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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聾生小學時期書面語言能力的培養 

張萍珍 

廣州市聾人學校 

 

摘要 

聾生將來要融入社會，自主、自立於社會，需要與正常人交流並平等參與社會。聾

生使用書面語與正常人交往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手段。聾生由於聽力障礙，對語言的感性

認識明顯低於同齡正常人，書面語的組織能力弱，和正常人進行書面語言交流存在一定

的困難。因此，培養聾生書面語能力，在教學過程中顯得十分重要。 

關鍵字：聾生、交流、培養、書面語言、能力 

 

語文工具在學習、工作及與別人交往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聾生將來要融入社會，

自主、自立於社會，需要與正常人交流並平等參與社會；而絕大多數正常人不能理解手

語，也不能理解聾人的口語。雖然近十年來，聾教育非常重視聾生的口語教育，可無數

的事實告訴我們，口語教育對小部分聽力損失較輕的聾生來說有一定的效果，也確使一

些聾人回到了主流社會，所以我們還應該看到，更多的聾人無法達到理想的康復效果，

使用書面語與正常人交往還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手段。科學在不斷發展，如果在以前，與

聾人保持聯繫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現在聾人只要發短消息就可以與正常人一樣互相交流，

保持聯繫。作為聾校的教育工作者，應該重視發展聾生的書面語，但聾生由於聽力障礙，

使得聾生對語言的感性認識明顯低於同齡正常人，故而書面語的組織能力較弱，和正常

人的進行書面語交流存在一定的困難。因此，如何培養聾生書面語能力，在教學過程中

顯得十分重要。 

 

一、 在教學過程中，使用正確、規範的教學語言 

在教學過程中，首先教師要注意語言的規範化，用正確、規範的教學語言結合規範

化的手語表述。儘量以標準手語將一句話完整準確的表述出來，而不是以詞代句。在課

堂上特別強調讓學生把話說完整，教師要求學生用正確、完整的句子回答問題，用完整

的句子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講解課文時，口語、手語和書面語要緊密結合，每一節課，

儘量把書面語板書在黑板上。剛入學的一年級學生，課堂上的每一個教學環節通過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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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看詞卡來完成，培養學生理解書面語言的能力。例如：拿出聽寫本。放好寫字板。學

生看到這些句子後完成。到了中高年級分析課文，每一課的問題，寫在黑板上，讓學生

看著問題思考找出答案。例如學習《我選我》這一課，把問題寫在黑板：1、課文一共

有幾個自然段？2、課文中原來是誰當勞動委員？他去了哪裡？現在又是誰當勞動委員？

3、王寧為什麼選自己當勞動委員？學生找出答案後，先讓學生說，再讓學生把答案板

書到黑板上。學生長期在正確、規範的有聲語言的刺激下，在模仿語言的同時，他們的

書面語便得到鍛煉的機會，大大減少書面語中句子語法結構混亂現象出現的頻率，提高

聾生書面語言的能力。 

 

二、 加強對生字詞的理解，積累豐富的詞彙 

聾生學習語言的特點是以目代耳，主要通過視覺字音字形，通過手語理解字義，學

習鞏固生字詞的難度大，遺忘率高。在識字學詞教學中應當注意聾生的這一特點，採用

多種方法加深聾生的理解認識，使所學字詞得到鞏固。在學習生字詞的過程中，教師應

避免單字詞教學，儘量將生字放在詞語中、詞語放在句子中進行學習。如學習“疲”這

個字時，同時學習“疲倦“這個詞，用手勢和表情告訴學生“疲倦“就是“疲乏、勞累”

的意思；然後聯繫文中句子來理解詞語，老師工作了一天很疲倦了；最後聯繫生活來理

解運用，爸爸、媽媽上了一天班很疲倦。又如:“勤—勤勞—勤勞的人們—勤勞的人們

畫出秋天美麗的圖畫。媽媽很勤勞，每天為我做飯、洗衣服。”利用詞卡、小黑板和教

室後面的黑板寫上詞語，讓他們反復認讀，潛移默化地加深他們對這些詞語的認識和記

憶。通過這樣的學習，鞏固了所學字詞，加深了對字詞的理解；同時發展了聾生的擴散

思維，積累了豐富的詞彙，為聾生書面語的運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 重視句子教學，加強仿寫訓練，培養聾生書面語的運用能力 

句子是最基本的語言單位、交際單位。理解句子是理解段、篇內容的基礎。只有掌

握了句子的理解和表達能力，才能不斷提高完善書面語。句子教學著重幫助聾生讀懂句

子意思，建立句子的概念，具有讀句、寫句的能力是聾生書面語的重要基礎。以往聾校

課堂教學中“重講輕練，重教輕學”，強調了聾生語言能力訓練，忽視了聾生書面語言

的練習，課堂教學多是字、詞、句的分析講解，忽略了語言能力的整體訓練，導致聾生

學習語言的困難，尤其是聾生書面語的表達詞不達意，跟不上手語、口語。聾生由於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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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障礙，其書面語無法通過聽覺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因而模仿文章中的句式進行仿寫就

非常有必要了。開始時的仿寫可以運用多媒體、看圖、看演示等多種形式進行模仿句子，

以“小軍在教室掃地。”為例，得出句式“（誰）在（哪裡）（做什麼），讓學生替換

其中的句子成分寫出新句子：媽媽在廚房做飯。爸爸在客廳看報紙。同學們在操場做操。

除了仿寫句子，還可以仿寫課文。如《翠鳥》這一課，學習了翠鳥的外形，讓學生仿照

課文從描寫翠鳥頭上—背上—腹部的順序來仿寫其他動物的外形。仿寫是在不斷重複中

加強聾生對句式的理解，目的是對句式的靈活運用。所以在仿寫後期，教師應當將仿寫

內容放到各種情景中，如平常的對話，聾生的作文或者日記中，以加強聾生書面語的運

用能力。 

 

四、通過多讀多背、複述練習，提高書面語言的理解能力 

  古人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精思學自知”。在語文教學中，提倡多讀多練，

不是因為聾生失聽就降低閱讀要求，正是因為他們不會讀才要求他們多讀，通過讀使語

言內化。課文中的語言是最規範的語言，每篇講讀課文一般要求學生熟讀成誦，對於語

言比較優美的句段或全文，要求熟練地背誦。讓學生多讀、多背、多說課文中的語言，

對豐富學生的內部語言，對學生內部語言的規範化，都是有好處的。古人的“煮書”也

就是這個意思。深奧的文言文尚且如此，與口語基本接近的現代文就更容易理解。實際

上，多讀多背，不僅有利於學生記憶，對提高學生獨立理解課文的能力也十分有利。從

某種角度上講，讀懂比講懂更有利於聾生理解能力的提高。 

    在語文教學中複述是訓練學生口頭表達能力的一種重要手段，能使學生深入理解接

觸內容、發展邏輯思維能力和社會交際等能力。口頭語言的產生先於書面語言，但書面

語言的發展快於口頭語言，可以能動地反作用於口頭語言，促進口頭語言逐步向規範化

方向發展。經常不斷地進行複述訓練，學生由於受書面語言影響，從書面語言中學得越

來越多的語彙，使口頭語言的品質越來越高，越來越趨向規範化；而當學生這種口頭語

言能力提高後，他們需要用書面語言表達思想時，就更能靈活自如地遣詞造句，表情達

意。 

 

五、創造環境，增加書面語言學習的機會，迫使聾生主動去學習書面語言 

環境對語言的學習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校園語言環境在聾生語言的形成和發展過

程中處於主導地位，起決定性作用。聾校應充分利用標語、壁報、宣傳欄以及增設通知

欄、啟示欄等手段，創設一個良好的語言學習環境，讓聾生潛移默化地接受影響與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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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還可以在師生之間、學生之間通過相互寫留言通知的形式，給聾生使用書面語搭

建學習平臺。在生活中有意識的給學生創設對話情境。如：幫助老師轉告他人一件事，

或者給同學代買一樣東西，把學生帶到公共場所，接觸實際發展語言等等類似的事情讓

學生多去實踐，拓寬耳聾學生獲取語言的管道，增加對周圍事物的感知和認識能力。學

校的通知，班級、學校發生的事情寫在黑板一角，讓學生自己去看，告訴學生按照通知

的要求去做。例如：“今天下午的少先隊活動在階梯教室進行。”“今天生病了沒有來

上學。”上體育課時，小紅摔跤了，擦傷了膝蓋，老師帶小紅去衛生室搽藥。”學生生

怕學校組織的活動或學校、班級發生的事自己不知道，為了弄明白老師寫的內容，學生

都會很認真去讀、去看，然後相互交流自己理解語言的意思；語言能力比較差的聾生讀

不懂，但是很想知道老師寫的內容，就會去問老師、問看得懂的同學，這種自主學習語

言的方法使聾生記憶得更深刻，經常這樣訓練，聾生的書面語言會得到很大的提高。此

外，我還鼓勵家長多與聾生開展筆談，把在家中發生的事情用文字表達出來，經常溝通

可以增進家長與孩子的感情。組織各種活動，讓聾生與正常人多交流，不失時機地使聾

生產生利用書面語交流的需要，讓他們感受到隨時隨地有話可說，有話可寫，增強學習

書面語的信心與動力。如果校園環境能夠與家庭語言環境和社會語言環境結合起來，共

同為耳聾學生創設一個良好的語言環境，效果將會更好。 

 

六、堅持寫日記、提高聾生的書面語言能力 

教師要指導學生聯繫生活實際，留心觀察、善於發現，從身邊的小事寫起，教學儘

量與日常生活相結合。讓聾生每天堅持寫日記，不僅可以培養學生的觀察力，還可以提

高聾生運用語言文字、認識事物、表達思想和與人交往的能力。低年級的孩子認識的字

不多，會寫的字就更少了，為了發展聾生的語言思維，可以讓孩子用畫畫的形式把內容

表達出來；語言能力強的還可以在畫下面寫上與圖相適應的句子。中年級要求學生人人

手中備有詞彙積累本，通過讀書閱覽，抄寫一些名人名言和優美的詞、句、段等，幫助

學生積累詞彙。這一階段學生一開始可以寫簡單的句子，內容可以是自己看見的東西或

者每天發生的事情，句子量不要多，兩三句就可以。到四五年級要求學生能寫一段通順

的話，到了高年級就要求學生按要求寫作文，比如按照事情的發展順序寫，記敘文要有

六要素等等。教師對聾生的日記要定時的修改，甚至給予鼓勵。為了避免學生把日記寫

成流水帳或三言兩語式的日記，我讓學生仿寫課文，採用一些較有啟發性的文題引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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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寫好日記。如：讓學生用片斷反映父母對自己的愛，反映身邊的好人好事，反映自己

喜愛的人或物，表達自己的情感等等。有時給幾組關聯詞語讓學生把某個場景或情景連

貫地描繪出來，有時提供一些素材，讓學生廣開思路，大膽想像……學生通過日記把自

己有趣的思想，日常的觀察和感受記下來，不但打開了思路，為作文積蓄了素材，不斷

地練筆，逐步豐富語言。 

 

七、加強邏輯思維訓練，書面語言、思維協調發展 

    聾生在語文學習過程中，缺少主動化語言與語意的意識和習慣。他們的學習在很大

程度上是“就文字符號學文字符號”。因此首先要培養聾生在語言文字與語意之間建立

正確邏輯聯繫的能力，要調動聾生聯想和想像的心理機制，通過聯想和想像建立起語意

與語意之間的聯繫，實現語意之間的流動，進而使聾生在頭腦中生成動態的畫面。其次，

客觀事物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聯繫，反映客觀世界的詞語、句子、段落之間也同樣存

在著聯繫。但聾生感知的孤立性與片面性，使他們所感知的詞彙蘊涵的意義與意義之間

也是各自獨立的，他們注意不到字、詞、句、段經過語法規範組合、結構串聯後所產生

的新的意義。特別是閱讀活動是一系列非常複雜的心理活動，包括感知、記憶、想像、

思維等，閱讀必須由感知而達於最後的理解。在這個過程中，並不是字詞句意義的簡單

串連。這在客觀上要求聾生在聯繫生活實際經驗的過程中培養思考的能力，使事物的表

像與詞彙、句子、段落在頭腦中建立一一對應的關係，使書面語言、思維協調發展。 

聾教育是一個生存的教育，我們的目標是要培養聾生具有融入主流社會應用語言文

字進行溝通交流的基本能力。在教學過程中，要注重書面語言交流能力的培養，使聾生

具備較強的書面語言表達能力，才能從根本上提高聾生社會交往素質，才能真正融入到

這個社會大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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