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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聽力師工作內容介紹 

在聽力師各項服務領域中，教育聽力學可能是大家較少接觸到的一個專門領域。以

台北市為例，以下先介紹本人目前所服務的台北市教育局聽障教育資源中心（附設在台

北啟聰校內）及其職掌的業務內容，讓大家瞭解與醫療院所或助聽輔具公司業務有別之

處。 

 
     圖一：台北市聽資中心聽檢室一隅之1     圖二：台北市聽資中心聽檢室一隅之2 

 

我們聽障教育資源中心（簡稱聽資中心）成立於民國91年，服務宗旨為協助台北市

聽障學生在融合教育環境中，發展潛能、適應社會生活，同時發揮資源整合共享的功能。

服務對象主要為就讀於台北市的幼兒園、國中小學及高中職的聽障學生及其教師、家長

與學校相關人員。目前本中心有十數名具有聽障教學及輔導專長的特教老師以及聽力

師、語言治療師等工作人員從事相關業務及服務。工作重點在於辦理聽障生鑑定、跨教

育階段學校的轉銜安置、入校巡迴輔導聽障生、管理教學情境輔具系統（如調頻系統申

請借用）、提供聽力師入校服務及聽能評估、辦理聽障教育知能研習以及出版聽障教育期

刊等。聽資中心同時也兼辦台北市教育局專業團隊人員（含職能、物理、語言治療師等

職類）的入校服務相關業務。 

 

 

圖三：聽力師參與聽語系所教學演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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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有許多優秀的聽力界先進前輩，曾協助聽資中心規劃聽能服務的範疇及作

業規範，或曾親自參與提供服務，包含聽力師入校及聽能評估，其中聽語學會葉文英理

事長也長期出席本中心主辦的各項會議，提供專家意見。目前本中心的聽力師主要以聽

障生的聽能評估，入校服務以及對家長教師的諮詢為主。聽能評估項目包括助聽輔具功

能分析、中耳功能檢查、純音聽力檢查、助聽後的語音辨識檢查、輔具聲場功能評估及

以及調頻系統功能檢查。聽力師入校服務工作內容則在於向校方說明學生的聽能狀況、

量測教室環境噪音、了解學生助聽輔具及調頻系統的運用情形並觀察學生視-聽覺線索運

用、溝通模式以及課程參與與人際關係情形，針對整體觀察檢測結果向校方說明以及提

出相關建議。至於提供諮詢服務的部分則包含家長諮商、輔具建議、個案管理教師諮詢

建議。譬如有許多疑似有學習障礙的中學生，經聽能評估發覺有聽損，在建議配戴適當

助聽輔具之後，他們在校的學習狀況多能獲得明顯改善。 

 

教育聽力師的工作內容看似眾多且繁雜，與家長及老師分享最新的輔具科技及醫療

新知，一路伴隨著聽障學童由幼兒園直到中學，相當有挑戰性，特別是能與不同領域的

專業人士及學校教師合作，一起為單純聽障或合併多種障礙的學生規劃個別教育計畫。

在陪伴學生及家長一起成長的同時，自己的專業也獲得到良好的回饋與成長，所以在完

成每件個案服務後會有相當的成就感，同時也就不覺得工作辛苦了。 

 

 

● 聽障特教生服務的目標及重點 

聽覺障礙特教學生的認定，是依循特教法之規定，指由於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功

能異常，致以聽覺參與活動之能力受到限制者。今年度台北市各級學校鑑定的聽障學生

有近六百名（不含大專院校），不同於社福系統聽障手冊發放的認定標準，聽障特教生鑑

定基準是以接受聽力檢查後，其優耳之500Hz、 1000Hz、2000Hz三個聽閾平均值，7歲

以上達25分貝以上；6歲以下達21分貝以上者即可提報鑑定。 

 

目前本中心的聽力師與聽巡教師協助各教育階段聽障學生的目標及重點，分別說明

如下： 

 

1. 學前階段：  

 著重學生語言發展。因語言學習有所謂的黃金期，衛教家長早療的重要性，使其

能及早接受並及早介入，包括早療及聽能復健機構轉介，進一步教育家長及幼兒

園老師注意幼兒的聽能維護，協助幼兒輔具的使用與管理（如調頻系統使用，電

池更換，處理回饋音…等）。 

 

 

 

http://www.slh.org.tw/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第 84 期 教育聽力師的臨床工作介紹與分享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www.slh.org.tw 

 

2. 國小階段（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1) 物理環境的調整：（校園聲學環境評估及教室座位建議） 

 聽力師能在新生入學前先至學校評估物理環境，針對學生的聽需求給予適合教

室方位的建議（例如：避免緊鄰大馬路邊的教室）；另外，聽巡教師在開學後也

會入班，觀察學生在班級中聽取的情形，並給予適合的座位建議。若聽巡教師

有無法解決的問題，也可尋求本中心聽力師再次入校，給予協助。 

 

(2) 聽能評估及輔具建議： 

 協助學生接受檢查與追蹤聽力狀況，了解助聽輔具是否有符合其聽需求，並提

供學生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的相關資訊。 

 

 
圖四：聽力師入校教室聲學評估 

 

3. 國中階段： 

 因課業內容增加且變難，學習需求變大，此階段著重協助學生聽能狀況的掌握及

聽能輔具的調整與建議。 

 

4. 高中階段： 

 有許多高中職學生因擔心同儕的異樣眼光，可能會降低對調頻系統甚至助聽輔具

的使用意願，容易因溝通不良導致社交上的退縮及學習困難，故協助高中職聽障

學生透過聽能評估來做好自我的聽能管理，像是：關心自己的聽力變化、聽能狀

況、了解自己的輔具使用和效能，維修輔具等。幫助聽障生正確的認識自我，接

納自己（發展對自我的正向看法，勿過度放大本身的障礙），產生積極進取的動力，

瞭解自己除聽能方面需使用輔具以外，其餘能力與一般人無異。此階段著重輔導

聽障生發展自我倡議能力，建立正向的自我概念，積極主動，能對他人說明自我

的需求，以發揮自己的潛能及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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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跨專業合作產生最佳工作成效 

此外，本中心聽力師和聽力巡輔教師也需要與一般學校內的教師合作，當普通班老

師的班上有一名聽障生時，這位老師即變成為此學生的特教專業團隊成員之一，因各專

業間的合作狀態，對學生是否能夠獲得有效協助，將產生重大的影響，據此，普通班老

師透過參與個案的相關會議（例如：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聽力師入校服務會議、個案

會議等等），和校內特教老師、聽力師、聽巡老師有對話的機會，較能依據個案需求，提

供學生所需的協助，及提供學生有效的輔導服務。一般來說，大部份的聽障學生都會有

座位安排、營造有利聽取的教室情境、配戴調頻輔具的需要，因此需要普通班老師協助

幫忙安排合適的座位和協助配戴調頻輔具（指調頻系統發射器）；老師能利用班級經營技

巧，創造安靜且利於聽取的環境，與友善接納的同儕態度也很重要。另外，協助留意個

案的聽能表現、人際關係，當觀察到個案的特殊狀況時，能即時與個管老師、聽巡老師、

聽力師共同合作，輔導個案。營造同理接納的班級氣氛。例如入班宣導，協助同學認識

及協助其它學科老師使用輔具。如師長及同學與已配戴助聽輔具的聽障生溝通時能多一

分耐心，以正常語速及音量面對面談話，必要時要輔以書面及視覺輔助，聽障生一樣也

能參與班級事務並很有貢獻。 

 

  

圖五：聽力師入校會議          圖六：入校觀察學生使用輔具及人際互動評估 

 

 

教育聽力師的工作內容項目眾多，在各項服務完成後也須提供完整的紀錄與報告歸

檔，有興趣從事教育聽力師一職者需具備判讀聽力報告及各項障礙鑑別診斷的能力，除

持續完備聽能輔具相關資訊之外，能充實特教及輔導知能，與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協調

合作，可以幫助學生接受良好的聽能復健及學習適應。教育聽力師的工作有苦有樂，挑

戰性大的同時也會有成就感，此外，對自己服務的學生個案有熱誠，對這份工作就能簞

食瓢飲，且不改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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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希望藉此電子報的篇幅做以下總結：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定期輔具維護保養及調整是學習路上的重要工具。 

2. 營造「正向、支持的家庭氛圍與學習環境」 

- 多看到聽障生個別的優點，給予肯定鼓勵，強化他(她)的優勢。 

3. 本中心提供聽能評估及管理服務，以及調頻系統租借服務，台北市的聽障學生

每學年都可申請，歡迎多加利用。 

4. 只要優耳的500，1K，2K Hz頻率平均達25分貝聽損程度 (學齡前平均達21分貝) 

即可提報為聽障疑似生，請老師、家長及聽語專業從業人員共同協助，以維護

聽力弱勢學生的學習權益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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