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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小語   

今年是我們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孔子曾說:「三十而立」，此句話用在我們學會奮鬥

史而言更為貼切。在還沒有學校科系及專業證照的年代，聽語學會曾經是孕育每位語言

治療師的搖籃，猶如一位師者殷殷期盼受教學生都能開枝散葉，將所習得之專業傳到每

個需要的角落。而今在長、中、青三代治療師的努力下，終於有了這些成就；除了醫療

院所之外含以拓展至特殊學校、早療機構、輔具中心、長期照顧中心及在宅服務等。此

期特別要感謝張綺芬 理事長在百忙之中提筆撰寫大家所關心的職業場域，讓在校學生或

即將要踏入工作職場的治療師以及預轉換工作者都能清楚未來的工作在哪裡等著你發揮

所學提供服務所需要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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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聽力語言學會成立三十周年慶系列活動 

談「目前及未來語言治療師的職業場域」 

張綺芬 

台大醫院復健部 語言治療師 

 

「語言治療」在台灣發展已逾五十載，第一位將語言治療專業帶進台灣的是從英國

隨夫婿奉派來台的語言治療師史密森女士(Mrs. Smithson)，於 1965 年在時任台大醫院耳鼻

喉科主任的廖大栽教授邀請下，到院指導謝富美老師開啟台灣語言治療專業的序頁。這

50 年來台灣語言治療專業的演變，從一位語言治療師發展到 2015 年近 1500 位語言治療

師；從單打獨鬥到 1986 年學術團體---台灣聽力語言學會成立；從以代訓制度速成臨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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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到 1994 年中山醫學院復健系聽語組成立，台灣語言治療師的養成正式由大學的高等教

育接手；從沒有醫事法源依據無法領取專業證照，到 2008 年語言治療師法終於立法成功，

通過語言治療師高等考試者終於可以大聲的說「我是語言治療師」。因為領有語言治療師

證書，所以語言治療師不僅只能受雇於醫療機構，而是可以自己開設語言治療所，躍昇

為雇主成為資方的角色了。 

 

回首第一個 50 年，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在第二個 50 年初，現今台灣語言治療師

的職業發展，又有何新局面呢？ 

 

語言治療師法規定語言治療師執行業務時，「…，應經醫師診斷後，依醫師之照會或

醫囑為之。」此表示語言治療師可以接受任何一科醫師的照會後，執行語言治療師業務，

但因健保給付規定，僅有復健科與耳鼻喉科醫師照會之語言評估或治療才得以健保給

付，因此過去醫療院所只有復健科和耳鼻喉科聘有語言治療師，但目前語言治療師終於

能夠和神經科或精神科醫師合作了。 

 

除了醫療院所是語言治療師的主要工作場域外，台灣對特殊教育與早期療育日益的

重視，因此各特殊學校、啟智學校、啟聰學校等，皆聘有專任語言治療師，服務高中職、

國中小與學前特別需求的學生。 

 

台灣不斷改進的早期療育福利政策，也促使公私立早療機構如基金會、發展中心或

早療聯合評估中心，願意聘請專任語言治療師，專責服務機構內需要語言治療服務的孩

子，語言治療師的參與讓福利政策推展的更周全。 

 

現今特殊教育以融合教育為主軸，因此一般學校仍有相當多需要語言治療師輔導的

孩子，所以許多縣市教育局聘有專任語言治療師，來辦理並聯繫有意願到各級學校兼任

的語言治療師到校服務，新北市教育局更與聽語學會簽約委由學會統籌辦理，學校團隊

語言治療師分派承接與教育訓練等相關事務。 

 

隨著身心障礙鑑定的改革，衛生福利部日漸重視身障者使用輔具的需求，故積極落

實輔具補助作業，除了在醫療院所的語言治療師承擔溝通輔具與人工講話器的輔具評

估，協助需求者完成輔具補助申請、購置流程與後續使用訓練外，各縣市亦陸續成立輔

具資源中心，目前已有縣市輔具資源中心聘有語言治療師，負責溝通輔具類的需求評估

與後續追蹤服務。 

 

「長期照顧服務法」於今年 2015 年 6 月 3 日總統頒布，長照服務依其提供方式，區

分居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各式服務方式中包含的服務提

供項目有「醫事照護服務」，語言治療師的執業內容就是醫事服務之一。而台北市早在三

年前依據長照十年計畫內容，提供 65 歲以上身心障礙之市民居家語言治療補助，至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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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30 位語言治療師服務過台北市居家語言治療與吞嚥治療業務。 

 

依據「語言治療師法」規定「…語言治療師，以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執行業

務二年以上者…」可以負責語言治療所，因此在 2011 年第一間語言治療所終於正式立案，

目前各縣市已有許多語言治療所如雨後春筍般的相繼成立。 

 

台灣臨床語言治療師的執業場域早期從醫療院所開始發展，逐漸擴展到特殊學校、

早療機構、輔具中心、長照機構、居家語言治療到語言治療所，那領有台灣語言治療系

所畢業證書或語言治療師證書者，可以出國從事語言治療師工作嗎？答案是肯定的，目

前已有多位語言治療系所畢業生在澳門、香港工作，到中國大陸開疆闢土，甚至新加坡

已跨海到台灣來徵才，語言治療師確實是炙手可熱的醫事人員。 

 

隨著語言治療師工作場域的推展，接下來語言治療師要朝向提供高品質、精緻且扎

實的專業服務而努力。語言治療學術界與臨床界需緊密結合，從教學培養生力軍，提供

臨床充裕的語言治療專業人力；從研究發展評量工具，提供臨床語言治療師直接運用；

從建立標準評估與治療流程，提供個案最優質的語言與吞嚥治療服務。包含建立各類語

言與吞嚥障礙臨床評估與治療之標準化作業流程、建立本土語言治療與吞嚥治療之臨床

實證與療效研究資料、發展各類語言障礙的華語標準化評估工具、建置各類語料資料庫

與語音資料庫、研發語言治療與吞嚥治療相關之教材或儀器等。 

 

未來的工作領域除了維持並鞏固目前的執業場域外，還可以擴展到那些場域呢？首

先是專精多種語言的語言治療師，其工作場域一定可以擴展到海外各地。有興趣於科普

教育或宣導教育者，可以服務於演說班、合唱團、說話藝術班、教師團體或病友團體等

組織裡，推展正確的語言、說話(言語)、嗓音與吞嚥進食的觀念。如果你對於研發新產品

有興趣，可以到出版社開發屬於語言治療師可以使用的教材與圖書，也可以與儀器開發

公司合作，開發語言治療師在評估或治療時可以使用的儀器或軟體。如果你妙筆生花、

思緒縝密，可以到出版社筆耕，以增添中文語言治療與吞嚥專書和參考資料。如果你富

有創新的金頭腦和積極的行動力，一定可以開闢出嶄新的執業場域。 

 

道路是人走出來的，需求可以創造出來，職場沒有一成不變的局限，只要以維護專

業尊嚴、提升專業品質與服務社會大眾的前提下，語言治療師們一定可以持續創造輝煌

的 N 個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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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現職 
臺大醫院復健部 語言治療師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理事長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復健科技輔具研究所 碩士 

經歷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兼任講師 

台北護理學院 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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