語言障礙的特徵如下：

（一）認知方面：語言障礙學生可能在語言表達或語言理解上有困難，導致學生

的認知能力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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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業方面：語言能力是學習的必要工具，而學校又是充滿口語符號的環

境，學業學習更是注重聽話技能、遵循指示、理解語言、及口語表達。因

此很多語言障礙的學生常常出現閱讀和書寫的困難，而造成他們在各科的

學習上的困難。

（三）行為方面：人際互動經常必須以語言傳達訊息、接收訊息。因此當一個學

生的說話、語言出現問題，同儕可能會特別注意其說話的方式，讓他不斷

自覺自己說話有問題，因而每當處在溝通情境時就倍感壓力。

三、語言障礙的類型

語言障礙可能是由於單一或兩種以上的成因所引起。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

優異學生鑑定辦法」中語言障礙的定義，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一）構音異常：包括聲母、韻母與聲調的語音發音錯誤，常見的構音異常分為

下面六種特徵

1. 添加音：在正確的語音上有添加的現象，例如把「鴨（ㄧㄚ）子」說成「鴨（

ㄌㄧㄚ）子 」。

2.省略音：省略了某些音，造成不正確的語音，如「謝謝（ㄒㄧㄝ ㄒ̀ㄧㄝ˙）」

說成「謝謝（一ㄝˋ 一ㄝ‧）」。

3. 替代音：一個字的音被另一個音所取代，造成不正確的語音，通常是使用大約

相似的音去取代，如「葡（ㄆㄨˊ）萄」說成「葡（ㄅㄨˊ）萄」。

4. 歪曲音：語音接近正確的發音，但聽起來不完全正確。例如：「吃（ㄔ）飯」

說成「吃（ㄘ）飯」。

5. 聲調錯誤：如國語的四聲運用錯誤。例如：「小鳥」說成「笑鳥」。

6.整體性含糊不清：如唇顎裂、聽覺障礙、腦性痲痺等類兒童的說話，整體咬字

不清晰，但無確定的錯誤構音。

（二）聲音異常：常見的聲音異常可分下列四種特徵

1. 音質異常：發音的音質不良、粗嘎、氣息聲、沙啞、失聲、喉音、聲音使用過

度或不足、聲音疲乏無力等。

2. 音調異常：習慣性音調過低或過高、音調範圍太狹窄、音高斷裂、在特殊狀況

下音調過高或過低。

3. 音量異常：聲音在一定的距離內，太大聲或太微弱。

4. 共鳴異常：鼻音過重或鼻音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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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暢異常：語暢異常是一種自然說話時，會產生不恰當的猶豫、重複音，

來阻礙說話的流暢。

1.口吃：說話時或想說話時，把語句的開始某些語音或音節重覆、延長、或結

巴，造成首語難發、連發、延長或中斷的現象。

2. 迅吃：說話急促不清，或省略某些字詞。

（四）語言發展遲緩：語言發展有下列一種或多種情形

1. 語言發展起步的年齡較晚

2. 發展的速度較慢

3. 發展的程度較正常兒童低下，其特徵為：

(1) 語意障礙：詞不達意，或無法理解說話者的意涵。

(2) 語法障礙：說話句型、結構簡單，有顛倒、混淆或省略等不合語法的現象。

(3) 語用障礙：說話不合溝通的情境或措詞不當。

(4)語形障礙：有字形辨認不清或混淆等現象，對詞彙的結構學習有困難者。       

如：買腳踏車說成買騎腳踏車。

(5)語音困難：可能在語音系統及控制語音結合規則方面有學習上的困難。

如：能正確發出聲音，但不正確的使用聲音。

四、語言障礙的因應措施與教學策略

由於語言障礙學童大部分是在普通班上課，並接受資源班或語言治療師的協

助，因此普通班教師可根據下面的建議，在教學及互動情境中，幫助學童練習其

正在接受矯治之語音或音韻歷程。

（一）請教語言治療師或資源班的特教教師，有關學生的語言問題類型及嚴重程

度，並了解矯治方式與介入目標，亦可詢問語言治療師，在班級中教師應

如何配合語言矯治的教學目標，協助學生在平日生活中也可以進行正確的

語言訓練。

（二）根據語言治療師或特教教師所提供的特定教學方式，適時地提醒學生發出

正確的語音。

（三）了解學生目前的發音能力，並據此調整對其說話清晰度的要求。

（四）了解兒童正在接受治療的語音或音韻歷程，據此鼓勵其常將這些目標音，

應用於溝通中。教師不需過度矯正，或強求其使用尚無法改變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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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顧及學生的自尊。可以私下問學童是否需要幫忙，不要在眾人面前特別

提及其語言問題。

（六）不要使用批評式的回饋（如：你說得很不清楚，再說一遍）。可以更委婉

的說「對不起，我剛剛沒注意，你可不可以再說一遍」。

（七）如果學生嘗試了二或三次，仍然無法說得很正確時，可請其使用更簡單的

語言結構回應，如：使用詞彙而非句子表達。

（八）善用朗讀和對話方式，幫助學生類化矯正的目標音或音韻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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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障礙 案例 / 國中階段

一、案例緣起及背景

花花目前就讀七年級，為家中的獨生女，父母親因為忙於工作而疏於照顧。

花花平日溝通方式以口語為主，但說話的時候經常出現替代音或歪曲音，加上說

話速度較快，旁人常聽不懂所表達的內容，需要請她再說一次，她的語言理解能

力則與一般同儕沒有太大的差異。

二、問題概述與分析

（一）問題概述

剛升上國中的花花，對新學校及新同學都不熟悉，又沒有和國小的同學同

班，加上花花面對陌生環境本來就比較容易恐懼與焦慮，爸媽又比較忙碌，無暇

顧及花花的學校適應情況，因此開學以來，花花都覺得很緊張。

有一次下課，同學們互相自我介紹與聊天，花花不想要自己構音上的問題被

同學發現，加上緊張，因此面對同學的提問總是很小聲地回答。同學們聽不清楚

一直請花花再說一次，花花只好稍微放大音量再說一次，卻因為緊張反而講得更

快，同學只好又請花花再說一次，但這次同學發現花花構音上的問題，幾個比較

調皮的同學從此開始模仿花花講話的樣子，並喜歡找機會開花花的玩笑。

花花是個自尊心很強的學生，在同學的捉弄模仿下，對於需要開口說話的情

況，就越來越抗拒。甚至在上課時老師請花花回答問題，花花也拒絕回答。除此

之外，越來越不喜歡和班上的同學互動，只喜歡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課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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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分析

花花因為一開始對學校環境不熟悉，家人對花花的心理需求的支持度也較

低，加上花花又很介意自己構音上的問題，以至於最後演變成社交上的退縮與畏

懼，連帶也影響了花花的學習與人際關係。

三、輔導策略

針對花花所面臨的情況，教師先尋求校內特教及輔導資源，並透過合作的方

式，幫助花花解決所遇到的問題。以下分別為尋求資源及教師可自行處理兩大部

分討論：

（一） 尋求資源

1. 特教宣導：針對班上其他學生的輔導，請特教老師進行特教宣導。透過宣導讓

學生對語言障礙有初步的認識，也透過體驗活動讓學生感受「有口難說」的心

情，讓學生學習同理心，了解語言障礙同學的處境。

2. 心理輔導：由於花花很抗拒說話，連上課也不願回答問題，因此請學校輔導老

師介入輔導，幫助花花解開心結。

3. 安排溝通訓練課程：特教老師評估花花在溝通上需要加強的項目，並在課程中

提供花花練習的機會。

（二）教師可自行處理的部分

1. 特教宣導成效維持與追蹤：在特教老師進行特教宣導後，導師可以利用班會討

論以及用學習單的方式讓學生更對語言障礙有進一步的認識，請學生分享體驗

的心得，以及提出可以與花花互動的正向行為。另外導師也可以用小團體的方

式，把喜歡取笑花花的同學找來，輔導他們建立同理心並加強特教宣導的成

效。

2. 鼓勵口語表達並給予練習的機會：教師先把目標訂在增強花花「願意開口說話

的行為」。若上課時她願意回答問題或是願意和同學說話，教師要立即給予增

強。等到花花較願意開口說話，就可以加強正確的口語表達。除了在資源班進

行溝通訓練的課程之外，也可以利用較長的下課時間請花花朗讀課文，或是她

喜歡的課外讀本，增加練習的機會。

3. 自我認同輔導：花花因為構音的問題變得較為退縮，教師可以透過個別輔導的

時間，找出花花的優勢並給予鼓勵。教師另外也透過全班性的討論方式，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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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們找出自己的優點及自己的缺點，並讓學生練習肯定自己並接納自己的缺

點，不只讓花花了解，同時也能讓其他學生一起學習。

4. 親師合作：導師請家長在工作之餘可以花一些時間陪伴花花，討論學校生活並

給予正面的支持與回饋。

四、結語

在導師、特教老師、輔導老師及家長共同合作之下，花花班上的同學在了解

花花的需求以及困難之後，與花花的互動改善許多，同學不再嘲笑花花，幾個和

花花比較親近的同學也願意找她一起去圖書館借書。

在老師及同學的鼓勵下，花花雖然對開口說話還是有些許恐懼，但是她漸漸

打開心房，嘗試開口講話，對自己也越來越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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