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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專欄：語言治療

語
言治療在一般人印象中就是教導語

言障礙者說話、增進聽能理解能力，

大部份課程設計以一對一為主要方向，但

在某些節慶日，例如 : 聖誕節、萬聖節，

則會採取團體活動方式來進行治療課程，

由實習治療師主導，針對該節慶擬定語言

治療團體課程。實習治療師大約一個月前

開始討論，從語言理解、口語表達、溝通

方式、人際互動等方向來設計課程。參與

對象為治療中的兒童個案以能力相近者優

先，如此一來課程設計方向就能比較集

中。實習治療師們討論中難免有意見相左

的時候，如何放下成見、找到彼此都能接

受的方式，模擬突發狀況替代方案，藉此

機會學習團隊合作、統籌規劃。從活動中

也能挖掘實習治療師潛藏的天分，有美術

天分的、能幽默串場的、可精打細算採買

物品者……都能在此時此刻盡情發揮。

活動開始前布置會場，營造聖誕節

歡樂氣氛是必需的，兒童是這場活動的主

角，因此聖誕樹、聖誕帽、包裝精美的聖

誕糖果都是不可或卻的物品。邀請兒童參

與製作聖誕樹，用自己的手掌輪廓當作聖

誕葉片，兒童在參與的當下滿心期待自己

的作品能在聖誕活動當日展示出來。活動

前二週實習治療師先口頭詢問有意願參與

的家長，前一週送出邀請函。這些看似不

起眼的小地方卻讓家長感受到治療師對這

場節慶活動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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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繪本 : 窗外送來的禮物 )

（圖二聽故事）

以下將以聖誕節為例，分別介紹如何

將溝通方式、語言理解、口語表達融入活

動設計中。整體流程架構，以說故事方式

引領參與的兒童進入聖誕節場景，因為參

與兒童能力比較低下，所以在選取與聖誕

節相關的繪本時以圖案多的為主 ( 請見圖

一 )。

課程分成三階段進行：

階段一：治療師引導孩童進入繪本中的聖

誕節故事，同時認識書中出現的聖誕節相

關物品，此時聽能理解訓練就是介入的好

時機。

治療師：今天是聖誕節，路上有雪人、聖

誕樹。請問小朋友今天是什麼節日？

兒童：（聖誕節）

治療師：馬路上有好多東西，小朋友還記

得有哪些嗎？

兒童：（雪人、聖誕樹）

提出問題時以簡單句為主，若兒童

無法說出答案，則治療師就翻到該頁，

指出相關物品，或是說出字首 ( 聖……、

雪……) 提示兒童。其他更多協助技巧就

要隨著兒童的表現隨機增減，兒童能說出

正確答案則治療師立即給予讚美或笑臉符

號，課程結束都能換取贈品，藉此維持兒

童的持續參與動機（請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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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聽完故事，接著動手製作專屬自

己的聖誕小樹，此階段進入命名物品、口

語表達的練習，同時認識相關美勞用具。

兒童必須輪流向治療師說出想要的物品

（禮物、聖誕樹、聖誕襪）或是製作勞作

過程中遭遇困難試著說出短句求助，例如：

請給我膠水、幫我剪這邊。( 請見圖三 )

階段三：努力完成專屬自己的聖誕樹後，

請兒童向大家說明自己的聖誕樹多了哪些

東西，此階段教導兒童串連短句形成完整

的短文，分享剛剛經歷過的事件，實習治

療師從旁提問，引導其他兒童產生共鳴讓

台上的兒童願意分享更多情節。

團體課程重點就是要讓每位參加兒童

都 能融入到活動，不論是完成指令、回

答問題、或是協助同儕等等，都必須納入
( 創意滿滿的團隊成員 )

( 圖三裝飾聖誕樹飾品 )

課程設計裡頭。團體教學比起一對一教學

更需要班級經營的介入，當教導者把焦點

放在其中一位兒童身上則其他兒童或許開

始東張西望、離開座位、玩弄手中物品等

等，都是團體教學中常見的事，結果教導

者就耗掉許多精力在喚回兒童注意力。活

動中會遇到比較內向或容易分心的兒童，

也有踴躍搶著發言的兒童，這些情況可能

導致變成某些孩子的個人表演秀，有賴實

習治療師敏銳的觀察力適當引導兒童學習

等待、聆聽他人發言，建立正確的人際互

動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