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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以社會最大的需求訂定服務的方向」 

—從「聽損早療」走向「全齡聽覺健康維護」 

 

婦聯聽覺健康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管美玲 

文／席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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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之初紮根台灣聽損領域，需要願景和意志力 

 

「1996 年，由於台灣聽損幼兒早期療育十分缺乏，基於以社會最大需求為服務

方向的前提下，婦聯會成立了聽障文教基金會。從培養人才、引進國外最新的觀念

與科技開始，積極致力於台灣聽損早療的紮根工作。」婦聯聽覺健康社會福利基金

會執行長管美玲娓娓道來這段創建的過程。 

 

「成立之初台灣缺乏聽語專才、特教系沒有聽障組的分類、聽損醫療設備及服

務知能有待提升、聽損早療社會福利不足，因此基金會便從醫療、教育、社服三個

面向進行紮根的工作： 

 

1. 提供國外留學經費，培養台灣聽損專業碩博士人才，共培養了 3 位聽力師和 1

位聽障特教博士。 

2. 辦理聽損嬰幼兒教保人員研習班，培育早療人才。 

3. 引進各類聽損療育方法(語調聽覺法、聽覺口語法、聽覺說話法等)。 

4. 捐助振興醫院成立聽覺醫學中心及顳骨實驗室、引進人工電子耳微創手術，提

升台灣聽損醫療和耳朵顯微手術的品質。 

5. 成立台灣唯一的聽損日間照顧機構，提供早療服務將台灣當時的聽損療育從 3

歲下降至零歲，並推動療育補助、人工電子耳補助及健保給付、新生兒聽篩等

社會福利工作。 

 

這些蓽路藍縷的首創工作，歷經多年的努力才得以實現，對於台灣聽損患者在

醫療、教育及福利政策上產生極大的影響。」 

 

兩件欣慰的事 

 

建立聽損領域的基礎工程 

 

回首走過 26 年的耕耘路，管執行長說，因為有當年的推動及多年的努力，早療

法規和福利政策逐漸完善、聽語師法的制定、新生兒聽力篩檢的全面實施、人工電

子耳納入健保給付、早療資源從不到 10 個單位增加到 20 多個單位、以病人為本的

團隊醫療服務模式的建立、顯微手術學習的本土化等基礎工程都已完成，使更多的

家庭受惠，這是讓她非常開心及與有榮焉的事。 

     

創立強調聽覺功能與大腦功能融合的智慧整合聽語教學系統 

 

其次讓管執行長覺得欣慰的是 20 多年前基金會依大腦科學理論所創立的「智慧

整合聽語教學系統」的理念，與近年來聽損長期研究結果及專家學者提出「聽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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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要走出傳統強調聽與說的教學模式」的呼籲是一致的。回顧這條「教」與「學」

的改革之路，管執行長表示一路走來十分孤單，需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因為

當年最常被問到的是「這是什麼教學法?教科書上有寫嗎?」。我們深知語言發展要和

其他身心發展同步進行，才能發展出融合社會的能力，這是早期教育的最終目標。

但這無法一時間說得清楚的問題，便讓一般人難以深入的了解基金會考量童年學習

無法重來，為聽損孩子建構一生都需要的社會適應能力的用心。 

    

聽覺復能服務的是人不是耳朵－改善聽損問題的關鍵在大腦 

 

管美玲執行長強調，「聽覺復能的服務，服務的是人不是耳朵。聽覺問題要從大

腦整體發展去思考，不同年齡的大腦資料庫是不同的，所用的方法和策略自然不同。

新生兒聽力篩檢實施後，來到中心接受服務的個案年齡層由 2、3 歲逐漸降低到 2、3 

個月，如果用教 2、3 歲孩子的方法教嬰兒，肯定是行不通的！讓基金會思考要如何

充實團隊的知識技能，才能夠提供適合嬰兒階段的聽損教學與內容，因此從大腦科

學對嬰幼兒大腦學習機制的研究中，創立了「聽損嬰幼兒感覺運動課程」，從建立家

長與時俱進的教養觀念切入，以嬰幼兒的發展為藍圖，建立大腦感官整合的能力，

達到提升聽覺處理效率和功能的目的，進而發展認知語言，而課程的形式也從之前

一對一教學調整為小團班的模式」。「從高雄、台中到台北逐步開課，看到 1 歲多和

幾個月的寶寶能夠在團體中互相學習，從書本上的知識變成實務上的驗證。『是孩子

教導我們他們是怎麼學習的』、『學習應由孩子主導』，這些書上的金句是在親自教學

後才有深刻的體會。開課後獲得廣大的回響，管執行長開心的說這個課程的成功，

更能確認改善聽損問題的關鍵在大腦，以大腦科學為本的「智慧整合教學系統」是

經得起考驗，基金會有信心的邁向全齡服務的目標。 

 

從「聽障」到「聽健」－需求在哪裡我們就需要在那裏，這是社會責任 

 

管執行長進一步說明了基金會改名的原因，「2019 年有見於聽損早療在台灣已發

展成熟，我們一向認為需求在哪裡，我們就需要在那裡，還有更多應做但被忽略的

聽覺健康維護工作需要推動，因此我們更名為婦聯聽覺健康社會福利基金會，開啟

服務的新紀元。」管美玲執行長已有很清楚的規劃： 

 

1. 推動聽損療育社區化。 

2. 宣導樂齡聽覺維護和復能新觀念、服務模式的建立。 

3. 深化聽覺中樞處理異常的專業服務。 

4. 擴大偏鄉聽覺專業服務、諮商。 

5. 成立培訓中心，培養跨專業、跨年齡的聽損服務人才。 

 

不斷創新面臨的挑戰－路是人走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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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執行長認為社會變遷非常快，現在不論是醫療或管理工作都已進入機器和人

一起工作的時代，成熟的服務、管理系統已能做好有效的風險管控，然而基金會推

動的創新工作，仍然要面臨三項重要的挑戰： 

 

1. 觀念宣導：大腦科學、新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的的興起，把對「人」的瞭解推

向一個新的境界，父母、第一線專業服務人員，要善盡教養、療育之職，就要

用新的科學知識來改變自己的觀念。前教育部長曾志朗曾說過：觀念改變的速

度，遠不及科技進步的腳步。可想而知觀念宣導是創新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

普及新觀念考驗著我們的智慧。 

2. 人才培養：聽語學程培養的是專業基本知識和技能，但服務「人」的工作，講

求的是品質和解決問題而不是數量，是要具備跨專業、跨領域的能力，這需要

在職場上有力度的培育。面對全齡服務的目標，如何精進專業的廣度和深度，

是人力培訓的重點，也是基金會對台灣聽損領域想盡的一點棉薄之力。 

3. 經費來源：社福機構共同面對的問題就是經費，但執行長相信路是人走出來的，

只要服務工作獲得認同便能獲得支持，如何通過各種平台，讓更多有愛心的人

看見我們的需求，是專業之外的挑戰。基金會附設至德聽語中心是個立案機構，

定期受地方政府和中央的評鑑，成績總是優良，執行長說基金會謹用此成果回

饋所有捐款人的愛心。 

  

對於聽語學會及聽語人員的期許 

 

對學會的期許，管老師引用在「聆聽無礙‧溝通順暢」—台灣聽語學會為你守

護一聲影片中的談話：「聽語師服務的對象從新生兒一直到百歲長者，他的年齡跨度

是非常大的，因此學會在這裡是扮演一個專業精進的先覺者，要回應社會的脈動，

嗅覺是要夠敏銳，才可以超前部署地為這些聽語師準備服務即將來到的社會問題。」 

 

對聽語人員的期許，管老師引用了查爾斯‧舒伯的話：「當一個人把自己的能力

設限時，他也同時限制了自己的成績」並期許能在沒有設限的聽語服務空間裡與聽

語人員相遇，一起創造專業服務的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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