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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輕度自閉症青少年提升其
言語流暢度及敘事能力之個案研究

黃茜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所聽語碩士班研究生

余玻莉　國立高雄師範大特教所聽語碩士班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以一名就讀國中三年級的輕度自閉症青少年為對象，

探討以鷹架句型、故事結構教學法和說話流暢度訓練，提升言語流暢和敘事能力

之成效。研究設計為每週一次，每次介入一小時，共九個月。治療目標為提升表

達的流暢度和加強表達結構和完整性。介入過程全程請家長參與並記錄相關課程

內容，並延續相關居家類化練習。經過介入後，結果顯示個案在流暢度上有增進、

自動性陳述上有明顯進步，但仍須進行類化，以期能提升整體語言表達能力和流

暢度。

關鍵詞：流暢度、敘事能力

壹、前言

根據『教育部』2014 年《身心障

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將自閉

症界定為：「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

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動、行為及興

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在學習及生

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自閉症者

常見的溝通問題有：鸚鵡式仿說、代

名詞使用錯誤、無法理解抽象語詞等。

少數自閉症患者合併口吃的現象。楊淑

蘭（2011）提到口吃為一種言語不流暢

之異常情形，可能因素包括年齡、性

別、智力、文化、腦傷或語言發展遲緩

等。本研究個案同時有語言及言語不流

暢的問題，故同時設為治療目標。

◎通訊作者：黃茜郁 goodluck2006915@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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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升言語流暢度及敘事能力策略之

介紹

針對成人口吃者的治療策略，楊淑

蘭（2011）指出可使用「口吃修正法」、

「流暢塑型法」來提升言語流暢度。

「口吃修正法」由 Van Riper 提出，分

為 1. 指認期，經由治療師模仿或使用

錄音設備，讓個案能認出並接納自己口

吃情形；2. 減敏感期，因第一期的指認

後，個案能正面地去面對口吃及減少因

口吃而產生的負面情緒；3. 修正階段，

個案能學會使用策略來減低口吃的嚴重

度。

「流暢塑型法」則運用降低語速、

學習說話時正確的呼吸方式、分割片語

和暫停等方法，以建立言語的流暢度，

並將習得的策略應用在日常生活類化以

提升言語流暢度。其他包括：用輕鬆的

方式起音（說ㄏ送氣發聲）、使用節拍

器來調整說話的韻律、減緩說話語速

等。

提升敘事能力的相關策略，有故

事結構法、鷹架語句教學法、故事結構

地圖等。故事結構法是根據基模理論，

強調改善讀者的先備知識結構和文章材

料間的對應。其運用程序（王瓊珠，

2012），包括：1. 直接教導明確的故事

結構策略，2. 逐步引導學生學習故事結

構策略，3. 圖示故事結構，4. 結合口語

和書寫的訓練。曹純瓊（2000）指出透

過圖卡及事件語意之間的結構鷹架有助

於自閉症患者提升口述事件、詞彙量和

平均語句長度的能力。許育瑛（2008）

以故事結構地圖，結合漫畫為故事體，

有效提升自閉症學生的重述故事能力。

綜合上述，整理如下。

( 一 ) 提供語句鷹架進行圖片描述

提供個案單張圖片，及句子鷹架結

構進行練習，並逐步給予更豐富的圖片

和增加句子難度。

1. 架構一：人物 + 地點 / 時間 + 事

情（如圖 1）

2. 架構二：時間 + 人物 + 地點 +

事情 + 附加描述（如圖 2）

3.架構三：換句話說句子練習（一）

(1) 架構 a：這個房間裡有○個人，

一個人在…，一個人在…。

(2) 架構 b：○○和○○在這個房

間裡，○○在…○○在…。

4.架構四：換句話說句子練習（二）

(1) 架構 a：這裡有一間房子，房子裡

有 2 間房間，左邊的房間裡有○個人，

一個人在…，一個人在…；右邊的房

間裡有○個人，一個人在…，一個人

在…。

(2) 架構 b：這裡有一間房子，房

子裡有 2 間房間 ,○○和○○在左邊的

房間裡，○○在…○○在…；○○和

○○在右邊的房間裡，○○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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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架構五：換句話說句子練習（三）

 (1) 架構 a：今天一整天我做了許

多事情，早上我 +（事情），中午我 +

（事情），然後晚上我 +（事情）○（事

情）。

(2) 架構 b：今天一整天我做了許

多事情，早上我 +○○（地點）+○○

（事情），中午我 +○○（地點） 

+○○（事情），晚上我 +○○（地點）

+○○（事情）。

圖 1句子架構一 圖 2句子架構二

( 二 ) 提供故事架構並重述

依王瓊珠（2010）提出的故事結構

教學法原則，除了透過提問方式來引導

學生分析故事結構並逐步示範外，可利

用視覺圖示來呈現故事結構，再結合口

語和書寫的練習 （如表 1）。

參、治療計畫

一、對象

個案為一名 15 歲就讀國三的輕度

自閉症男生，因言語表達顯著不流暢及

語言能力較弱，經學校專團語言治療師

建議接受語言治療服務。在媽媽陪同下

於 102 年 3 月 27 日進行介入前的初評，

後測時間為 102 年 12 月 18 日，治療頻

率為每週一次，每次為一小時。

二、治療目標

介入前即發現個案對於自己說話時

出現言語不流暢的情形完全沒有察覺，

依修訂中文口吃嚴重度評估工具成人版

（SSI-4）進行評估，評估結果個案百

分等級為 76，嚴重度為中重度。除了

有顯著言語不流暢，在描述圖片測驗

時，個案亦有描述不完整或語法錯誤，

表達的語句較短的情形。

流 暢 度 介 入 策 略 參 考 楊 淑 蘭

（2011）介紹適合兒童個案使用的

Yairi 的「直接治療法」和適合成人個

案使用的「口吃修正法」、「流暢塑型

法」及其他可提升言語流暢度的方法。

語法介入策略則參考鷹架式語言教學

及故事結構教學法（蔡銘津，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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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故事結構地圖 -動物逛夜市

資料來源：管家琪(2000)。失眠的驢子：幽默的童話俗語故事。

張雅惠，2012a；曹純瓊，2000；曹純

瓊，2004； 許育瑛，2008； 胡瑞敏，

2011；王瓊珠，2012b）。研究者參考

上述教學原則，在進行課程時給予個案

一篇約長 1000 字的故事並提供『結構

地圖』。請個案依故事背景、事情開始、

事情經過、結果四部分來進行結構分

類，在閱讀後回答治療者提出的問題，

完成後再請個案依給予的句子架構將故

事重述一次。介入目標規劃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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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治療介入目標

階段
整體目標

提升言語流暢度 提升敘事能力

階段一 1. 建立對於言語不流暢之自我覺察能力

階段二 1. 建立對於言語不流暢之自我覺察能力

2. 建立言語流暢度

階段三 1. 建立對於言語不流暢之自我覺察能力

2. 提升說短句時的言語流暢度

1. 增加描述圖片時語句完整

度

2. 使用句子架構一、二

階段四 1. 建立對於言語不流暢之自我覺察能力

2. 減緩說話語速及建立言語流暢度 ( 使用

節拍器 )

1. 增加描述圖片時語句完整

度

2. 使用句子架構三、四、五

階段五 1. 建立對於言語不流暢之自我覺察能力

2. 減緩說話語速及建立言語流暢度

1. 提升故事之理解能力

2. 提升重述短篇故事之能力

  ( 使用故事結構地圖 )

三、治療流程

( 一 ) 階段一：

1. 介紹口吃的種類，並請個案刻意

表現出言語不流暢的情形。

2. 進行『警察抓口吃小偷』的遊

戲。步驟一：告訴個案口吃小偷的樣

貌，包括：說話時會出現 1. 遲疑；2. 重

複；3. 延長；4. 在詞和詞中間插入一些

不會增加語意的聲、音節、字、詞或片

語等現象。亦有可能同時伴隨有臉部肌

肉不自主緊繃、呼吸會有點困難等。步

驟二 : 由治療者和個案相互輪流當警察

和小偷。 

3. 提供回家作業，請個案透過描述

簡單圖片並搭配錄音，來檢視自己不流

暢情形的次數並作記錄。

( 二 ) 階段二： 

1. 和個案一起檢視回家作業的執行

情形，在進行簡單的問答對話過程中同

時錄音（約 2-3 分）。之後和個案一起

聽錄音檔，並請媽媽、治療者和個案一

同進行『抓口吃小偷』的遊戲。當個案

能正確抓出口吃小偷數量及出現口吃小

偷的地方時，即給予口頭增強。

2. 治療者先示範“緊繃地發聲及放

鬆地發聲”方式，再請個案模仿一次。

之後，請個案用放鬆且緩慢的發聲方式

進行圖片命名。從單音節語詞 （如：球）

→雙音節語詞（如：手機）→三音節語

詞（如：原子筆）→四音節成語。

( 三 ) 階段三：

提供簡單的圖片及語句架構，讓

個案練習使用完整句來描述圖片，並在

練習過程中進行錄音。再請媽媽和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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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抓口吃小偷』。隨著課程進行，

逐步增加圖片的複雜度及句子架構的難

度。

( 四 ) 階段四：

1. 在進行前幾個階段時，發現個案

進行圖片描述，常出現語速過快而出現

言語不流暢之情形，因此在進行描述練

習的過程，除了提供句子架構和進行錄

音，並加入使用節拍器 APP。先從一

分鐘 60 字，漸漸增加至一分鐘 80 字的

語速。

2. 請個案比較有無使用節拍器，兩

者語句表現的差別（如圖 3）。

圖 3 回家練習單

( 五 ) 階段五：

 1. 在結束描述圖片的語句練習後，

透過故事架構地圖來進行課程，先透過

和故事相關的問題來引導個案理解故事

的內容。

2. 請個案針對給予的語句架構，依

照故事的背景、事件開始、過程及結果

四部分進行故事重述。第一次為不使用

節拍器，第二次使用節拍器，兩次皆錄

音，再請個案依錄音檔進行比較。

肆、治療成效

一、言語流暢度部分：

以修訂中文口吃嚴重度評估工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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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版（SSI-4）進行前後測成效評估，

結果如表 3。由結果顯示個案經過治療

後，說話流暢度有明顯進步。

表 3  前後測結果比較

評估項度 前測 後測

口吃發生頻率 7分 5分

口吃事件平均時長 6分 4分

可觀察的身體上伴隨之行為 9分 5分

原始總分 22 分 14 分

百分等級 76 50

嚴重度 中重度 中度

二、敘事能力部分：

因敘事能力沒有合適的評估工具，

故使用觀察紀錄進行前後分析比較。介

入前，個案在描述時有語句不完整情

形。對話時，除出現不完整的回答（如：

介紹自己背景資料時，回答內容為：

『俞○○，○○高中，沒有了』），亦

常出現答非所問的情形。介入後，個案

在圖片描述，已能完整地描述出圖片中

的人、事、時、地等要件。回答問題時，

雖仍需給予提醒後方可說出較完整的內

容，但答非所問的情形有明顯改善。

伍、結語

此個案介入長達九個月，在提升

流暢度部分，個案在治療室中能達到

80% 以上的流暢度。敘事能力部分，

個案已能掌握敘事的鷹架句型重點，但

仍無法自動完整地重述故事。未來仍需

持續加強流暢度類化和提升整體語言表

達能力。

參考文獻

蔡銘津（1998）。文章結構分析策略教

學對學童寫作成效之影響。課程與

教學季刊，1（2），139-160。

楊淑蘭（2011）。口吃 - 理論與實務工

作。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楊淑蘭（2011)。修訂中文口吃嚴重度

評估工具 ( 成人版 )（SSI-4）。

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張雅惠（2012）。故事結構教學法在語

文學習應用成效之實證研究回顧。

雲嘉特教，16，30-39。

曹純瓊（2000）。鷹架式語言教學對國

小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口語表達能

力學習效果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



36　東華特教　民 103 年 12 月� 第五十二期

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

市。

曹純瓊（2004）。鷹架式語言教學對自

閉症兒童語言能力學習效果研究。

東台灣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31-

44。

許育瑛（2008）。故事結構教學對增進

高職自閉症學生口語敘事能力研

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台北市。

胡瑞敏（2011）。故事結構教學對國中

學習障礙學生口語敘事學習效果

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王瓊珠（2012）。故事結構教學與分享

閱讀 ( 第二版 )。台北市：心理出

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