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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輔具在學前及學齡階段

運用之轉換
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 張晏瑄語言治療師

前言

根據特殊教育法第 38條及身心障礙

學生支持服務辦法規定，學校及幼兒園

應視身心障礙學生教育需求，提供可改

善其學習能力之教育輔助器材，其中包

括溝通輔具及電腦輔具，顯示溝通障礙

的學生在學前就開始接觸溝通輔具。而

隨著年紀的增長，學齡階段溝通需求日

漸增加，除了基本需求的表達外，更增

加了同儕間的社會互動及情感連結、生

活中的問題解決，甚至是學科能力之展

現。因此如何依照年齡調整溝通輔具的

使用，會影響到溝通障礙學生的互動，

也可能對學業的學習造成挑戰。幸運的

是，現今科技的發展提供多種溝通輔

具，透過多元的表達方式，並由周遭旁

人給予協助，能與他人建立更緊密的關

係。

認識輔助溝通系統

溝通輔具的設計目標是減少溝通障

礙，讓使用者能更流暢地與人交流互

動，並且提升學習和社交能力。溝通輔

具屬於輔助溝通系統的一部分，另外三

項為符號、策略及技術，透過四項要素

結合使用，才能更有效率的提升溝通障

礙者的互動能力，然而目前國內的使用

者大多僅使用設備，較少同時考量輔

助溝通系統的服務模式（李淑靜、陳明

聰，2020），透過多樣符號的使用、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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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介入的策略及改善選擇的技術，才能

讓溝通輔具更貼近不同年齡層的使用需

求。

一、符號的選擇

輔具評估報告書編號 12溝通輔具中

將符號分為五個種類，包含縮小物/部

分物品、彩色照片、圖片、注音符號以

及文字，而目前治療師在制定介入策略

時，為因應使用者的需求及認知發展，

大多是照此順序進行教學，從最初使用

真實物品或彩色照片作為選擇符號，讓

使用者容易辨識，而後轉換至注音符號

或文字，讓使用者能以拼音或書寫的方

式產出語句表達意思，但符號類型的選

擇仍須考量使用者本身特質、偏好或其

需求進行調整。

二、溝通輔具設備及技術種類

溝通輔具是指能提高學生語言的接

收或表達之器材或儀器，包含非電子系

統及電子系統溝通輔具（羅翌菁、王淑

娟、葉秀鈺，2015），其中電子系統輔

具可依照儀器種類分為低科技或高科技

設備。李淑靜、陳明聰（2020）將溝通

輔具分為「無科技、低科技及高科技」

三種，無科技是指無需使用額外之設

備，包括肢體語言、手勢或手語；低科

技輔具是指其設備不需使用電子科技，

包括實物、溝通簿、注音版或圖片交換

溝通系統；高科技輔具是指使用電子科

技之設備來表達或接收訊息，包含溝通

筆、語音溝通軟體或平板電腦等。

技術則分為直接選擇及間接選擇，

在考量使用者的肢體狀態或使用限制

後，可採取由使用者以身體部位直接選

擇符號表達，如：手指點按溝通板、眼

控選擇符號；或者是以設備掃描的方式

間接選擇。在高科技設備中，有許多類

型的溝通輔具都可依照使用者的需求搭

配不同的選擇方式。

三、使用溝通輔具之溝通目的

使用輔助溝通系統時，應先滿足和

每天日常生活相關的主題或對話，才能

建立或保持和他人之間的關係，透過給

予溝通障礙者適當的溝通輔具或策略，

可以提供機會建立屬於自己的溝通方

式，其中學者整理了六項使用輔助溝通

系統後可以達成的溝通功能，包含要求

人事物、抗議或拒絕、描述或命名、詢

問或回答問題、評論事情或闡述想法以

及表達感受，透過上述的溝通功能，能

讓使用者更融入校園或社會環境中的活

動（Beukelmean & Mirenda, 2013）。

王淑娟、羅翌菁（2016）提到輔

助溝通系統的使用者應達到的溝通目的

包括溝通需求、社會人際關係、傳遞訊

息及社交禮儀，而對於在學的學生除了

上述四點需求外，更能促進學習態度從

被動轉為主動，增加參與學習活動的機

會。

學齡兒童使用溝通輔具的

案例分享

家長在學前階段積極帶孩子進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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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療育，希望透過早期的介入，提升孩

子的發展，然而在介入的過程中，常會

因為對輔助溝通系統的誤解及迷思，以

及對於口語表達的期待，大部分的介入

時間會放在口語的表現，而非尋找多元

的溝通方式，直到年紀增長，發現孩子

的溝通能力無法滿足學校生活需求，才

開始考慮輔助溝通系統的使用，因此錯

過早期發展多樣溝通技巧的階段（楊熾

康、王道偉、鍾莉娟，2010）。

所幸在學齡階段中，大部分的特殊

教育班級教師在其求學階段都曾接觸過

溝通輔具的相關課程，能輔助學生在教

室環境中使用溝通輔具與人交流，而政

策的推廣也讓更多有溝通障礙的學生，

能視其需求申請適合的溝通輔具，增加

與同儕間的交流互動。因此若能及早自

學前階段就接觸溝通輔具，或給予相關

的運用策略，對於轉換至學齡階段後的

學生會有更大的助益（周旻宜、陳瑞

玲、李治惟、王淑娟，2017）。

以一名小學二年級的希希為例，希

希是一個富有溝通動機的孩子，喜歡聽

音樂和看動物相關的拼圖或繪本，明確

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有需求時也會主動

靠近大人嘗試表達，雖然目前無口語表

達能力，但能透過豐富的表情及肢體動

作，讓身旁的互動者瞭解其需求。希希

從學前階段於日托機構便開始接觸溝通

輔具，進入小學階段，班級中的老師除

了維持原先的溝通模式外，也因應需求

增加及評量學科能力表現，發展出更多

元的表達方式。

一、圖片的表達方式

希希是一名表達動機強烈的學生，

在進入機構初期就會嘗試以拉大人的方

式表達自己的需求，但因較無法等待，

當需求沒有快速被滿足時，容易出現情

緒起伏，因此在選擇溝通輔具時，首先

考慮的是能否快速地表達出意思，再來

也將肢體動作、認知及語言能力列入考

量，一開始使用的溝通輔具為無科技的

手勢動作，以及低科技的圖片。

圖片的使用很多元，可以當作息表

的視覺提示，透過圖片和活動的連結，

預先瞭解一天的行程，減少空間或活動

轉換時的適應時間，當圖片和活動的連

結更深後，希希也開始透過拿取圖片，

讓互動者瞭解想去哪或進行什麼活動。

隨著需求增加，原先的作息圖片已

不敷使用，和家長討論及日常觀察後，

一起製作了屬於希希的溝通本，溝通本

裡的圖片包含機構的作息、希希日常

需求及興趣喜好，同時家長也在家中設

置溝通牆，貼上符合家中情境的溝通需

求，讓希希的表達方式能類化至不同情

境中。而生活中的點讀書、點讀筆，也

從原先的認知學習，轉變成表達方式，

透過書裡的分類，讓希希在有需求時能

按壓特定頁面中的按鍵主動傳達或回應

大人的問題，讓點讀書不只是學習物品

名稱，也能成為表達的工具。

透過發展出多樣的表達方式，希希

和周遭大人的互動機會增加，需求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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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地被互動者瞭解，作息中用情緒表達

的次數也逐漸減少。而溝通本或點讀書

中的圖片及文字，讓希希的表達能讓不

同情境或不熟悉的對象都能瞭解，也讓

希希對文字有了初步的接觸。

二、注音及文字的表達方式

大班時，希希開始發展文字概念，

能辨識喜歡的物品或動物的國字，也會

主動指出文字要大人講述，和家長討論

後，將圖片的表達轉換成文字形式，考

量動作控制的限制無法以書寫文字達到

有效的溝通，而開始注音的教學，讓表

達能從被動地選擇準備好的圖片，轉換

成自己拼出文字。

注音的教學可以從紙鍵盤、電腦鍵

盤、平板鍵盤或溝通筆開始，端看使用

者的特質做選擇。以希希來說，有聲音

的輔具容易變成玩具，因此最初是以紙

鍵盤搭配大人唸出注音發音，建立符號

和聲音的連結，此時由互動者提供視覺

（寫出注音拼音）以及口語提示（唸出

發音），讓希希拼出對應的詞彙，隨著

接觸時間越長，對於符號和聲音的連結

更深，也開始能主動拼出動機較強的物

品名稱。

在幼兒園大班後段，希希能靈活的

運用多種溝通管道，若想表達的事情是

在環境中能看到的物品，便會以手指指

示或是選擇圖片的方式傳達，若圖片無

法滿足時，也會嘗試以注音拼音擴充詞

彙庫。

三、學齡階段的表達

進入小學後，家長和學校老師分享

先前使用注音拼音的經驗，老師也嘗試

讓希希在教室使用電腦，透過電腦打字

和老師同學建立互動，但由於電腦攜帶

不便及易被多元功能影響的使用限制，

較難隨時在課堂中使用，因此在一年級

下學期申請了溝通筆，讓表達能更即時

的呈現。

最初設備的改變讓希希僅在強烈需

求時才願意使用，治療師嘗試以溝通筆

搭配電腦按鍵拼音後，逐步轉換的過程

讓希希能適應相同的符號在不同設備上

的使用方式，在大人陪伴使用下增加成

功經驗，希希也慢慢的能以溝通筆回答

問題或描述故事。在校園情境中，老師

亦會鼓勵希希以溝通筆回應課程中的問

題，如：以數字搭配注音拼音，回應數

學課上的問題，雖然希希的表現仍不穩

定，須由大人從旁引導使用，但對希希

來說，輔具的使用使她能更融入情境中

學習。

目前希希能合併使用多樣的符號及

設備來表達，以圖片來說，除了翻閱溝

通本外，也能從生活環境中找到對應的

圖示來告訴他人；而文字或注音符號

也能在不同的設備上使用，如電腦的鍵

盤、平板的鍵盤或是溝通筆。對希希

來說過去學習過的都是和他人互動的方

式，只要能快速地讓大人知道自己的需

求，就是當下最適合的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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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溝通輔具在學前及學齡階段的運

用，為兒童提供了更具彈性和個人化的

學習方式。這些輔具不僅能克服溝通障

礙，也能培養語言理解和表達能力。隨

著科技不斷發展，我們可以預見未來溝

通輔具將會變得更加智能化和便利，為

兒童的學習之路開啟更為廣闊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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