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聽器效益量表記錄表 

 

記錄表填寫判讀者：      （丙類輔具評估人員） 

量表填寫人／受訪人：      （個案之    ） 

量表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成人 
 

自覺障礙（八）  極為  相當  中等  略有  毫無 

  

IOI-HA 計分圖 

 

 

20 歲 
IOI-HA 結果判讀  有效益      需轉介聽力學復健及安排追蹤效益驗證 

助聽器效益量表 

簡版二 

計分與結果判讀 

 結果判讀： 

 有效益（25～40） 

 需轉介聽力學復健及安排追蹤效益驗證 
  

12 歲 
10～40 

CHILD 量表 

 

計分與結果判讀 

 結果判讀： 

 有效益（68～120） 

 需轉介聽力學復健及安排追蹤效益驗證 
  

3 歲 
15～120 

IT-MAIS 量表 

 

計分與結果判讀 

 結果判讀： 

 有效益（20～40） 

 需轉介聽力學復健及安排追蹤效益驗證 
  

新生兒 
0～40 

 

 



助聽器效益量表（IOI-HA） 

量表填寫人：             

量表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一、最近兩周內，您每天平均使用助聽器幾個小時？ 

 
沒使用 

 
不到一小時 

 
一到四小時 

 
四到八小時 

 
超過八小時 

 

二、想一想在您使用現有的助聽器之前，您在什麼情況下最希望能夠聽得清楚。最近

兩周內，在前述情況下，您的助聽器對您有多少幫助？ 
 

完全沒幫助 
 

只有一點幫助 
 

有中等幫助 
 

幫助很大 
 

非常有幫助 
 

三、想一想您在什麼情況下最希望能夠聽得清楚。最近兩周內，使用現有的助聽器

後，在前述情況下，您仍然感到多少的聽力問題？ 
 

非常困難 
 

有很大的困難 
 

有中等困難 
 

只有一點困難 
 

完全沒困難 
 

四、綜合考慮優點和缺點，您認為現有的助聽器是否值得配戴？ 
 

完全沒價值 
 

只有一點價值 
 

有中等價值 
 

有很大的價值 
 

非常有價值 
 

五、在最近兩周內，使用現有的助聽器後，您的日常生活或工作是否還受到聽力困難

的影響？ 
 

非常有影響 
 

有很大的影響 
 

有中等影響 
 

只有一點影響 
 

完全沒影響 
 

六、在最近兩周內，使用現有的助聽器後，您認為您的聽力困難對於周遭其他人有多

少干擾？ 
 

非常有干擾 
 

有很大程度的

干擾 

 
有中等程度的

干擾 

 
只有一點干擾 

 
完全沒干擾 

 

七、綜合考慮各方面，現有的助聽器對您享受生活的程度有多少改變？ 
 

變得更糟 
 

沒有改變 
 

稍微提升 
 

有很大程度的

提升 

 
非常有提升 

 

八、您沒有配戴助聽器時，聆聽聲音的困難程度為何？ 
 

極為困難 
 

相當困難 
 

中等困難 
 

略有困難 
 

毫無困難 
 



余思儀助聽器效益量表（簡版二） 

量表填寫人：             

量表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您覺得在以下各種不同的情境中，「助聽器提供多少幫助」？請勾選合適的選項。 

助聽器提供您多少幫助？ 
沒

這

種

經

驗 

幫

助

很

多 

有

一

些

幫

助 

幫

助

很

少 

沒

有

幫

助 

例：講電話      
例：唱卡拉 OK      
1. 聽摩托車從後面騎過來的聲音。      
2. 聽車子的喇叭聲。      
3. 在車站售票口或郵局窗口聽裡面的人說話。      
4. 聽有人走近的腳步聲。      
5. 聽哨子的聲音。      
6. 聽別人覺得不會很吵的聲音，像敲門聲或說話聲。      
7. 大家在一起聊天，你一句我一句的。      
8. 車站或大賣場有廣播宣佈注意事項。      
9. 聽一些大自然聲音，像鳥叫聲、水流聲等。      
10. 聽別人打噴嚏或咳嗽的聲音。      
 2.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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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兒童居家生活聆聽量表（CHILD）兒童版 

量表填寫人：                

量表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聽聲音很容易嗎？想想各種情況，按照右下方的數字說明，把容易程度的數字寫在

正方型裡面吧！每個人都不同，只有你自己知道怎麼寫最對。 

想想看……  8 非常容易 
每個字都可以聽清楚 

7 很容易 
有幾個字聽不到 
可以全部聽懂 

6 容易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通常可以聽懂 

5 還可以，不算容易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有時候聽錯意思 

4 很努力就可以 
很多字可以聽到 
可以聽懂超過一半 

3 有時候可以，有時候不行 
可以聽到字 
超過一半聽不懂 

2 很困難 
有時候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所以沒聽到 

1 完全不行 
都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全部聽不到 

1. 你坐在爸爸媽媽身旁，你沒有看著爸

爸媽媽的臉，附近很安靜，爸爸媽媽

說話時，是不是容易聽懂？ □ 

2. 全家坐在安靜的餐廳吃飯，坐在你對

面的人要問你問題，是不是容易聽

懂？ □ 

3. 你在房間裡安靜地玩，爸爸媽媽悄悄

走進房間，沒有叫你的名字，突然問

你問題，是不是容易馬上聽懂？ □ 

4. 你在看電視（沒有字），是不是容易聽

懂電視裡的人講話？ □ 

5. 你跟別的小朋友一起在家裡玩，有一

個小朋友請你幫忙（他問你，你的車

車在哪裡？）是不是很容易聽懂？ □ 



聽障兒童居家生活聆聽量表（CHILD）兒童版      2 
 

6. 你在看電視，電視很吵，有人走過來

跟你講話，是不是容易聽懂？ □ 

8 非常容易 
每個字都可以聽清楚 

7 很容易 
有幾個字聽不到 
可以全部聽懂 

6 容易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通常可以聽懂 

5 還可以，不算容易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有時候聽錯意思 

4 很努力就可以 
很多字可以聽到 
可以聽懂超過一半 

3 有時候可以，有時候不行 
可以聽到字 
超過一半聽不懂 

2 很困難 
有時候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所以沒聽到 

1 完全不行 
都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全部聽不到 

7. 你在專心寫功課，爸爸媽媽在別的房

間，是不是很容易聽到爸爸媽媽叫

你？ □ 

8. 早上要起床準備上學了！是不是很

容易聽到鬧鐘響，或者很容易聽到爸

爸媽媽叫你？ □ 

9. 你跟好多小朋友一起在別人家玩，有

小朋友要跟你說話，旁邊還有別的小

朋友在玩，是不是很容易聽懂？ □ 

10. 爺爺奶奶要跟你講電話，是不是很容

易聽懂他們在電話裡講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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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你跟別的小朋友一起在公園玩球、跳

繩，有小朋友要跟你說話，是不是很

容易聽懂？ □ 

8 非常容易 
每個字都可以聽清楚 

7 很容易 
有幾個字聽不到 
可以全部聽懂 

6 容易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通常可以聽懂 

5 還可以，不算容易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有時候聽錯意思 

4 很努力就可以 
很多字可以聽到 
可以聽懂超過一半 

3 有時候可以，有時候不行 
可以聽到字 
超過一半聽不懂 

2 很困難 
有時候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所以沒聽到 

1 完全不行 
都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全部聽不到 

12. 你跟爸爸媽媽一起去超級市場，人很

多，你正在看一個玩具，爸爸媽媽在

你背後講話，是不是很容易聽懂？ □ 

13. 你跟爸爸媽媽一起在客廳，爸爸媽媽

跟你在不同邊，他們講話時，是不是

很容易聽懂？ □ 

14. 爸爸跟媽媽開車坐前面，你坐在後

面，爸爸媽媽跟你說話時，是不是很

容易聽懂？ □ 

15. 叔叔在你面前跟你講話，你可以看到

他的臉跟嘴巴，是不是很容易聽懂？ □ 

  

 



聽障兒童居家生活聆聽量表（CHILD）照護者版     1 
 

聽障兒童居家生活聆聽量表（CHILD）照護者版 

量表填寫人：       （個案之   ） 

量表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跟小孩嘗試下列各種不同的情境，或者回想小孩在這些情境中的行為表現。每個小

孩都有自己擅長聆聽跟特別有困難的情境。請按照每頁右方的分數說明，把最符合

小孩的分數填寫在每個情境旁的方框內。揣測小孩的聆聽能力並不容易，但請盡力

而為。 

聆聽情境  8 非常理解 
每個字都可以聽清楚 

7 很清楚 
有幾個字聽不到 
可以全部聽懂 

6 清楚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通常可以聽懂 

5 還可以，不算容易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有時候聽錯意思 

4 很努力才能聽清楚 
很多字可以聽到 
可以聽懂超過一半 

3 有時聽清楚，有時不行 
可以聽到字 
超過一半聽不懂 

2 很困難 
有時候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所以沒聽到 

1 完全不行 
都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全部聽不到 

1. 在安靜的地方，跟小孩坐在一起，一起看

書或討論眼前的東西，採用平常的交談方

式及小孩熟悉的詞彙，但不要讓小孩看到

你的臉。小孩是否能夠聽懂你說的話？ 

□ 

2. 全家一起在家裡用餐，或到安靜的餐廳吃

飯，坐到小孩對面，試著問小孩一些他熟

悉的話題。小孩是否能夠聽懂你說的話？ 

□ 

3. 當小孩安靜地在房間裡玩耍時，悄悄走進

房間，不要叫喚他的名字，也不要提早引

起他的注意，直接開口問他一些問題。小

孩是否能夠聽懂你說的話？ 

□ 

4. 跟小孩一同觀賞電視節目或電影（必須是

小孩初次觀賞，且沒有字幕的影片），問小

孩一些跟電視或電影對白內容有關的問

題。小孩是否能夠聽懂電視或電影中的人

物講話你在看電視（沒有字），是不是容易

聽懂電視裡的人講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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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觀察小孩跟其他朋友或兄弟姊妹在家中玩

耍，特別注意其他人請你的小孩幫忙的情

況。小孩是否能夠聽懂其他小孩講的話？ 

□ 8 非常理解 
每個字都可以聽清楚 

7 很清楚 
有幾個字聽不到 
可以全部聽懂 

6 清楚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通常可以聽懂 

5 還可以，不算容易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有時候聽錯意思 

4 很努力才能聽清楚 
很多字可以聽到 
可以聽懂超過一半 

3 有時聽清楚，有時不行 
可以聽到字 
超過一半聽不懂 

2 很困難 
有時候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所以沒聽到 

1 完全不行 
都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全部聽不到 

6. 當小孩在看電視或玩那些會發出吵雜聲音

的玩具時，走進房間跟他講話，但不要提

早引起他注意。當這些環境噪音存在時，

小孩是否能夠聽懂你說的話？ 

□ 

7. 趁小孩看不到你的時候，從別的房間叫喚

他的名字。小孩是否能夠知道你在叫他？ 
□ 

8. 趁著早上小孩上學前，剛起床還不是很清

醒的時候叫他，但不要跟他有肢體碰觸。

小孩是否能夠因此清醒起來？ 

□ 

9. 觀察小孩跟其他同儕一起在室內遊玩的情

況，尤其在比較吵雜的情況中（例如生日

派對等情況），小孩在團體中是否能夠聽懂

其他同儕說的話？ 

□ 

10. 讓祖父母、家庭成員或友人透過電話跟小

孩交談。小孩是否能夠聽懂電話中的話

語？ 

□ 

11. 觀察小孩跟其他同儕一起在戶外遊玩的情

況。小孩是否能夠在戶外聽懂其他同儕說

的話，尤其當他們不是站在小孩身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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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帶著小孩去人潮擁擠的賣場或百貨公司，

當你站在小孩身後，而小孩正在看著別的

東西時，試著問小孩問題。小孩是否能夠

聽懂你說的話？ 

□ 8 非常理解 
每個字都可以聽清楚 

7 很清楚 
有幾個字聽不到 
可以全部聽懂 

6 清楚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通常可以聽懂 

5 還可以，不算容易 
大部分字可以聽到 
有時候聽錯意思 

4 很努力才能聽清楚 
很多字可以聽到 
可以聽懂超過一半 

3 有時聽清楚，有時不行 
可以聽到字 
超過一半聽不懂 

2 很困難 
有時候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所以沒聽到 

1 完全不行 
都不知道別人在說話 
全部聽不到 

13. 帶著小孩到比較大的廳室，把小孩安置在

一端，你走到廳室的另一端，然後隔著廳

室對小孩說話。小孩是否能夠聽懂你說的

話？ 

□ 

14. 開車帶小孩出門，讓小孩坐在後座，你從

前座（駕駛座或副駕駛座）對小孩說話，或

者問小孩問題。小孩是否能夠在車內聽懂

你說的話？ 

□ 

15. 在安靜的地方，坐在小孩正前方，面向小

孩，對他說話或問他問題。小孩是否能夠

聽懂你說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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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聽覺整合量表（IT-MAIS） 

訪談記錄人：               

訪談對象：       （個案之   ） 

量表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重要說明：嬰幼兒聽覺整合量表是由評估人員訪談個案照護者所記錄的量表，不是

讓照護者自行填寫。每一道題目都會包含三個部分：題目本身、題目說明、不同詢

問方法；評估人員初次使用前，務必先複習題目說明，並且靈活運用不同的替代詢

問方法，判斷每一題的給分。這份量表也可以透過電話或視訊訪談等方式實施。 

一、 小孩戴上助聽器前後，嘴巴發出聲音的行為是否有改變？ 
說明 在小小孩身上，增加聽覺輸入的各種效益當中，最常先表現在發出口語的能

力上。戴上助聽器、把助聽器關掉、助聽器發生故障等不同情況中，小孩的

口語出聲頻繁度及音質也往往隨之改變。 
問法 1. 回想每一天，在還沒幫小孩戴上助聽器前，跟戴上助聽器之後，小孩的口

語行為表現是否有所改變？ 
2. 回想看看，如果你某一天忘記幫小孩戴上助聽器，或者剛好遇到助聽器故

障的時候，你或者其他家人是否曾經注意到，小孩的口語發聲行為跟其他

日子有所不同（例如音質、出聲頻繁度等）？ 
3. 每天幫小孩戴上助聽器後，小孩會不會自己發出口語聲音，用來讓自己確

認助聽器正常運作？ 
0  從未。 

戴上助聽器跟沒戴上助聽器都沒有差別。 
1  很少。 

有戴助聽器的時候，發出口語聲音的次數稍微增加（約增加兩成到三成）。 
2  偶而。 

有戴助聽器的時候，小孩整天都會發出口語聲音，而且發出口語聲音的次數

也有增加（約增加五成）。 
3  經常。 

有戴助聽器的時候，小孩整天都會發出口語聲音，而且發出口語聲音的次數

有顯著增加（約增加七成到八成）。可能連家族外的人都能注意到，小孩在有

沒有戴助聽器的情況下，發出口語聲音的頻繁度有顯著差別。 
4  總是。 

小孩戴上助聽器後，發出口語聲音的次數呈倍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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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孩會發出像是字或詞的聲音，彷彿在講話嗎？ 
說明 嬰幼兒的口語發展歷程中，會先發展出像是字或詞一般的音節結構，因此會

被父母理解成口語。父母常常會因此主張小孩在「講話」。 
問法 1. 小孩會不會對你或對各種東西「講話」？ 

2. 當小孩戴著助聽器獨自玩耍時，你會聽到小孩發出怎樣的聲音？ 
3. 小孩會不會說一些兒歌裡的字或聲音？或者一邊玩玩具一邊發出相關的聲

音？（例如「汪汪」、「哺哺」、「叭叭」等等） 
4. 如果小孩會發出上述這些聲音，出現的情況有多頻繁呢？ 

0  從未。 
小孩發出的聲音聽起來都不像是字或詞，或者父母無法舉出任何實例。 

1  很少。 
小孩久久才發出一次像字詞的聲音（大約只有兩成到三成的機會），而且都還

是模仿而已，不是自己主動發出的。 
2  偶而。 

小孩能夠經由模仿，有一半左右的機會可以發出像字詞般的聲音。 
3  經常。 

小孩有七成到八成左右的機會可以發出這類聲音，或者父母可以舉出非常多

實例。小孩可以自發產生許多像字詞的聲音，但是涵蓋的音素有限。小孩每

次都可以清晰正確地仿說一連串的字詞聲音。 
4  總是。 

小孩不需要仿說，就能自發且一致地發出一連串字詞聲音。小孩發出的口語

聲音涵蓋豐富的音素。 

三、 在安靜的環境中，如果小孩不經意地聽到自己的名字，而且沒有視覺

線索，小孩能不能自發反應？ 
說明 嬰幼兒對聲音可能展現出多種不同反應，例如突然中斷活動（移動、玩耍、

吸吮、哭泣）、尋找聲源（四處張望）、睜大眼睛、眨眼等。小小孩也可能在

聲音停止（消失）時才會表現出反應。 
問法 1. 如果你在安靜的房間裡，從小孩背後叫他的名字而不要被他看到，有多少

機會可以在第一次叫他時，他就有反應？任何一致且可重複的反應都算。 
0  從未。 

小孩從來不會對自己的名字有反應，或者家長舉不出實例。 
1  很少。 

小孩只有兩成到三成機會能在第一次叫他時就有反應，或者總是要叫很多次

之後才有反應。 
2  偶而。 

小孩有五成機會在第一次叫他時就有反應，或總是重複叫他時一定有反應。 
3  經常。 

小孩有七成到八成機會能在第一次叫他時就有反應。 
4  總是。 

小孩很一致且可靠地，在第一次叫他時都一定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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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吵雜的環境中，如果小孩不經意地聽到自己的名字，而且沒有視覺

線索，小孩能不能自發反應？ 
說明 採用跟前一題一致的給分標準，只不過本題問的是噪音環境。 
問法 1. 如果你在吵雜的房間裡（例如有別人在講話、有其他小孩在嬉鬧、電視開

著等情況），從小孩背後叫他的名字而不要被他看到，有多少機會可以在

第一次叫他時，他就有反應？任何一致且可重複的反應，即使很微小，都

算有反應。 
0  從未。 

在吵雜環境中，小孩從來不會對自己的名字有反應，或者家長舉不出實例。 
1  很少。 

在吵雜環境中，小孩只有兩成到三成機會能在第一次叫他時就有反應，或者

總是要叫很多次之後才有反應。 
2  偶而。 

在吵雜環境中，小孩有五成機會在第一次叫他時就有反應，或總是重複叫他

時一定有反應。 
3  經常。 

在吵雜環境中，小孩有七成到八成機會能在第一次叫他時就有反應。 
4  總是。 

在吵雜環境中，小孩很一致且可靠地，在第一次叫他時都一定有反應。 

五、 在沒有其他人介入的情況下，小孩會不會自發地對環境聲響（例如狗

叫聲或玩具發出的尖銳聲）產生警覺反應？ 
說明 關於小孩對聲音的反應，請參考前兩題的說明。如果有任何小孩經常遇到的

環境聲響，小孩卻總是沒有自發警覺反應，本題就不能給 3 分或 4 分，最多

只能給到 2 分。 
問法 1. 小孩在家裡或在熟悉的環境（例如超商、餐廳、公園等）會對哪種聲音自

動展現出警覺反應？請用實例來說明。請問這些反應是否都是對純聲音的

反應？小孩有沒有看到相關的東西？ 
2. 分別針對每一種家長列出的聲音（可能包括電話、電視、狗叫、微波爐、

汽車喇叭等），確認小孩的反應都不涉及視覺線索。 
0  從未。 

小孩一直沒有展現這種反應，或者家長舉不出實例，或者小孩都要等人問才

會反應。 
1  很少。 

小孩大約有兩成到三成的機會，會對不同的聲音有警覺反應。家長能舉出

一、兩種實例；或者家長可以舉出非常多例子，但小孩的反應不很一致。 
2  偶而。 

小孩對兩種以上的環境聲響，有五成機會產生自發警覺反應。 
3  經常。 

小孩有七成到八成的機會，能對多種環境聲響自發產生一致的警覺反應。 
4  總是。 

小孩對於所有的環境聲響，都可以可靠且一致地迅速自發產生警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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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孩在新環境中，會不會自發地對環境聲響產生警覺反應？ 
說明 本題所問的環境聲響，包括像是餐廳裡的洗碗盤聲、公共場所的廣播聲、別

人的玩具聲、隔壁房間的小孩哭鬧聲等。除了前幾題說明過的反應外，小孩

也可能開始模仿新的聲音、開始哭鬧、主動去找父母尋求解惑等。 
問法 1. 小孩在陌生的場所（例如別人家、初次前往的商店等）會不會自發地對聲

音展現出好奇的反應（不論是口語形式的反應，或非口語形式的反應都算

有）？ 
0  從未。 

小孩一直沒有展現這種反應，或者家長舉不出實例。 
1  很少。 

小孩大約有兩成到三成的機會展現這種反應。家長能舉出一、兩種實例。 
2  偶而。 

小孩大約有五成的機會展現這種反應，家長也能舉出數種不同實例。 
3  經常。 

小孩大約有七成到八成的機會展現這種反應，家長也能舉出多種不同實例，

而且小孩有這些行為反應很尋常。 
4  總是。 

只有很少數的新聲音無法引起小孩的好奇或反應。 

七、 小孩能不能自發地「辨認」出他日常生活中的聽覺訊號？ 
說明 如果有任何小孩經常遇到的聽覺訊號，小孩卻總是沒有自發警覺反應，本題

就不能給 3 分或 4 分，最多只能給到 2 分。 
問法 1. 小孩在托兒所、幼稚園、家裡等處，能不能在沒有視覺線索也沒有其他人

介入的情況下，自發地對聽覺訊號有正式的辨認，或者自發地對這些聽覺

訊號做出恰當的回應？例如聽見特定玩具的聲音時自己跑去尋找、微波爐

加熱完成時去找微波爐、電話鈴響時去找電話、聽到有人從背後發出逗弄

聲時笑出來等。 
0  從未。 

小孩一直沒有展現這種反應，或者家長舉不出實例。 
1  很少。 

小孩大約有兩成到三成的機會展現這種反應。家長能舉出一、兩種實例。 
2  偶而。 

小孩大約有五成的機會展現這種反應。家長能舉出超過兩種實例。 
3  經常。 

小孩大約有七成到八成的機會展現出一致的反應。家長能舉出多種不同實

例。 
4  總是。 

小孩顯然已經精通這項聆聽技巧，對於日常生活中的聽覺訊號能有相當規律

一致的反應。日常生活中，小孩只剩很少數的聲音還無法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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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小孩是否能在只有聽覺線索（也就是沒有視覺線索）的情況下，自發

地分辨出兩個不同的說話者？ 
說明 例如可以分辨父母跟兄弟姊妹的聲音、分辨媽媽跟爸爸的聲音等；反應的方

式可能是在只有聽覺線索的情況下，回應特定的說話者。 
問法 1. 小孩能不能只用聽的，就分辨出媽媽跟兄弟姊妹的聲音？ 

2. （更難的技巧）小孩如果同時跟兩個兄弟姊妹一起玩，其中一個說話了，

小孩能不能立刻轉頭看向說話的那一個？ 
0  從未。 

小孩一直沒有展現這種反應，或者家長舉不出實例。 
1  很少。 

小孩大約有兩成到三成的機會，能夠分辨出兩個非常不同的嗓音（例如分辨

成人跟兒童的嗓音）。 
2  偶而。 

小孩大約有五成的機會，能夠分辨出兩個非常不同的嗓音（例如分辨成人跟

兒童的嗓音）。 
3  經常。 

小孩大約有七成到八成的機會，能夠分辨出兩個非常不同的嗓音（例如分辨

成人跟兒童的嗓音），有時候甚至可以分辨出兩個相像的嗓音（例如分辨兩個

兒童的嗓音）。 
4  總是。 

小孩一直可以分辨兩個非常不同的嗓音，並經常可以分辨兩個相像的嗓音。 

九、 小孩是否可以光靠著聆聽，自發地知道語音跟非語音間的不同？ 
說明 這一題是要鑒別小孩是否已經對語音跟非語音產生分類感知的認知系統。問

法是針對那些小孩可能把兩種聲音搞混的情境深入探問。舉例來說，如果小

孩已經對特定的聲音建立起特定反應模式（例如聽到音樂時搖晃身軀），那麼

對語音是否也呈現出相同反應？ 
問法 1. 小孩是否知道語音跟非語音是不同類別的聲音？舉例來說，當你和小孩在

同一個房間裡，你叫喚他的名字時，他會去找你還是去找他的玩具？ 
2. 小孩會不會去尋找家人的嗓音？還是只會尋找發出聲音的玩具？ 

0  從未。 
小孩無法區分語音跟非語音間的不同，或者家長舉不出實例。 

1  很少。 
小孩大約有兩成到三成的機會，能夠分辨出語音跟非語音；家長可以舉出

一、兩個實例。小孩經常搞混語音跟非語音。 
2  偶而。 

小孩大約有五成機會能夠分辨語音跟非語音；家長可以舉出數種不同實例。 
3  經常。 

小孩大約有七到八成機會分辨語音跟非語音；家長可以舉出多種不同實例。 
4  總是。 

小孩一致且可靠地展現此種行為，分辨語音跟非語音方面完全不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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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小孩是否可以光靠著聆聽，自發地將嗓音語調跟其意義（例如憤怒、

興奮、焦慮）聯想在一起？ 
說明 如果是小小孩，則要問能否察覺父母兒語中的情緒變化。例如小孩隨著父母

音調劇烈起伏而笑出來或發出唧唧聲，或者當父母訓斥或堅定說著「不可

以」時，即使父母刻意不加大或改變音量，小孩仍隨之表現出不開心。 
問法 1. 小孩如果只用聽的，能不能分辨出別人話語中的情緒？例如能不能聽出生

氣的嗓音、興奮的嗓音等？（例如當媽媽憤怒地吼叫時，小孩隨之驚嚇而

哭泣；又例如在沒有看到父母表情的情況下，隨著父母嗓音的抑揚頓挫跟

聲調起伏而笑起來。） 
0  從未。 

小孩沒有表現出這種能力過；家長舉不出實例；小孩沒有表現這種能力的機

會。 
1  很少。 

小孩大約有兩成到三成的機會，能夠表現出這種能力。 
2  偶而。 

小孩大約有五成的機會，能夠表現出這種能力。 
3  經常。 

小孩大約有七成到八成的機會，能夠表現出這種能力。 
4  總是。 

小孩穩定一致地對各種不同語氣聲調做出相符的反應。家長能夠舉出許多實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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