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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代－40代聽覺障礙者的

居家輔具：警示、指示及信號輔具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江以文秘書長

前言

在演講場合每每問起「聽障者需要

的無障礙環境是什麼？」時，總會引來

現場聽眾一臉疑惑「為什麼聽障者需要

無障礙環境？」，因為大家腦袋裡第一

時間會浮現的畫面，不外乎斜坡道、專

用停車位或無障礙廁所的輪椅標示。的

確，很難想像一個行動自如的聽障者，

日常生活中到底會遇到什麼樣的障礙，

以及需要什麼措施或設備來排除這些困

難，也因此在談「聽障無障礙環境」之

前，我會先花一點時間分享聽障者日常

生活中的「障礙」有哪些。

常聽到一種說法，聽障是「隱形」

的障礙者，因為外觀看不出異樣，唯有

進一步交談或互動時，才能透過如側耳

聽、第一時間聽不懂或是說話腔調等細

節，察覺出聽障者的障礙情境－即時獲

取並判斷、理解聲音訊息，以及能夠對

這個聲音訊息做出適當回應。

當前述這些需求出現在課堂、會議

或公共資訊時，聽障者可以透過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簡稱身權法）第61

條所定，縣市政府應依法成立的手語翻

譯暨同步聽打窗口，申請適合的服務，

在手語翻譯員或同步聽打員的協助下，

獲得完整資訊。而日常生活裡的其他聲

音，例如門鈴、市內電話甚至是嬰幼兒

哭聲、火災警報等聲響，聽障者則多仰

賴科技輔具的協助與提醒。

依據衛生福利部2021年底統計，全

國聽覺障礙人口為127,035人，其中65歲

以上者占總聽障人口的71%，在高齡化

社會趨勢下，退化或漸進性聽損長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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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總人口的大宗，已不令人意外。不

過，本文要聚焦討論的聽障者居家生活

輔具需求，則是以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及各縣市聲暉會員團體（以下皆簡稱聲

暉）所服務與接觸的聽障族群為主，特

別是因工作、求學階段而在外租屋、乃

至於與同為聽障的配偶成家立業後，以

小家庭模式生活的聽障青年們。

輔具使用型態轉變

目前衛福部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基

準表裡與聽障者相關的警示、指示與信

號輔具包含「電話閃光震動器」、「門

鈴閃光器」、「無線震動警示器」與

「火警閃光警示器」，這些輔具的共通

點是將電話鈴聲、門鈴聲或火災警報聲

等原本是聽覺受器接收的訊息轉由視覺

（閃光）或觸覺（震動）受器接收。有

趣的是，當我詢問目前年齡介於20-40

歲之間的聽障青年，是否有使用前述輔

具時，得到的答案是大同小異的「沒

有」或是「以前有，但已經很久沒有用

了」，進一步細究何以這些看似針對聽

障者「聽」的限制所發展出的生活輔

具，在現實生活裡使用率卻不高後，得

出以下幾種可能：

一、 助聽輔具發揮效益

前面提及的20-40歲聽障青年可以

說出生於助聽輔具日漸普及、早期療育

聽語復健受到重視，以及特殊教育回歸

主流的潮流裡，當中高階助聽器乃至於

人工電子耳成為多數聽障青年聆聽世界

的標配，能聽會說也已經是常態，除了

洗澡、睡覺時會取下輔具外，幾乎時刻

戴著輔具，也因此他們多會認為戴著助

聽器（電子耳）就能聽到如門鈴、警報

器等聲響。

二、 智慧通訊裝置普及

另一個轉變則是個人行動通訊裝置

的普及率，特別是智慧型手機在近年有

非常驚人的成長，身為人人都擁有智慧

型手機的世代，家用電話是越來越少見

的產物，如果是自己在外購屋或租屋的

聽障者對家用電話的需求更低，也因此

與家用電話搭配使用的閃光震動器自然

使用率也會下降。此外若有訪客也能事

先以即時通訊軟體聯繫確認，門鈴以及

搭配使用的閃光震動器似乎也變得不那

麼必要了。

三、 住宅模式轉變

有受訪聽障青年提到目前居住於集

合式大樓，火災警報與出入管制都有物

管公司處理妥當，門鈴或警報聲響都是

能聽到的音量，較不需要擔心突如其來

的訪客或聽不到警報聲。

即使助聽輔具已經能讓聽障者察覺

到如門鈴或警報器的聲響，但總會有必

須取下輔具的時候，例如入睡時，因此

在訪問到的聽障青年使用經驗裡，「震

動鬧鐘」是相對常見的居家輔具，或許

大家會好奇，聽障者為何不使用手機內

建鬧鐘或是智慧手環的鬧鐘震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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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另外購置震動鬧鐘。目前市面常見的

震動鬧鐘多是將電子鐘外接震動器，實

測震動鬧鐘（實際上是外接的震動器）

的效果會發現震動強度是手機或智慧手

環的好幾倍，將震動器置於枕頭下方都

還能感受到強烈震動，便能把熟睡中的

聽障者喚醒，如果你是入睡後就很難被

叫醒的人，或許也可以試試看震動鬧鐘

喔！

另外，有來自於聽障新手爸媽的居

家警示輔具需求，曾接獲聽障媽媽的諮

詢，想知道能否採購到偵測嬰兒哭聲的

震動警示器。目前市面上有「寶寶監視

器」，能夠監看與監聽在另一個空間的

寶寶狀況，偵測到哭聲時也能即時以手

機App或智慧手環連結推播通知，這位

聽障媽媽表示，雖然她有購置寶寶監視

器，但手機或手環的震動效果不如預期

明顯，因此想另外購置單純偵測嬰兒哭

聲的震動警示器。很可惜的，當我們嘗

試詢價時得知，唯一有在製作的廠商已

經結束營業，是因為市場需求太小或是

有其他原因決定結束我們不得而知，不

過只要想到前述提到的各種環境變遷，

導致各類閃光與震動警示輔具的需求降

低，便不難理解了。

總結

從事聽障服務工作多年，看見聽障

者多元的溝通及資訊需求，誠如文章一

開始說的，全臺12萬聽障人口裡，退化

性及漸進性聽損的長者佔了7成，剩下

的3成從0歲到64歲，不同的生涯階段、

聽損成因及發生年齡也會反映出對輔具

的需求差異，這篇文章只能說明對某一

個年齡層的聽障者而言，閃光震動警示

器的需求似乎逐年下降，我們仍肯定視

覺與觸覺的感知對聽障者的重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越來越多的智慧

家電甚至是智慧宅的設計，透過網路及

應用程式（application, App）就能遠距

監控、操作家中設備，此外「藍芽功

能」也逐漸成為助聽器標配，聽障者對

於警示輔具的期待有沒有可能也跟著提

高？不再滿足於單一聲音種類的偵測

器，或是「偵測到聲音就閃光或震動」

的功能，而是能在偵測到環境音的同時

也能辨識聲音種類，抑或藉由藍芽傳輸

將偵測到的結果直接輸入輔具，整合日

常生活裡的各種聲源，讓聽障者無論是

透過聽覺、視覺或觸覺都能有更多元的

體驗與提示經驗。至於聽障爸媽多次提

及的嬰兒哭聲偵測警示，或許受限於市

場規模，要開發聽障專屬產品有其難

度，但或許能思考在既有的商品中，增

加適合不同障礙父母需求的功能，例如

增加提示強度或頻率等，成為聽障父母

育兒利器。

警示、指示與信號輔具對於聽障者

的居家生活安全或品質有沒有幫助？相

信絕對是有的，期待產品的研發設計也

能與時俱進，跟上聽障者生活的多元樣

態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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