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課 程 大 綱  
 

課程名稱 
中文：聽覺障礙  科目編碼 

英文：Hearing Impairment  

開課單位 竹師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學分數 2 

時數 2 

開課年級 二年級 先修課程(編碼&名稱): 

課程概述 

社會大眾、甚至部分特殊教育相關人員對聽覺障礙的認知仍停滯在對極重度聽覺損傷

的 “聾”和傳統聾人使用 “手語”的兩項概念。 如此狹隘的認知常阻礙對聽覺損傷

學童的有效輔導與安置。本課介紹聽覺障礙的成因、評量(包括臨床行為和(電)生理評

量、特殊教育相關診斷與評量)、對兒童發展(含語言、認知、心理、社會適應、學業

成就等)及家庭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另從教育觀點，介紹學校和家庭教育可如何透過

早期療育及適當的教育安置，有效利用現代化的醫療、助聽科技及聽語復健專業等資

源，幫助聽損兒童充分發揮潛能。 

課程內容 

介紹聽覺損傷、聽覺障礙的發現和新生兒全面聽力篩檢的必要性、聽覺損傷的臨床評

估和測驗結果解讀、聽覺障礙輔具、針對聽覺障礙的一般教學原則、聽障學生的溝通

訓練。 

教學進度 

1 簡介  

2 認識聽覺損傷：病理、心理、文化  

3 聽覺障礙的發現和新生兒全面聽力篩檢的必要性  

4 聽覺損傷的臨床評估和測驗結果解讀  

5 聽覺障礙輔具(一)：助聽器、人工電子耳  

6 聽覺障礙輔具(二)教室音響與調頻系統  

7 聽能管理: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  

8 從聽到說：影響聽損學生口語和語言發展及學習的因素  

9 期中考  

10 學前和國小普通班、資源班、巡迴教師的角色及 IEP的設計  

11 聽覺障礙學生的口語、語言問題的診斷  

12 學前的口語復健/創建介入模式：auditory verbal vs. auditory oral  

13 針對聽覺障礙的一般教學原則  

14 國語文教學活動設計  

15 數學教學活動設計  

16 溝通訓練: 教師與學生雙向溝通的策略 (facilitative and repair strategies)  

17 聽障學生的溝通訓練: 聽能訓練與讀話(speechreading)訓練  

18 期末考 

參考書目 

江源泉 (2016)：聽覺障礙。載於孟瑛如主編：特殊教育概論：現況與趨勢  

(215- 248頁)。台北：心理。  

江源泉 (2016)：語言障礙。載於孟瑛如主編：特殊教育概論：現況與趨勢  

(249-279頁)。 台北：心理。 

評分標準 期中考 (40﹪) ；期末考(40% ) ； 聽覺障礙相關書籍閱讀心得書面報告(20%)。 



 

 

專業素養

指標 

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的基礎。 

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與發展。 

2-3 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3-1 依據課程綱要 / 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 

3-2 依據課程綱要 / 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 / 群科 / 科目

課程、教學及評量。 

3-3 具備任教領域 / 群科 / 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學生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好

品格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

與能力。 

核心內容 

1-a 一般教育與特殊教育的發展趨勢 
1-b 國內外一般教育與特殊教育的重要議題及其影響 
1-c 我國一般教育與特殊教育的主要法規與重要政策 
1-d 教育系統的行政組織運作與學生輔導 
1-e 教育相關支持服務與支援系統的連結與運用 
2-a 特殊教育學生的身心特質與學習需求 
2-b 多元背景下特殊教育學生的殊異性及服務調整 
2-c 特殊教育學生篩選與轉介的協助 
2-d 特殊教育學生轉介前介入的協助 
2-e特殊教育學生的鑑定方式與工具 
2-f 跨專業鑑定工作的實施 
2-g 特殊教育學生權益促進 
3-a 依學生特質、能力及需求課程調整與適性教學 
3-b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跨〉領域 / 科目 / 群科的課程與教學 
3-c 特殊需求領域的課程與教學 
3-d 個別化教育計畫 / 個別輔導計畫的擬定與執行 
3-e 研究驗證之有效教學原理與方法 
3-f 多元且適性的教學與評量 
3-g 教學媒材與輔助科技的應用 
3-h 學生學習成效的持續檢視與回饋 
4-a 適宜教學環境的規劃 
4-b 正向學習環境的營造 
4-c 親師生關係的建立 
4-d 學生認知與情意的輔導 
4-e 學生自主學習與自我決策 
4-f 相關人員的合作與支援 

 



 

 

 

4-h 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與行為問題的預防與處理 
4-i 轉銜輔導與服務的提供 
5-a 自我調適與穩定的情緒管理 
5-c 理論與實務的整合以解決問題 
5-d 專業合作與諮詢 
5-e 良好夥伴關係的建立 
5-h 特殊教育學生福祉與權益的維護 

5-i 特殊教育理念的推廣與倡議 

融入議題 

 十二年國教 19項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 V 生命教育  能源教育 V 多元文化教育 

V 人權教育  法治教育  安全教育  閱讀素養 

V 環境教育  科技教育  防災教育  戶外教育 

 海洋教育  資訊教育 

(含數位學習) 

V 家庭教育  國際教育 

 品德教育 V 生涯規劃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其他教育議題 

 藝術與美感教育  新移民教育  性教育 V 另類教育 

 原住民教育  理財教育 V 生活教育 

 勞動教育  媒體素養教育  消費者保護教育   

 家政教育  藥物教育  觀光休閒教育   

 新興議題 

 媒體識讀  通用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