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力障礙對整體語言發展的影響 

 

 
 
撰文：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言語治療師李詠茵 

 
筆者曾在工作上遇到一位 5 歲的小朋友。他跟其他同齡的孩子一樣，外表乖

巧，而且十分有禮貌。但他有著與其他同齡孩子不同的特徵－ 他的左耳配上了

一個助聽器。他，也是一個患有聽力障礙的孩子。 

 
顧名思義，聽力障礙的定義為「因聽力受損而成的障礙，包括弱聽至完全失

聰」。那聽力障礙是否只影響孩子的聽覺呢？ 

 
 
理解四周聲音 建立概念 

 
試想想，幼兒在學會說出有意思的字詞前，會先有甚麼能力呢？那是說「BB

話」吧。那麼幼兒在學會說「BB 話」前，其中重要的一步又是甚麼呢？是學會

理解四周環境的聲音，以及透過與聲音（包括父母有意思的說話、兒歌等）的

互動而建立概念，明白不同語音代表著不同的人、事和物，從而逐步理解字

詞，建立語言。因此，由於有聽力障礙的幼兒在「聽」方面接受的感官刺激比

正常聽力的幼兒較少和弱，因此也有機會導致語言發展遲緩。 

 
減少聆聽經驗 難以跟從指令 

 
聽力障礙的兒童未能從「聽」的感官方面完全接收外界訊息，減少了聆聽經驗

和語言接觸的機會，因而往往出現不專心的情況，難以跟從指令，以及在理解

較複雜的句式時會出現困難，影響學習。由於語言學習的發生是透過留意和接



收外界的輸入，再經過重覆接收類同的訊息與特定概念的連繫、模仿和運用。

因此，不少聽力障礙的孩子長大後，在語法運用、句式表達和詞語認識會比其

他孩子較弱，更有研究指出兩者在詞語認識上的差距，會隨著年紀而愈來愈

大。 

 

 
 
影響語音發展 難察覺聲調間的分別 

 
而聽力障礙對幼童語言發展的另一更明顯的影響，則是其語音發展。一般聽力

障礙的兒童往往對於較高頻率(frequency)和低強度(intensity)語音的敏感度低，

因此未會留意到這些語音，就如粵語包含 /f/、/s/、/ts/、/tsh/ 音的字（例如：

「飛」、「三」、「吱」、「車」），並以其他語音代替，如將「飛」讀成

「悲」、「三」讀成「擔」、「吱」讀成「啲」、「車」讀成「爹」等。由於

此類的錯音源自孩子的聽力障礙，而因此對某些字音的敏感度低，所以孩子未

必能自行察覺到自己發音上的錯誤，或自己的發音與他人的分別。 

 



 
 
另一方面，粵語是一種「聲調語言」(tonal language)，一般來說有九個聲調。聲

調之間的差異很細微，因此正如咬字發音一樣，聽力障礙的孩子也可能因為對

各聲調的敏感度較低，而未有察覺它們之間的分別，旁人聽起來，可能會覺得

孩子的說話如外國人說話或唱歌一般。 

 
及早介入 接受治療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有聽力障礙的孩子也會面對語言發展遲緩或咬字發音的問

題，筆者也曾經接觸不少語言能力十分優秀的聽障小朋友和成年人。正如其他

健康問題一樣，「及早介入」才是處理問題的關鍵。因此，假若懷疑孩子有任

何聽力問題，便應盡早接受耳鼻喉科醫生和聽力學家的評估，以決定是否需要

配置助聽器或接受其他治療。假若孩子真的患有聽力問題，單靠配戴助聽器也

未必可以完全解決或避免與聽力障礙有關的語言發展問題。因此，也應盡早接

受適合的言語治療，使孩子的語言發展能及早趕上同齡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