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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近十年手語研究文獻之

後設分析

蔡昆瀛、柯欣蓉

本文旨在就臺灣地區手語研究文獻進行後設分析，俾從中初探國內手語研究的重

要發現和趨勢。設定之文獻的發表或出版期間自1998年至2007年上半年，範圍包括國

內的博士論文、碩士論文與學術期刊論文，透過資料庫和關鍵字檢索後，正式用於分

析的實徵性研究文獻共計36篇，分析的向度則包括文獻年代和性質的分佈情形、研究

主題、研究方法及研究發現等。

中文關鍵字：臺灣、手語、後設分析 

英文關鍵字：Taiwan, Sign language, Meta-analysis

壹、緒論

手語乃憑藉視覺－動作為溝通管道的語

言，其從手勢發展而來，經過約定成俗後固

定表達方式而成一語言系統。此種視覺語言

雖未必如口語般地普遍使用於大眾溝通，但

亦可以傳達特定的訊息，有時甚且較口語具

備更直接和清晰的溝通功能（楊雅惠、林寶

貴，2005）。

手語自始即存在於人類社會中，並非專

為聽覺障礙者所有。惟聽障者由於聽力損失

導致口語溝通的可能限制，為適應社會生活

及人際溝通需求，更普遍和直接透過手語、

手勢、肢體和表情等方式傳達訊息。然而，

傳達者對同一件事物所表現出的肢體動作未

必相同，接收者與傳達者間對肢體的認知也

可能產生差異，導致錯誤認知與溝通上的不

便。因此，使用約定成俗的手語來溝通和傳

達訊息，有助於聽障者更方便且流暢地與人

溝通。臺灣地區早期的手語有60%係屬於日

本手語，而且存有地區間的差異，其中台北

使用的手語為東京派，台南使用的則為大阪

派。有鑑於國內手語長期未加統一，教育部

乃自民國64年起召集手語領域的相關人士進

行手語統一的工作，並於民國73年和87年先

後完成統一的手語系統和教材研發。

回顧聽障教育的發展沿革，口語溝通

（或教學）和手語溝通（或教學）的論辯，

如鐘擺般地來回擺盪。從聽人社會的觀點出

發，學習和具備口語是適應社會的重要能

力，然而，隨著支持手語的研究發現相繼提

出後，聽障教育開始肯定綜合溝通法和手語

教學的實施，近年更提倡雙語（口語和手

語）和雙文化（聽人文化和聾人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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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而在雙語和雙文化教學中，教學者

對於手語與聾人文化的認識則是成敗的關

鍵（Evans，2004）。本文將針對1998年至

2007年上半年間臺灣地區手語研究文獻進行

後設分析，俾從中窺探與歸納國內手語研究

的重要發現與趨勢。

貳、分析方法

本文獻後設分析的資料期間自1998年至

2007年上半年，資料範圍包括國內的博士論

文、碩士論文及學術期刊論文，如特殊教育

研究學刊、特殊教育學報、特殊教育與復健

學報等。資料蒐集方法係透過「中文期刊篇

目索引影像系統」、「全國碩博士論文資

訊網」等資料庫，以「手語」、「臺灣手

語」、「自然手語」、「文法手語」及「國

語口手語」為關鍵字檢索搜尋。所得資料經

刪除非實證性研究之後，計有38篇論文符合

條件，其中包括專業期刊8篇，博、碩士論

文30篇。由於部分學位論文已於專業期刊發

表，因此，進一步扣除重複者後，正式用於

分析的實徵性研究文獻共計36篇。所有文獻

資料來源和出版年份詳列如如表一和表二。

本文獻回顧係選取1998至2007年間的資

料，主要原因為「中文期刊篇目索引影像系

統」資料庫僅收錄1998年後的文章，為避免

在收集文章過程發生遺漏，造成研究結果的

誤差，因此選擇此期間的資料。由表一可

知，本文所蒐集的36篇文獻，多數係於2004

年以後出版（計36篇），2004年以前的文獻

篇數則僅有10篇，其比率不及三分之一。

在蒐集資料過程中，按作者在文章中

預設的「關鍵字」進行檢索，由於手語因

受國家不同而有不同名稱，如臺灣手語

（Taiwan Sign Language，TSL）、美國手語

（American Sign Language，ASL）等，故

選定以「臺灣手語」為關鍵字之一。再者，

手語本身即包含自然手語和文法手語兩大系

統，因此，「手語」、「自然手語」及「文

法手語」皆為檢索時的關鍵字詞。此外，國

語口手語教學法（又稱音標式國語手語）是

國內啟聰教育採用的手語教學法之一（蕭金

土，2000），因此，也將「國語口手語」納

入關鍵字進行檢索。

參、結果與討論

文獻回顧的目的在於鑑往知來，明瞭過

去在某個領域完成過哪些研究？這些研究

表一　臺灣地區1998至2007上半年手語研究文獻出處與年份統計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合計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1 1 1 3

特殊教育學報 0

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 1 1 1 1 1 5

碩士論文 1 1 4 9 6 5 1 27

博士論文 1 1

合計 1 0 2 2 1 4 9 7 8 2 36

註：2007年只計算至6月底前所出版的期刊和論文



26  　國小特殊教育

表二　分析文獻之研究者、年份與題目一覽表

研究者 年份 題　　　　　　　目
李羿賢 2007 臺灣手語動詞形態:分散構詞之分析
劉秀丹、
曾進興

2007 文法手語構詞語句法特性對聾生詞義與句義理解的影響

宋曉真、
邢敏華

2006 聾父母與聽小孩家庭的溝通和教養問題研究

呂佳霖 2006 教育手語翻譯員培訓內容及相關議題之探究
邱琁 2006 視象性在手語語言運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來自臺灣手語的證據
柯綉玲 2006 臺灣手語之否定形式
洪兆欣 2006 以軌跡辨識為基礎之手勢辨識系統
莊淙羽 2006 手語和口語的照應替代形式研究
劉秀丹、
曾進興、
張勝成

2006 啟聰學校學生文法手語、自然手語及書面語故事理解能力之研究

簡銘楷 2006 利用增強式主動輪廓模型追蹤形變式臺灣手語
林憲輝 2005 自然手語在第二代手語聾人學習中的角色
陳一鳴 2005 手語教學網站發展與成效評析
楊雅惠、
林寶貴

2005
啟聰學校高中職學生手語敘事與
故事寫作能力之探討

鄒雅靜 2005 臺灣手語靜態空間關係之研究
管丁妲 2005 臺灣手語音素之分析
劉曉梅 2005 臺灣手語事件類型的語意及句法
鄭佳玄 2005 臺灣手語轉譯之運動軌跡辨識
李昌宏 2004 手語單字分類之研究
林伶旭 2004 無聲的吶喊-臺灣聾人文化的形構與危機
林家弘 2004 應用統計式句法剖析於中文轉譯臺灣手語之研究
邱毓賢 2004 臺灣手語語言處理於聽障者擴大性溝通與語言學習之研究
徐子涵 2004 線上手語情境教學系統之設計與評量研究

張稚鑫 2004
徘徊在「聽」與「聾」之間：回歸主流教育中聽障大學生的身份
認同

郭建志 2004 用於手語溝通辨識系統之USB介面資料手套研製。
陳怡君 2004 臺灣地區聾人手語選用情形與現行手語政策之探討
蘇秀芬 2004 臺灣手語象似性之探討
王麗玲 2003 啟聰學校學生手語名字之調查研究
余旭豐 2003 線上手語教學系統之設計與評量研究
吳宗蓉 2003 聽障網路使用者之傳播研究
李信賢 2003 分析臺灣手語之手形變化
蔡碧 2002 國語口手語教學對重度聽覺障礙學生語言表現之個案研究

邢敏華 2001
大學生對手語課與手語進階課之意見調查：以國立臺南師範學院
為例

陳建宇 2001 多電極式手部動作辨識系統
邢敏華 2000 啟聰學校教師口手語並用溝通之句子訊息與詞彙語意特質分析
蘇芳柳 2000 大學校院手語翻譯服務之研究-以一私立大學為例

曾世杰 1998
聾人閱讀中文詞時「詞彙接觸」與「短期記憶」歷程之轉錄現象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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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什麼結論？以及有哪些研究上的限制和

對後續研究的發展意義？以下將分三部分來

析論國內近十年手語研究文獻後設分析的結

果，首先說明文獻分布的情形，其次統整研

究主題與方法，最後則歸納研究的主要發現

並加以討論。

一、文獻分布

從統計資料得知，在2004年以前，國內

手語研究十分零星（10篇），研究生的論

文與專業期刊各佔一半。2004年以後，增加

了27篇，以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佔大多數（23

篇），其中，2004年的論文主題以手語科技

輔具為主，而2005年與2006年的論文主題則

以手語的語言結構為主。

二、研究主題

歸納近十年國內有關手語的研究文獻，

可將研究主題進一步分成以下六類：

(一) 聽障者的自我認同：

在聽人文化中，聽障者被教導或

要求使用口語，使其與聾人文化產生

隔閡，但又無法順利與聽人溝通，使

其發生認同上的混淆。諸如：林伶旭

（2004）藉由研究聾人社會處境與遭

遇，再從聾人文化觀點，肯定獨特的生

活方式與身分認同；張稚鑫（2004）則

試圖找出聽障生如何建構屬於自身的認

同。

(二) 語言結構：

針對語意、語法和語用等語言結

構，探討手語的構成要素，以協助個人

認識或學習。如柯綉玲（2006）探討臺

灣手語的否定形式，討論手語中「沒

有」與「不」的差異；管丁妲（2005）

探究臺灣手語的音素及組成規則與限

制，發現臺灣手語中手形、位置、動

作、朝向、非手動作、接觸點、雙手關

係、動作重複和動作大小強度等，均是

分辨詞彙意義的音素。

(三) 科技輔具：

設計及發展替代暨擴大性溝通輔助

系統、手語辨識系統或手語翻譯系統之

設計，除了作為聽人與聾人間的溝通介

面外，也能方便聽人學習手語。如：邱

毓賢（2004）設計臺灣手語替代暨擴大

性溝通輔助系統，以改善聽障者溝通及

語言學習的效能。

(四) 手語翻譯：

例如呂佳霖（2006）探究手語翻譯

領域專家學者對教育手語翻譯員培訓之

內容及相關議題的看法，提供未來手語

翻譯相關政策與人力培訓之參考。

(五) 教學與學習：

針對教學法，如蔡碧（2002）探討

國語口手語教學對重度聽覺障礙個案之

語言表現情形。課程方面的研究，如邢

敏華（2001）調查大學生對開設進階手

語課程之意見。在學習影響與能力表現

方面，則如林憲輝（2005）探討自然手

語在第二代手語聾人學習中的角色，劉

秀丹和曾進興（2007）分析文法手語構

詞語句法特性對聾生詞義與句義理解的

影響。

(六) 其他：

其他研究主題包括：手語名字之調

查（王麗玲，2003）、聾父母與聽小孩

間的溝通與教養問題（宋曉真、邢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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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2006）等。

從表三的統計可知，研究主題多集中於

第二和第三類，亦即以探討語言結構（如

語意、語法、語用、音素等）及科技輔具

（如手語辨識系統等）之研究為主，約佔

全部文獻的67％，其次為第五類，有關手

語教學與學習（如口手語教學法等）之研

成效究。

三、研究方法

在所採用之研究方法方面，可歸納出實

驗研究、調查研究、相關或比較研究、量性

語料分析及質性語料分析等五類研究方法，

其中以實驗研究最為普遍，其次為語料分析

的質性研究。

(一) 實驗研究：

研究者藉由操弄自變項，以了解實

驗對依變項的影響。例如：劉秀丹、曾

進興（2007）採單因子相依樣本的實驗

設計，比較文法手語構詞方式（借用、

贅加及串接）在文法手語詞彙理解上是

否有差別；再採相依樣本二因子的實驗

設計，探討空間性（一般動詞、呼應動

詞、方位詞、呼應動詞加上方位詞等）

喪失是否會造成聾生的理解困難。

(二) 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通常以問卷、檢核表、訪

談的方式進行，其目的以了解問題發生

的頻率、強度、現況等。例如：邢敏華

（2001）依據國內外文獻、國情考量以

及自身過去的教學經驗編擬問卷-手語

課程看法問卷調查及手語進階課程問

卷，於「手語」課的最後一堂課由修課

學生填答，以了解學習內容、最喜愛單

元、手語的推廣方法、建議等。調查研

究的限制是受訪（填答）者回答的準確

性可能因時、因人而異，或受社會規範

的影響，以合乎社會規範的答案為自己

的答案。

表三　手語研究主題一覽表

研究主題 篇數 百分比 文　　　　　　　獻

 自我認同 2 5.6% 林伶旭(2004)、張稚鑫(2004)

 語言結構 13 36.1%

曾世杰(1998)、邢敏華(2000)、李信賢(2003)、陳
怡君(2004)、蘇秀芬(2004)、管丁妲(2005)、鄒
雅靜(2005)、劉曉梅(2005)、邱琁(2006)、莊淙羽
(2006)、柯綉玲(2006)、李羿賢(2007)、劉秀丹、曾
進興(2007)

 科技輔具 12 33.3%

陳建宇(2001)、余旭豐(2003)、吳宗蓉(2003)、林
家弘(2004)、徐子涵(2004)、邱毓賢(2004)、郭建
志(2004)、李昌宏(2004)、陳一鳴(2005)、鄭佳玄
(2005)、洪兆欣(2006)、簡銘楷(2006)

 手語翻譯 2 5.6% 呂佳霖(2006)、蘇芳柳(2000)

 教學與學習 5 13.9%
蔡碧(2002)、邢敏華(2001)、林憲輝(2005)、楊雅
惠、林寶貴(2005)、
劉秀丹、曾進興、張勝成(2006)

 其他 2 5.6% 王麗玲(2003)、宋曉真、邢敏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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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或比較研究：

相關研究是最普遍的一種研究方

法，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找出因素A與因

素B之間的關係。例如：楊雅惠、林寶

貴（2005）以臺北啟聰學校九十二學年

度高中（職）聽障學生為對象，探討聽

障學生的手語敘事能力與故事寫作能力

之間，是否有相關存在。

(四) 量性語料分析研究：

 即在某個語料庫中，某單字、片語

或句型出現的頻率或不同說話群眾或不

同語／文體（register）之間的單字、片

語或句型出現頻率的比較（黃希敏，無

年代）。例如：管丁妲（2005）統計每

個手語符號出現的次數、比例，以及使

用交叉分析找尋在不同的視覺因素，之

中的手語符號是否有特定型態的關係存

在。

(五) 質性語料分析研究：

即使用語料庫中的語例，查驗、證

實或推翻某一語言學假說（黃希敏，無

年代）。柯綉玲（2006）從語料中整理

出臺灣手語三十七個否定詞項的構詞形

式和句法表現，進一步證實臺灣手語否

定詞項「沒有」與「不」的表現情形及

臺灣手語否定詞項「沒有」與「不」在

動補複合詞形式中，其否定形式如何表

達。

四、研究發現

從1998至2007的手語研究，這些研究回

答了哪些問題？由於六大類主題中有部份屬

於零星的研究，因此，以下僅就語言結構

類、科技輔具類及教學與學習類等三大類主

題之研究發現進行探討。

(一) 語言結構

1. 手語的語意分析

  管丁妲（2005）發現手形、位置、動

作、朝向以及非手動作這五個視覺因

素，在臺灣手語中皆具有區辨不同

手語詞彙意義的功能，但仍有2.65％

的語料中需加入其他區辨因素才能加

以區辨，顯示這五個視覺因素仍不足

以完全描述臺灣手語的內在架構；臺

灣手語詞彙是由有限的符號組成，並

非由隨意的手勢、動作發生在任何可

能的位置，可見臺灣手語如同口語一

樣，並非所有可能發出的聲音皆可形

成語音，是需使用特定有限的組成份

子形成臺灣手語的構音；臺灣手語在

手形－主手、手形－動作、位置－朝

向、位置－動作、朝向－動作、朝

向－非手動作，這些組合中的視覺因

素間具有關聯性，可見多數的視覺因

素是有關的。

  柯綉玲（2006）發現臺灣手語否定詞

項「沒有」與「不」，並將此概念應

用到動補複合詞的結構中，進一步證

實了兩者的語意差異在於：否定詞項

「沒有」的語意是一般的事件否定用

法，而否定詞項「不」是情態的否定

用法。

2. 手語的語法分析

  鄒雅靜（2005）的研究指出臺灣手語

表達各種靜態空間關係的語法結構，

除了利用主體、背景代形詞以共現結

構表現外，另外還有下列四種表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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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直接將主體、背景物體詞彙

打在相對空間位置上以線性結構呈現

兩者相對關係；(2)手語方位詞的應

用；(3)主手以直指形式與背景代形

詞結合表現主體位置；(4)利用空間

動詞，如掛、放等。

  莊淙羽（2006）指出手語和口語兩個

機制在生理上的差異並且點明手語能

同時表達多個附著替代形式語素；發

現臺灣手語語句中的分布位置和口語

在構詞和音韻上不僅有共同處也有其

各異的特徵；臺灣手語中的主體和背

景替代形式與空間動詞在其表面形式

可以共同出現，不需要像口語人稱代

名詞的附著形式受限於線性的表達方

式；此外，多數臺灣手語動詞與其主

語的性別一致而空間動詞與其主語所

指涉物的語意和外形的名詞分類一

致。

3. 手語的語彙分析

  蘇秀芬（2004）發現語言的初始狀態

應是最具象似性的符號所組成，隨著

時間、社會化的程度發展，溝通經濟

的需要等，象似符號也跟著往代碼符

號演變，但手語的視覺手勢機制和特

殊習得環境容許象似符號的保留，演

變會比口語來得輕緩許多。手語的象

似性研究能提供語言演化一個更直接

更有效率的解答。 

4. 手語的語用分析

  陳怡君（2004）研究顯示，在結構評

估測驗中，除了詞組與簡單句型之遞

繫句之外，自然手語的溝通效率與語

意清晰度皆高於文法手語；受試者的

兩套手語系統能力（自然手語和文法

手語）均等，且兩套手語使用頻率主

要決定於談話對象的語言使用；語言

刻板印象與手語政策態度的調查結果

顯示，受試者對自然手語有較高的評

價。

(二) 科技輔具

1. 手語辨識系統

  手語辨識系統是一套將手語轉換成語

音輸出，使聾啞人士能方便與一般

人溝通，因此，出現一連串相關之研

究。

 (1) 手語單字分類法

   李昌宏（2004）採用三階層式的

分類方法（依開始畫面手勢起始

位置分類；依開始畫面手勢所在

領域分類；依手勢轉折點次數

與所在領域分類），將手語單字

進行分類處理，研究結果顯示三

階層的分類法，能有效將手語單

字分類，有助於手語辨識系統前

的分類準備。

 (2)  辨識方法

   陳建宇（2001）設計多電極式手

部動作辨識系統，以利聽障人士

溝通。由實驗結果可發現，多電

極式手部動作辨識系統對手指、

手腕、手掌等動作有良好的辨識

效果，但因為電極皆安排置放於

前臂，故本系統對手上臂的揮動

不具分辨能力。

   鄭佳玄（2005）以視覺為基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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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臺灣手語的運動軌跡的研究與

辨識。從實驗結果顯示，當場景

由原解析度352 x 240下降0.4倍至

140 x 96 並不會降低系統效能；運

動軌跡方法能夠達到大約90%的準

確率。

   洪兆欣（2006）則以軌跡辨識為

基礎，進行手部移動軌跡辨識，

研究結果為靜態手勢的平均辨識

率為92%，動態手勢的平均辨識率

為88%。而手部移動軌跡的平均辨

識率達99%。

2. 手語教學與學習

  余旭豐（2003）以文獻探討及訪談方

式，對於語障、聽障者之教學教材

及手語結構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整

理，以瞭解手語在線上教學系統的需

求，進而開發一套能以網路來學習手

語的電腦輔助教學系統。此研究在

於：(1)手語資料庫的建立，提供手

語查詢及校正；(2)利用網路增加手

語的學習機會，提升手語學習效益。

  徐子涵（2004）運用多媒體之相關技

術及應用Web導向教學環境，建構一

套小學一年級線上手語情境教學系

統。研究發現線上教學提供重複性學

習且無時空限制，以網路教學系統輔

助傳統學習是有效而值得推廣的；可

以提昇聽語障兒童的手語及國字識字

能力；可依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學習

單元，符合自主性學習；「情境動

畫」的呈現可以幫助手語及國語的學

習，線上教學的畫面、聲音、動畫、

圖像、及文字等視覺效果可幫助學習

者學習。

(三) 教學與學習

蔡碧（2002）探討重度聽覺障礙學

生在國語口手語教學語言之下語言表現

情況，其研究結論為：1.重度聽障孩子

在國語口手語的教學語言環境下，「語

法正確」的語言表現，不同時間有不

同表現，其「語法正確」由簡單的肢

體語言逐步進展到聽障學生出現更多

「語法正確」的語言；2.在國語口手語

環境下，重度聽障學生「互動語彙」方

面隨著國語口手語的使用時間增加而有

進步，表示重度聽障學生在國語口手語

的教學環境下語言表現獲得正向提升；

3.在國語口手語環境下，重度聽障孩子

「溝通形式」隨著國語口手語的使用時

間增加而有所改變。

林憲輝（2005）以質性研究設計，

探討自然手語在第二代手語聾人學習中

的角色，研究發現個案在豐沛的自然手

語環境中成長，其自我認同度高且能有

效的學習，同時也發展出不錯的寫作能

力。

楊雅惠、林寶貴（2005）以量化分

析手語敘事語料的故事結構要素與探討

聽障學生故事寫作發展水準分佈情形，

結果發現：1.聽障學生的手語敘事有故

事結構的能力；2.故事寫作發展水準以

「焦點鏈」的人數最多，而寫作層次越

高者，所寫出的總字數、詞數皆多於層

次低者。

劉秀丹、曾進興、張勝成（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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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法手語和自然手語對聽障生的語

文發展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實施多年的

文法手語教學並未改善聽障生閱讀能力

低落的問題，且並不支持自然手語會妨

礙國語文學習的說法。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回顧西元1998年至2007上半年

國內36篇有關手語的實證性研究，文獻

來源包括學術期刊論文與碩士、博士論

文，多數的論文發表或出版於2004年之

後，研究主題以探討手語的語言結構和

科技輔具的研究為主，在研究方法上以

實驗研究最多，而在語料分析上則是採

質性研究最多。分析結果發現：在語言

結構研究上，語意、語法及語彙部分是

較多被探討的主題，而在語用則較少被

觸及。在科技輔具研究上，在手語辨

識系統上主要找出適合當作辨的方法，

而在教學部分，則是嘗試以線上或電腦

教學推廣手語學習。在教學與學習研究

上，自然手語有助於聽障生自我認同和

語言學習。

(二) 建議

從文獻中不難發現尚未統一的手語

和教材，是研究者在進行手語資料蒐集

時最大的困難。雖然教育部已完成統一

手語之編撰，但各地因區域性的差異，

仍存在不同表達方式的手語，其中尤以

自然手語最為明顯。因此，手語的統一

和教材發展仍待持續推動。

其次，在融合教育下，「雙語教

育」乃國內外啟聰教育語言溝通的趨勢

（邢敏華，2001），所謂雙語教育即同

時給予手語及口語使用和學習的機會，

也可以視為廣義的綜合溝通理念。除

了提供雙語教育外，雙文化教學（聽

人文化與聾人文化）也需要受到重視，

Evans(2004)即曾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支持

雙語方法教導聽覺障礙學生在語文讀寫

能力的學習，並提出學校教育應教導聾

文化，且若透過聾教師進行教學將更為

適合。

（本文作者蔡昆瀛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柯欣蓉為臺北市立教

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身障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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