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第 89 期 量身訂做的嗓音照護-遠距嗓音治療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www.slh.org.tw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The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Taiwan 

                      

 

➢ 主題文章：量身訂做的嗓音照護-遠距嗓音治療 

          Tailored Medical Care for Dysphonic Patients – Telepractice 

➢ 撰 稿 者：林峯全 

 

 

 

 

     主題文章 

量身訂做的嗓音照護-遠距嗓音治療 

Tailored Medical Care for Dysphonic Patients – Telepractice 

 
 

林峯全 

亞東紀念醫院 耳鼻喉科 語言治療師 

 

「嗓音」仍是現代社會最常用的溝通工具，雖然網路的使用與日遽增，但人們對嗓

音的依賴並未因此降低。除了傳統的職業用聲者，例如：歌手、教師、業務、講師、律

師、電訪人員、銷售員…等需要透過嗓音來謀生，近年來也出現了許多靠嗓音為生的新

興行業，例如直播主與Youtuber。當嗓音出現問題時，不只會影響日常的溝通品質，對

用聲需求量較大或對音質要求較高的人來說，更是苦不堪言；研究調查顯示，嗓音異常

不僅會降低患者的工作表現，對生活質量和收入產生負面影響，甚至使職業生涯縮短。

然而，因嗓音問題反覆就醫、治療，或是治療前後的休養期等等，也帶來不小之社會成

本，也可能造成醫療費用的巨大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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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嗓音異常的臨床工作或相關研究中，以多樣化的評估方式，全面地呈現患者的嗓

音狀況是相當重要且必要的。其主要方式包括耳鼻喉科醫師執行的喉部內視鏡檢查以及

語言治療師執行的聽知覺評估、聲學分析及氣動學測量；此外，透過問卷（如VHI、

VHI-10、V-RQOL等）進行患者的自我評估也在近年來備受重視。而治療方式除了禁聲

休養、藥物治療、傳統喉顯微手術、門診聲帶注射治療與綠光雷射外，透過嗓音治療協

助病人進行發聲功能的訓練，建立正確的用聲習慣，實乃治療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國內

外文獻指出，嗓音治療對於聲帶結節、肌肉緊張性發聲異常(Muscle Tension Dysphonia)、

單側聲帶麻痹、聲帶萎縮、心因性嗓音異常…等嗓音異常，均有顯著之成效；對於其他

需手術治療之病症（如息肉、囊腫等），手術前後配合嗓音治療更可以加速嗓音的恢復，

並減少日後復發的機會。 

 

然而，嗓音治療之成效容易受患者配合度及參與度影響，例如因距離過遠或交通不

便而無法規律至醫院接受復健，或是因時間問題使後續練習的執行度不良。為了突破現

有治療之侷限、持續提升治療品質，亞東嗓音團隊擬定了量身訂做的嗓音照護，期望可

以降低時間、空間的影響，提高患者的參與度與練習。重點包括：1.開發嗓音照護APP，

加強患者居家練習次數與正確率；2.提供遠距嗓音訓練課程，減少因距離或時間之限制，

詳述如下：  

 

1. 開發嗓音照護應用軟體(APP)  

國外研究指出，提供影音資源（如示範影片或錄音檔）有助於嗓音復健之

練習成效。為此，亞東嗓音團隊與台中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合作，設

計手機、平板電腦之應用軟體” Dr. Voice ”，讓嗓音異常患者可於語言治療

師指引下，進行居家練習與紀錄。其功能包含 1) 每日練習；2) 每週評量；

3) 嗓音衛教；4) 歷史紀錄；5) 設定等功能。 

 

(1) 每日練習：  

含有6種語言治療師常用的嗓音治療策略，包含放鬆運動、腹式呼吸、

Semi-occluded vocal tract (SOVT) exercises、Vocal Function Exercises 

(VFEs)、Resonant Voice Therapy (RVT)、Soft Onset等手法，治療師可先依

患者需求設定，而患者則直接點選即可，配合語音說明與示範，完成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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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週評量：  

為增加患者自我監控以及加強嗓音衛生教育之效果，APP提供每週評量功

能，患者可以於每周固定時間，透過簡單問題檢視一周用聲情況以及自我

評估嗓音狀況，並將結果自動存儲於歷史紀錄。 

                        

(3) 嗓音衛教：  

嗓音衛教部分提供常見的嗓音照護建議，以利使用者隨時查閱，主題包含：

喝水、飲食控制、避免菸害、休息、運動...等。 

 

(4) 歷史記錄：  

歷史記錄包含了用聲記錄與自評分數，患者可以透過此功能了解過往嗓音

使用情況以及自評嚴重度，了解嗓音改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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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定：  

設定含有每日練習提醒、每週評量提醒與回診時間提醒。患者可以自己設

定提醒時間，並自動連結至手機行事曆，以提醒患者練習與回診追蹤，完

成療程服務。而治療師可於後台依照患者的狀況，選擇需要練習的項目並

設定練習頻率，進行個別化的調整。 

            

 

2. 提供遠距嗓音訓練課程  

Telepractice 是指應用電信技術提供遠距的言語語言病理學和聽力學專業服

務，進行臨床評估、治療或諮詢(ASHA, 2015)。迄今已有研究指出，透過

電信技術提供遠距醫療照護，可以有效降低參與門檻、提高參與動機、並

進一步提升學習或照護成效。此外，遠距健康照護還可以解決距離的障礙，

使我們在受限的環境中提供照護，也可促進家庭成員的參與，並提高效率

提供服務。為了提高嗓音治療之便利性與成效，亞東嗓音團隊與亞洲大學

聽語系盛華教授合作，開發並設計 S.M.A.R.T.遠距嗓音照護課程(如下圖)。

S.M.A.R.T 發聲訓練課程，強調軟起聲 ”S”oft onset、肌肉放鬆 ”M”uscle 

relax、腹式呼吸 ”A”bdominal breathing、共鳴嗓音 ”R”esonant voice 與科

技應用 ”T”echnology 等技巧，利用結構化的訓練課程，協助個案改善發聲

功能。語言治療師得以透過手機與平板電腦之視訊軟體，如：Skype、

Facetime、Line 等，提供「遠距嗓音照護」服務，為嗓音異常患者安排嗓

音訓練課程，提高出席率，鼓勵患者完成嗓音療程。而本團隊也將此課程

應用於嗓音異常的高齡患者之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在聲學分析、氣動

學測量、聽知覺評估與患者自我評估等方面，均有顯著進步，且進步程度

不亞於傳統面對面，可見得嗓音照護是可以透過遠距方式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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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透過行動通訊設備提供語言治療，雖然可以解決距離和時間的限制，但在我們的應

用經驗中，仍有其限制，最為常見的問題是患者網路與行動通訊設備的不穩定性，患者

可能因通訊設備使用經驗不足或是居家網路不穩等因素，造成使用經驗不佳，也直接影

響了成效。此外，網路資訊的收集與傳播，必然會涉及個資安全問題，這也是未來在發

展遠距照護上，需要考量之課題。然而，拜科技所賜，我們有愈來愈多的方式得以提供

語言治療專業，遠距語言治療將有著無限可能；不只是在嗓音照護領域，吶吃症、語音

異常或語言發展遲緩等領域，都有國外文獻支持語言治療的可行性與成效。在此拋磚引

玉，期望能提供給國內語言治療師不同的發想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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