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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孩子為中心」的溝通學習
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席芸語言治療師、劉映心語言治療師

前言

當一個孩子呱呱墜地開始，他就跟

這個世界開始了溝通的歷程。「溝通

是人類基本的需求、基本的權力」（B. 

Williams, 2000），但是，許多有特殊需

求的兒童（如智能障礙、自閉症、腦性

麻痺患者或其他發展性障礙兒童）在能

夠有效應用口語自我表達方面，卻面臨

到很大的挑戰。

而輔助溝通系統（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即為

修補此一差距的有力工具，使有語言發

展障礙的兒童能夠更充分地溝通和參與

生活。

AAC的定義

國 際  A A C 組 織  I S A A C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gmentative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解釋AAC

的定義是：個人用來解決日常溝通的一

套工具和策略。溝通可以採取多種形

式，例如：語音、眼神、文字、手勢、

面部表情、觸碰、手語、符號、圖片、

語音溝通器等。每個人都會使用多種形

式與溝通夥伴進行溝通。當一個人的意

圖和意義被另一個人理解時，有效的溝

通就會發生。應用哪種溝通形式並不重

要，最重要的是能成功地理解和表達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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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的優點

早療階段應用輔助溝通系統有下列

幾項優點：

（一）增強溝通技巧�

AAC有助於促進溝通技巧的發展，

讓孩子們在各種環境中表達自己，從家

庭到學校和社交場合。

（二）增進社交互動�

AAC不僅幫助孩子表達自己，也鼓

勵孩子參與社會活動。透過AAC，孩子

們可以發起互動、分享經驗並參與小組

活動。

（三）促進學業進步

獲得輔助溝通系統可促進教育發

展，使兒童能夠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參

與學習並與老師和同學互動。

（四）增強自尊與自信

有效溝通的能力可以增強孩子的自

尊和自信。AAC 使兒童能夠在家中和

教育環境中參與各種活動。當他們對自

己的溝通能力充滿信心時，他們的自尊

就會提高，從而形成正向的自我形象。

自尊心較高的孩子通常較有彈性，表現

出的行為問題也較少。

（五）加強情緒調節

有溝通障礙的兒童常常難以調節情

緒。AAC工具提供了一個表達情感的平

臺，幫助孩子辨識和表達自己的感受。

當孩子能夠表達自己的情緒時，他們就

能更好地管理情緒，減少情緒爆發和攻

擊性行為。

（六）減少挫折感�

AAC 有助於減少孩子及其照顧者

的挫折感，因為孩子可以更輕鬆地表達

自己的需求和願望，從而形成更和諧的

家庭環境。

AAC的組成要素

（一）符號（symbol）

包括：實物、圖片、線條圖、手

語、文字等。

（二）輔具 （aid）

應用電子或非電子裝置或設備以傳

送或接受溝通訊息，如溝通圖卡、溝通

本、溝通板、溝通器、電腦、ipad、特

殊開關等。

（三）技術（technique）

傳 送 訊 息 的 方 法 ， 包 括 ： 直

接選擇（  d i r e c t  s e l e c t i o n）、掃瞄

（scanning）。

（四）策略（strategy）

個體自我學習或被教導而學到能增

進個體的表現的方法，例如漸進的教學

提示/褪除、圖片交換溝通系統（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 t ion  Sys tem,  

PECS）等。

溝通輔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高科技的溝通輔具尤其能具有訊息量

40



53輔具之友教育單元輔具之友53 教育單元

 

 

大、擴充率高的優點，然仍需要有適合

孩子的符號與溝通策略，才能發揮最好

的溝通成效。

在本文中，我們除強調溝通輔助系

統（AAC）對特殊需求幼兒溝通的重要

性，並以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以下簡稱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早療機構中的兩個實例說明各式溝通輔

具在早療系統中不同孩子的介入歷程，

以及以孩子為中心的溝通選擇之應用成

效。

案例一

阿丞是罕病威廉氏症候群的孩子，

兩歲多進入愛智發展中心，剛來時由於

還不會說話，無法表達想法，也不瞭解

大人的指令，而有激烈的情緒，出現打

頭、躺地、推丟物…等行為。經過觀察

和評估後，發現阿丞在語言理解方面，

能在手勢提示下，多次在情境中執行

後，漸漸理解常用指令，如坐下、站起

來、給我等；而在語言表達方面，也能

在幾次示範後，於情境中學會拜拜、吃

等簡單手勢動作，於此他逐漸適應中心

作息的同時，開始慢慢教導他使用動作

及簡單手語表達日常簡單的需求與互動

如要、不要（圖1）、早安等，在情境

中，以PECS的策略，增加他表達的主

動性（圖2），進而擴充他能表達的內

容以及在認知等各發展領域的學習。

慢慢地，阿丞臉上的笑容增多了，

不適當的行為也少再出現。每當看到喜

愛的餅乾出現時，他就會主動撕下溝通

板上的圖卡，再開心地跑向老師；拿

不到的物品，阿丞會比出「幫忙」手語

找人協助；下課時，他也會拿圖卡主動

告訴教保老師他想玩的玩具、想聽的兒

歌；也開始學習從溝通單一詞彙到組

合幾張溝通卡表達完整的句子等。離校

時，阿丞帶著他的畢業禮物－新的溝通

本進入他的下個階段。相信在他學會溝

通技能及溝通輔具的使用後，隨著學習

階段的發展，情緒的穩定成熟，溝通內

容繼續延伸與擴充，對於溝通輔具的應

用也能逐漸提升。

圖1、阿丞使用肢體動作表達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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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阿丞選擇溝通圖卡表達他想參與的活動

案例二

小熙是位腦性麻痺的孩子，無法獨

立坐站，需要特殊輪椅的協助，平時他

喜歡音樂書，特別當他按按鍵聽到機器

中傳出來語音或音樂聲時，他會特別開

心。有時當他有想法時，他也會嘗試告

訴別人，但是常常嘴巴不聽使喚，儘管

他很努力發出聲音，大家還是不理解他

的意思，為此，他十分沮喪，且常因此

而發脾氣、丟東西。

經過動作、喜好、認知、溝通評估

後，就先從小熙喜歡的玩具，如音樂書

及投幣豬、車子等玩具以4張溝通圖卡

或照片讓他選擇，他也能很快地指出自

己所愛，接著他能夠同時選擇的內容陸

續增加，於是將溝通語彙放到8句話溝

通器上，讓他能在表達時，對方也能盡

快聽到聲音而回應他的需求，同時也讓

小熙練習自己控制手指在小面積範圍的

點選，但是當他按出聲音時，小熙立刻

摀起耳朵完全不回應也不願參與。在幾

經調整與嘗試，終於找到問題癥結，原

來是小熙不喜歡聽機器中的高頻女聲，

於是立即將版面換成低頻男聲後，他的

使用意願隨之提升。現在，小熙平常可

隨機使用溝通本或搭配平板使用的溝通

軟體表達需求（圖3），選擇要進行的

活動，上課時也會用平板組句回答問

題，講述簡單的故事，當然，平板上的

配音是採用低頻的男聲。小熙的例子也

提醒我們，除了客觀的評估外，最重要

還是要回到孩子本身，尊重他的喜好和

意願，方能達到計畫中的溝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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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小熙應用搭配平板使用的溝通軟體表達日常需求、參與活動及講故事

結語

任何一種，能讓孩子在他的生活中

充分表達，發揮最大溝通成效的溝通輔

具就是最好的。且除了輔具外，還需要

策略、符號、技術以及環境中許多參與

者的搭配。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於民國 

84年成立臺灣第一家「復康輔具資源中

心」推動各式輔具的概念，並於同年及

之後陸續辦理輔助溝通系統（AAC）相

關研習會，倡議應用輔助溝通系統來幫

助各類型的溝通障礙者，再於110年開

設「第一跨越溝通鴻溝網站」，期待讓

更多人認識、瞭解並應用  AAC。隨著

科技的發達，溝通輔具也日益精進，然

而，在評估更便捷及選項更多元的前提

下，也更需要重視到「孩子」本身的意

願、需求與想法，為他們量身找到最合

適的溝通符號、輔具與策略，畢竟，他

們才是真正且主要的「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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