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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通 矩 陣



1.拒絕不想要的…
就連新生兒都能知道他們不喜歡正在發生的事 他們可能是餓了 受傷了或有其
他造成讓他們不舒服的事情 當他們年紀越來越大 他們會用更多方式去拒絕不
想要的事以及在它出現前去迴避它

2.獲得想要的…
當遇到我們喜歡的事物時 我們會想要得到它或是讓它再出現一次 最初 嬰兒
只能表現出他們喜歡正在發生的事 一段時間後 即使物品未被提供 他們也能
學會如何吸引別人給他們想要的東西

3.參與社會互動
對多數人來說 社交是生活中極重要的一環 大量的交流純粹是為了保持與他人
的互動 嬰兒對他人的注意力非常重視 並能迅速地學會如何吸引他人 最後他
們也學會用更有禮貌 且用不羞澀的方式來持續吸引他人的注意

4.提供或尋找資訊
當兒童逐漸成長時 他們對自己之外事物的興趣也會隨著增加 他們學習尋找資
訊 歸納問題並找到解答 然後提供資訊給溝通夥伴 起初 他們將這些資訊歸
結為“對”或“錯”的問題 然後會詢問簡單的問題 把事物分類和發表評論
最重要的是 這些資訊需要經驗的內在表徵和使用符號去操弄它們

溝通行為
隨著發展 我們變得能以更精確 更規範及更能被社會認可的方式來表達資訊
初期的溝通行為表現為非言語的發聲 肢體動作 手勢 臉部表情及凝視 有肢
體障礙的兒童偶爾會使用簡單的輔具 之後我們學會了用符號來進行溝通 包括
語 音 手 勢 書 面 語 或 點 字 觸 覺 符 號 例 如 圖 片 或 3 D 的 符 號 或 結 合 這 些
符號系統的語音溝通器

請瀏覽  https://www.designtolearn.com 網站以獲得與本研究和培訓更多的
相關資料

溝通矩陣實際上是由四個矩陣系列所組成 它代表溝通的四個基本目的和七個能
力階層 能力階層可以用九個溝通行為來區分 從前意圖行為到使用兩 三個符
號的短句 矩陣的建構是依據九個正常嬰兒在六至二十個月間 為其進行三次評
估 的 發 展 樣 本 矩 陣 是 一 種 為 確 定 兒 童 當 前 的 溝 通 能 力 並 提 供 評 估 工 具 的 框
架 矩陣依據具體行為和溝通功能或意圖來進行判定 以確定其具有邏輯性的溝
通目標 矩陣是為重度溝通障礙兒童所設計 這些兒童的障礙包括重度感官 運
動及認知障礙 在矩陣評量工具中 受評估人被稱為“你的兒童” 請注意 矩
陣同樣適用於溝通能力仍處於初始溝通階層的成年人 本矩陣對評估早期溝通發
展階段的非重度障礙幼兒也是有用的

矩 陣 主 要 分 為 兩 大 部 分 - 一 本 工 具 說 明 手 冊 和 一 份 剖 面 圖 它 們 將 會 在 本 評 估 工
具 中 呈 現 在 讀 完 第 1 ~ 2 頁 的 介 紹 後 會 在 第 3 頁 做 說 明 你 會 找 到 四 個 矩 陣 每
個矩陣都是溝通的四個主要目的之一 每個矩陣都包括你所回答的一系列問題
完成矩陣後 你會得到兒童是如何作表達的具體資訊

在 完 成 第 3 ~ 6 頁 的 問 題 後 你 將 完 成 兒 童 溝 通 發 展 的 剖 面 圖 剖 面 圖 會 總 結 第
3~6頁所蒐集的資訊 透過剖面圖 你就可以一目了然看出兒童的溝通是如何發
展的

溝通的四個基本目的
在溝通的初始階段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兒童與他人溝通的四個基本目的 隨
著年齡的成長 他們會成為越來越有經驗的溝通者 同時他們也會發展出更複雜
的溝通目的 以滿足表達那些他們無法用早期溝通行為來傳達新資訊的需求 矩
陣是由以下四個基本溝通目的所組成

設計邏輯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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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能力的七個階層將會在以下的矩陣中進行說明

階層五 具體符號 代表具體所指
在這個階層 兒童能透過使用具體的符號 例如 使用“自然的”或“描述性”
的 手 勢 如 我 坐 來 的 手 勢 以 及 利 用 動 作 物 體 或 使 用 具 體 明 確 的 符 號

如圖片或物品作為符號 來表示一個環境中的實體 一個所指的對象 這些
具體的符號與環境實體相關有兩種形式 第一 它們與具體指示物有1:1的對應
關係 第二 它們較難被感知到 與指示物的關係 它們的外觀 聲音 觸感或
動作與指向的物體類似 重度肢體障礙兒童可以透過使用特殊開關或其他輔助設
備 用指示 觸摸 凝視等方式來表示有形的符號 多數正常的兒童在第五階層
和第六階層不會有明顯界線 而單獨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 相反地 第五階層往
往會穿插出現在第四和第六階層的溝通行為中 然而 第五階層可能會成為重度
障礙兒童的單獨和關鍵的發展階層 具體符號可能是唯一有意義的符號 或它可
作為對有難以獲得抽象符號能力的輕度障礙兒童之過渡階層

階層六 抽象符號 代表具體所指
在 這 個 階 層 兒 童 能 透 過 使 用 抽 象 符 號 來 表 示 環 境 的 實 體 例 如 語 音 手 勢
語 點字或書面語 抽象圖形符號或三維符號 如某種形狀或紋理 它可被任意
指 定 代 表 一 個 物 品 的 符 號 這 些 符 號 與 他 們 所 指 有 純 粹 的 任 意 關 係 - 也 就 是
說 它們在感覺上並不相似 在這個階層 兒童一次使用一個抽象符號 而不是
組合使用 重度肢體障礙兒童可以透過使用特殊開關或其他輔助設備 用指示
觸摸 凝視等方式來表示有形的符號

階層七 語言 組合符號
在這個階層 兒童可以依據語法規則來使用兩個或三個符號的組合 如果符號的
順序改變 言語的涵義可能也會跟著變化 重度肢體障礙兒童可以透過使用特殊
開關或其他輔助設備 用指示 觸摸 凝視等方式來表示有形的符號

溝通能力的七個階層

階層一 前意圖行為 以及他們所反應的狀態
這些行為是反射性或反應性而非有目的 但似乎與特定的狀態有關 父母將這些
行為解釋為某些內在狀態的表達 例如 飢餓 舒適或疼痛

階層二 意圖行為 類似溝通的功能
這些行為是有意圖的 但未達到有意圖溝通行為的門檻 也就是說 兒童並沒有
意 識 到 可 以 用 這 些 行 為 來 控 制 他 人 然 而 其 中 某 些 行 為 的 確 提 供 了 溝 通 的 功
能 因為父母將這些行為解釋為 這是兒童在和人溝通 在這個階層 兒童展現
潛 在 的 溝 通 行 為 之 前 不 會 與 他 人 有 眼 神 接 觸 也 不 會 等 待 別 人 的 反 應 相 反
地 兒童會直接對人和物體進行操弄 而非是用物體來吸引他人的注意或是利用
他人來獲得所期望的物品

階層三 非傳統溝通 使用前符號行為
這是一個關鍵的階層 現在兒童會用有意圖的溝通 但他們使用的是非傳統的溝
通方式 如肢體動作 對他人和物體作動作 發聲 或按壓特殊開關 這些行
為被稱為非常規 是因為它們在成人世界中是不被接受的溝通方式 雖然它們非
常有效 但通常最後仍會被傳統的方式所取代

階層四 傳統溝通 使用前符號行為
在這個階層 兒童會有意圖地使用傳統的 或被社會所接受的 手勢和發聲來進
行溝通 這些傳統的手勢將會持續在兒童成長期間使用 以作為有效增強符號的
行為 現在兒童表現出“雙重定向” 他 她 同時對一個人或主題的溝通做出
行 動 或 定 義 雙 重 定 向 通 常 藉 由 手 勢 的 組 合 來 實 現 例 如 指 向 某 物 時 看 著 某
人 但視障的兒童可能不會發展出太多這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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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使用觀察結果 與父母或教師的訪談 以及直接和兒童進行溝通 以確定兒童能
夠表達哪些行為 第一階層 功能 第二階層 或意圖 第三~第七階層

評分
在每一個溝通矩陣中的“問這些問題”列下面問自己或問被調查者每一個問題
如果答案是“是” 那麼在兒童之“在此作答”下的相應列中用來表示狀態 功
能或意圖的任何行為旁邊圈起一個字母 請務必使用與你回答問題相同編號的答
案欄 “在此作答”列中的字對應於“溝通行為”列下的行為 只檢查兒童獨立
產出 即沒有他人協助 和一致性 大多數有提供適當機會的時間都會發生 的
行為 大多數的問題所指的意圖可能在其程度上會有所不同 由於大多數的兒童
在溝通能力上會跨越兩個或多個階層 你需要在兩個或多個階層上去回答這些階
層的每一個問題 以核實兒童的溝通行為 例如 兒童可能使用各種行為來請求
新的物品 包括說出單詞“餅乾” 第六階層 遞給你一個餅乾的圖片 第五
階層 或一邊看著你 一邊指著餅乾 第四階層

從哪裡開始
從“拒絕”開始 然後完成其他三個主要的溝通目的 獲得 社交及資訊 的矩
陣問題 每一頁 你應該從第一個問題開始到完成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兒童很少
或沒有類似有意圖的溝通反應 你可從每個頁面上的第一個問題填答 並以你的
方式完成後續的問題 直到你能確認你的回答已經超出了兒童的能力 如果兒童
使用任何形式的符號 如言語 標誌 圖片符號等 或如果兒童使用相當多的有
意圖手勢 那麼回答第二甚至第三階層的問題 可能會不足以表現兒童目前的溝
通水準 也就是說 兒童已經超越了這些溝通的水準 在這種情況下 你可以透
過 答 案 列 來 標 記 這 些 問 題 以 顯 示 它 們 已 被 更 高 階 層 的 溝 通 技 能 所 替 代 或 替
換

使用說明 逃避你不想要東西的方式
問這些問題 在此

作答 溝通行為 階層
1.表達不舒服
你能知道兒童什麼時候不舒服 疼痛
濕了 餓了 受驚嚇 嗎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做 了 什 麼 讓 你 認 為 他

她 不舒服

I.前意圖行為
表示個體 狀態的前意圖
或反射行 為 照顧者可
以解讀該狀 態 例如
餓了 濕了

II.有意圖行為
行為是有 意圖的 但未
達有意圖 溝通行為的門
檻 照 顧 者 需 推 測 意
圖 行為 的作用是為了
影響照顧者的行為

III.非傳統溝通
非傳統的 手勢被有意圖
地用來影 響照顧者的行
為

IV.傳統溝通
傳統手勢 用於有意圖地
影響照顧 者的行為 兒
童 表 現 出 “ 雙 重 定
向”

V.具體符號
有限地使 用具體符號來
代表實體 符號與具體
指 示 物 之 間 有 1 : 1 的 對
應關係

VI.抽象符號
有限地使 用抽象符號來
表示實體 兒童一次使
用一個抽象符號

VII.語言 
依照符號 系統的規則使
用 符 號 根 據 語 法 規
定 將兩 個或三個符號
依序組合

a
b
c
d
e
f

a
b
c
d

a
b
c

a
b
c

2.抗議
你 能 發 現 兒 童 什 麼 時 候 不 想 要 某 些 特
定 的 事 物 如 某 個 食 物 玩 具 遊 戲
或搔癢嗎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做 了 什 麼 讓 你 認 為 他

她 不想要某件事物

3.拒絕或抵抗
兒 童 是 否 會 刻 意 向 你 表 達 他 她 不
想要某種事情或一定的活動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做 了 什 麼 拒 絕 或 抵 抗 某
件事情

1

2

3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改變姿勢(身體僵硬 扭動 轉身)
b)肢體動作(踢腿 揮動手臂)
c)頭部動作(轉頭)
d)臉部表情(作鬼臉)
e)發聲(哭 哼聲 尖叫)
f)其他行為

a)把不要的東西交給你
b)搖頭說“不要”
c)特定的語調(“嗯嗯”) 
d)其他傳統的手勢

a)拒絕不想要物品的照片或圖像
b)拒絕代表不要物品的符號
c)拒絕其他的具體符號

a)兩個符號(“請停止” “不要”)
b)三個符號(“不要出去”)

其他的符號 

a)頭部動作(轉頭 把頭抽回)
b)手部動作(揮動手臂 推 丟掉)
c)腿部動作(跺腳 踢)
d)臉部表情(皺眉 作鬼臉)
e)發聲(嗚咽 激動 尖叫)
f)遠離某人或某物
g)其他行為

a)口說(“不要” “做完了”)
b)手勢(“不要” “停”)
c)手寫(“不要” “做完了”)
d)點字(“不要” “停”)
e)抽象的3D符號(代表“不要” “停”)
f)抽象的平面符號(代表“不要” “停”)
g)其他的抽象符號 

a)全身的動作(扭動 轉身)
b)把頭撇開
c)手或手臂的動作
d)腿部動作(踢 跺腳)
e)發聲(尖叫 嗚咽)
f)臉部表情(皺眉 作鬼臉)
g)推開物體或人
h)其他非傳統的手勢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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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想要東西的方式
問這些問題 在此作答 溝通行為 階層

4.要求更多的活
動
你 的 兒 童 會 有
意 圖 的 告 訴
你 他 她
想 要 更 多 你 剛
剛 停 止 的 活 動

比 如 玩 躲 貓
貓 或 音 樂 玩
具 嗎

否 是
如 果 是 你 的
兒 童 是 如 何 要
求 更 多 的 活
動

1.表達舒服
你能察覺什麼時候兒童覺得滿足 舒適或興奮嗎

否 是
如果是 兒童做什麼會讓你覺得他很舒服

2.繼續一個活動
有時你會發現兒童想繼續你剛剛停止與他 她 做
的活動 例如 彈跳 兒歌或玩音樂玩具 嗎

否 是
如果是的話 兒童會做什麼讓你覺得他 她 想繼
續一個活動

3.獲得更多東西
有時你會發現兒童會想要更多特定的東
西 如食物或玩具 嗎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會 做 什 麼 讓 你 覺 得 他

她 想要更多東西

5.要求新的活動
兒 童 會 有 意 圖 地
表 示 他 她 希
望 你 進 行 一 個 新
的 活 動 一 個 你
剛 剛 沒 有 玩 的 活
動 嗎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如
何 要 求 或 請
求 一 個 新 的 活
動

6 . 要 求 更 多 的
東西
兒 童 會 有 意 圖
地 告 訴 你 他

她 想 要 更
多 已 經 有 的 東
西 如 玩 具 或
一 些 食 物
嗎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如 何 要 求 更
多的東西

7.做選擇
兒 童 會 有 意 圖
的 在 你 同 時 提
供 給 他 她
的 兩 件 或 多 件
物 品 之 間 做 出
選 擇 嗎 確
認 兒 童 知 道 所
提 供 的 所 有 選
擇 並 不 僅 僅
表 示 他 她
注 意 到 的 第 一
個項目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如 何 做 出 選
擇

8.要求新的東西
兒 童 會 有 意 圖 地
向 你 表 示 他

她 想 要 的 東
西 嗎 例 如 在
他 ( 她 ) 看 到 聽
到 或 摸 到 新 的 東
西 如 玩 具 或 食
物 但 你 並 未
給他 她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如 何 請 求 新 的 東
西

9 . 要 求 不 在 現 場
的東西
兒 童 會 有 意 圖 地
要 求 不 在 現 場 的
東 西 嗎 例
如 玩 具 食
物 人 物 這 些
東 西 在 當 時 是 無
法 看 見 聽 見 或
摸 到 的 範 圍 或
是 在 另 外 一 個 房
間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如 何 要 求 不 在 現
場的東西

IV.傳統溝通
傳統手勢用於有意圖的影響照顧者的
行為 兒童表現出“雙重定向”

I.前意圖行為
表 示 個 體 狀 態 的 前 意 圖 或 反 射 行
為 照 顧 者 可 以 解 讀 該 狀 態 例
如 餓了 濕了

II.有意圖行為
行 為 是 有 意 圖 的 但 未 達 有 意 圖 溝
通 行 為 的 門 檻 照 顧 者 推 測 意 圖
行 為 的 作 用 是 為 了 影 響 照 顧 者 的 行
為

III.非傳統溝通
非 傳 統 的 手 勢 被 有 意 圖 的 用 來 影 響
照顧者的行為

V.具體符號
有 限 地 使 用 具 體 符 號 來 代 表 實 體
符 號 與 具 體 指 示 物 之 間 有 1 : 1 的 對
應關係

VI.抽象符號
有 限 地 使 用 抽 象 符 號 來 表 示 實 體
兒童一次使用一個抽象符號

VII.語言
依 照 符 號 系 統 的 規 則 使 用 符 號 根
據 語 法 規 定 將 兩 個 或 三 個 符 號 依
序組合

a)姿勢變化(僵硬 放鬆)
b)肢體動作(踢腿 揮動手臂)
c)頭部動作(搖頭)
d)臉部表情(笑)
e)聲音(咕咕聲 尖叫)
f)其他的行為

1

a)接近所需物體
b)頭部動作(向前移動頭部)
c)手臂動作(揮動手臂)
d)腿部動作(踢)
e)臉部表情(笑)
f)聲音(咕咕聲 尖叫)
g)看著所需的物品或人物
h)拿取所需物品
i)其他的行為

a
b
c
d
e
f
g
h
i

2

a)兩個符號(“還要果汁” “要球”)
b)三個符號(“再一次” “給我球”)

其他的符號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表示所需物品/人物/活動的照片或圖片
b)表示代表所需物品/人物/活動對象的符號
c)用手指物品或活動
d)模擬所需物品/活動的聲音
e)其他的具體符號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全身運動(戳 反射)
b)朝著所需物品移動頭
c)手臂動作
d)腿部動作
e)聲音(咕咕聲 笑聲)
f)臉部表情(笑)
g)看著你或想要的物品
h)引導你的手或拉你到所需的物品
i)觸摸所需的物品或人(但不拿走)
j)靠近或輕拍物品或人物
k)握住你的手
l)其他非傳統的手勢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4

a)口語詞(“還要” “球”)
b)手的指示(“還要” “球”)
c)手寫(“還要” “球”)
d)點字(“還要” “球”)
e)抽象的3D符號(“還要” “球”)
f)抽象的平面符號(“還要” “球”)
g)其他的抽象符號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5

a
b
c
d
e
f
g
h
i

3

a)在你和想要的對象之間來回注視
b)給你或讓你看某些東西
c)招手要某人來
d)伸手(手掌掙開)
e)舉起手或伸向你(表達“上”)
f)指向所需的物品
g)點頭
h)舉手或揮手(為了得到注意)
i)特定語調發聲
j)其他傳統的手勢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6 7 8

9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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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交互動的方式
問這些問題 在此作答 溝通行為 階層

3.要求關注
兒 童 會 有 意
圖 地 吸 引 你
的注意嗎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如 何 獲
得 你 的 注
意

1.表達對他人的興趣
你能察覺兒童對別人感興趣嗎

否 是
如果是 兒童做什麼會讓你覺得他 她 對你或其他人感興趣

2.引起注意
即使他 她 沒有故意試圖得到你的注意 兒童會做哪些能吸引你注意的事情

否 是
如果是的話 兒童會用什麼行為來吸引你的注意呢

4.表達情感
兒 童 會 有 意
圖 的 向 你 或
其 他 人 表 達
情感嗎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會 做 什 麼
來 表 達 他

她 的 情
感 5.向他人打招呼

有人到達或離開
時 兒童會有意
圖的向他人表示
問好或再見嗎

否 是
如果是 兒童是
如何向他人打招
呼

6.提供或分享
兒 童 會 有 意 圖
地 提 供 東 西 給
你 或 與 你 分
享 而 且 沒 有
期待回報嗎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怎 麼 提 供 東
西 給 你 或 是 如
何與你分享

7 . 引 導 他 人 的
注意
兒 童 是 否 會 有
意 圖 的 將 你 的
注 意 力 引 導 到
他 她 感 興
趣 的 東 西 上
嗎 像 是 說
“看那個”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如 何 引 導 你
的注意力

8 . 禮 貌 性 的 社
交方式
兒 童 有 時 會 有
意 圖 地 使 用 有
禮 貌 性 的 社 會
互 動 形 式 嗎
例 如 在 做 某
事 之 前 要 求 你
許 可 表 示
“ 請 ” “ 謝
謝 ” 或 “ 對 不
起”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使 用 什 麼 禮
貌 性 的 社 交 方
式

IV.傳統溝通
傳統手勢用於有意圖地影響照顧者的
行為 兒童表現出“雙重定向”

I.前意圖行為
表 示 個 體 狀 態 的 前 意 圖 或 反 射 行
為 照 顧 者 可 以 解 讀 該 狀 態 例
如 餓了 濕了

II.有意圖行為
行 為 是 有 意 圖 的 但 偽 嗄 有 意 圖 溝
通 行 為 的 門 檻 照 顧 者 推 測 意 圖
行 為 的 作 用 是 為 了 影 響 照 顧 者 的 行
為

III.非傳統溝通
非 傳 統 的 手 勢 被 有 意 圖 地 用 來 影 響
照顧者的行為

V.具體符號
有 限 地 使 用 具 體 符 號 來 代 表 實 體
符 號 與 具 體 指 示 物 之 間 有 1 : 1 的 對
應關係

VI.抽象符號
有 限 地 使 用 抽 象 符 號 來 表 示 實 體
兒童一次使用一個抽象符號

VII.語言
依 照 符 號 系 統 的 規 則 使 用 符 號 根
據 語 法 規 定 將 兩 個 或 三 個 符 號 依
序組合

a)姿勢變化(身體僵硬 放鬆)
b)肢體動作(踢腿 揮動手臂)
c)臉部表情(笑)
d)聲音(咕咕聲 尖叫)
e)其他的行為

a
b
c
d
e

1

a)靠近某人
b)頭部動作(向前移動頭部 擺頭)
c)手臂動作(揮動手臂)
d)腿部動作(踢)
e)臉部表情(笑)
f)聲音(咕咕聲 尖叫 不安的聲音)
g)看著某人
h)其他的行為

a
b
c
d
e
f
g
h

2

a)兩個符號(“愛你” “走開” “那裡”)
b)三個符號(“這給你” “我愛你”)

其他的符號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表示社交概念的照片或圖片(如有人揮手
   的照片) 
b)其他的具體符號(具社交概念的)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手臂動作
b)聲音(咕咕聲 笑聲)
c)臉部表情(笑)
d)碰觸某人
e)看著某人
f)觸發呼叫設備
g)其他的非傳統手勢

a
b
c
d
e
f
g

3
a
b
c
d
e
f
g

a)口語詞(“請” “看” “嗨”)
b)手的指示 “請” “看” “嗨”)
c)手寫(“請” “看” “嗨”)
d)點字(“請” “看” “嗨”)
e)抽象的3D符號(“請” “看” “嗨”)
f)抽象的平面符號(“請” “看” “嗨”)
g)其他的抽象符號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4

a)在你和想要的對象之間來回注視
b)給你或讓你看某些東西
c)招手要別人來
d)揮手打招呼或說再見
e)點頭或搖頭
f)擁抱 親吻 輕拍某人
g)舉手
h)特定語調發聲(疑問的語調 如“可以
   嗎 ” “這是什麼 ”)
i)指向某物或某人
j)其他的傳統手勢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5
a
b
c
d
e
f
g
h

i
j

6
a
b
c
d
e
f
g
h

i
j

7
a
b
c
d
e
f
g
h

i
j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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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或尋求資訊的方式
問這些問題 溝通行為 階層

1 . 回 答 是 或 不
是的問題
兒 童 會 有 意 圖
地 表 達 是 或 否
或 不 知 道 來 回
答問題嗎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如 何 回 答 是
或 不 是 的 問
題

2.問問題
兒 童 會 向 你 提
問 ( 但 不 一 定 要
使 用 字 詞 ) 並
明 確 地 想 從 你
那 裡 得 到 答 案
嗎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如 何 問 問
題 3 . 命 名 事 物 / 人

物
兒 童 會 為 物 品
人 物 或 動 作 命 名
或 貼 標 籤 嗎 或
是 自 發 地 向 你 提
問 ( 如 “ 那 是 什
麼 ”)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如 何 為 某 物 命
名

4.做評論
兒 童 會 向 你 提
問 ( 在 沒 被 詢 問
的 狀 況 下 ) 提
供 有 關 評 論 的
資 訊 給 你 嗎

如 “ 那 很 漂
亮 ” “ 熱 ”
…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是 如 何 做 評
論

IV.傳統溝通
傳統手勢用於有意圖地影響照顧者的
行為 兒童表現出“雙重定向”

I.前意圖行為
表 示 個 體 狀 態 的 前 意 圖 或 反 射 行
為 照 顧 者 可 以 解 讀 該 狀 態 例
如 餓了 濕了

II.有意圖行為
行 為 是 有 意 圖 的 但 未 達 有 意 圖 溝
通 行 為 的 門 檻 照 顧 者 推 測 意 圖
行 為 作 用 是 為 了 影 響 照 顧 者 的 行 為

III.非傳統溝通
非 傳 統 的 手 勢 被 有 意 圖 地 用 來 影 響
照顧者的行為

V.具體符號
有 限 地 使 用 具 體 符 號 來 代 表 實 體
符 號 與 具 體 指 示 物 之 間 有 1 : 1 的 對
應關係

VI.抽象符號
有 限 地 使 用 抽 象 符 號 來 表 示 實 體
兒童一次使用一個抽象符號

VII.語言
依 照 符 號 系 統 的 規 則 使 用 符 號 根
據 語 法 規 定 將 兩 個 或 三 個 符 號 依
序組合

a)在你和想要的物品之間來回注視
b)點頭說“是”
c)搖頭說“不”
d)聳肩
e)臉部表情(笑 伸舌頭)
f)特定的聲調(發問的聲音 如哼哼聲)
g)其他

a)表示物品 人物 地方 活動 品質 是或不是
  的照片或圖片
b)表示代表物品 人物 地方 活動 是或不是的
  物品符號
c)手勢動作 物品或品質
d)模仿聲音或物品
e)其他的具體符號

a)用口說(“不要” “做完了”) 
b)用手比劃(“不要” “停”)
c)用手書寫(“不要” “做完了”) 
d)點字表達(“不要” “停”)
e)抽象的3D符號(代表“不要” “停”)
f)抽象的平面符號(代表“不要” “停”)
g)其他的抽象符號

a)兩個符號(“請停止” “不要”)
b)三個符號(“不要出去”)

其他的符號

a
b
c
d
e
f
g

1
a
b
c
d
e
f
g

2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3
a

b

c
d
e

a
b

a
b

a
b

a
b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4

在此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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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應考量任何可能阻礙兒童理解某些特定類型符號的認知限制 最後 你必
須決定要以哪一個資訊 狀態 功能或意圖 為目標 請參閱剖面圖以確定兒童
表現能力存在的困難 並考量針對兒童真正需要表達的新資訊來訂定目標

溝通能力的七個階層以及通用的介入目標

此剖面圖旨在總結你在第3~6頁上所輸入的矩陣資料 透過剖面圖你就可以一目
了然看出兒童的溝通是如何發展

使用螢光筆在剖面圖上的單元格中塗上底色 來顯示兒童的溝通能力 如果兒童
在既定的階層中使用至少一種行為 獨立且一致地 來表達特定的資訊 狀態
功能或意圖 則能力就會被核實 你還可以使用不同的顏色來指出你是考量此
資訊正在出現或是已達精熟 如果你認為階層一和階層二兒童已完全習得 則不
需要特別在該單元格中塗上底色

當你再次填寫溝通矩陣時 你可以使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示所獲得的新能力 以便
讓你可以輕鬆審視兒童的溝通能力 自上次填寫以後出現的成長或進步

剖面圖的詮釋
此剖面圖包含了正常兒童前兩年的溝通發展 審視剖面圖中有塗上底色的區域將
讓你知道關於你兒童的發展跟正常兒童相比的狀況 更重要的是 它顯示了兒童
在 溝 通 行 為 上 需 要 加 強 的 部 分 以 及 兒 童 在 表 達 能 力 範 圍 資 訊 中 可 能 存 在 的 困
難

利用矩陣結果來擬定介入計畫
這種對溝通發展精細的分析 旨在幫助正在緩慢進步的兒童擬定出介入計畫 此
矩陣結果將有助於教育工作者訂定眼前的溝通目標 並進行長期規劃 對每個兒
童 你應該確立一個通用的介入目標 要達到哪一個階層的溝通能力 以及具
體的介入目標 要達到什麼樣的溝通行為或功能或目的 一般來說 應該可以
依據兒童目前溝通能力的表現 同時穩定地推向下一個溝通能力階層 相反地
表格僅提供了在每個階層兒童表現能力的通用介入目標 要做的第一個決定是
是否要側重於提高當前兒童的能力水準 如果兒童在當前溝通階層上有非常小的
進步 你會做出如何的決定 或是否開始瞄準下一個更高的階層 下一個決定
是應該訂定哪個具體的溝通行為作為介入目標 你的目標應該只是針對現有的
還是努力邁向新的行為呢 這個決定必須考量到兒童的肢體 精細動作和聲音能
力以及任何可能使兒童難以或不可能產生某些行為的限制

完成剖面圖

階層 顯著行為 介入目標

I.前意圖行為 表示個體狀態的前意圖或反射行為
照 顧 者 可 以 解 讀 該 狀 態 例 如 餓
了 濕了

II.意圖行為 行為是有意圖的 但未達有意圖溝通
行為的門檻 照顧者需推測意圖 行
為的作用是為了影響照顧者的行為

III.非傳統溝通

IV.傳統溝通

V.具體符號

VI.抽象符號

VII.語言

非傳統的手勢被用來有意圖地影響照
顧者的行為

傳統手勢用於有意圖地影響照顧者的
行為 兒童表現出“雙重定向”

有限地使用具體符號來代表實體 符
號 與 具 體 指 示 物 之 間 有 1 : 1 的 對 應 關
係

有限地使用抽象符號來表示實體 兒
童一次使用一個抽象符號

依照符號系統的規則使用符號 根據
語法規定 將兩個或三個符號依序組
合

藉 由 創 建 高 回 應 性 環 境 來 建
立有目的的溝通行為

回 應 潛 在 的 溝 通 行 為 使 兒
童意識到他們的溝通目的

將 非 傳 統 手 勢 轉 成 傳 統 手 勢
或使用目標符號

用 符 號 具 體 或 抽 象 和 指
示 物 之 間 用 1 1 對 應 來 教
導

用 抽 象 符 號 和 指 示 物 之 間 用
1 1對應來教導

教 導 二 個 或 三 個 符 號 組 合 的
短句

擴展語義和語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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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意圖行為

0-3 個月

II
意圖行為

3-8 個月

III
非傳統溝通

6-12 個月

IV
傳統溝通

12-18 個月

V
具體符號

12-24 個月

VI
抽象符號

18-24 個月

VII
語言

大於 24 個月

(1)

(2)

(3) (4) (5) (6) (7) (8)

(2) (3)

(1)

表達不舒服 表達舒服 表達對他人的興趣

引起注意抗議 繼續一個活動 獲得更多東西

拒絕 抵抗 要求
更多的活動

要求
新的活動

要求
更多的東西

要求
新的東西

要求關注 表達情感

要求關注 表達情感 向他人
打招呼

提供或分享 引導他人
的注意

禮貌性的
社交方式

回答是或
不是的問題

問問題

回答是或
不是的問題

問問題 命名事物/
人物

做評論

回答是或
不是的問題

問問題 命名事物/
人物

做評論

回答是或
不是的問題

問問題 命名事物/
人物

做評論

要求關注 表達情感 向他人
打招呼

提供或分享 引導他人
的注意

禮貌性的
社交方式

要求關注 表達情感 向他人
打招呼

提供或分享 引導他人
的注意

禮貌性的
社交方式

要求關注 表達情感 向他人
打招呼

提供或分享 引導他人
的注意

禮貌性的
社交方式

做選擇

要求
更多的活動

要求
新的活動

要求
更多的東西

要求
新的東西

做選擇

要求
更多的活動

要求
新的活動

要求
更多的東西

要求
新的東西

要求
不在現場
的東西

做選擇

要求
更多的活動

要求
新的活動

要求
更多的東西

要求
新的東西

要求
不在現場
的東西

做選擇

要求
更多的活動

要求
新的活動

要求
更多的東西

要求
新的東西

要求
不在現場
的東西

做選擇

拒絕 抵抗

拒絕 抵抗

拒絕 抵抗

拒絕 抵抗

(2)

(1)

(3) (4)

符號的類型
針對五 六 七階層具體符號的使用

例如 圖片符號 3D符號 手勢
符號 口語

(5) (6) (7) (8)

(3) (4)

(1) (2)

拒絕 獲得 社交 資訊

前意圖溝通行為
表達的狀態

階層 I
或有溝通功能

階層 II

前符號溝通
包括透過動作
或發聲行為

來溝通
階層 I IV

有意圖溝通行為
表達溝通意圖
階層 III VII

符號溝通
包括利用符號

進行溝通
階層 V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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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矩陣

它是為評量個案在最早期之
溝通發展技能而設計

它整合了各種人類的表達方式
且它對評量非傳統的溝通方式也有所助益

本評量工具有提供英文家長版
可以在

https://www.designtolearn.com
的網站下載

若需要更多有用的資訊和教材
請瀏覽以上網站

-專業人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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