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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離島語言治療師的美麗與哀愁 

楊家淳  

  

楊家淳 語言治療師 

學歷：台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語言治碩士學位學程畢業 (2012/9-2015/7)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2006/9-2010/6） 

經歷：澎湖天主教靈醫會惠民醫院 語言治療師（2015/8-2016/3） 

      澎湖正承復健科診所 語言治療師 (2016/4 至今) 

 

 

澎湖縣座落於台灣本島西部的台灣海峽上， 

由多數為無人島的 90 個大小島嶼組成，目前（106 年 8 月）約有十萬

三千多名人口，其中九成以上人口居住於由馬公市及湖西鄉陸地聯合

而成的澎湖本島，及與之以橋樑連接的白沙和西嶼鄉。 

 

 

 

 

 

澎湖地理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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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亭夕陽 

 您是高雄人，為什麼會選擇隻身至離島澎湖擔任語言治療師？ 

當初會選擇澎湖為畢業後第一個執業地點，主要是想體驗城市以外的生活，且因為

語言治療師的工作性質較不受地區產業別限制，目前在台灣各地幾乎都有職缺，因此在

國考一週後便帶著簡單行李首次踏上澎湖，開始一邊學習應用所學當個語言治療師，一

邊享受在海島工作兼度假的生活。 

 

 單身在澎湖工作的生活環境如何？您如何安排您的工作與生活？ 

原服務的惠民醫院地點接近著名景點觀音亭彩虹橋，傍晚下班後經常到海邊慢跑，

現在在診所的工作時間較彈性，可集中安排休假時間，但也表示時數較集中且有較多晚

班，因此兩個工作天之間的休息時間比較壓縮。每個

月我平均會有兩個週末回高雄家中度過或上繼續教

育課程，留在澎湖的假日偶爾獨自一人，偶爾和來訪

的朋友一起到處走走或到其他小離島。澎湖秋冬的東

北季風強烈，每年10月到隔年3月海上活動或觀光行

程大多會暫停，許多做觀光生意的店家或民宿是工作

半年休息半年的形態，某些氣候不佳風太大的日子也

會因為影響到交通安全而個案量減少。 

 

 您過去與現在工作的兩個單位，是否在工作及生活提供您任何協助？ 

工作方面，兩個單位都給語言治療師相當大的自主空間，同時因為空間和組織不像

大醫院那樣層層分隔，和醫師或其他專業間可以相當即時且透明的溝通，兩個工作單位

也都能視治療師需求提供採買教材的預算。生活方面，當初在惠民醫院服務時，院方提

供治療師免費宿舍及每個月一趟的返台機票補助，現在的正承復健科診所則有每個月固

定金額的租屋補助，任職滿一定時間也有返台上繼續教育課程的交通補助。 

 

 澎湖的醫療環境如何？需要接受語言治療的病人，其特質如何？在澎湖的語言治療工

作性質如何？ 

澎湖有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及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兩家大型醫院，然而由於醫療人

力及設備不足等軟硬體因素，許多民眾面對重大疾病仍選擇來往台灣本島接受醫療服

務，我所服務的個案當中也有一定比例會定期至台灣本島各大醫院看診或追蹤，另外由

於上述所提及之兩家大型醫院皆無配置語言治療師，選擇在澎湖住院的中風急性期病人

或自台灣看診返回修養的亞急性期病人，若有吞嚥或語言相關復健需求則須另行尋求協

助。 我目前所服務的復健科診所位於馬公市郊，多數個案居住於單趟車程20分鐘內的

近郊，但仍有少數個案每週不只一次從單程40分鐘以上的西嶼鄉來回市區接受早療或其

他復健，除了我們診所之外，澎湖其他兩處有語言治療師服務的場所—天主教靈醫會惠

民醫院以及衛生福利部兒童少年發展中心—也都位於馬公市中心，目前在澎湖服務的各

科別治療師絕大多數來自台灣，不可避免的人力流動相對頻繁，同一時間在澎湖服務的

語言治療師估計約3-5人，個案負荷量並不亞於其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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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澎湖擔任語言治療師的兩年多期間，接觸的個案絕大多數為早療個案，主要型態

為語言發展遲緩及構音異常，另外有部份學齡及成人構音或口吃個案，中風失語症及吞

嚥問題個案亦為少數，但以澎湖老年人口來推估，實際需要語言治療的個案數應該遠多

於求診人數。 

 

 您到澎湖工作至今的感想如何？ 

澎湖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它獨特的自然景觀、氣候和人文，及因此衍伸而來的生

活模式和步調，是一個能夠提供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地方，當然也會有些妥協，像是因為

距離的關係不那麼常見到家人朋友，或是錯過某些通常在台北舉辦的講座課程等資源，

不過這些都是一體兩面，因為這也表示有更多時間空間自我學習和思考，對我來說，在

澎湖工作的這兩年多的經驗很珍貴，可能也是現在不做以後更不可能做的事之一。 

 

 可否談談您未來的職業規劃？是否會長期留在澎湖？ 

語言治療於公是一份助人性質的工作，於私，它帶給個人經濟穩定、專業成長及成

就感，隨著早療及長照系統的發展，語言治療在復健系統中的重要性及需求有越來越顯

著的趨勢，個人短期計畫會持續從事語言治療工作，不過接下來也計畫進修其他相關領

域，希望更深且更廣的專業知識能讓自己在工作中有更好的發揮，也因為有進修的計畫，

將會在1-2年內離開澎湖，希望以上分享能號召有興趣的語言治療師們到離島服務。 

 

 您會推薦其他語言治療師至澎湖工作嗎？是否需要注意什麼？ 

不一定每個環境都適合每個人，即使在相同環境也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或作

業風格，就個人的經驗來說，會推薦治療師到澎湖工作。語言治療師的工作不論是在城

市或離島，只要是語言相通的地方基本上都能夠發揮所學服務有需要的人，至於是否能

在專業上更精進，或許離島的醫療環境不像各大醫學中心那麼豐富，但在不同的環境能

學習到不同的事情，也可能會因為不同的環境刺激或待解決的問題得到新的想法，且在

交通和網路都如此方便的時代，不論在什麼層級工作場域、城市或離島，比較重要的是

善用資源並持續學習。 

目斗嶼燈塔 澎湖元宵節活動—乞龜 虎井北回歸線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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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第 76期 離島語言治療師的美麗與哀愁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www.slh.org.tw 

     

 

 

 

 

     編輯 

       發行單位：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發行日期：2017.10.01 

       發 行 人：葉文英                    聽語學報：第七十六期 

   主    編：曾進興                    副 主 編：曾尹霆、吳詠渝、陳孟妤 

   助理編輯：洪菱濃 

   網    址：www.sl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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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