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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人物專訪-談語言治療界的差異與協調 

蘇心怡 

 

 據您所觀察到的，台灣的語言治療服務是否存在嚴重的地域（南北、東西、城鄉）差異？

您有具體數據說明嗎？這些差異的成因是什麼？又有哪些影響？有可能消除嗎？ 

  大家想像中，覺得台灣語言治療服務應該有嚴重的差異，然而由數據上看起來並

不盡然如此。目前以執登的人數來看，雙北有247人，桃竹苗114人，中彰投187人，雲嘉

南87人，高屏96人，宜花東34人，外島5 人。目前沒有語言治療師執登的只有連江縣馬

祖。 

    以每萬人人口來看，除去外島，嘉義巿民最幸福，擁有0.67位語言治療師，居全國

之冠。再來是台中巿0.49位和苗栗縣0.48位。台北市0.47位還排不進前三名。台東0.27位

第十三名，花蓮0.21位第十五名，表現算是不錯，遠遠勝過基隆巿0.16位，雲林縣0.14位，

嘉義縣0.12位。所以花東在語言治療師的部份不能算是弱勢的地區。 

  更難以想像的，外島澎湖縣0.39位，居全國第六位，也比我們想像的好多了；而金

門縣0.08位，連江縣0位，才是敬陪末座。這些差異明顯和需求有關聯性，所以希望可以

透過政府的力量去創造職缺，至少每個縣巿要能達到一定的比率。 

  之前也有北部的語言治療師放棄略為優渥的薪資，回南部工作，因為家在南部，

也覺得幾千元的差距，不足以應付北部較高的生活費，還有高不可攀的房價。 

  另外，中部目前特有的狀況，半職的比全職的多，雖然没有其他升遷、進修的待

遇，但全職也未必有升遷、進修的機會，半職的時薪較高，時間較為自由，可以兼顧家

庭，所以受到大家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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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目前觀察到的現象。 

 

 

 就我所知，語言治療師至少有老(50 歲以上)、中(35-50 歲)、青(35 歲以下)三個世代。依您

觀察，三個世代之間，是否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差異？例如，學歷、背景、專業能力、

處世的態度等。針對這些明顯的差異，您有哪些建議？ 

  老中青三代確實存在著，但是我認為年齡的區分是：老(45歲以上)、中(30-45歲)、

青(30歲以下)三個世代。如同一般普遍都有世代的差異存在，語言治療師在時空背景因

素下，顯得更加明顯。 

  老一代(45歲以上)大概都是代訓制度出來的語言治療師，由於多是有其他的專業背

景，包括護理、心理、外文、公衛、特教大學以上畢業程度，所有這樣的語言治療師有

著自己的優勢，就是他們原本所學的知識在語言治療上能有很好的發揮。但是在語言治

療學理的部份就比較沒有有系統的學習，缺點是會有trial and error的過程，說不好聽就叫

土法煉油。好處是像護理系的對於其他共病比較了解，心理系的對認知和諮商比較有能

力，外文的對語言學有概念或讀原文的書比較簡單；加上大量的治療經驗的磨練，融合

原本所學，有時在治療手法上比較具有彈性。也有在成立語言治療研究所後再去進修的，

那就更是學理、實務兼具。也因為這世代的語言治療師人數較少，大家幾乎每場研習會

都會出現，所以感情也比較緊密。   

  中生代中(30-45歲)大概就是本科系出身的，只是系所剛成立的時候，師資和設備

未必那麼完善，學會還在努力立法的時代。其實也算有點尷尬的年代。 

  新舊制度交替的年代，互相有點看不順眼，本科系如何如何，非本科系如何如何，

時有所聞。不過隨著時間的流轉，這樣的問題似乎也就漸漸地淡化了。 

中生代剛畢業時，語言治療師的就業機會相對豐富，所以大家似乎在工作上也很順利的

發展，漸漸走入婚姻和家庭，目前孩子也都在十至十五歲上下，所以投入家庭時間也多。 

這也是語言治療師人數急遽增加的時候，大概就是學長姐學弟妹互相比較熟悉，或者是

實習單位或就業單位才會互相認識了。 

  新生代(30歲以下)大概也就是後立法時期的一代。在大家想像中，應該是最幸福的

一代，但事實未必如此。此時系所紛紛成立，一時之間好像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後來好

像都沒有什麼好缺，畢業老一代還沒有退休，中生代也都就定位，新生代就業的場所也

相對受限，多以診所為主，接案量大，薪資也較高，但是也容易耗損，有學生工作兩年，

就告訴我職業倦怠了，我覺得很可惜，也很心疼。 

說來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的美麗與哀愁吧！ 

 

 您一直參與與政府的溝通協調工作。請問目前語言治療的服務範圍、形態、模式、給付

等層面，如何受到政府法規、健保制度、官僚作風的影響？另一方面，語言治療提供

者本身的因素（如能力、意願、習慣、意見等）是否也會是決定的力量？您可以舉例

說明嗎？您有些什麼建議？ 

  這個問題好沈重喔。 

  在我參與立法和與政府的溝通協調工作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語言治療師的天

真，不了解政府組織的運作模式，而且自我認識不清，自我感覺良好。也很感謝過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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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和社運的一些夥伴，其中多位後來擔任政府官員和立法委員的工作，給了我們很大

的協助。 

  舉例來說，之前健保點數的增加。語言治療師認為自己＂應該＂和物理治療、職

能治療拿一樣點數。為什麼？因為有證照了。官員就會問了，所以之前沒有證照時也給

了健保點數，和拿了證照之後，語言治療師工作差別在那？語言治療師點數要增加，以

預算的中平原則，就要搶物理治療、職能治療的大餅，人家怎麼會答應？如果沒有好朋

友指點，不會知道要爭取特別預算，不會知道要尋求支持，這個點數的增加就不可能成

功。 

  又像爭取溝通輔具評估報告書回歸語言治療師的業務範疇，這是語言治療師法所

明訂的。但是這就讓一些既得利益者有所不滿，有人明示我不該擋人財路，也有長官讚

許我讓他們可以擺脫廠商的綁架。 

  許多事中間的過程，其實是曲折離奇的，等有一天我退休了，應該可以好好寫一

本書。 

  對於語言治療師，我認為有一個根本的問題，大家對語言治療的願景是什麼？自

認為很專業，那裡專業？怎麼專業？能回答出來嗎？ 

  我也多次在學會的理監事會中提案，一定要儘快發展出語言治療專業的指引和標

準作業程序。另外，勿恃其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也。勿恃其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要鞏固語言治療師的執業範疇，要靠所有語言治療師一起努力，非但能以療效服人，更

要有實證研究來證明，不能單靠語言治療師法的條文。 

 

 依您的評估，目前語言治療的培育系統（大學的系所）所進行的教學與研究，與語言治

療實際的服務面，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某些差距？您可以舉例說明嗎？可以如何改善？ 

  基本上目前系所老師和臨床人師算是各自為政，對臨床人員而言，缺乏本土性實

證研究的資料來支持評估和治療的方式，證明療效；對系所老師而言，在教學、研究、

升等上有莫大的壓力。 

  或許可以透過學校和臨床人員更緊密的互動溝通，在研究的合作、實習安排整合

上，發揮彼此最大的能量，讓台灣的語言治療能更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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