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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在於介紹視素(viseme)在讀話(speechreading)教學上的應用原則。筆

者茲整理國內外讀話與視素相關研究文獻，介紹聽障者的讀話能力和影響其讀話

的因素，視素的相關研究成果，和以此為基礎所指出的讀話教學啟示，做為教師

口語教學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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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障兒童的溝通訓練課程，包括有口語、手語和其他溝通方式三部份，在實

施溝通訓練時，透過聽能輔具（助聽器、人工電子耳、FM 調頻系統等）啟發學

生殘存聽力，訓練其學習口語，是溝通訓練課程中為大家所重視的一部份，但因

聽力上的限制，以視覺訊息輔助接收資訊，也是聽障者不容視的能力之一。讀話

為口語訓練的內容之一（教育部，民 90），事實上無論是聽力正常者或是聽覺障

礙者，都可以從讀話中獲得訊息，並增進對言語的知覺（speech perception）

（Bergeson, Pisoni & Rebecca，2003；Green，1998；Kaplan, Bally & Garretson，

1985；Walden & Busacco，1993）。那麼究竟讀話(speechreading)是什麼呢？就定

義上而言，「讀話」意指觀看說話者的嘴形變化（唇、舌、顎、齒），表情、手勢、

身體動作及環境線索，而瞭解他人說話內容的一種能力（Kaplan, Bally & 

Garretson，1985；Lesner，1988）。正常聽力者對語音的接收係以聽覺為主，然

聽覺障礙兒童因聽力損失，偏向於以視覺來輔助聽力上接收訊息的不足，然視覺

讀話並非一件容易的事，讀話仍其限制。讀話所面臨的困難有：(一)、很多語音

的構音，由視覺上看起來是相似的，不易辨識，例如，「f、v」（Erber，1982；

Lesner，1988）；(二)、構音位置在舌後方的不易讀取，例如舌根音（Erber，1982）；

(三)、協同構音（coarticulation）影響語音的可視性，例如，「needles」，它的語

音構成要素中有/d/、/l/和/z/，但讀唇時只看到一個視素（viseme）（Erber，1982；

Jackson，1988；Lesner，1988）；(四)、語音的超語段（suprasegmental）特質無

法看到，例如，音調（pitch）、語調（intonation）、韻律、節奏（Lesner，1988；

Ling，1976）。 

    如上所述，讀話會因語音構音位置、協同構音及超語段等因素而受到阻礙，

故當個體進行視覺讀話時，有一些語音在視覺上被歸為同一組音素（phonemes）

（Erber，1982；Kricos & Lesner，1982），或在視覺上被歸為相似的音素組

（Kshirsagar ＆ Magnenat-Thalmann，2003），或在視覺讀話時這些語音間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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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混淆，例如：「p、b、m」，而這些被歸為同一類組或互為相似或互為混淆的

語音群，我們稱之為視素(viseme)，也就是指語音的視覺特徵之意（Jackson，

1988）。無論是聽力正常者或是聽覺障礙者，在以視覺讀話時，皆會有視素的形

成，那麼視素會對讀話造成那些影響呢！這在讀話教學上是一重要的課題，因

此本文以下將為讀者介紹聽障者的讀話能力與影響因素，有關視素的相關研究

成果，及提出視素在讀話教學上的應用，以供臨床教師在為聽障兒童進行溝通

訓練時之參考。 

 

壹、聽障者的讀話能力和影響讀話的因素 

    聽障者的讀話能力，在相關研究中顯示並不高，而且比聽力正常者低

（Dodd，1980；Mogford，1987），特別是重度聽障者（Summerfield，1991；取

自 Bernstein, Demorest & Tucker，1998）。國內陳小娟研究聽力正常大學生的讀話

能力，指出其國音聲母的讀話正確率平均為 28.57%（陳小娟，民 80a），國音韻

母的讀話正確率為 51.09%（陳小娟，民 81），蘇芳柳研究國小聽障學生讀話能力

則指出，聽障學生的國音聲母讀話正確率平均是 28.28%（蘇芳柳，民 84），韻母

平均是 47.54%（蘇芳柳，民 87），近來李芃娟（民 92）以台南市啟聰班學生為

對象，在視聽覺併用情境下，發現聽障學生平均國語音素的讀話正確率是

26.89%，其中聲母的讀話正確率平均為 19.05%，韻母的讀話正確率平均為

37.19%，一般而言，國內和國外研究有相同的趨勢，指出聽常者的讀話正確率比

聽障者高。Dodd（1980）和 Mogford（1987）分析原因指出，這可能是聽力正常

者，比較可以從語音的聽覺經驗中，去彌補讀話上的不足之故。 

    另外，也有研究不同於以上的研究結果，指出聽障者的讀話能力比聽常者

好，聽障者是最好的讀話者；例如，Bernstein 等人（1996）以 96 名聽力正常和

72 名重度聽覺障礙成年人為對象，研究其讀話能力，結果指出聽障者的字詞讀

話正確率在 61-80%之間，聽力正常者在 36-57%之間，Bernstein 等人以此研究結

果，告訴大家聽障者是最好的讀話者（取自 Bernstein, Demorest & Tucker，1998）。

聽障者的讀話正確率或許並不高，但無疑的，他們需要讀話來協助其接收訊息，

那麼影響他們讀話的因素有那些呢？以下將就說話者、讀話環境、讀話者、和其

它因素四方面加以分析。 

一、 說話者     

（一）、說話的口形清晰度 

不同說話者由於口形不同，故以相同讀話者讀取語音訊息，通常也會有不 

同數量的視素形成，說話者口形清晰有助於讀話（Kricos & Lesner，1982，1985；

Montgomery & Demorest，1988）。 

（二）、說話者的特質 

    Montgomery, Walden & Prosek (1987)指出視覺讀話是否清楚，應包括說者的

講話速率、說話的生動性和清楚的口動等特質（引自 Lesener，1988），正常的唇

動比誇張的口形得清楚；另外，Lesner（1988）指出薄唇者比厚唇者更易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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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讀話。 

二、 環境 

（一）、角度 

讀話角度應是在聽障者可以看清楚說話者臉部的視線範圍內。蘇芳柳和張 

蓓莉（民 85）研究聽障學生從正面(00)和側面(450)的讀話結果，顯示正面(00)和側

面(450)讀話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二）、照明 

說話者面向光源，使光線充份照在說話者臉上，將有助於讀話。 

（三）、距離 

說話和讀話者雙方的距離，在彼此可以看到對方臉部的距離內，讀話效果 

較好。 

（四）、視聽線索併用情形 

國內外研究指出，聽障學生讀話時同時併用視、聽線索，將可增進讀話能 

力（李芃娟，民 92；陳小娟，民 80a；Walden & Busacco，1993）。例如，Walden

和 Busacco(1993) 以 40 位中老年者，障礙程度在中度到重度的聽障者為對象，

進行子音—母音(C-V)無意義音節和句子的讀話表現評量，發現在視聽併用的情

境下，讀話表現效果較好。    

三、 讀話者 

（一）、聽障程度 

聽障學生的聽閾值和讀話能力呈負相關（陳小娟，民 80a），即聽障程度愈 

重者，讀話能力愈差。陳小娟（民 80a）的研究指出，重度聽障者的讀話能力比

極重度聽障者好，張蓓莉、蘇芳柳（82）對 351 名啟聰班學生所做的讀話能力研

究指出，中度聽障學生的讀話能力優於重度、極重度；由此可知，聽障程愈重者

愈不利於讀話。 

（二）、智力 

和讀話能力顯著相關（蘇芳柳，民 80）。 

（三）、年級 

聽障學生的讀話能力隨年級的增加而有提高的趨勢（蘇芳柳，民 80）。 

（四）、年齡 

國內陳小娟（民 80b）研究國民教育階段聽障學生的讀話能力，發現其和年 

齡呈正相關，De Filippo(1986)也發現年長的重度聽覺障礙者，讀話清晰度較年輕

的重度聽覺障礙者好。但對中老年人讀話能力則有隨年齡的增長而下降的趨勢，

例如，Ewertsen 和 Birk-Nielsen (1971)使用單音節丹麥字(monosyllabic Danish 

words)對聽力正常的青年、中年和老年，在單用聽覺、單用視覺、視聽覺併用三

種情境及不同信噪比背景下，呈現聽覺刺激，結果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所有分

數都隨之而降低(取自 Walden & Busacco，1993)。 

（五）學業成就 

和國語、數學成績成正相關（陳小娟，民 80a），和國語文能力呈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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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芳柳，民 80）。 

四、其他因素：例如，聽障學生每週在資源教室接受輔導總時數和讀話 

能力顯著相關（蘇芳柳，民 80）；全天配戴助聽器學生的讀話能力優於在校戴及

上課才戴的聽障學生（張蓓莉、蘇芳柳，82）；視覺律動模倣能力、視覺序列記

憶能力、口形圖片序列記憶和讀話能力呈正相關（陳小娟，民 80a）。 

 

貳、國內外有關視素研究成果 

Kricos & Lesner（1982）指出英語子音傳統上有十二個同音素 

（homophenous），讀話觀察者卻只看四至五個，到 Kricos & Lesner（1985）以二

名聽語能力正常的女性大學生為說話者，以讓十二名年齡在十五到十七歲的重度

聽障者來讀話，結果對第一位說者的讀話視素形成有三個，分別為/p、b、m/

（78.6%）、/l/（73.5%）、/f、v/（71.5%）；對第二位說者的讀話視素則有五個，

/p、b、m/（95.8%）、/f、v/（89.6%）、/l/（82.9%）、/ 、 、 、d /（78.7%）、/

θ、 /（73.4%）(以上括弧中數字指同一組視素的讀話正確率)。 

    國內有關讀話視素研究（李芃娟，民 92；陳小娟，民 80a，81；蘇芳柳， 

民 84，87），自陳小娟（民 80a）以 197 名聽力正常大學生讀取二十一個國語聲

母開始，迄今雖相關研究數量有限，且語音材料皆以音素為主，如表 1 所示，但

統整研究結果可見和國外相關研究有很相似的趨向，綜理國內視素研究可發現：

（一）、聽力正常大學生在視素和音素的讀話正確率皆比國中、小聽障學生為佳，

此與國外研究指出年齡較長者的讀話正確率優於年齡較小者，及聽力正常者的讀

話正確率優於聽覺障礙者相似（Dodd，1980）；（二）、讀話視素群落數目，成人

較兒童為多（Kricos & Lesner，1982）；（三）、韻母的讀話正確率優於聲母，此

和國外母音比子音易於讀取的研究結果雷同（Kaplan, Bally & Garretson，1985）；

（四）、國語聲母的「ㄅㄆㄇ」、「ㄈ」，國語韻母的「ㄠㄡ」、「ㄩ」，無論是聽障

者或是聽常者讀話，皆為獨立的視素。 

 

表 1  國內視素研究成果整理 

出處 對象 視素群落 視素 

辨識正確率 

音素 

辨識正確率 

陳小娟 

(民 80a) 

 

197 名視力

正常且聽

力正常大

學生 

二十一個聲母可歸為 5 個視素：

(1)、「ㄅㄆㄇ」；(2)、「ㄈ」；(3)、

「ㄏ」；(4)、「ㄌ」；(5)、「ㄉㄊㄋ

ㄍㄎ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 

92.19% 28.57% 

（刺激與反應為

同一音素） 

陳小娟 

(民 81) 

 

200 名視力

正常且聽

力正常大

學生 

十六個韻母可歸為 5 個視素：

(1)、「ㄠㄡ」(2)、「ㄩ」(3)、「ㄧ

ㄜ」(4)、「ㄢ」(5)、「ㄥㄦㄣㄞㄟ

ㄤㄝㄚ」 

81.39% 51.09% 

蘇芳柳 

(民 84) 

 

30 名國小

聽障學生 

二十一個聲母可歸為 2 個視素：

(1)、「ㄅㄆㄇㄈ」；(2)、「ㄉㄊㄋ

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

ㄙ」。 

96.24% 28.28% 

蘇芳柳 

(民 87) 

30 名台北

市國小啟

十四個韻母和二個聲母(ㄏㄋ)排

列組合的注音符號，區分出 1 個

84.03% 47.54% 

(1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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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班及資

源教室聽

障學生 

視素：「ㄜㄞㄟㄠㄡㄢㄣㄤㄥ」。 

李芃娟 

(民 92) 

20 名台南

市啟聰班

聽障學生 

三十七個國語視素可歸四個視

素：(1)、「ㄅㄆㄇ」；(2)、「ㄈ」；

(3)、「ㄩ」；(4)、「ㄡㄠ」。 

二十一聲母可歸為三個視素：

(1)、「ㄅㄆㄇ」；(2)、ㄈ；(3)、「ㄐ

ㄑㄗㄘㄓㄔㄒㄙㄕㄏㄍㄖ」。 

十六個韻母可歸為二個視素： 

(1)、「ㄡㄠ」；(2)、「ㄧㄨㄩㄚㄛ

ㄝㄞㄟㄤㄥㄢㄣ」。 

81.25% 

 

 

 

82% 

 

 

75% 

 

 

26.89% 
 

 

 

19.05% 

 

 

37.19% 

本表依年代加以排列 

 

    以上國內外視素的相關研究指出，由聽覺所聽到的語音數量，在轉為視覺語

音時，數量減少了；相同的讀話者對不同說者讀話形成的視素群落不同，視素數

量也不同，聽力正常和聽覺障礙者對相同說話者，讀話所形成的視素也不同；同

一視素內的語音有相互混淆的情形；而且兒童讀話所形成的子音視素群落數目比

成人少。 

 

參、視素在讀話教學上的應用 

    國外有關視素的文獻指出，讀話可以增進聽障學生溝通的能力（Kshirsagar 

＆ Magnenat-Thalmann，2003），特別是教師在教學時，若能善用教學線索，將

可增進學生對訊息的接收能力。本文以下整理分析國內外視素基礎研究成果，歸

納視素在讀話教學上的原則，以供教師在教導聽障學生溝通時的參考。 

    視素在讀話教學上的應用原則： 

（一） 教師應知道不同的語音由聽覺單位轉為視覺單位時，數量上的改變

及有多少的視覺訊息可以使用。例如，以國語音素而言，視素群落

「ㄅㄆㄇ」、「ㄠㄡ」，在聽覺上有五個單位，形成視覺單位時卻只有

二個，而且「ㄅㄆㄇ」或「ㄠㄡ」視素內可運用的視覺訊息幾乎相

同，互為混淆；欲區分其不請參見以下第(六)點說明。 

（二） 教師在訓練及評量讀話技能時，應使用不同的說話者。因相同讀話

者對不同說話者的讀話視素有所不同（Kricos & Lesner，1982；1985）。 

（三） 教師不能用自己對語音的視覺讀話結果來教導聽障兒童，應以兒童

的讀話結果來教導他。因不同個體對相同說話者的讀話視素亦不同

（Erber，1982）。 

（四） 訓練讀話時，以構音位置為基礎，由先前評量中可見的視素量，遞

次慢慢的增加。例如，聽障學生在讀話評量中可見到的視素為四個，

則以這四個視素為基礎，慢慢增加為五個、六個、……..等（Kricos & 

Lesner，1985）。 

（五） 讀話訓練時安排學生的座位，坐在距離教師較近，能見到教師 450

的視線範圍內（蘇芳柳、張蓓莉，民 85）。 



 5 

（六） 相同視素內的語音，應加強其區分性的訓練，例如，利用觸覺、上

下文的脈絡關係（Erber，1982）、視覺科技輔具，讀話輔助系統(指

cue speech，口手標音法)（Cornett & Daisey，1992）等。 

在讀話輔助系統方面，國內黃文信（民 93）以 Cornett 和史文漢先生 

所發展的國語口手標音法（cue speech），教導啟聰班學生讀話，結果 

指出讀話併用國語口手標音法，可以增進聽障兒童的讀話能力；在 

視覺科技輔具方面，李映儒（民 93）以電腦軟體呈現塞擦音的視覺 

圖像，教導聽障兒童區分「ㄐㄑㄗㄘㄓㄔ」等六個在視覺上極為相 

似的塞擦音，並對自己的語音加以回饋，結果顯示可以增進聽障兒 

童的說話清晰度；同樣的張小芬（民 93）亦以聲調分析軟體，教導 

聽障學生國語聲調，結果顯示視覺科技輔具可增進聽障學生，在視 

覺讀話所無法看到的國語聲調聽辨和唸讀能力。 

（七） 在讀話訓練中仍應重視殘存聽力的運用，因在視聽併用的情境下兒

童的言語的知覺比單用視覺或聽覺來的好（李芃娟，民 92；Bergeson, 

Pisoni & Rebecca，2003）；即統合聽覺訊息和視覺訊息有助於溝通和

讀話（Green，1998）。 

（八） 將視素的研究發現用於讀話教學輔助系統上。國外有研究者將視素

的研究發現用於讀話軟體的開發，以此做為教導聽障者讀話訓練的

輔助系統（Graham-Dowe，1999；Preminger, Lin, Payen & Levitt，

1998）。 

    以上為筆者針對視素在讀話教學上的啟示，所整理的應用原則，期望能提供

臨床教師指導聽障學生讀話時之參考。同時相信我們對讀話、對視素的認識愈

多，便愈能對其限制加以控制，對其優勢加以運用，也愈能提高聽障學生口語教

育的品質，幫助其接收語音訊息。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台南師範學院特教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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