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芻議聽障生閱讀能力提升的有效性-從課程走向習慣 

張成玉 

中國大陸江蘇省無錫市特殊教育學校   

 

摘要 

良好的閱讀習慣是一個人持續學習的重要保障，也是聽障生融入主流社會、提高與

健聽人交流溝通的有效途徑。本文試從課程、學校、家庭三個方面入手，為提升聽障生

閱讀能力提供一點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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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教育理念認為：良好的閱讀習慣是一個人成功和幸福的保證之一，良好的閱讀

能力也是一個人持續學習的重要保障。人類語言是以聲音為首選載體，通過聲音交流使

人們獲取了諸多的知識和資訊。但是聲音並不是人類語言的唯一載體，更不是語言的本

質特徵，語言的最根本特徵是符號性，任意性和系統性。對於聽障生而言，由於聽力言

語的缺失，接受資訊管道的受阻，他們少了用語言交流的一個重要載體，從而導致認知

和應用能力，長期處於相對較低的水準。所以，為了彌補聽障生獲取知識的能力，除了

手勢語的應用之外，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培養聽障生良好的閱讀習慣，提高他們的閱讀

能力。 

從筆者從事聾校教育教學的幾年經歷來看，聾校中高段學習情況比較好的學生，他

們有著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他們擁有廣泛的閱讀量和持續的閱讀能力。當他們步入社

會後，能很快很好地融入主流社會，這種能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再綜觀世界範圍內，

聽障教育做得好的北美，把對學生閱讀的重視體現在各個方面。從公共圖書館到學校，

不僅提供了大量好的視、聽資料，同時還投入大量的精力對家長進行閱讀指導方面的培

訓。 

通過思考和實踐，筆者認為要有效提升聽障生的閱讀能力，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

徑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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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讓“閱讀”成為聽障教育的一門課程 

聾校的課程，在重視傳統的語文教學之外，要把“閱讀”作為一門課程來研究。

從教材的選擇到課程實施方法，有計劃、有步驟地加以落實。 

1、教師要編寫適合聽障生“閱讀”的校本系列教材，這些教材要循序漸進，不僅

僅在親子閱讀階段適用，在孩子獨立閱讀階段也要同樣適用。在教學體系設計上，從學

前康復的識圖意會，到小學階段的培養孩子對語言的感知能力，再上升到中高段的情景

閱讀，把閱讀細化分解，形成體系完整，銜接性好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為聽障生

從小打下了良好的閱讀基本功，提供素材和依據。 

2、小學階段是孩子養成閱讀習慣和積累閱讀經驗的重要階段。所以，對於低段的

聽障孩子，每週開設圖書閱讀課非常必要，並且圖書閱讀課和數學課、語文課、體育課

一樣，要是正式的一門課程。當然，不同年級的圖書閱讀課內容和要求應該有所不同，

對於圖書管理老師還可以經常使孩子們在圖書館裡，把不同年級的孩子混合在一起編

組，做團隊的合作項目，從而增加閱讀的趣味性。 

3、在整合學校閱讀教材的同時，還應致力於學校圖書館的建設，建設圖書館主要

抓住兩個方面，第一是圖書館藏書，應滿足聽障生各年級的需要，每學期要及時更新適

合聽障生閱讀的有關報刊書籍。第二是大力培育致力於學生閱讀的圖書館老師隊伍建

設，和傳統圖書館管理員不同，圖書館老師要建立學生閱讀能力成長袋，同時圖書館老

師和家長一起，負責對學校每一個聽障生閱讀能力進行評估，並做出客觀的評價等級，

以圖表的形式加以呈現，然後為學生提供相應級別的讀物。相近級別的組成一個組，共

同閱讀一類書籍，並對書籍的內容進行討論交流。過了一個學期或一學年，則需對每個

學生的閱讀能力狀況，進行重新評估，及時做出調整和改進。 

 

二、讓“閱讀”成為聽障生成長的一種習慣 

習慣是經過反復練習逐步養成的不需要意志努力和監督的自動化行為模式。鼓勵聽

障生持續閱讀才能慢慢形成他們人生成長道路上的一種習慣。 

1、對聽障生每天的閱讀時間要有一定要求，但也不宜一刀切。低段的，以每天 15

分鐘為宜；中段的，以每天 30分鐘為宜；高段的，以每天 40分鐘為宜。要保證閱讀的

延續性，防止出現“三天打漁，兩天曬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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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過形式多樣的評價方式，提高聽障生的閱讀熱情。對於聽障生閱讀習慣的培

養，不能一蹴而就，要循序漸進，學校要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培養他們的閱讀興趣。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要提高聽障生的

持續閱讀的能力，必須從培養閱讀興趣開始。如對於閱讀堅持得好的學生，學校應及時

地總結表彰，每一個月，評選一批閱讀之星，每一學期，把能夠連續堅持 50天、100

天、150天的學生的姓名，在學校宣傳欄的醒目之處張榜公佈。總之，就是讓聽障生覺

得閱讀目標並非遙不可及，完成階段性閱讀目標就覺得非常的榮耀，並有更大的動力堅

持下去。據筆者觀察，閱讀興趣和閱讀能力強的班級和學生，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

喜歡閱讀故事和講故事。閱讀故事能陶冶孩子的情操，激發孩子的智慧發展。著名教育

家杜威、陶行知就十分重視講故事和表演的作用。 

3、教師要為聽障生的閱讀提供有效保證。教師在教學中，要積極為學生提供網路、

圖書館、書店等相關資訊，引導學生通過各種途徑，去尋找自己喜歡的閱讀故事。經過

實踐，筆者發現，在平時的閱讀課中，每節課的開始或結束之時，預留五分鐘，讓同學

們輪流講故事，是個好方法。要延續聽障生的閱讀興趣，還可以開展一系列自主式閱讀

活動，聽障生雖然認知和應用能力較弱，但他們中的許多人，組織能力、動手能力都很

強。在組織閱讀活動時，可以發揮這一優勢，將活動的策劃、組織權交給他們，為他們

提供創造的機會，讓閱讀活動成為同學們創意的大拼盤。事實也證明，當親身參與了閱

讀活動的設計，活動就更符合他們的知識能力和情趣，閱讀的生命力也更持久，學生的

閱讀興趣在自主活動中也能更好地得到延續。 

4、為使聽障生獲得語言的綜合實踐能力，從而為持續閱讀提供一定的物質基礎，

在微觀方面，老師還應該給予學生一定閱讀技巧的指導。如可以引導學生進行批註式閱

讀，讓學生在自己的書籍上，對某一個詞、某一句話或某一段話寫下自己的感受，當讀

到一個比喻句時，就可以在句子旁邊寫上“這是一句比喻句，作者把什麼比作什麼”。

讀到精彩的描寫，可以讓他們在書上圈圈畫畫。在掌握這種閱讀的方法之後，再放手讓

他們自主閱讀。當有了一定的閱讀能力之後，可以引導他們帶著思考去閱讀，在讀完一

篇文章，或一本書以後，教師可以找到與文章相關的話題，讓學生一起討論，在互動探

討中提升聽障生的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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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讓“閱讀”成為親子教育的一個環節 

對於培養聽障生的閱讀習慣，還要關注另外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親子閱讀。要積

極引導家長在孩子忙碌的學習之餘，為他們創設一個自由的閱讀空間，為他們閱讀習慣

的培養做出自己的努力。 

學校和圖書管理老師應該定期給家長們提供幫助聽障生閱讀方面的示範。由於聽障

生家庭的特殊性，有些家長對他們學習的關注度並不高。唯其如此，學校更應指導家長，

去關注聽障生閱讀的諸多方面。在親子閱讀中，首先是要關注課外閱讀材料的選擇，避

免選擇對成長不利的閱讀材料。其次，家長還需構建相對固定的時間閱讀，如睡覺前半

小時、放學後與晚餐之間的一段時間，久而久之，讓聽障生在家中養成閱讀的習慣。然

後是要拓展閱讀的空間，在家中，可以隨意選擇喜歡的地方閱讀，可以是客廳，也可以

是書房，或是房間、陽臺。週末還可以帶他們去圖書館等公共閱讀場合。空間的自由，

讓聽障生享受閱讀是件愜意的事，讓閱讀成為他們的生活。 

有條件的家長應盡可能多地和孩子在一起看書，做孩子的閱讀榜樣。要經常與孩子

在一起交流讀書的方法和心得，鼓勵孩子把書中的故事情節或具體內容複述出來，把自

己的看法和觀點講出來，然後一起分析、討論。如果經常這樣做，孩子的閱讀興趣就可

能變得更加濃厚，同時孩子的閱讀水準也將逐步提高。 

聽障生閱讀水準的高低，應該是特殊教育學校評價他們的一個重要指標，愛上閱讀

應該成為聽障生心目中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特殊教育改革的視點正由“缺陷補償”轉

向“潛能開發”，在全納教育大背景下的特殊教育，要為每個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合

適的特別的教育。只有立足特殊教育的實際，站在為聽障生終身發展奠基的高度，讓閱

讀成為他們的一種習慣，讓習慣使他們在平等融合基礎上實現綜合能力的發展，我們的

工作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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