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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流程 研習重點

1 溝通訓練學習重點設計架構

2 溝通訓練學習重點解析



PART  ONE

溝通訓練學習重點設計架構



基本理念

溝通能力是學習的關鍵

溝通能力是生活的重要能力

以溝通符號來進行思想與情
感的傳遞

溝通能力是人類社交天性



何謂『溝通』？

• 人際互動的社會行為。

• 經由語言符號或肢體等。

• 表達與接受訊息。

• 是一種動態互動過程。



溝通意圖與功能

• 溝通功能指的是個體在場景中, 經由口語及

非口語的方式, 來讓對方知道其意圖,以表

達特定的內涵(功能)

•



Light 和 McNaughton (2014)理論

• 溝通的基本層面轉化為溝通訓練的學習表現的四個主軸：

• 基礎的溝通初階表現「訊息理解」、「訊息表達」

• 應用的溝通進階表現「互動交流」、「合作參與」





Tomasello 人類合作溝通的心理基礎(2008)

引自：人類溝通的起源P59，2010，文鶴出版



合作式溝通

• 語言有賴於非語言的意圖理解與共同背景。

• 語言中的指示代名詞。
• 深藍色的地鐵座椅是博愛坐,就可以理解年輕年
讓坐的意義了。

• 手指指示: 在周遭的感知環境裡,從空間上對方的注意力到某件物品
上(deictically)。如果物品在現場的話,大都會用手指指示

• 圖像手勢:藉由行為上類比一個動作,一種關係或者一件物品,把對方
的想像力引到某物上,通常不是周遭感知環境裡的東西(iconically)。

•



合作溝通基礎結構

1. 認知: 共同目標、共同背景、遞回推論。

2. 社會動機: 要求、協助、與分享。

3. 對説明及合作推理的共同假設(mutual assumptions)
我期望1你知道2我會期望你知道3我樂於4你向我提出説
明。



圖：言語、語言和溝通之間的關係（引用自Owens著 ,林玉霞等譯。2017，Ｐ1-10)

Owens的溝通架構 (2017)理論



溝通是有功能的
溝通功能類別 說明 溝通功能

1. 規範行為
（behavior regulation）

為獲得或限制環境的目的而
做出規範他人行為的口語。

(1) 要求物品。
(2) 要求活動。
(3) 抗議拒絕。。

2. 社會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

為了親密的目的做出吸引、
持續他人注意自己的行為。

(1) 維持互動。
(2) 肯定。
(3) 致敬歡迎。
(4) 放聲思考。
(5) 要求允許。
(6) 要求協助。
(7) 尋求注意。

3.共同注意力
（joint attention）

為分享注意某物體或事件而
做出引導他人注意的行為。

(1) 要求訊息。
(2) 描述。
(3) 表達情緒。



課程目標

• 培養理解與表達的溝通技能，以有效且流暢的溝通方式
促進人際互動與社會參與。



學習重點

• 溝通的基礎能力為初階之學習重點，溝通的應用能力為進階之學習重點

• 學習表現主軸強調溝通功能的向度

• 學習內容主軸強調溝通形式的主題

• 溝通訓練在建立核心素養的認知、情意、技能養成上，主要較多偏
重認知與技能能力。





PART  TWO

溝通訓練學習重點解析



主題 整體說明

非語言訊息
(特溝A)

包括眼神、手勢、肢體動作等。

口語
(特溝B)

包括語音、語法、語意、語用

手語
(特溝C)

包括手形、動作、表情、詞彙與語法。

輔助性溝通符號
(特溝D)

為擴大與替代溝通形式，包括圖、文等符號
等內容。

學習內容



非口語訊息

初階(P)：

具有溝通意圖與了解

非語言的溝通訊息並

運用之。

特溝A-sP-1 眼神注視。

特溝A-sP-2 動作、手勢與表情的模仿。

特溝A-sP-3 有溝通意義的身體姿勢與動作。

特溝A-sP-4 有溝通意義的手勢。

特溝A-sP-5 基本情緒的表情。

進階(A)：

具有情緒與文化差異

的手勢與肢體動作。

特溝A-sA-1 傳達情緒感受的手勢及肢體動作。

特溝A-sA-2 符合不同文化的手勢及肢體動作。



口語

初階(P)：
理解與表達基本生活
需求等之口語，包括
發音、句型、招呼用
語，到完整語句的表
達等。

特溝B-sP-1 符合個人口語需求之輔具選用。

特溝B-sP-2 構音、音量及說話節奏。

特溝B-sP-3 常用詞彙。

特溝B-sP-4 符合口語語法的基本句型。

特溝B-sP-5 日常生活用語。

特溝B-sP-6 語意明確的說話內容。
進階(A)：
理解與表達複雜的溝
通訊息之口語，包括
描述生活經驗與看法、
評論事物、進行主題
對話、進行團體活動
參與等。

特溝B-sA-1 符合語法的複雜句型。

特溝B-sA-2 敘事的技巧。

特溝B-sA-3 聊天或討論的技巧。

特溝B-sA-4 摘要他人說話內容的技巧。

特溝B-sA-5 評論事物或分享想法的技巧。

特溝B-sA-6 參與活動時與人應對的技巧。



手語

初階(P)：

理解與表達簡單手語，

包括手勢與動作模仿、

詞彙、語句。

特溝C-sP-1 手語的空間位置、手形、方向、動作
及表情。
特溝C-sP-2 手語詞彙。
特溝C-sP-3 符合手語語法的基本句型。
特溝C-sP-4 語意明確的手語內容。

特溝C-sP-5 聾文化的認識。

進階(A)：

理解與表達複雜手語

敘事內容、獲取訊息、

評論等。

特溝C-sA-1 符合手語語法的複雜句型。
特溝C-sA-2 手語敘事的技巧。
特溝C-sA-3 手語聊天或討論的技巧。
特溝C-sA-4 摘要他人手語內容的技巧。
特溝C-sA-5 以手語評論事物或分享想法的技巧。
特溝C-sA-6 參與活動時的手語應對技巧。
特溝C-sA-7 手語翻譯服務的認識與應用。

特溝C-sA-8 聾文化的倡議。



輔助性溝通符號

初階(P)：
結合溝通輔具之應用，
表達個人溝通意圖與
基本需求之溝通圖文
符號。

特溝D-sP-1 符合溝通需求之實物（體）或小模型。
特溝D-sP-2 符合溝通需求之照片。
特溝D-sP-3 符合溝通需求之圖像或線條圖。
特溝D-sP-4 符合溝通需求之其他溝通符號。
特溝D-sP-5 符合溝通需求之文字符號。
特溝D-sP-6 國語口手語或手指語。

特溝D-sP-7 使用溝通符號進行溝通的技巧。
進階(A)：
結合溝通輔具之應用，
進行社會互動、參與
活動或與人合作之溝
通圖文符號。

特溝D-sA-1 連續性溝通符號的運用技巧。
特溝D-sA-2 依據溝通目的選用溝通輔具及溝通策略之
技巧。
特溝D-sA-3 以輔助溝通系統參與社交活動的技巧。

特溝D-sA-4 溝通輔助系統應用的回饋。



向度 整體說明

訊息理解
(特溝1)

運用感官、溝通輔具或聽覺輔具理解他人之
溝通訊息，包括口語、非口語、圖文符號等

不同的形式，以正確回應。

訊息表達
(特溝2)

運用他人能理解的方式，以多元溝通管道進
行表達，以達溝通效能。

互動交流
(特溝3)

運用熟悉的溝通形式，在一來一往的互動中，
建立溝通動機，與人進行訊息交換。

合作參與
(特溝4)

運用溝通技能參與各種活動

學習表現



訊息理解

初階(P)：
運用聽覺、視覺、溝通
輔具或聽覺輔具了解他
人各種形式之簡單溝通
符號與溝通訊息。

特溝1-sP-1 覺察、分辨與理解聲音。
特溝1-sP-2 覺察、分辨各種溝通訊息。
特溝1-sP-3 專注於溝通者的聲音、唇型、動作手勢與
表情。
特溝1-sP-4 了解日常的溝通訊息。
特溝1-sP-5 理解常用指令與基本句型。

特溝1-sP-6 理解與他人對話的主題內容。
進階(A)：
運用聽覺、視覺、溝通
輔具或聽覺輔具了解他
人各種形式之複雜溝通
符號與溝通訊息。

特溝1-sA-1 注意及分辨溝通情境中的多重訊息。
特溝1-sA-2 解讀較長或複雜的訊息內容。
特溝1-sA-3 理解複雜的指令與句型。
特溝1-sA-4 解讀他人表達訊息時的意圖、情緒或感受。

特溝1-sA-5 理解與他人對話的內容。



訊息表達

初階(P)：
發展個人適切之溝通形
式（如口語、手語、圖
像文字等），表達個人
的基本溝通訊息。

特溝2-sP-1 發展出個人適切的溝通形式。
特溝2-sP-2 發出清楚明確的訊息。
特溝2-sP-3 表現出與人溝通的意圖。
特溝2-sP-4 表達正確且符合情境的訊息。
特溝2-sP-5 表達日常的基本溝通訊息。

特溝2-sP-6 以基本句型進行對話。

進階(A)：
運用個人熟練之溝通形
式（如口語、手語、圖
像文字）之溝通符號，
表達複雜訊息。

特溝2-sA-1 能結合不同的溝通形式進行表達。
特溝2-sA-2 依情境需求調整適切的溝通形式。
特溝2-sA-3 表達複雜的溝通訊息。

特溝2-sA-4 以複雜句型進行對話。



互動交流

初階(P)：
應用習得的溝通形式與
技巧與人溝通，進行一
般訊息的交換，以滿足
個人需求。

特溝3-sP-1 表達參與活動的意圖。
特溝3-sP-2 視情境主動回應他人。
特溝3-sP-3 確認對方注意後再表達訊息。
特溝3-sP-4 根據主題起始對話、加入對話及

終止對話。

進階(A)：
應用習得的溝通形式與
技巧與人溝通，進行一
來一往訊息的交換，建
立社會關係。

特溝3-sA-1 依情境進行持續的對話輪替。
特溝3-sA-2 對不明確的訊息請求澄清。
特溝3-sA-3 適切轉換對話焦點。

特溝3-sA-4 溝通中斷時能進行修補。



合作參與

初階(P)：
運用習得的溝通能力，參與
有組織的社會例行活動，例
如：參與規則性遊戲、進行
生活常規活動等。

特溝4-sP-1 運用溝通技巧參與日常活動。
特溝4-sP-2 運用溝通技巧參與遊戲或團體
活動。
特溝4-sP-3 接納他人的溝通形式。

進階(A)：
熟練運用個人適切的溝通能
力，參與無結構的社會例行
活動，與人情感交流、進行
相互合作，例如：參與自由
活動、提出建議、討論發表
等。

特溝4-sA-1 就與人合作的內容進行溝通協
調。
特溝4-sA-2 對他人提供指導與建議。
特溝4-sA-3 回應他人的指導與建議。
特溝4-sA-4 進行主題式的討論、發表與分
享。
特溝4-sA-5 依據他人的理解狀況調整自己
的溝通方式與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