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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小語   

在臨床語言治療師的前輩及學校教師作育英才的多年努力之下，社會大眾、學校、

醫療院所和教育單位看見語言治療師專業在多元場域所提供的服務及需求，因而逐漸重

視到台灣目前語言治療師人力上的迫切需要，政府為因應此現象，教育部在 2016 年將

開放多所學校成立聽語相關系所，希望能培育更多的語言療師人才，在國家規劃未來國

民健康的照護計畫中，納入語言治療專業服務以期望能提升國人的生活品質。 

 

在政府開放核定成立系所的同時，對於語言治療師專業及目前的工作型態和工作場

域勢必會面臨改變，語言治療教育的養成過程及如何提升專業的素質，不再只是學校教

育的責任，臨床上的實習教學課程也佔了很重要的角色。作者葉麗莉老師目前擔任馬偕

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的助理教授，她在臨床工作多年之後繼續出國進修，回國之

後即投入學校教育。以麗莉老師豐富的臨床經驗加上在學校的教育經驗，透過她的分

享，一方面可以了解學校在養成教育的過程及期待，另一方面臨床實習督導也可以了解

如何和學校合作，進一步培養有正確的執業態度及專業倫理的堅持，和專業知識與技能

的語言治療師。希望能藉由此篇促進學校和醫療院所臨床督導共同的合作關係，以提升

語言治療師的培育成效，同時增進語言治療師在臨床上的服務品質，期望未來語言治療

專業的發展能走得更遠、更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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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教育決定了專業人才所具備的知識架構、專業技能和從業態度的水準。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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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治療師的養成教育是透過很多人的努力，得以從學徒式的半年制實習逐漸發展成大

學系所為基礎的學校教育，到了 2016 年秋天，語言治療師的教育單位將快速成長為五系

三所一碩士學程。這樣的改變，除了為有興趣投身語言治療的莘莘學子提供更多選擇外，

勢必也會牽動語言治療專業養成教育市場的生態，並開啟了更多可能性。值此變化階段，

我們迫切需要集思廣益又深思熟慮的議題將是：語言治療師的養成教育如何做得更好？

它需要在那些面向上精益求精？而在邁向卓越的路上又可能面臨什麼挑戰？接下來我將

試著分別就這些主軸加以論述。 

 

高等教育著重於培養學生深度思考和嚴密的邏輯推理。放在語言治療師的養成教育

上，其最終目的是形塑學生的思惟體系並具備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並能夠在臨床實務上

靈活應用上述能力，達成改善個案溝通和/或吞嚥效能的目標。除此之外，由於語言治療

是醫療或學校系統服務的一環，所服務的對象是人，所以正確的執業態度與專業倫理的

堅持，和專業知識與技能的養成同等重要。落實來看，語言治療師的養成教育必須透過

各種教學活動來培養學生專業的能力(知識、技能與批判性思考)與工作態度(遵循醫療倫

理並具備良好的人際互動技巧)。除此之外，目前各教學醫院的醫院評鑑已將臨床語言治

療師的研究產出列入考核，如期刊論文的數量，因此研究與學術寫作能力應列入養成教

育的內容之一。 

 

目前語言治療師的養成教育是分別在兩個場域進行教學活動，其一是由授課教師在

學校透過書本教學和課堂練習來進行專業能力和工作態度的基礎訓練，其二是在各大教

學醫院由臨床語言治療師進行專業能力和工作態度的應用訓練。因此，授課老師和臨床

督導的學經歷、學校與醫院督導的合作關係等都具有左右教育成效的影響力。 

 

在授課方面，由於語言治療強調實務應用，授課老師應善用教學設計、教學管理與

評量來引導學生，循序漸進地傳授專業知識與技能、執業態度和專業倫理，並讓學生懂

得應用理論。在此，理論泛指自成體系的知識架構，應用則泛指在實際場域中活用所學

的知識，兩者間能無礙的雙向交流才算真正融會貫通。具有臨床經驗的授課老師，由於

本身對語言治療專業知識的應用場域相當嫻熟，將更容易兼顧理論和應用兩端之間的交

流，也會更知道如何與臨床督導溝通學生的需求。目前翻轉教育的理念正在興起，如能

在教學過程中，導入此一理念而著重於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並透過基本學術技能

的練習活動設計，明確告知學生評分向度，強調同儕評分等等來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

可達到不錯學習效果。 

 

在促進學校與醫院督導的合作關係方面，若期待語言治療專業的發展能走得更遠、

更穩健，如何讓學界與臨床人員在專業服務上有所交流是至為重要的一環。這裡的交流

可以是在臨床應用現場能清楚說明從理論推演至評估與介入方式的邏輯、在學校與醫院

的授課內容中應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學校和臨床督導一同深入討論所有的臨床課程如何

設計、或學界與實務界協同進行臨床應用導向性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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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語言治療師養成教育的品質把關機制也至為重要。目前學校端有三年一

度的系所評鑑，有的系所還會請校外專家進行部分或全面性的課程評鑑。臨床端則是由

每年一次的醫院評鑑來進行把關。只是這兩種評鑑機制目前傾向由教育部和衛福部兩大

主管機關以平行的方式進行，仍缺少同時考量兩種場域的課程銜接及學校與醫院互動品

質的評鑑機制。 

 

語言治療師的養成教育在現階段也有不少亟待解決或改善的狀況，可歸納出以下數

項：1. 實習前基礎知識能力的整體考核機制闕如，不擇學生便直接進入臨床實習階段，

會十分加重臨床督導的工作負擔；2. 臨床督導教師在執業環境的工作配套措施闕如，如

業績目標的調整仍有待爭取，並影響實習教育的品質；3. 臨床督導合格教師的數量有限，

近兩年才開設訓練課程，且認證機制闕如，易使臨床督導的教師素質不一；4. 教育部於

短期內核可多個語言治療相關系所成立，但具備語言治療相關專業背景的博士級專任教

師數量不足，更遑論兼具臨床經驗的授課老師； 5. 養成教育的多軌制(技職體系與高教

體系；大學部與研究所)與職場需求/認證的單一化的內在矛盾；6. 學校系統或機構內的

語言治療師專任缺額不足，更遑論在這些場域的臨床督導數量，進而造成學生未必能獲

得相關的臨床實習訓練等等。 

 

除了上述有待解決的問題之外，相信在提升語言治療師的養成教育品質上應該還有

其他挑戰，也需要更多人集思廣益，並對於可能的解決方法和改善方式提出建言。解決

這些問題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不過下定決心要找出可行的解決辦法只需要一秒鐘。身

為語言治療教育機制的一員，我很清楚地意識到養成優秀的語言治療師和有使命感的臨

床督導是從他們踏進系所的第一天開始直到他們退休為止。願共勉之，相信在大家努力

下，語言治療相關的臨床研究會更加蓬勃發展，也會培育出更多優秀的語言治療師。 

 

*作者註：本文是今年八月中旬臨危受命所寫就。若論資歷，筆者未必是撰寫本主

題的最佳人選，之所以率而允諾為文，是希望能藉此小文拋磚引玉，帶動學界和臨床界

對語言治療師養成教育的更多關注，並促進學會和相關系所在教育工作上追求卓越的發

展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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