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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小語   

政府推動各項醫療政策中，語言治療師及聽力師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過去因為人

力不足的原因，常常在醫療團隊中被忽略甚至邊緣化，而讓民眾就醫服務打折，無法獲

得完整的醫療照護，進而影響民眾健康及生活品質。所以編者對於目前增設聽語系所一

直抱持著樂觀其成的態度。但是，增加系所除了在未來職場增加人力之外，又如何能在

職場中佔得重要角色? 編者認為聽語人員的素養及人才的培育才是關鍵。 

本期特別邀請目前仍退而不休，繼續為聽語專業努力作育英才的盛華 老師來談談聽

語專業人員的素養及人才培育。 

 

 

 

 

主題文章 

聽語專業人員的素養及人才培育 

盛華 

亞洲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籌備處 主任 

 

自民國 97 年及 98 年語言治療師法及聽力師法通過後，臺灣語言治療師及聽力師的

養成教育主要由學校負責。學生由聽語系所畢業後，通過語言治療師及聽力師專技高考，

取得專業證照，即可在職場執業。執業的語言治療師及聽力師的在職教育，除了服務單

位提供的訓練課程外，主要由聽語學會負責。 

 

臺灣的聽語服務近年來隨著人口結構、政府衛生政策、健保制度、民眾健康觀念等

之改變而有極大的變化。例如：早期療育政策之實施、全面新生兒聽力篩檢、高齡人口

急速增加、急性後期之醫療照護模式之推動等，聽語個案的類型及複雜度增加，服務地

點也從現有的醫院擴及至基層診所、學校、早期療育機構、長期照護機構、居家、聽語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第 64期 聽語專業人員的素養及人才培育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www.slh.org.tw 

輔具機構、自行開業等，照護模式亦隨之趨向多元。語言治療師及聽力師較以往面臨更

多的挑戰。聽語專業人員需要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才能在不同的場所，照護好各類個

案。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做好兩階段的訓練: 1. 學校教育; 及 2. 在職教育。 

 

學校教育須與職場接軌，才能培養出業界需要的人才，這是世界趨勢。所以學生在

校需得到職場需求的能力，畢業後才能勝任工作。目前臺灣各校聽語系所的課程科目及

教學內容大多參考國外先進國家的模式設計，鑑定能力的標準亦依學校特性而不相同，

學生畢業後之臨床表現不一，影響聽語服務品質。要解決此問題，聽語系所的課程規劃

應從本土職場的需求為導向來設計。先由業界及學界之聽語專家共同訂出職場所需的臨

床指標，再依據此指標訂定學生的實習標準及鑑定標準。依據實習標準再規畫出授課科

目與內容、以及課程架構。從課程架構就可導出學生的核心能力及系所的教育目標。這

種由職場需求為導向的課程設計，能培育出符合業界需求能力的學生。為求證能合一，

現有專技考試的方式及內容亦應隨著課程的修訂而做修改。系所課程須定期檢討及修

訂，才能符合職場現況。  

  

基於上述原因，教育部醫教會於 103 年提出「 聽語系(所)教育品質提升計畫」，委託

我執行。主要是從職場聽語專業能力需求面切入，建置臺灣聽語系所語言治療及聽力實

務能力訓練標準、鑑定標準、以及課程標準，以提升學生的就業能力。該計畫邀請了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碩士班、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語言

治療碩士學位學程、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

系、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聽語障礙研究所、以及臺灣聽力語言學會共 14 名代表，成立「聽

語教育品質提升工作小組」，共同建置臺灣聽語臨床指標，做為修訂系所課程依據。第一

年已建置 8 項語言治療臨床指標及 16 項聽力臨床指標。明年將依據此臨床能力標準，建

置聽語系所實務能力鑑定標準、實務課程內容、以及課程架構。建置完成的課程標準將

作為修訂考選部「語言治療師」及「聽力師」專技考試之依據。 

 

系所的畢業生，以及現職的語言治療師及聽力師均需不斷進修，在各領域專精，提

供最新且具實證研究的評估方式及治療方法，以永續發展此專業。負責在職進修的機構

主要為聽語學會，世界先進國家大多如此。臺灣聽語學會在這方面已做了許多努力，包

括: PGY 課程、長期照護課程、早期療育課程、燒傷燙傷課程等，培養聽語人員特殊的專

長，以因應社會需求。為了能更專精各專業領域的深度及廣度，建議聽語學會可以增設

立各專業小組，負責推動該領域的在職進修，以及該領域之專業認證。各領域專長分類

可以依照實際臨床需求及人才的可及性考量，如：孩童語言障礙、嗓音及吞嚥障礙、構

音障礙、語暢異常、神經性言語及語言異常、輔助溝通系統、聽力障礙、聽能復健…等。

各領域可由 3-5 業界及學界專家組成，負責擬定該領域年度教育目標、進修課程、專業認

證等。如此較易將各領域品質提升至與世界接軌，還可培養各領域人才及認證機制。 

 

除了提升教育品質外，聽語人力亦會影響聽語服務品質。近年來臺灣出生率下降，

新生兒減少，但老年人口數相對增加。65 歲以上人口比例到 115 年將超過 20%，到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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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至 31.1%。老人聽語及吞嚥障礙發生率約 70%以上，遠超過幼兒的 36%及成人的

16%。此外，近年來內政部推動早期療育政策以及國民健康署 101 年全面實施新生兒聽力

篩檢，早期發現之聽語障礙嬰幼兒逐年增加，需要聽語及吞嚥服務的人力亦應逐年增加。

目前臺灣通過語言治療師及聽力師專技考的人數約 1,356 名，平均每十萬人口約有 5.6 名

聽語人員。此數字與美國每十萬人口有 54.5 名聽語人員、澳洲每十萬人口有 35.2 名相比，

差距甚遠。目前臺灣共有 5 所大學設有聽語系所培育人力，包括：中山醫學大學語聽系、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聽語系、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聽語碩士班、臺北市立大學特教系語言

治療碩士學程、以及馬偕醫學院聽語系(共 3 個大學部及 3 個碩士班)。105 學年度將有另

兩所大學新設聽語系 (亞洲大學及弘光科大)，以及一所大學增設碩士班(中山醫學大學)，

屆時台灣將有 7 所大學培育聽語人力，合計 5 個大學部及 4 個碩士班。這些學校每年總

計產出約 250 名畢業生。這些畢業生若以考照通過率 70% 計算，再扣除 10% 自然流失

率，每年臺灣約增加 157 名聽語人員。現有的人員加上每年增加的人員，估算到 110 年

約有 1, 980 名聽語人員；到 120 年約有 3,400 名。此人力是否足夠支持現在及未來的聽語

障礙服務?則需從各種不同的需求面做仔細分析才能得知，包括：聽語障礙人數、全國人

口數與聽語專業人員的比例、臨床聽語服務的實際需求量、政府的衛生政策等。我、王

南梅、及臺灣聽語學會分別在民 92、民 97 及民 99 以不同的方式做過聽語人力供需研究，

得到了具體的人力數據。近五年臺灣社會變遷快速，人口急速老化，加上政府推動長期

照護政策、急性後期醫療照護模式等，對聽語人力的供需產生了不小影響。影響多少? 需

要再做分析，才能得到符合現況的數據，作為大學培養聽語人力的重要依據。總而言之，

只要有聽語服務需求，臺灣就應培養足夠的人才，才能做好聽語照護、提升專業品質、

並讓此專業永續發展。 

 

 

關於作者 

現職 亞洲大學護理學系講座教授暨聽語學系系所籌備處 主任 

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語言病理學 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語言病理學 博士 

經歷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教授兼所長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教授兼教務長 

臺灣聽力語言學會 理事長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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