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兒童手語習得
及手語能力測驗之編製與應
用
台灣手語翻譯協會年會
2019.03.16



研究團隊

¨ 劉秀丹
¨ 馬加生
¨ 林琬穎
¨ 施彥如
¨ 莊錦飛
¨ 嚴惠玲
¨ 陳靜怡

¨ 劉秀丹
¨ 劉俊榮
¨ 馬加生

兒童手語習得 國小兒童台灣手語理解能力測驗



為什麼要進行台灣兒童手語習得研
究？
¨ 口語習得

? ? ? ? ?

手語習得



本研究的進行-研究對象

兒童代號 性別 年齡
本身聽力狀
態

輔具配戴 父母親聽力
狀態

A 女 8 聽力正常 父:聾母:聾

C
女

7 聽力正常
父:聾 母:重
聽(口語為主
)

D

女

9

右耳聽力損
失 100dBHL
左耳聽力損
失47dBHL

右耳人工電
子耳
左耳助聽器

父:聾母:聾

E
女

6
左右耳聽力
損 失
100dBHL

人工電子耳
父:聾母:聾

F
男

9
左右耳聽力
損約80dBHL

助聽器
父:聾母:聾



誘發材料

¨ 女生追男生 ¨ 男生罵女生



收集語料

¨ 一名聾研究助理到兒童家中或約在附近安靜的咖啡廳進
行語料收集。
¤ 自然聊天，建立信任關係，
¤ 請兒童盡量把圖中的意思用手語表達，同時也會錄影下來。
¤ 練習
¤ 正式的圖片誘發活動。
¤ 語料收集的過程中，鼓勵兒童自己表達，若兒童看著圖片搖
頭表示不會，則鼓勵其用自己的手語看圖說話，不管兒童打
什麼，都微笑鼓勵其繼續完成。

¨ 進行兩年半，每隔三至六個月進行一次語料蒐集。
¨ 除了呼應動詞外，亦有誘發其他類型句法的圖卡，例如
分類詞、時間表達、數字應用等。但本文只就呼應動詞
的句子進行分析。



分析軟體ELAN



轉譯

¨ 手語句子：按照原手語語詞出現的先後順序，
一一打出。例如女生/男生/打//。

¨ 中文句義則是將此句手語句義用中文句子表達，
如「男生打女生。」。

¨ 轉譯人員是由三位手語專家擔任。
¨ 手譯員轉譯完後，即一一判斷動詞部分是否出
現呼應的表現，分為已習得、不完整或未出現
三類。



研究主要結果(以三位聾童的呼應動
詞為例)
¨ 個案F
¨ 受詞彙熟悉度影響
¨ 「在第一次誘發時(8	歲1
個月)，已經可以穩定打
出「 問」、「告訴」、
「打」等呼應動詞的成人
打法。後續表現也很穩定。

¨ 對於某些較少用的動詞，
例如「男生邀請女生」則
無法用呼應方式表現出誰
邀請誰？」

A.未出
現

4 6：「包紮」可能難
以以一個具呼應性質
的動詞來表現
「罵」，可能是一時
失誤。

8,9：未配合利用句
法空間來交代「誰邀
請誰」

B.不完
整

0

C.已習得 9 1,2,3,4,5,8,9,10,11：
問、告訴、打



¨ E家女孩(聾)
¨ 原本出現自然手語語法，
後消失

¨ 「在五歲五個月時，就已
能正確的打出呼應動詞，

¨ 但是接下來這樣的呼應表
現却改成出現文法手語的
打法，動詞不再呼應主受

詞了。」

A.未出現 2使用文字
手語之線
性表現法。

B.不完整 5「歡迎」：
未使用句
法空間來
交代誰邀
請誰。

C.已習得 4



¨ D家女孩(七歲六個月)
¨ 未出現呼應，口語加
上文法手語

¨ D女在面對圖片誘發時，
都以口語加上文字手語打
出，例如「手語比出
「罵」，口語則加上「罵
他」。

A.未出現 9全部打
文字手
語

B.不完整 0
C.已習得 0



結論

¨ 父母為聾人的聾童，不一定會出現自然手語呼
應動詞的語法。

¨ 三位聾童中，有兩位出現自然手語的呼應語法，
其中一位六歲後反而改以文法手語表達，而失
去了呼應表現。另一位則都以文法手語表達。

¨ 原因有待討論



國小兒童手語能力測驗的發展



為什麼要發展手語測驗？

¨ 啟聰學校學生的手語能力夠好嗎？
¨ 了解學生的手語能力，才能設計合宜的教學計
畫，進行有效教學。

¨ 提供教學實驗所需要的成效證據。



研究方法

¨ 一、架構擬定
¨ 二、內容編製
¨ 三、手語影像錄製及繪圖
¨ 四、發展成網路化測驗
¨ 五、小規模預試，確定施測程序
¨ 六、大規模預試，進行試題分析及信效度建立
¨ 七、手語能力正式評量及背景變項資料蒐集



分測驗 題數 目的 內容範例

詞彙理解 21 測試兒童對
於日常生活
詞彙的理解

西瓜、彈琴等

句法理解 20 測試兒童對
手語句法的
理解

1. 呼應動詞：男生打女生
2. 分類詞：小狗跑進屋子
3. 時間：我的生日是12月11日
4. 方位：傘掛在桌子前面
5. 數 字 應 用 ： 我 的 手 機 號 碼 是
0986239112
6. 數字嵌入動詞：他給我100元
7. 比較：高鐵比火車快

段落理解 9 測試兒童對
手語段落的
理解

有三個敘事段落，每個段落各有三個
理解題目



一、詞彙測驗



二、句法測驗



三、段落測驗



測驗的特色

¨ 1. 可減少施測者的影響因素
¨ 2. 減少受測者對文字的依賴
¨ 3. 降低受測者記憶負荷
¨ 4. 計分客觀快速，可立即將測驗結果在電腦畫
面上告知受測者，給予立即回饋。

¨ 5. 測驗材料為彩色圖片或動畫，較為活潑，可
吸引國小兒童的作答意願。

¨ 6. 可直接在網路上施測，方便各地教師使用。



研究結果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詞彙理解 .29 1.00 .77 .19
句法理解 .20 .95 .62 .24
段落理解 .00 1.00 .59 .32
全測驗 .24 .96 .67 .21



學生表現分析

¨ A型代表學習良好
¨ B型代表學習尚稱穩定
¨ C型代表學力不足需努力
用功。

¨ A’型可能是答題粗心所造
成，

¨ 而B’型則是偶爾粗心或所
學不充分

¨ C’型不僅學力不足且有隨
機猜測作答的傾向

C型兒童值得
關切



¨ 對於答對率低於五成的C及C’型的低年級學生來
說，在理解老師上課的內容與交代的事情，或
與同儕的互動上，都可能面臨相當的困難。在
語言基礎不足的情況下，要同時教導其識字閱
讀，

¨ 宜先加強這群學生對自然手語的理解能力，方
有助於其在學習及溝通上的效益。



測 驗

項 目

年 級 年 齡 就讀

聾校

年數

住 校

年 數

非

語 文

智 商

發現聽

損年齡

幾歲開始

學 手 語

全測
驗

.75*** .74*** .72
*** .21 .40*

-.41* -.43*



結論與建議

¨ 本研究致力建立適合國小兒童的臺灣手語理解
測驗，施測方式是以個別且網路化的方式進行，
可以快速客觀計分，並立即將結果回饋給受測
者，有助於教學與研究的進行。

¨ 研究結果說明本測驗具有信效度。



¨ 啟聰學校學生的手語能力，詞彙理解比句法和
段落的理解佳，段落理解的正確率不及六成。

¨ 就不同句法而言，最容易習得的句法是分類詞、
數字應用、呼應動詞、數字嵌入動詞，比較困
難的是比較、方位、時間等句法。

¨ 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生其自然手語理解技能
薄弱，特別是低年級學生，值得進一步關切。



建議

¨ 一、評量並追蹤學生手語能力
¨ 二、積極協助手語困難學生
¨ 三、提供新生手語轉銜課程，建立學習基礎
¨ 四、未來研究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