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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初入臨床時，有幸在桃園地區遇到貴人前輩帶著我在臨床上做許多嘗試，提供

各階段的孩子能根據當下發展的需求，接受療育。例：「情境語言」的療程，依照孩

子日常生活常見的情境、事物作為主題，找出相應該主題的核心詞彙，幫助孩子在

我們設計的活動中，逐步認識生活常見的事物有其相對應的符號（包含口語、實際

物品、照片、圖片等），並針對語言發展階層設定初階、進階的療育目標，大量、反

覆地接收目標符號和語法結合，也在我們設計的模擬情境中能練習使用目標符號與

同儕進行互動，作為語用的訓練。又例：在「故事繪本」主題的課程中，根據故事

內容、類別做出階層安排，讓不同語言能力的孩子都能及早接觸繪本，促進讀寫萌

發之外，透過故事內容的腳本，提升孩子的腳本（script）能力，從繪本內容習得每

件事有特定的脈絡可辨別，後續有機會延伸更高階的故事預測等能力。故事繪本更

可作為類話劇的基底，讓孩子們可依據故事內容，將自己投射在故事內容中演出角

色們，去經驗到非日常生活的情境，擴展更多經驗。故事繪本提供情境，孩子們嘴

裡說著台詞，語意-語法-語用，一次全部滿足。 

 

這樣的執業歷程對我在語言治療的療育目標設定上，似乎已找出了一條尚有助

於臨床個案、自己也得心應手的方向，然而在療程的擬定上，仍像是有洞補洞，不

具有大藍圖的規劃。也有一群孩子，雖然可配合治療室裡的活動，但過程中缺乏主

動投入，學習動機低落。除此之外，腳本理論的使用，對某一特定族群的孩子來說，

反而造成思考缺乏彈性表現。在組織我們團隊的過程中，接觸了 DIR 模式，開啟我

們從全人發展的角度、以家庭為中心的方式，重新審視對於語言治療在早期療育的

角色。 

 

關於 DIR 模式 

DIR 模式是採用發展能力（Developmental capacities）、個體差異

（Individual-differences）以及關係為主（Relationship-based）這三大元素作為架構，

用來理解人類的發展、理解不同的個體如何感知這個世界和如何與這個世界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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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並歸納出人的一生，各個生命階段個體與社會互動所需要的發展能力。身為

一個人類，其發展能力和個體差異是依據先天基因設定的範圍內所表現，透過後天

「關係」的經驗持續累積，協助個體在基因設定的範圍內，不斷塑造並形成個人的

發展能力表現。當嬰兒哇哇墜地後，與照顧者之間的依附關係形成了人際互動最初

始的經驗，而經驗形塑大腦神經連結與運作。個體差異則是影響個體如何接收與處

理來自外界的反應，大腦神經連結與運作則影響了個體如何使用發展能力表現來回

應外界，與外界互動所產生的經驗則再次形塑大腦神經連結。因此，這三個元素—

發展能力、個體差異、關係，彼此交互運作影響著個體的成長，這也是 DIR 模式中

非常強調需要把家長/主要照顧者納入的理由與原因，需要去了解和應用整個家庭生

態對於孩子所帶來的經驗。目前不論學界、醫界在早療的領域上都強調「以家庭為

中心」，此與 DIR 模式的理念不謀而合。透過 DIR 模式的大架構，以全人的觀點來看

待孩子，利用孩子最初始的人際互動—親子關係，藉由調整大人的表現創造孩子在

個體差異上得以吸收和處理的經驗，並提供孩子主動對外界輸出自己的感受/想法的

機會。 

 

「經驗」可形塑大腦神經連結和運作，讓個體以行為表現出來。當大人們發現

孩子在發展上與同儕有差異的表現時，會試圖根據孩子表面上缺乏的行為表現作為

目標，並以此目標開始作為訓練的開端，例：孩子口語詞彙量未達 50 個，大人採以

刺激—反應的方式，引誘孩子嘗試口語詞彙的使用與增加，提供孩子使用口語的經

驗。這是臨床上，我自己過去也很常使用的治療技巧，利用刺激—反應來改變個體

的行為表現。然而，在這個刺激—反應的過程中，若缺少了孩子因為被大人了解而

產生的互動連結，這一個溝通可能會缺少：（一）適當的眼神接觸：因孩子只在意著

想得到的事物，無法讓自己的注意力輕鬆地在大人和事物之間作轉換；（二）需求導

向以外的溝通：孩子僅出現需求導向的溝通，孩子在得到想要的事物後，溝通立即

中斷。除非大人再次呈現孩子有想要的事物，孩子少有主動與大人再次連結分享感

受/想法的表現。以上述的經驗來分析，此經驗提供給孩子的是，孩子與外界有了共

享注意力（孩子以感官接收到外界出現自己想要的事物），對於外界，孩子把大多數

的注意力投入與關注在想要的事物上，僅少部分關注著溝通對象，孩子以大人所設

定的目標形式開啟溝通後，大人給予回應（給予孩子想要的事物），缺少了享受因溝

通而感受到被他人了解的正向溝通經驗，也缺乏溝通是可以持續一來一往流動的經

驗。 

 

而 DIR 模式則是透過去「理解」每一位孩子獨特的個體差異剖面圖

（individual-differences profile），進而利用個體差異裡的優勢管道來促進發展能力的

表現，同樣是為了提升孩子的共享式注意，DIR 模式中採用地板時光（Floortime）作

為互動策略，大人不以孩子想要的事物作為增強或利誘，而是透過理解孩子因個體

差異表現出對外界有興趣的事物，加入孩子的世界，讓孩子從感受到自己被大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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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產生與人連結進而主動對人投入與關注，主動好奇大人的表現，因好奇而主動

想模仿大人，產生學習的表現。而在這一個互動的過程中，大人透過不斷的仔細觀

察並高頻率的回應和放大孩子的溝通意圖，讓孩子「經驗」到自己的溝通意圖是對

外界具有影響，且能帶來外界的改變，進而促發孩子更多的溝通意圖與想法的可能。

也因此，在治療的過程中，孩子的內在動機不再低落，大人逐步建立活動的流程和

步驟性，也藉由提供好玩、有趣的變化，讓活動的流程和步驟可作彈性的調整，建

立「原來變化也可以很好玩」的經驗。透過因為被他人理解，期待與人保持溝通流

動下，孩子自身願意改變與調整的彈性思考，也就慢慢地在展開。 

 

對於一般發展的個體來說，這些看似平淡無奇的發展能力，正是激發大腦透過

不斷與外界互動得到經驗，透過經驗再次形塑自己的表現，使發展能持續提升與前

進。但是，對於因先天個體差異不同而產生特殊需求的孩子，一般發展孩子的可接

收和處理的生活經驗，特殊需求孩子能不能接收成了第一步的挑戰，當孩子有接收

到來自外界的訊息，才有機會與外界形成共享式注意。即使可以接收，能不能處理

又成為第二道關卡，有經過大腦處理的訊息能影響個體是否針對訊息回應外界，以

及決定如何回應。而當大人能理解並善用孩子的個體差異剖面圖，則有機會為特殊

需求孩子提供和創造可接收和處理的經驗，進而提升發展能力的表現。因此，在 DIR

模式中，把家長納入療育的一環，目的並不是在於教導大人與孩子的互動技巧，而

是在幫助大人打從心底的認識和接納孩子，大人透過調整自己的表現，創造出孩子

可接收和處理的經驗，讓孩子從大人的表現中感受到自己被理解，產生正向的人際

互動經驗，開啟對於外在世界的人、事、物如何共同運作產生好奇與期待，主動整

合在當下環境中的訊息產生學習、提升發展能力。 

 

語言發展是以運用為主（usage-based），不論是語意或語法，都受到當下溝通情

境人事物的影響，足以產生不同的溝通訊息。以張顯達教授在 110 年度「從社交與

符號再看語言發展與障礙」研習中講授的內容為例：同樣是「你可以試試看」的語

意和語法，一個情境是水果攤的老闆面對微笑地告訴顧客、一個情境是教室裡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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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眼神銳利、語氣低沉對著學生說話，完全相同的語法，傳達出的是完全不同的語

意。而在這兩個情境中，個體要能接收和處理的訊息，不只是語音、語法，尚有溝

通對象的臉部表情、說話語氣、當下環境等非口語訊息、以及前後溝通內容脈絡，

也需要被接收、處理和整合才能形成正確的語意理解。特殊需求的個體在接收和處

理訊息上，若沒有足夠的經驗去累積在溝通過程中，需要把非口語訊息與口語訊息

（或其他等值的符號）作整合，語言發展仍然會受到限制。DIR 模式中，使用地板

時光作為互動策略，則有助於身為語言治療師的我，幫助家長一同提供和創造給孩

子：「剛剛好」可接收和處理的整體環境溝通訊息（包含口語/符號和非口語訊息），

也許累積的慢，但這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能力，卻是孩子可以帶著走的表現。 

 

當然，正如 DIR 模式裡面所倡導的「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DIR 模式也就不

會是一套適用於所有人的方式，它是看待人類發展表現的模式之一。有些家庭特別

在意的是孩子獨特性，屬性與 DIR 模式會較為相容；若是期待孩子能改變成跟「一

般」孩子一樣，在屬性上，治療師與家長會有許多需要持續溝通與調整的面向。然

而，語言發展是受到文化影響的，台灣近幾年的社會風氣，雖然越來越強調每個孩

子心理層面需要被認真對待，大環境對孩子的期待仍舊是強調「一致性」，這與源自

於美國文化強調個體獨特性的 DIR 模式，則會有文化上的衝突。這也是我們團隊在

努力推廣 DIR 模式的道路上，需要持續精進與調整，讓 DIR 模式得以在地化的型態

提供更適切的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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