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理論篇

 一、語言溝通模式的理論基礎

 本教材之設計主要是參考阿克( Kirk，S．A．)所編之「心理語言

 能力測驗」(  ITPA)、「畢保德語言發展教材」( PLDK^之精神

 ，麥克伯斯C Myklebu^^ )與詹森(  Johnson )的心理神經學的教學

 原理，奧斯谷的溝通模式( osgoo^ s  Commnunication Model    )  >

 麥爾斯和漢米爾的綜合語言模式( Myers紋^ammnill s Composite

 Language  Model)、魏卜曼的語言缺陷模式( Wep^an s Aphas^a

 Model)、柯克與葛拉加的訊息處理模式( Kirk技Gallagher 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 l)  ?基爾福( Guilford)的智力理

 論、及史金納( Skinner )等人的行為改變技術等原則。茲分別介紹

各家之主要理論基礙:

 一、柯克以聽覺收訊、視覺收訊經過聽覺及視覺的組織及聯合的過

 程，再經過語言發訊及動作發訊而表達出來。如圖^^部表示ITPA所

依據的心理語言能力運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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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ITPA心理語言能力圖解

 二、唐恩( Dunn，L．M．)等人所編製的畢保德語言發展教材( PL

 DK  )係植基於刺激口語語言發展中之接收、聯合、與表達的能力，

 更進一步則用來促進智能的發展與增進學業的進步。圖二部表示本教

 材用來做為訓練兒童之「心理語言過程」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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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PLDK心理語言過程的模式

 本教材強調整個(整體)的口語語言發展訓練，而非某一心理語

 言過程之特殊訓練，收訊過程是經由視、聽、觸三種感覺器官，而發

 訊過程則由口語及動作來表達．，並著重認知過程的發展，它包括擴散

 性、收飲性、及聯想性的思考。

 三、麥克伯斯依據神經系統的功能來說明人類經驗的五個層次:感

 覺作用、知覺作用、意像作用、符號化、概念化的經驗。這五個經驗

 係來自感官的末稍神經系統及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若順．利發展，則

 學習暢達無阻，若一層次的神經功能異常，則學習障礙隨之而生。他

的語言符號化行為的發展階段及心理神經學的教學原理可以圖3?1

與圖3 ? 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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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心理神經學為觀點

的診療教學示意圖

 四、奧斯谷的溝通模式偏重心理語言能力，是應用哈爾( Hull)所

 提出的中介假設(Me^^^tion Hypothesis  )而建立的理論架構，亦

 部在外顯的刺激與外顯行為之間，有一個隱含的而可產生刺激的反應

 來引發外顯行為。這隱含的反應是一種意像化或符號化過程，它能對

 個體所接受到的符號或刺激(大寫S )賦予意義，而這隱含的反應(

 小「 )為一中介歷程，它自動產生自我刺激(/^寫s  )再引發外顯的

 反應或行為(大R )，聯結而成S? r ? S—^的學習過程，其圖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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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      Osgood的語言溝通模式

 五、魏卜曼的語言缺陷模式包括反射的、知覺的、概念的三個層次

 。反射層次為低層次，較無意志作用的反應口知覺層次是指模仿活動

 ，經由模仿練習，而建立知覺層次的傳遞過程。概念層次部符號化，

 有概念形成的意思。學習過程分為傳遞與統整，傳遞又分接收與表達

 ，這與感覺動作器官有關，是在反射和感覺層次中進行，涉及記憶庫的

 功能。統整則在知覺和概念層次中進行，在概念層次中將刺激予以瞭

 解，賦予意義，並與過去所學的概念聯結起來．，其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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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Wepman ^Z7語言缺陷症模式

 六、麥爾斯與漢米爾的綜合語言模式認為語言過程分為收訊、聯合

 、與發訊三個階段;收訊是指接收與覺知對語言有必要的刺激;聯合

 是將接收進來的刺激予以聯結，或進一步予以類同與分辨;發訊是指

 表達出來。語言的功能層次分為反射、統整、概念化三層次。回饋分

 為內在回餵和外在回餞。把將要表現在外的行為反應加以修正，稱為

 內在回餵;把經由視聽、及肌肉動作感覺接收自己的反應而判別其正

 誤者，稱為外在回餵。溝通的途徑有「聽一說」、「聽一動」、「視

 一說」、「視一動」與「觸一動」等等，每個人的溝通途徑各有不同

 的偏向。其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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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阿克與薦拉加的訊息處理模式以為兒童可由四方面確認其學習

 能力的差異，部知覺能力、心智操作能力(IE憶、理解)、表達能力

 、和決策能力。知覺包括視覺、聽覺、肌肉動作感覺、觸覺、味覺、

 嗅覺等六種，他不僅單純覺知刺激，且有加入過去有關經驗的合成功

 能。心智操作包括記憶、聯合、推理、外推、評鑑等高級而複雜的心

 理反應活動。表達的力式可分為口語表達、動作表達。動作表達又可

 分為粗大動作與精細動作的表達。決策( Decision Making )可分為

 注意的策略、思考的策略、選擇的反應、和回餵的應用。其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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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      Kirk氏Ga^^agher ^Z^訊息處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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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溝通理論是學者們為了闡述語言溝通的歷程而建立的一種有

 組織的架構，透過溝通理論的瞭解，可以幫助特殊兒童教學的改進。

 特別是對於一位從事特殊教育的工作者而言，溝通理論可以提供下列

幾項功能:

 廿幫助我們對溝通問題的瞭解。

 □幫助我們設計合適的診斷評量工具。

 曰幫助我們設計有效的策略，使學生因此學習得更奸。

 倒幫助我們做教學的研究發展。

 回幫助我們與其他領域的相關專業人員，做有效的溝通。

 語言溝通模式不但可以直接應用於實際教學，且可幫助教師診斷

 學生學習的困難所在，與可能的原因。上述各種主要的溝通理論，啟

 示了吾等啟聰教育工作者，在實施特殊兒童語言訓練時，應該多運用

 下列諸原則，以增進教學效果:

廿注重教材的選擇與呈現

 上選擇學生在同一時間內，所能接收之教材的難度與份量。

 2利用多重感官途徑，加強學生對轍入訊息的印象與瞭解。

 巴多使用實物、圖片、模型、標本、玩具、照片等教具，引發學生

 的注意與興趣，並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4．善於利用參觀、實驗、角色扮演、實際操作等多彩多姿的學習活

 ．動教學，以增進學生的直接經驗。

 □幫助學生進行有效的心智操作:

 1安排有系統的反覆練習，增進學生對教材的瞭解並強化其記憶。

 2提供足以產生類化效果的練習活動;激勵學生的思考能力，使其

 不僅能「因一知一」，進而能「觸類旁通」。

 扒協助學生在不甚相關的若干事物中，尋找相關處，並歸納出簡單

 的原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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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注重學生的表達能力:

 L利用視覺、觸覺與運動感覺上的刺激，幫助學生揣摩發音時肌肉

 的運動，以促進正確的發音與拼音。

 2教導學生利用習得的字彙，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意。

 巴將實用住、簡易性、趣味性的教材呈現後，鼓勵學生加以敘述。

 4．平時師生間，或親子間，宜多做開放性的問答，以「為什麼」、

 「怎麼樣」等開放性的問題來取代「是不是」、「對不對」、「

 好不好」、「會不會」、「懂不懂」、「行不行」等閉鎖性的問

 題。

 倒給予學生適當的回饞，並幫助學生有效地應用回韻所提供的訊

 ，山、'

 1隨時隨地更正學生錯誤的發音與字句，必要時要指出其錯誤的發

 音或字句與正確的發音或字句之間的差異，以增進聽辨能力。

 之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本教材申所有語言訓練遊戲活動就是基於上述各家的心理語言過

 程之模式而設計的，經由這些有計畫的遊戲活動，希望能夠進一步增

 進學生注意聽的能力、思考能力、說話能力、以及適當的表達能力。



 二、感覺統合的理論基弘楚

 臺北市立療養院職能訓練中心高麗芷治療師表示，三歲至八歲是

 兒童感覺統合發展的關鍵年齡。兒童發育到小學入學年齡時，他們的

 中樞神經系統已建立很穩定的知覺世界，因此可以接受由幼稚園具體

 教學轉化為小學符號、文字抽象的教學方式，但不幸的是，並非人人

 如此順利成長，到此階段仍有部份兒童，不僅未能建立知覺世界，甚

 至連最基本的感覺通路亦有障礙，所以學習效果不良，而產生反應遲

 緩或異常的情形。兒童在入學以前，人腦對事物的感受來自感覺印象

 ，兒童對事物沒有抽象的概念，往往是以身手運動來增加觸感，學習

 的反應大都為肌肉及運動型，而不是懂得運用邏輯的心智型。隨著年

 齡的增長，感覺運動組合良奸，心智和社會反應才容易學習。換句話

 說，感覺運動是知覺運動與認知學習的基礎，整個學習過程如圖8所

 示，如果中樞神經系統失調，自然無法統合感覺，變成運動。

︶

路
統
系

通
經

覺
珮

樞

感
中
︵

圖8  :學習過程

 恢復感覺運動的原始功能，部可重新塑造、奠定學習的基礎。鄭

 信雄醫師說:感覺統合治療主要根據兒童神經上發展的需要，讓兒童

 在設計的遊戲中，獲得足夠的感覺剌激，包括中樞神經前庭系統、肌



 肉關節動覺系統、及觸覺系統等刺激。使感覺通路正常化，並促進感

 覺系統間之相互整合，由有目的的遊戲中誘發出適當的學習能力反應

 ，讓學童能自發的整合這些感覺，提高學童適應生活的能力，再配合

 特殊教育加以輔導，部能透過多種感覺功能的訓練，讓兒童平衡身體

 重心，刺激腦部神經生理之發展，改善腦處理感覺資訊與組織感覺資

 訊的通路，活化腦的學習功能。

 幼稚教育專家高敬博士指出，許多研究證實，遊戲有利於兒童的

 智力、肢體、與感官的發展，遊戲是兒童發展潛能的學習過程。因此

 他主張學習要遊戲化，遊戲耍教育化。

 國立臺灣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許澤銘主任指出，遊戲活動可以

 增進兒童的經驗，從遊戲中尚可學習合作、秩序、遊戲規則等，人類

 活動的需求是與生俱來的，肌肉的活動可以消除緊張。遊戲的需求也

 是與生俱來的，遊戲可以滿足兒童活動的需求，尤其在幼兒期，遊戲

 是不可或缺的活動。遊戲又叫做「有目的的活動」。兒童遊戲時，往

 往專心一意，貫注在遊戲上，能身心自主活動，因此有益於身心的發

 展。遊戲的遊伴以年齡相若者為最佳。只有大人或年齡差距過大者，

 做為遊戲的夥伴，並不臻理想。慌張。消極、內向、退縮的特殊兒童

 ，其原因部份是由於遊戲不足，因此「遊戲活動」可以做為特殊訓練

 (語言訓練或感官訓練)的出發點。

 根據上述之語言溝通模式與感覺統合的理論基礎，筆者等設計了

 特殊兒童語言訓練與知動訓練遊戲教材單元，希冀從兒童感到興趣的

 遊戲活動中，培養聽覺障礙兒童、智能不足兒童、腦性麻痺兒童、學

 習障礙兒童、情緒障礙兒童的語言溝通與語言發展能力，以達到「學

 習遊戲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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