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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小語 
 

 

我們常說「溝通是無所不在的」，事實上也是如此！不論是障礙程度多麼重度的個

案，也都有他的溝通意圖；也不論是使用口語或非口語的形式，任何能達成溝通目

的的方法就是值得嘗試的溝通方法。此次電子報的文章，邀請到台南新樓醫院身心

內科的郭淑儀語言治療師，分享她多年來進行學齡前自閉症兒童溝通訓練的寶貴心

得，透過語言治療師、家長、個案三者的角色觀點，提醒我們關於教導自閉症兒童

使用溝通輔具的重要觀念。最後以「擺渡人」協助各式各樣的乘客順利過河的意像，

來比喻語言治療師為個案選用合適溝通輔具以達到有效溝通的目的，更是令人印象

深刻！ 

 

 

主題文章 

 

自閉兒與溝通輔具之我見自閉兒與溝通輔具之我見自閉兒與溝通輔具之我見自閉兒與溝通輔具之我見 

郭淑儀郭淑儀郭淑儀郭淑儀 

台南新樓醫院身心內科語言治療師台南新樓醫院身心內科語言治療師台南新樓醫院身心內科語言治療師台南新樓醫院身心內科語言治療師 

 

在語言治療的這個領域裡，近期最夯的話題與研習應該是『自閉症與打字溝通』

吧!若到 youtube 上去搜尋一下，幾秒內就會跑出一大串的相關影片。且看著影片中

的老師或是家長扶著孩子的手快速的在鍵盤或紙鍵盤上敲擊著，口中並喃喃不停的

拼出字詞來，當字詞串聯成句子時，總是讓人深受感動，想為他們大力的鼓掌叫好。

然而，在感動之後，接著湧入心中的卻常常是無奈與感慨。 

擔任語言治療師已經是第九個年頭了，因為職場的關係，接觸的個案九成以上是學

齡前的自閉症患童。就臨床經驗而言，有無口語能力並不代表有無溝通能力，也就

是說，能背出唐詩三十首的自閉兒不一定能理解或回答『你想吃甚麼？』這類的問

句。相對地，無口語能力的自閉兒卻可能因為需求而產生互動動機，進而使用手勢、



圖片等方式與他人溝通。 

 

從自閉症的圈子一路走來，深深的領悟到『語言治療師活用溝通輔具是必備的技

能』。 若想要與低(無)口語能力的自閉兒建立有效能的溝通模式，我們就必須要知

道如何使用及製作溝通輔具，溝通輔具的類型從最簡單的圖卡到高科技的智慧型手

機、平板電腦等，不論其輸出的功能如何，只要運用得當，它都能夠達到溝通的目

的。 

 

然而溝通輔具訓練的成效，往往取決於語言治療師、家長、個案三者之間的協調

與共識。以下簡單的說明三者之間的角色關係： 

 

※ 語言治療師 

扮演的是評估、訓練、追蹤、調整及溝通者的角色，我們必須很清楚個案先備能

力的基準點(認知、手眼協調、動機等)，並能依據評估的結果提出適合個案的溝通

輔具之選擇方案，以及擬定治療計畫(訂定長短期目標)。然而，在評估及建議的過

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家長的認同。自閉兒在外觀上與一般兒童無異，且長相

大多俊秀討喜，家長其實很難接受既非聾啞，也無先天殘疾的孩子居然無口語能力，

還得仰賴溝通輔具與他人互動，再加上也曾有自閉兒十歲才開口說話的例子，每個

家長莫不期待自己的孩子終有一日會開口說話，相對的，對於溝通輔具也就抱著抗

拒的心態。所以，當我們能夠突破家長的心防，與家長成為盟友，溝通輔具的訓練

就已經成功了一半！！ 

 

※ 家長 

扮演訓練者、情境製造者及溝通者的角色，當家長認同溝通輔具的效能時，他不

僅成為治療師的好幫手，更成為在家密集訓練的好老師。家長與自閉兒相處的時間

遠遠的超過其他人，而生活情境中的大小事，均可以引發溝通的話題，如洗澡、吃

飯、看電視、打電腦等等，只要有事可做，就一定會有互動的機會。 

 

※ 個案 

扮演學習者及溝通者的角色，個案必須具備以下三點能力:  

一、具備溝通的動機：自閉兒的動機是可以提升、訓練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如何選

對增強物。在訓練的最初階段，最常使用的增強物大多是原級增強物，即點心、

飲料、餅乾之類的食物，也有可能是搔癢，吹泡泡之類的活動，端看自閉兒本

身的喜好而定，但也須避免使用個案無法抗拒的增強物，因為吸引力太強亦可

能會造成訓練時的干擾。 

二、基本的認知能力：個案的認知能力是可以經由訓練慢慢提升的，但是治療師若

能正確的評估其基礎水準，就能善用輔具因材施教。例如一位目前只能辨認 35

張圖卡的個案，若要在現階段訓練其認識注音符號，那就是非必要且不實用的



治療計畫，我們可以著手的應該是擴充辨認圖卡的數量及種類，待辨認的圖卡

已不足以表達個案的想法時，再依其認知能力進行注音符號的訓練。 

三、接受密集的練習： 

1.操作式的重複練習—目的在於讓個案熟悉輔具的使用、理解進行溝通可以達到

的立即性增強以及提升動作精熟度。 

2.具社會性及功能性的情境練習─藉由設計過或是自然的生活情境讓溝通輔具訓

練進行類化的演練，幫助個案在不同的人、事、時、地、物情境下都能發揮

已習得的溝通技能。 

 

當語言治療師、家長、個案三者之間達到共識且積極努力的進行訓練之後，應該

注意的事情就是『放手』，所謂的放手並非放任不管，而是有計畫、漸進式的減少肢

體協助直至個案完全獨立，使其獨自完成溝通的流程。若個案一直需要他人給予協

助才能完成溝通，那就不能算是成功的溝通了，因為免不了會讓人質疑其溝通內容

的真實性（見延伸閱讀之「我兒麥可」）。 

 

古語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在語言治療的領域裡，我常常自喻為「擺渡人」，

溝通輔具是各式各樣的船，家長和個案就是乘客。雖然，擺渡人掌控各式的船隻，

但是乘客才是大爺，必須藉由擺渡人與乘客之間的協調，共同選擇一艘適合渡江越

浪的船，才能確保大家平安，上得了對岸。所以，你，準備好掌舵了嗎？！ 

 

 

延伸閱讀 

� 我兒麥可(Cries from the Heart / Touch of Truth)http://ent.qq.com/d/movie/24/23271/ 

內容提及自閉兒使用打字溝通法透露遭性侵的官司，片中由治療師與媽媽扶著孩

子的手打字而引人非議~~~麥可未能獨力完成打字的動作。 

� 卡理要你認識自閉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IoShV8EhO8  

� 聽見來自心海的聲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CjMYqtH3co  

 

*編者註:影片部分中文翻譯無法對應口述旁白，經編輯組與影片上傳單位確認，譯

者說明如下： 

影片 0:46分 –原文旁白”認知”受損，譯為”聽力”受損。 

譯者:單照字面上翻譯的話，是認知，但是卡理的父親在 ABC新聞上接受

採訪時提到卡理當初是被誤判為聽力上有問題。而這段影片是 ABC

新聞採訪後網友的剪輯，所以譯成"聽力"。 

 

影片 2:20分 – 原文旁白為”卡理給予其他教自閉兒的治療師這樣的建

議”，譯為”卡理告訴他的復健師轉給其他教自閉兒的語言治療師”.  



譯者:如果以單字上去翻譯的話，是 others who works with，但是如果整句

翻譯的話，是卡理要給語言復健師的建議，所以那裡的其他的治療師

不是所有範圍的治療師，而是所有教自閉兒語言治療的治療師，在中

文領域上就是語言治療師。 

 

 關於作者 郭淑儀是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嬰幼兒保育系，現正於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碩士班進修，目前為台南新樓醫院身心內科語言治療師，於語言治療領域服務逾九年，服務之個案九成以上為自閉兒。除了一對一的語言治療之外，擅長溝通輔具教材的製作及帶領自閉兒的遊戲團體與閱讀團體之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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