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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的橋梁：互動式語遲發展輔具引領早療語言新航線 

 

一、 社會關懷議題 

(一) 關懷議題內容 

每個孩子都是父母的珍寶，新生命的誕生為每個家庭帶來無比的喜悅。

孩子作為家庭的核心，他們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都牽動著父母的心，深怕哪

裡出現問題。其中，發展遲緩是家長們最關注的議題之一。根據聯合國世

界衛生組織的統計，發展遲緩兒童的發生率約為 6%至 8%，也就是每 15

位兒童中就有 1位可能是「慢飛天使」。 

兒童早期療育，簡稱早療，專為發展遲緩的兒童提供服務。強調透過

醫療復健、教育體系和社會福利三大領域的專業人員，以團隊合作的方式，

根據遲緩兒童及其家庭的需求，提供整合性的服務。針對 6歲以下發現有

發育遲緩傾向的兒童，透過適當的療育，介入他們的成長過程，幫助發育

較慢的孩子迎頭趕上，增強他們融入社會的能力，減輕家庭負擔。全球先

進國家都將早期療育列為重要的發展指標，臺灣也在《兒童及少年權益保

障法》第 31條中規定：「政府應建立六歲以下兒童發展之評估機制，對發

展遲緩兒童，應按其需要，給予早期療育、醫療、就學及家庭支持方面之

特殊照顧。」由此可見，早療教育不僅是國家教育的重要發展方向，也是

社會關懷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研究指出，0至 3歲是治療的早療黃金期。若能在孩子三歲以前發現

發展遲緩的症狀，並及時進行治療，療育效果是三歲以後的十倍。及早接

受早期療育專業團隊的服務，發展遲緩的狀況將得到改善，甚至趕上同齡

孩子。但即使在 0至 6歲的發展關鍵期發現問題，仍有補救的空間。 

在兒童的發展過程中，通常劃分為五大核心領域，代表不同層面的成

長與學習，這些領域相互影響，共同促進兒童的全面發展： 

⚫ 認知發展（Cognitive Development） 

⚫ 語言與溝通發展（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 細緻動作發展（Gross and Fine Motor Skills Development） 

⚫ 社會與情緒發展（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 自我照顧與生活技能（Self-care and Adaptive Skills） 

於五大領域中，語言與溝通發展的問題於疫情影響後更加突出，由於

「疫情寶寶」長期居家隔離缺乏同儕互動，缺乏面對面的互動、日常活動

減少，導致語言和人際互動能力發展受到限制。甚至有些孩子到了兩歲後

還不會說話，或是語言理解和表達能力明顯落後於同齡兒童，被稱之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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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發展遲緩」。這種情況通常需要長時間的觀察，和家長及早發現異常徵

兆，進行聯合評估找出真正問題，才能對症下藥。 

然而，其語言治療與聯合評估流程十分繁瑣(如圖 1所示)，根據現行

治療評估流程對應之階段可劃分為「發現症狀期」、「就醫診斷等待期」、

「正式治療期」三大階段： 

(1). 發現症狀期：承前述所言，發現語言遲緩症狀需要家長或照護者先

注意到孩童在語言表達或理解方面的困難，並根據觀察到的異常徵

兆，決定是否尋求醫療專業評估以及後續的治療手段。 

(2). 就醫診斷等待期：一旦家長決定尋求專業幫助，接下來通常需要與

兒科醫生或專門的語言治療師預約評估。然在現行語言治療體系

下，在門診醫師初步評估孩童狀況後，判定需進一步進行聯合評估

時，因聯合評估需求高、醫療資源有限、評估流程嚴謹之多重因素

參雜之情況下，其評估等待期可能長達三個月至半年以上，待正式

進行治療時，卻已錯過早療黃金期。 

(3). 正式治療期：經過醫師聯合評估後，確定孩童需要進行語言治療，

其早期療育課程會考量到孩童的狀況進行個人化治療計畫擬定，並

透過一周 2 到 3 次的語言治療課程(每次課程平均為 30 分鐘)，來

輔助孩童逐步提升其語言表達能力。 

在醫療資源有限和嚴謹的評估流程下，家長在等待診斷的漫長期間，

常感到無助與焦慮。由於缺乏專業訓練，他們不清楚如何在等待期間有效

地協助孩子，加上擔心延遲治療可能導致病情惡化，常感到手足無措。即

使最終獲得健保提供的早療課程，其頻率通常只有每週兩到三次，每次約

30 分鐘，與研究建議的密集治療（每週三到五次，每次一小時以上）相

比，明顯不足。在現行臺灣醫療體制和量能不足的情況下，除非家長選擇

自費，否則難以實現密集治療，使得偏鄉兒童的治療更加困難。 

圖 1 孩童發展治療評估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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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懷議題的社會影響度 

壹、預期社會影響力： 

⚫ 醫療體系與家長對孩童帶來的影響：醫療體系提供專業的診斷與治

療，幫助孩童在語言發展上取得顯著進步；家長則是日常語言練習

的主要推動者。家長的積極參與和持續陪伴對孩童的語言學習至關

重要。透過醫療體系與家長的共同努力，孩童不僅在語言能力上得

到提升，還在情感、社交和認知發展上獲得全方位的支持。 

⚫ 孩童對社會帶來的直接影響：隨著孩童的語言能力和社交技能的提

升，直接影響未來對於社會的生產力貢獻，與促進經濟發展穩定性

的重要根基。並且也有研究指出，及時進行早期療育對於孩童成年

後的行為能力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對建立更和諧的社會關係具有重

要作用。隨著他們的成長，良好的行為能力和專業技能將直接推動

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創新進步。 

⚫ 醫療體系與家長輔助下為社會帶來的間接影響：透過醫療體系和家

長的有效合作，不僅提升了孩童的個人能力，也有助於提高公眾對

語言發展遲緩及其影響的認識。這種增強語言治療認知的模式，能

推動更多教育和醫療資源的投入，減少因語言障礙引起的學習困難

和社會排斥問題。長遠來看，這有助於減輕公共衛生體系的負擔，

降低因語言問題產生的社會成本，促進整體社會福祉和經濟穩定。 

圖 2 預期社會影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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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地方訪談對象回饋 

圖 3 訪談對象回饋示意圖 

在深入探討兒童語言發展遲緩問題的過程中，為了更深入了解語言治療

流程中所面臨的挑戰，很榮幸地邀請到醫療教研端（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的小兒精神科醫師）和醫療現場端（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的語言治療師）進行

訪談。透過他們的實務經驗，我更深化理解了語言遲緩議題對社會、教育與

家庭的影響。並根據訪談內容，我將討論總結為兩大面向：「語言治療問題」

和「練習手段與瓶頸」。 

⚫ 語言治療問題： 

◼ 醫療教研端： 

於醫療教研端指出，語言遲緩的早期症狀往往不明顯，家長難以察

覺，通常等到就醫時情況已較為嚴重。加上現行台灣醫療體制下的

治療量能不足，不管是健保給付或是自費形式的醫療機構，皆面臨

到治療量能不足之現況，導致孩童無法及時獲得所需的治療。 

而治療量能不足的原因主要在歸咎語言治療專業領域中臨床個案

症狀和狀況的多樣性。這使得非資深醫療人員在臨床技能和專業知

識方面難以完全滿足醫療需求，進一步加劇了醫療資源的緊張。 

◼ 醫療現場端： 

於醫療現場端指出，聯合評估流程的繁複和耗時性，可能會拖延孩

童在 3歲前享有的黃金治療時期。同時，面臨治療量能不足的挑戰

也變得日益嚴峻，隨著疫情影響，孩童需要語言治療的需求不斷增

加，專業語言治療師的數量已無法跟上需求的增長，這導致語言發

展遲緩的孩童無法有效地獲得必要的醫療資源和協助。 

 

⚫ 練習手段與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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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教研端： 

醫療教研端提到，雖然語言治療流程能夠輔助孩童改善療效，但受

限於治療量能不足，治療頻率受到限制。針對這一問題，醫療教研

端在此部分針對兩個面向進行建議： 

1. 建立醫療治療培訓：在現行醫療體系下，因治療量能匱乏，

培訓的推行面臨困難。 

2. 強調家長在家陪伴練習的重要性：希望在醫療資源匱乏的情

況下，透過家長的積極協助，提升孩童的語言表達能力。 

醫療教研端發現，家長常因繁忙而缺乏時間和耐心進行訓練，且對

語言發展的專業知識了解不足，不知如何有效地協助孩童。為了安

撫孩童，許多家長過度依賴電子產品，讓孩子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

板電腦，希望透過娛樂內容吸引注意力。然而，這種做法可能對語

言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因為孩童被動接受視聽內容，缺乏必要的互

動和語言使用，限制了語言理解與表達的發展。 

但醫療教研端也指出，若能妥善運用，電子產品可成為促進孩童語

言發展的有力助手。透過設計具刺激性、互動性和趣味性的內容，

可以有效提升孩童的語言理解和表達能力。 

◼ 醫療現場端： 

醫療現場端指出，由於語言治療師的不足，家長在語言發展遲緩孩

童的治療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許多家長因工作繁忙或缺乏專業

知識，難以有效地協助孩童。並且由於資訊時代的發達，他們常讓

孩子使用電子產品以取代其他親子活動。但過度依賴電子產品會減

少親子溝通，因為孩童花更多時間與螢幕互動，而非與家長互動。

此外，現有的電子產品娛樂通常缺乏互動性和刺激性，無法提供有

效的學習和發展機會。 

 

綜上所述，不論是醫療教研端或是醫療現場端，皆指出現行醫療量能不

足導致孩童無法接受妥善的治療，並強調家長在家陪伴練習的重要性。然而，

家長常因忙碌及缺乏相關知識，不知如何有效協助孩童，並常依賴電子產品

安撫孩童，可能不利於語言發展。但電子產品若使用得當，讓孩童能在娛樂

活動中也能進行具互動性和趣味性的內容，電子產品也能成為促進語言發展

的一大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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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決方案  

壹、行動構想與改善計畫 

根據訪談對象回饋內容可知，雖然現行孩童接觸電子產品的普及率極

高，電子產品對孩童的影響卻是雙面刃，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可能對孩童的身

心健康產生不利影響，包括影響視力、睡眠質量，以及可能導致注意力分散。

然而，若能妥善管理和使用，電子產品同樣能帶來正面的教育效果。其在增

強教育內容的互動性、刺激性和趣味性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 

因此本團隊旨在設計一套互動式語遲發展輔具「語言發展遲緩孩童之情

境式智慧學習 APP」，引導孩童進行語言理解與表達，以輔助孩童在漫長的

治療等待期，能夠有個練習工具輔助孩童進行語言表達；在正式治療期開始

後，也能透過此 APP 強化語言治療師進行正式治療、家長在家輔助練習的

相輔相成模式，以進一步強化語言練習的延續性與深度，促進孩童語言發展

成效。 

透過本團隊所設計之 APP，可以透過引導孩童進行適當使用時間的前

提下，提供其互動性、刺激性與趣味性三者兼具的語言練習模式，以輔助孩

童規避電子產品可能帶來的有害影響之餘，能夠有效發揮出電子產品帶來的

優勢，讓孩童可以在不受地區性與資源的限制下，適當地進行語言練習，進

而提升孩童的語言理解與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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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核心功能 

圖 4 系統架構圖 

本團隊所設計之「語言發展遲緩孩童之情境式智慧學習 APP」主要透過

串接「例句提煉模組」、「虛擬人智慧生成模組」、「資料記錄模組」等三大模

組用以實踐本 APP 之功能。本系統架構圖與系統流程圖分別於圖 4 與圖 5

所示，並於下方詳述本 APP的核心功能說明。 

⚫ 情境式智慧學習 APP 

主要提供階段性語言練習功能與多元化情境擴增後台功能，以全面性地

輔助孩童學習端、語言治療師治療端、家長輔助端，增強語言練習的延

續性與深度。 

◼ 階段性語言練習 

此功能分為三個階段： 

◆ 音韻發音：幫助孩童正確發音，掌握語言的基本元素。 

◆ 詞彙表達：學習詞彙的恰當運用，提升表達能力。 

◆ 語句構築：流暢構建完整句子，增強語言表達。 

介面設計（如圖 6所示）讓孩童透過選擇主題，結合圖像與語音進

行理解與發音練習。隨著能力提升，孩童可點選多個詞彙組合句子，

並透過口型模仿和語音播放練習完整句子的發音。系統會根據孩童

組合的語句，自動生成情境式虛擬人動畫，增強理解，同時增添趣

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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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情境擴增後台： 

隨著孩童能力的提升，語言治療師或家長可透過後台為孩童擴充多

元化的情境語句，協助他們在不同生活情境中學習各種語法、語意

和語用，增強語言理解與使用，使孩童在日常互動中更為自如。 

後台介面（如圖 7所示）允許家長或語言治療師以文字或語音輸入

情境語句。系統對語句進行斷詞，自動生成孩童易於理解的情境圖

片，並提供詞彙主題歸納建議，協助實時且有效地擴充不同語境的

語句，達成多元化的語言練習。 

◼ 孩童語言練習紀錄分析： 

此功能不僅提供實時的練習反饋，全面記錄孩童在學習過程中的

表現與進步。系統自動收集和分析孩童在各階段的發音、詞彙使

用和語句構築數據，提供量化的學習成果報告。 

透過這些數據，語言治療師和家長能夠精確地了解孩童在語言學

習路徑上的具體狀況，包括其在語言理解與表達上的強項和待改

進之處。不僅如此，這些數據也有助於識別孩童可能需要額外支

援的部分，以輔助語言治療師制定更加個性化和目標導向的治療

方針，從而更有效地促進孩童的語言發展。 

 

圖 5 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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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階段性語言練習介面功能示意圖 

 

圖 7 多元化情境擴增後台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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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系統效益 

⚫ 對孩童而言: 

◼ 階段性練習：透過從音韻發音、詞彙表達到語句構築的循序漸

進練習，幫助孩童系統化掌握語言的基本元素，穩步提升語言

能力。 

◼ 情境化應用：多元化情境擴增功能讓孩童能在不同的生活情境

中學習和運用語言，提高實際溝通能力和語用技能。 

◼ 趣味性學習：APP自動生成情境式虛擬人動畫，強化孩童對語

句的理解。透過互動性強、刺激性高且有趣的動畫形式，增添

學習趣味，提升孩童對語言學習的興趣和積極性。 

⚫ 對家長而言: 

◼ 輔助角色強化：APP提供協助和即時反饋，幫助家長了解正確

的訓練方法。即使缺乏專業知識，也能在家中有效輔助孩童進

行語言訓練。 

◼ 即時監控與反饋：系統的語言練習紀錄分析功能讓家長隨時了

解孩童的進步情況，掌握學習動態，及時調整訓練計劃，確保

訓練效果最大化。 

⚫ 醫療機構（醫療教研端）: 

◼ 長期跟蹤研究：系統數據記錄功能可觀察和分析語言治療的長

期效果，為改進治療方法和改善治療效果提供長期資料參考。 

◼ 緩解治療量能不足：透過系統的數據分析，非資深醫療人員可

以獲得更多學習數據和實務經驗，提升臨床技能和專業知識，

縮短成長周期，盡可能緩解治療量能不足問題。 

⚫ 醫療機構（醫療現場端）: 

◼ 提升治療效率：系統自動收集和分析孩童各階段的語言數據，

提供量化學習成果報告，幫助語言治療師快速了解學習進度，

減少手動記錄和分析時間，提高工作效率。 

◼ 改善治療效果：系統提供實時的練習反饋，讓治療師能夠即時

調整治療計劃，確保治療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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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系統效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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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踐策略(方法) 

隨著台灣語言發展遲緩兒童的人數趨勢日益嚴重，在現行醫療資源限制

導致供不應求的情況。因此本案將以「高雄地區」作為首要目標場域，期望

可以透過提出之解決方案，能夠在不受限於醫療資源限制的情況下，有效輔

助語言遲緩兒童進行語言練習與表達。更希望在持續推動下，能夠在區域性

成功案例的基礎上，逐步拓展至全國，以為改善孩童語言發展遲緩的現況做

出具體性貢獻。 

壹、 落地目標設定： 

甲、本案提出的解決方案將作為孩童的陪伴練習工具，提供持續性

的學習輔助支援。 

乙、本案所提出的解決方案適用於發現症狀期、就醫診斷等待期及

正式治療期三個階段，其旨在彌補現有醫療資源的不足，而非

取代現有醫療流程。 

丙、本案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將不受地域性之限制，提供有效語言練

習輔助與醫療資源指引。  

貳、 推廣策略 

圖 9 推廣策略規劃路徑圖 

甲、需求分析 

i. 發現議題：透過與語言發展遲緩孩童、家長、語言治療師

和醫療機構的溝通，了解他們在語言學習和治療過程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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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的艱難和需求。並蒐集現有市場上類似產品的不足之處，

確立 APP的應用價值。 

ii. 實地走訪：拜訪醫療機構、特殊教育學校和康復中心，觀

察語言治療的實際情況。並與語言治療師、兒童心理學家

進行深入交流，獲取專業建議。 

乙、系統設計：劃分為三大面向進行，分別為系統分析、系統架構

與系統效益分析，並於本案中規劃完成，並持續改進完善。 

丙、開發與測試 

i. 敏捷開發：採用敏捷開發模式，分階段完成功能開發，快

速迭代。並預計開發週期為 6-8個月，包括需求分析、設

計、開發和測試。 

ii. 與專業醫材開發團隊合作通過測試 

1. 合作目的：透過與醫材開發團隊合作，利用其專業資

源和技術，確保 APP符合醫療器材的相關標準。 

2. 測試內容：進行功能性、安全性、穩定性、合規性等

多方面的測試，確保產品品質。 

丁、合作與資源整合 

i. 醫療教研端 

1. 合作對象：醫學大學、研究機構。 

2. 合作內容：共同進行語言治療相關研究，提升 APP的

專業性。 

ii. 醫療現場端 

1. 合作對象：醫院、診所的語言治療部門。 

2. 合作內容：在臨床環境中應用 APP，收集反饋，持續

改進產品。 

iii. 特殊教育機構 

1. 合作對象：特殊教育學校、康復中心。 

2. 合作內容：將 APP 納入日常教學，提升孩童的語言

能力，提升 APP的擴散度。 

戊、宣傳規劃：本案將宣傳規劃區分為四個方向，用以增加 APP

在網路上的曝光度。 

i. 視覺化設計 

ii. 印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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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客製化網站 

iv. 搜尋引擎最佳化 

己、推廣擴散 

i. 醫學大學端持續合作：透過與醫學大學合作，進行學術研

究和人才培養。並鼓勵相關專業的學生參與 APP 的推廣

和使用，擴大影響力。 

ii. 透過專業醫材開發團隊開枝散葉：利用醫材組的資源和網

絡，將 APP推廣至更多醫療機構。 

iii. 醫療體系相互擴散：通過醫療體系網路內部的推薦機制，

鼓勵更多機構使用 APP。 

參、 當前落地合作夥伴： 

甲、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醫療器材組 

金屬中心醫材組致力於將 AI、大數據、創新服務 應用於醫

療器材及照護產業，發展方向包括功能性植入式醫材、智慧

監測診斷、智慧治療、智慧健康照護 等方面。本案計劃與金

中心 醫材組共同研發，期望透過其豐富的開發經驗獲取國家

醫療認可、維持醫療法規的合規性，並透過其合作夥伴加速

APP的推廣與落地。 

乙、國立台北健康護理大學(醫療教研端) 

於訪談中，小兒精神科醫師表達了對本案的期待。我希望透

過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的臨床醫療經驗回饋，不斷完善和

改進 APP的功能，並參考醫師的專業學術知識，讓輔具具備

實際應用價值。 

丙、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醫療現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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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是高雄市兒童復健醫療網絡成員之一，為

實際接觸治療案例的夥伴。我們期望以該院為出發點，並透

過醫療體系的相互推廣，讓輔具能夠迅速落地擴散。 

圖 10 落地規劃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