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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迎向挑戰——一位聽損學生及其母親的心路歷程分享 

楊博儒 

 

 

         現職：學生 

         學歷：台大社會系 

         經歷：台大社會系 

 

 

 

 請您簡單自我介紹，並簡述自己的聽力程度及類型，以及是在何時發現有聽損，約從何

時開始有輔具介入和進行聽能復健的？ 

我是楊博儒，目前是一名就讀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的大三學生，並有先天性的輕

度聽覺障礙，於一歲多的時候被診斷出聽障，因此很早就開始使用助聽器作為輔具。 

 

 在求學歷程中，是否曾因為聽力問題而遇到困難？ 

因為我的障礙程度屬於中度，故在求學的途中鮮少出現嚴重影響學習的困難，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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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碰到各種小小的失敗。最常見的就是課堂中偶爾會出現比較嘈雜的環境，在這樣的情

況下，有時我會難以去捕捉當下的課堂進度，經常必須向旁人確認現在是發生什麼事情，

跟同學的互動有時也會因為聽不清而誤解或是無法掌握他人要表達什麼，溝通上時而出

現小小的障礙或是發生尷尬的情況。其實這些事情長遠地來看，都並不影響我學習的情

況或是人際的關係，我依然可以多花一些心力去主動確認我接收到的資訊，讓溝通上的

障礙減到最少，只是這些生活上偶發的失敗聚集起來，卻還是一定程度地影響到自己對

外的自信心，經常會擔心無法確實地掌握周遭的狀況或是他人說話的內容。 

 

 請您分享您在音樂這方面的學習，過程中是否有遇到甚麼困難，以及後來是怎樣突破的？ 

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學鋼琴，至今已有十年，彈奏的多是古典樂，高中的時候也有

接觸過樂團，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讓我同時瞭解到了自己的潛力以及極限。大約在國

三的時候對於音樂的熱愛才被啟蒙，對我來說，我不僅僅是在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

同時也是在努力證明自己在音樂上的表現，不會因為先天上的因素而比別人差，我仍然

可以透過更仔細的聆聽和琢磨，而演奏得比他人出色。接觸樂團的那段期間，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也讓我深深體會到自己除了有許多可以發揮的潛力之外，有一

些硬生生地存在的障礙或是極限還是難以跨過的，像是準確地抓到音高或是要在一個樂

團裡顧及其他樂手的聲音等等，但這些其實並不減少我對音樂的熱愛，這僅僅說明了我

在某些音樂的某些部分具有先天難以突破的困難，並不礙我在其他部分潛力的發揮。 

 

 當初在選填大學科系時，為何會選擇台大社會系就讀？對自己未來的期許和願景？ 

之所以會就讀社會系，主要因為自己在社會科學上的興趣，然而最初在選填志願時，

其實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抱負，對於這個系所可以讓自己成為什麼，或是能夠為這個社會

帶來什麼都沒有想法，很單純地認為必須要先做自己足夠喜歡的事情，並且把他做好和

做到有一定程度的價值，自然就能夠體現這個選擇之於自己和社會的意義。 

 

 楊媽媽訪談稿 

（本稿件由吳詠渝副主編提問，楊媽媽回應問題，事後再統整文字檔和音檔彙整後的

記錄） 

 

 您是何時發現孩子的聽損問題的？一開始得知此消息時的心情如何，而後又是如何調適

心情？ 

由於博儒的姊姊也有先天性聽損，當姊姊在雅文上課時，老師建議若姊姊有這樣的

狀況，弟弟也應該做聽力檢查確認聽力，但博儒媽媽一開始一直不敢面對。到博儒十八

個月大時，媽媽覺得不能再逃避了，即使孩子真的有聽損也必須積極處理。一開始還有

聽其他人說過，可以做針灸或心理治療或其他療法來治療聽損，但遇到三總的葉文英老

師後，老師很詳盡的告訴媽媽聽力學知識、以及如何判讀聽力圖，告訴媽媽這是先天性

聽損，必須及早配戴輔具並進行聽能復健，媽媽才開始依照葉老師的建議一步一步執行。

媽媽表示：非常感謝一路上有葉老師的陪伴和指導，才沒有延誤孩子的學習和發展。 

 

http://www.slh.org.tw/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第 77期 聽見世界，讓愛遠行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www.slh.org.tw 

調適心情的部分，媽媽說她只有一句話：認命！已經是事實就要正視面對。有些正

常聽力的父母較難接受孩子有問題，很多家裡有類似狀況的孩子，父母會不願意承認事

實，覺得是大隻雞慢啼，但博儒媽媽認為：該是怎樣就必須面對，已經是事實，就不用

考慮太多，為母則強，一定要好好照顧孩子到長大。 

 

 在陪伴孩子成長的歷程中，不管是心理上的支持或是專業的建議，是否有遇到哪些貴人

給予支援和協助？或是在早療團隊當中得到哪些支援？ 

一開始先帶姐姐去雅文，但因為離家太遠了無法每天接送，半年後就沒有繼續上課，

於是媽媽決定親自教導孩子。由於媽媽的娘家在屏東，寒暑假就讓孩子在屏東生活，媽

媽發現：當把博儒放在同年齡同儕中時，孩子學得比一對一教學還要多；此外，由於自

己的信仰是基督教，因此也會讓博儒加入童工聚會，讓博儒多接觸團體、同儕或是比他

大的孩子，於是他的口語能力和社交能力便慢慢進步。 

 

 媽媽也提到，她的母親是最大的貴人，她告訴楊媽媽：「自己要堅強才能把孩子帶

上來，只要是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雖然助聽器很貴，但只要可以買給博儒、並

讓博儒正常生活，就應該讓博儒使用。」基督教講：「上帝為你關了一扇門，會為你開另

一扇窗。」雖然帶兩個孩子很辛苦，但娘家給了媽媽很大的心理支持。 

 

 在照顧孩子的這幾年以來，是否有遇到哪些困難？而您又是如何突破的？ 

就像近視的孩子如果沒有戴眼鏡，雖然不至於看不清楚，但視力還是會有點模糊；

由於博儒的聽力問題，從後方叫他可能會聽不到，或是按門鈴有時會沒聽到等等，雖然

會有一些小小不方便，但整體來說無傷大雅。 

 

媽媽提到，一開始也會面臨許多打擊，像是要承受世俗的眼光、公婆的觀念和自己

不一致、一個班級無法有一個以上的特殊生等等。但一路上很幸運遇到許多貴人，孩子

也很爭氣、努力，像是博儒一路學習以來，老師和長輩給的評價都是正面較多，這點讓

媽媽覺得很欣慰。 

 

媽媽呼籲，既然生了孩子就要用心帶，年輕父母在這部分可能比較薄弱，或是因為

平常工作很忙，便不小心忽略了孩子等等。然而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家長一定要陪孩

子走過，雖然很苦、但咬著牙一定要撐過去，一切都只是過程而已，教小孩子沒有快速

通關，要一步一腳印。 

 

 博儒是一位非常認真向上的好孩子，想請問媽媽是如何教育博儒的呢？ 

媽媽從小就告訴博儒：「你跟一般孩子一樣，讓你戴上助聽器就是正常人了，不要因

為聽力有缺陷，就阻礙你的學習。媽媽不可能照顧你一輩子，所以要培養獨立的能力。

聽損只是一點小缺陷而已，希望你未來可以對社會有貢獻，不要看輕自己，要看重自己。」

媽媽從來沒有把他們當特殊孩子在帶，也讓他們接受一般的教育，更沒有去學校要求老

師特別照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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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博儒在聽力方面較不好，但媽媽希望藉由學音樂加強他在聽覺的敏感度，

因此從小便讓他學鋼琴；媽媽也鼓勵博儒運動，像是打羽球或是其他球類運動。別人學

什麼，媽媽也會讓博儒學什麼，媽媽認為學任何東西都不能有藉口，也不能讓孩子覺得

自己學得不好是正常的。   

      

媽媽對博儒說：「二十歲以前父母負責，二十歲之後就要培養獨立。」媽媽一直以來

都對博儒很放心，小至生活起居、大至生涯規劃都不用媽媽操心，博儒是一個很自律的

小孩，做什麼事情都有計畫，像是什麼時候要跟媽媽約吃飯、每天會有哪些行程、什麼

時候要去教會等等，都會有妥善的規劃和安排。 

        

媽媽也提到：不要因為自己的問題就享有特權，也不能動不動就請人幫忙，要有能

力貢獻社會，不能一直從外獲得好處。像是當初兩個孩子都沒有使用FM調頻系統，應該

留給有需要的人使用，才不會浪費社會資源。博儒之前在兒童慈善協會學音樂時，雖然

是免費的課程，但媽媽總教育孩子要認真上課，上課六年以來沒有缺席過一次，也不會

因為適逢考試而請假。媽媽認為，家長的態度也會影響到孩子，做事情的同時孩子都看

在眼裡，要做好身教，才能真正幫助孩子成長。 

        

媽媽教育博儒要學會感恩，像是台大資源很多，要好好珍惜並善加利用，也要感謝

國家給這麼多資源，不能輕易請假或是蹺課。媽媽也教導博儒要守時，因為守時非常重

要，如果一個人不守時，什麼事情都做不好；像是上鋼琴課前，媽媽會請博儒先到上課

地點等老師，因為如果一個人遲到了，後面的學生都會因此延後上課時間，因此必定要

代老師和其他學生著想，也務必要準時上課。 

 

 未來對博儒的期許為何？最想對博儒說的話是甚麼？ 

施必受更有福，希望博儒未來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並將所學回饋給社會。就像當初

拿了兒慈協會的經費，國中三年的鋼琴課費用都是他們出，如果有能力就要回饋給協會，

像是在慈善音樂會時，博儒有上台彈奏鋼琴募款，就是很好的回饋方式。 

        

每位母親都愛子心切，也很注重孩子的健康，媽媽不忘提醒博儒要早點睡，希望他

擁有健康的身體。媽媽常跟博儒說，課業是一個階段，但健康是一輩子的。健康第一，

課業盡力就好。成績那些都是過程階段而已，健康才是一輩子的，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

完成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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