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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善獎報告書 
 

機構名稱：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語文教基金會 

計畫名稱：聽見愛  微聽損兒家庭服務及宣導教育方案 

執行期間：2018年-2020年 

 

1 補助前 

1.1 機構當時概況 

本會自 2015年至 2017年 12月，統計服務微聽損兒家庭主動尋求本會服務之個案

數占所有聽損兒的比例依序為 126案(占所有個案數 37％)、148案(占所有個案數

38.6％)、134案(占所有個案數 55％)、152案 (占所有個案數 57％)，顯示此族群

的服務需求逐年增加。 

統計 2015年進入聽語課程為 39案(占所有個案數 28％)；2016年進入聽語課程為

48案(占所有個案數 29％)；2017年進入聽語課程為 76案(占所有個案數 25％)，

顯示雖有服務需求，但家庭安排課程服務比例偏低。進一步分析此族群面臨的問

題、需求及資源需求，如下： 

1.1.1 服務對象及面臨的問題 

對象 問題 

0-12歲微聽損兒 1. 聽不清楚：無助聽輔具/未配戴合適助聽輔具 

2. 表達不清晰：長期聽不好所致 

3. 人際溝通不良：因易誤解而干擾/避免互動 

4. 心理健康狀況不佳：負面標籤傷害損兒自信 

微聽損兒家庭 1. 接收到的醫療建議不一 

2. 不瞭解助聽器配戴與選配 

3. 無法判別及選擇後續療育 

4. 家庭衍生情緒調適困難與衝突 

5. 缺乏聽損相關早療與福利資源 

嬰幼兒及耳科醫療從業

人員 
1. 婦產科對聽損優生衛教的提供不足 

2. 小兒科少關注小兒聽力及保健相關需求 

3. 耳科缺乏對於微聽損的醫療建議欠缺共識 

社會大眾 1. 誤解會講話即代表聽力正常 

2. 誤將聽不清的表現歸因為不專心或愛搗蛋的特質 

3. 對聽損兒有不聰明或常常雞同鴨講的能力疑慮 

4. 避免與聽損兒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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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服務需求 

對象 服務需求 

微聽損兒與家庭 1. 整合性的團隊評估 

2. 心理諮商 

3. 家庭扶助 

4. 聽能管理 

5. 聽覺口語訓練課程 

相關醫療單位及從業人

員 
1. 結構化及便於提供的微聽損服務簡章和衛教資

料 

2. 微聽損衛教研習交流 

社會大眾 1. 微聽損認識推廣 

2. 友善溝通環境體驗與推動 

 

1.1.3 資源需求：增加與培訓專業人力，以調整與深化既有服務 

 

1.2 機構許下的願景 

項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影響力  潛在微聽損者正視

微聽損並採取就醫

行動 

 社會大眾獲得正確

的微聽損認知 

 微聽損醫療衛教服

務系統形成 

 微聽損友善之體驗

在支持受助個案校

園迴響率達七成 

 串連聽力損失網絡

成為聽損早療整合

性服務提供者 

 兒童聽力保健的推

手 

行政管理  建構微聽損服務之

專業人員培訓及督

導機制 

 微聽損兒及家庭評

估及服務資訊系統

啟用 

 聽損兒及家庭評估

及服務資訊系統啟

用 

專業成長  建構微聽損專業知

識教育系統擴散達

400人 

 優化微聽損個案服

務應用 

 以個案及家庭為核

心推深聽損早療專

業至社區服務領域 

 從聽損診斷介入成

長至兒童聽力保健

和聽力損失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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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助中 

2.1 三年來機構資源的運用與執行 

2.1.1 經費的使用比例與狀況 

補助經費中以人事費 81％占最大比例，微聽損族群占所有聽損人口中最多且存在不

同面向的需求，需專業人力投入，滿足其需求；第二高的經費為建置微聽損網站占

11％，連續 3年更新網站內容，滿足使用對象之需求；第三為設備費占 7％，更新

部份電腦、視訊及錄影設備等，讓工作人力便於工作、討論及提供良好的服務品質。

活動費用支出最少，占比為 1％，主要為合作單位提供相關場地及人力等資源。 

 

2018-2020總經費 

項目 金額 

人事費 9,700,152 

活動費 
講師費/住宿費/交通費/雜費 139,097 

教學教具/電訪費 44,878 

設備費 

視訊設備 375,501 

電腦相關設備費 114,024 

錄影設備及檔案存放硬碟費 300,000 

微聽損網站與宣導 
網站建置費 1,299,810 

宣導活動費 26,538 

總金額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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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執行成果 

2.1.2.1 個案服務 

微聽損個案服務達成率 172％；聽力諮詢門診達成率 102％；聽語諮詢門診

達成率 136％；微聽損講座場次達成 93％戶數達成率 87％。個案服務量成效

超乎預期。 

服務 社工服務 聽能管理服務 聽覺口語服務 

總案量 948案 

取消 675案 

933案 290案 

服務項目 1. 家庭服務10,288案次 

2. 福利資源 2,709案次 

3. 聽語評估與入課準備

248案次 

4. 聽力相關服務 708案

次 

5. 微聽損家長講座： 

28場次 298戶 408人

參加 

6. 另外因應肺炎疫情，

提供線上影片課程，

32戶觀看並填寫問卷 

1. 聽檢/面談諮詢/電話

諮詢，共計 1,289案

次 

2. 微聽損聽力諮詢門診

153案 

1. 聽覺口語課程 179案 

2. 已結案 42案 

3. 轉長程 70案 

4. 微聽損聽語諮詢門診

68案 

家長回饋 

摘要 

1. 更加認識微聽損 

2. 了解未來可以如何幫

助孩子 

3. 原來微聽損帶上助聽

器和聽常孩子，學習

上還是有差別的 

1. 100％回饋提供聽力

相關資料，有幫助 

2. 100％回饋聽力的疑

惑，有獲得解答 

3. 100％回饋諮詢內

容，清楚詳細 

1. 100％回饋提供微聽

損兒日常生活中觀察

或評估孩子的各項表

現，有幫助 

2. 100％認同專業人員

提供的建議 

2.1.2.2 醫療連結 

連續三年的專業人員研習活動，活動參與率高，也開始主動轉介與討論個案。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研討會/

研習 

微聽損研討會 

共 4場 316人 

醫療專業人員會談技巧研習 

2場 107人 

微聽損服務成果研討會 

共 1場 101人 

達成率 場次達成率 100% 

達成率 79% 

場次達成 100％ 

人數達成 107% 

場次達成 100％ 

人數達成率 101％ 

參與者 

回饋 

摘要 

1. 78%的參與者回饋

願意推廣微聽損的

就醫和保健觀念，

達成 104% 

1. 傳神的描繪出不同類型

家長的樣貌，且提供面對

的方法，收穫多多!! 

2. 理解家長(庭)的心境，感

1. 81％回饋研討會內

容有助於臨床工作

的進行 

2. 54％有意願成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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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 有 48%的參與者有

意願成為與本會合

作為諮詢或轉介的

單位，目標達成 96% 

受其內心的想法、先傾

聽，做到專業支持(包括

情緒)建議好的方向和作

為 

聽損兒的友善夥伴 

2.1.2.3 教育宣導 

2019年開始展開教育宣導，教師研習互動與討論多，入班宣導促使師生對聽

損生更多的認識，因 2020年疫情關係，入校宣導達成率低。 

年度 2019年 2019-2020年 2020年 

研討會/

研習 

教師知能研習 

共 4場 293人 

入班宣導 

共 33班 971人 

校園宣導 

共 3校 319人 

達成率 場次達成 100％ 

人數達成率 183％ 

達成率 82.5％ 入校宣導達成 25％ 

人數達成 18％ 

教師回饋 

摘要 

1. 瞭解微聽損兒的困

境，專業人員給予

有效策略及建議！

謝謝講者的分享～ 

2. 很清楚且具體的分

享，以及透過許多

實例的分享，可以

更加感受以及注意

關注 

1. 更清楚微聽損的孩子症

狀反應注意事項 

2. 對比較小的小朋友其實

助聽器還是很陌生，要比

較久的時間才會認得，但

課程內容很棒，幼兒也很

喜歡 

1. 能利用影片來引導

他幼兒，此舉相當

棒，能更引導其和聽

損兒之間相處的模

式，學習尊重與包容 

2. 藉由簡單的短片讓

孩子認識"微聽損"

也讓孩子知道自己

的耳朵是否有不適 

2.1.2.4 專業研究 

透過研究更認識微聽損族群的就醫與生活現況，反思服務的調整，以符合需

求；原追蹤微聽損個案語言發展、學校融合、親職壓力等，了解個案及其家

庭狀況，與研究員討論後，將計畫調整為長期性追蹤，較能深入了解影響療

育成效的關鍵因素。 

年度 研究項目 達成率 

2019-2020年 微聽損的就醫與生活適應探索，於 2020/10/13 研討會發表 達成率 100％ 

微聽損個案聽語療育介入長期性研究 達成率 70％ 

2.1.2.5 社會倡導 

微聽損網站設計符合使用者需求且搭配互動遊戲，增加使用率；謢耳謢照皆

獲得政府單位合作意願，因現實考量推動受阻；第一年宣導形式無法確認成

效，改以校園宣導方式。 

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微聽損

網站 

建置微聽損網站，網站瀏

覽量：486,109人次 

擴充微聽損宣導網站內容，

網站瀏覽量：617,536人次 

新增護耳大挑戰遊戲總人

次 8,792，微聽損網站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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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達成率：81% 達成率：618% 量：497,578人次 

達成率：124% 

護耳護

照 

接洽新北市衛生局，取得

合作意願 

因新北市衛生局人力不足暫

緩合作 

接洽宜蘭縣衛生局，肺炎疫

情暫緩 

宣導 以兒童聲音科普營方

式、桌遊體驗遊戲形式推

廣，亦另向 268所國小推

廣桌遊體驗，以認識聽損

者及同理溝通困境，共計

13,296位學生參與，網路

桌遊體驗共計 13人。 

校園宣導 校園宣導 

 

2.2 失敗或不如預期的項目、學到及改善之處 

2.2.1 失敗或不如預期的項目 

面向 失敗或不如預期的項目 

個案服務 1. 微聽損家長積極處遇或介入的動力普遍不足 

2. 肺炎疫情中斷微聽損家長講座/家長成長團體 

醫療連結 1. 專業人員建議不一，家長無所適從 

教育宣導 1. 肺炎疫情中斷校園宣導，宣導受益人數不如預期 

2. 校園宣導媒材未能細分年齡層，宣導深度有限 

專業研究 1. 研究對象多以是曾經或現在接受雅文服務者的經驗，無法擴及到外部之狀況 

社會倡議 1. 護耳護照：新北市人力不足及宜蘭縣因肺炎疫情暫緩合作 

2. 網路桌遊體驗未獲關注，參予人數過少 

2.2.2 學到及改善之處 

藉由多元服務滿足需求，提升介入動力及微聽損意識；透過傳遞專業知能，提升意

識及服務共識；分享研究結果，增加對微聽損族群的認識。 

面向 改善之處 

個案服務 1. 調整變形服務，如 2019年起新增聯合諮詢門診 

2. 拍攝家長心路歷程影片及邀請家長擔任志工，經驗分享 

3. 建置微聽損家長 Line群組，提供即時性的服務 

4. 因應肺炎疫情，提供線上影片講座，確保資訊傳遞 

醫療連結 1. 2018年微聽損研討會，增加對微聽損族群的認識 

2. 2019年專業人員會談技巧研習，強化同理與溝通 

3. 2020年微聽損服務成果研討會，知識與研究傳承 

教育宣導 1. 發展「微聽損警示量表」，指引家長或教師發覺潛在微聽損個案，及早接受聽

語專業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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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改善之處 

2. 設計多元化教育宣導媒材，擴及學前及學齡對象，營造友善溝通互動環境 

專業研究 1. 探索台灣微聽損個案的就醫與生活適應，供第一線療育人員認識微聽損族

群，提供適切服務 

2. 使用不同標準化語言相關測驗工具，了解從 0到 6歲微聽損兒童語言發展狀

況，研究結果回饋家長，以利掌握介入的時機；另了解微聽損親職壓力，回

饋第一線社工提供處遇 

社會倡議 1. 2018年的網路桌遊體驗，改以校園宣導方式提升學生認識聽損者及同理溝通

困境 

2. 持續編修謢耳護照，預計 2021年於微聽損網站上架，搭配受邀相關參與公部

門會議，適時洽談合作機會 

 

2.3 成功的項目及關鍵因素 

因專案理念符合服務對象之需求，故能在短時間之內順利推動專案，並有效解決個案面

臨的困境。 

面向 關鍵因素 成功項目 

個案服務 服務模式多元與彈

性，逐步提升家長意

識與動力 

1. 微聽損諮詢門診，有充裕時間回應家長的需求與疑惑 

2. 家長經驗分享影片與支持服務，加速家長介入的決心 

3. 指導家長教學觀察與評估策略，加速個案學習成效 

4. 線上講座，促使家長第一時間了解微聽損資訊 

醫療連結 成功喚起醫療人員對

微聽損族群的服務意

識，增加轉介率 

1. 透過為期 3年的研習與研討會，建立第一線醫療夥伴

微聽損家庭服務網絡，並加速家長介入動力 

2. 藉由台灣微聽損個案服務的經驗與研究分享，促使第

一線專業人員更了解對象並提供適切建議 

教育宣導 主動走入校園推廣微

聽損知識，讓師生獲

得正確觀念 

1. 讓學生們認識微聽損族群，學會保護自身聽力的方法

及重要性，進而喚起對微聽損族群的關懷 

專業研究 展開本土化微聽損研

究，讓專業者深入了

解服務對象，也讓政

府掌握數據以利政策

調整 

1. 透過本土化微聽損研究，了解東西方為聽損族群差異

化，同理服務對象及調整服務方向 

2. 促進衛福部及教育部針對微聽損族群修訂法規及訂定

明確的補助作業辦法 

社會倡議 傳遞的訊息淺顯易

懂，貼近家長及專業

者的需求 

1. 微聽損網站資訊易讀且操作容易，增加使用者的意願 

2. 搭配設計謢耳專區及互動遊戲，吸引社會大眾點閱，

建立耳朵保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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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助後 

3.1 相較前三年的願景，機構創新、成長及茁壯的地方 

3.1.1 啟動新的服務模式： 

3.1.1.1 微聽損聽力及聽語諮詢門診 

3.1.1.2 創立 LINE服務方式 

3.1.1.3 提供線上微聽損課程影片 

3.1.1.4 建置微聽損網站 

3.1.1.5 主動連結醫院辦理微聽損研討會…等 

3.1.2 累積三年服務微聽損的經驗，能迅速掌握個案及家庭面臨的問題，快速滿

足其需求 

3.1.3 深入連結醫療團隊，讓專業人員對微聽損服務更聚焦 

 

3.2 傳善獎對機構的影響 

3.2.1 傳善獎補助方式給予機構極大的自主規劃空間，讓本會依微聽損個案服務

需求，增列專責人員編制，細緻發展微聽損服務策略與擴散知識 

3.2.2 協助拍攝之簡介影片，讓社會大眾與公私單位認識雅文基金會的服務，認

同本會為微聽損專家，增加參與政府對微聽損政策制定的話語權及主動邀

請本會專業人員擔任微聽損相關議題講師 

3.2.3 提供定期督導，陪伴專業夥伴成長，再加上服務微聽損家庭的經驗累積，

快速掌握服務對象需求 

3.2.4 得到傳善獎的經費挹注，是對本會服務理念的肯定與支持，讓第一線夥伴

感受到工作內容是極具意義與價值的。三年來，專責人員皆無異動，且於

專案結束後，仍願意留在本會繼續服務 

3.2.5 累積三年的服務，獲得各界認可，於成果發表會當日號召各領域團隊進行

誓師，為未來微聽損服務開展新的里程碑 

 

3.3 募款及穩定 

3.3.1 專業服務獲社會大眾認同支持，在捐款上反映了成長趨勢 

        收入佔比 

年度 
企業 民間組織 社會大眾 

2020 43% 9% 49% 

2019 41% 12% 47% 

2018 58% 8% 34% 

2017 50% 8% 41% 

2016 50% 9% 42% 

2015 63% 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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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受惠傳善獎經費揖助，業務得以有序推進，人員流動狀況穩定 

年度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離職率 22.55% 15.46% 18.87% 20.39% 17.76% 16.67% 

 

3.4 機構對社會的影響 

面向 成功項目 

微聽損族群 

1. 家長重視孩子微聽損狀況，服務之個案量增加，包含聽語課程

介入 

2. 家長願意讓孩子使用相關資源與評估，包含合適的輔具配戴 

3. 大齡個案對於處理微聽損的態度轉為正向積極 

醫療單位 

1. 得到醫療人員對微聽損的重視及個案轉介量增加 

2. 醫療人員主動與本會專業團隊討論微聽損個案服務現況 

3. 積極參與本會研討會及課程，並回饋有助於實務工作的推進 

教育體系 

1. 願意與本會合作於該縣市推廣微聽損知識與教學 

2. 開放及歡迎本會入校，向學童宣導微聽損主題 

3. 主動轉介疑似微聽損個案 

政府單位 

1. 邀請本會參與政府單側聽損納入身心障礙資格之相關會議，及

促進修訂聽力障礙之身心障礙鑑定辦法 

2. 經倡議，教育部主動制定可讓單側聽損學生申請聽障教育輔具

之作業辦法 

3. 本會推動之護耳護照，理念獲宜蘭縣政府支持 

民間單位 

1. 聽覺輔具販售廠商主動提供微聽損輔具折扣與補助 

2. 早療單位邀請本會擔任教育訓練講師，並媒合個案接受微聽損

服務 

 

3.5 給後續機構的建議 

3.5.1 貼近服務對象的需求，避免單以專業者的角度定義問題 

3.5.2 放大服務的格局，要考慮服務的短中長程目標與計畫，讓其脈絡有延續性 

3.5.3 突破盲點才能持續往成功道路邁進，即使服務過程不順利，也應不斷思考

新策略，尋求突破 

3.5.4 運用經費聘任專業督導，時時檢視服務方向是否偏離。遇到瓶頸時，亦可

透過督導看到問題與限制，適時跳出服務框架，尋求解決之道 

3.5.5 隨時與傳善窗口保持聯繫，讓對方即時掌握受助單位的服務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