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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對聽力師的了解與認識 

還沒有進入基金會時，有聽過聽力師的職業，但不太清楚工作內容，覺得是醫院

裡的一個檢查師，像是做檢查時都會遇到的。健康檢查曾做過聽力檢查，就是音叉或

是聽到聲音舉手，但那時是由護理師做的。後來進入本會，才知道聽力檢查有非常多

種，有行為聽力檢查，也有 ABR 之類的，而且才發現原來聽力師不只是做檢查而己，

還需要對助聽輔具進行說明，也要向家長說明聽力檢查的結果。 

二、與聽力師合作的經驗分享 

在工作上，除了一起服務個案的本會聽力師外，也曾接觸過醫院及助聽器公司的

聽力師，但醫院的聽力師接觸的比較少，通常都是在服務從家長端獲得訊息，會表示

醫院聽力師對於檢查結果的建議為何，或是曾在研習或講座課程遇到時，會討論個案

的狀況，了解個案在醫院端就醫的情形。 

另外，比較常接觸到的是輔具公司的聽力師或選配師，因為社工會協助家長了解

有哪些關輔具的社會福利資源，以及追蹤家長去哪間輔具公司做耳模、挑選什麼輔具

型號款式等等的，所以相較醫院的聽力師，和跟輔具公司的人交流的機會比較高。早

期曾遇過廠商的專業人員和本會專業人員給的建議不太一樣，當時是一個高頻聽損

的小孩，廠商和家長說明，因為小孩只有高頻聽損，日常生活上，不太影響孩子接收

聲音，孩子基本上都聽得到，所以建議不用佩戴輔具，但醫院聽力師、本會聽力師則

是以學習的立場，與家長說明在吵雜環境中高頻聽損會有聆聽上的挑戰，及聽覺疲乏

的問題，建議要佩戴，雖然獲得兩種截然不同的建議讓家長感到疑慮，但在詳細了解

輔具佩戴的用意以及孩子實際使用上的差異後，最終因孩子的個別需求，讓家長做出

最適切的決定。 

服務上，若發生不同專業領域的聽力師，給予不同輔具選配建議的情況，難免會

讓家長焦慮擔心，以本會的做法，通常依照個案的聽損程度、年齡以及生活環境需求，

提供比較合適的輔具款式建議；而本會的聽力師和其他單位比較不同的應該是聽力

報告的說明，需要接受大量報告諮詢的訓練，在聽檢後，會盡量使用淺顯易懂、白話

的方式，跟家長說明聽力檢查結果的內容，並整理過往在其他地方的聽檢結果跟家長

討論及建議後續方向，讓家長在了解孩子狀況下做出後續規劃及介入。這幾年服務的

過程中，有發現更多的聽力師，會和家長進行報告的說明，所以感覺有越來越多的聽

力師發現報告說明及聽力衛教的必要性。 

另外，在與不同的聽力師合作時，還發現除了進行聽力檢查、輔具諮詢外，許多

優秀的聽力師們還能夠在服務時，看見家庭、個案的需要，主動提出有哪些單位可以

有經濟上的補助，為他們去做資源的連結，雖然有時在轉介前不一定了解個案、家庭

全面狀況，但身為社工，對於他們能看見需求、主動媒合，對案家支持來說真的是很

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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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聽力師合作中印象深刻的事 

剛好今天有位家長回饋：她的孩子 4 歲多，去年年中發現有中度聽損，家長其實

一直難以接受。後來尋求本會協助，但提供的報告內容不完整，回醫院做了檢查，發

現孩子的中耳積水，有氣骨導差。本會聽力師根據報告的內容諮詢家長，並一再提醒

要治療中耳，聽力是可能恢復的，後續孩子裝了中耳通氣管，今天回診醫院，聽檢雙

耳聽力正常，家長超級無敵開心的！ 

其實中耳積水導致的暫時性傳導型聽損，如果在醫院時，家長能獲得較多的說

明，相信是可以降低家長的焦慮，而且若家長知道中耳積水導致的聽損是可以被治療

的，大部分的家長都會很積極地處理，配合治療、檢查。 

四、分享給聽力師的建議 

通常本會服務的家庭，多是寶寶在新生兒聽力篩檢後確診聽損的家長，對於聽

損、助聽器……都非常陌生，突然間接收許多龐大的資訊時，難免接收不完整，因此

若聽力師針對家長諮詢時，能更優化的把專業術語用淺白語句讓家長更易懂，在了解

個案的聽力狀況和檢查項目後、針對輔具的選擇也能更順暢。 

另外，有時在服務上會遇到家長回饋說，醫師和聽力師的建議不同，會讓家長對

於後續要不要介入輔具感到有疑慮，也許跨專業間可以建立一些溝通管道，雖然在執

行上可能會有困難，但若在給予的建議時能和家長說明清楚或建議的立場考量為何，

那家長在了解資訊及執行上會更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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