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聽力師的角色 
前言 

 

聽力學是一門新興的科學，是一項專為聽障人士，提供協助的衛生保健醫學。現今聽力學已發 展為獨

立的專門學科，更跨越眾多領域。聽力師的訓練除了聽力醫學外，還包括有語言學、語音學、聲學、電聲

學、心理學及教育……等。 

  聽力師之起源，最早可追溯至二次世界大戰後，為幫助因戰爭而聽力遭受損傷的軍人，提供必要的診

斷與復健服務。聽力師需要有完整的養成教育，對各項聽力檢查報告負起責任。在檢查報告中除呈現數據。

更應描述結果並判讀，甚至提出建議，一個專業聽力師最重要的使命是能盡自己一切的力量，協助聽力障

礙的人士，擁有一定的聆聽能力，維持相當的生活品質。 

   

聽力師的服務場所 

一、 醫院體系：一般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的耳鼻喉科均有聽力師及聽力檢查設備。就診民眾須先經耳鼻喉

科醫師進行耳科理學檢查再轉介給聽力師，做聽力評估。 

二、 學校體系：若經診斷確定為聽障兒，經配戴適當的聽覺輔助器之後，可至啟聰學校或大專院校具相關

聽語系所，接受聽能復健。 

三、 機構體系：目前有些機構也聘請聽力師，可執行非診斷性聽力評估工作，以及針對聽障兒進行聽能復

健。 

四、 其他相關：如助聽器公司。 

   

聽力師服務的項目包括 

一、 診斷性聽力檢查:純音聽力、語音聽力、耳聲傳射、聽阻聽力、聽性腦幹誘發反應等。 

二、 嬰幼兒聽力篩檢。 

三、 平衡功能檢查。 

四、 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等聽覺輔助器功能評估與選配。 

五、 聽能創健與復健。 

六、 噪音環境的評估，及聽能保健的宣導與防治。 

七、 提供與聽障相關的醫療與社會資源等諮詢。 

   

需要做聽力檢查的情況 

1. 幼兒時期的語言發展遲緩 

2. 兒童發音不清晰 

3. 自覺聽力不好 

4. 常要求他人重說一遍 

5. 長期在噪音環境工作的人 

6. 持續性耳鳴 

7. 暈眩 

8. 耳痛 

9. 耳漏 

 

 



聽力損失的類型 

1. 傳導性聽覺損傷：大多是外耳或中耳有病變，如中耳炎或感染、外傷所造成。 

2. 感音神經性聽覺損傷：常見因內耳或聽神經有病變。例如老年性聽力損失，遺傳性失聽或因病毒感染引

起等。 

3. 混合性覺損傷：同時合併有傳導性和感音性聽損。 

4. 中樞性覺損傷：聽神經以上的傳導路經受影響，都是中樞聽覺損傷的範疇。 

 

結語： 

   聽力師服務的對象，包括所有年齡層的人。由於聽覺損傷會衍生出各種的問題，包括語言的溝通、

人身安全、人際社交、學習、獨立生活、自信與自尊等。因此聽力師除了需考慮個案的病因、聽損程度與

類型、年齡、語言能力……等。在醫療和復健的各個階段，提供全面化、專業化且人性化的服務，為改善

聽損人士的生活品質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