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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校语文教学问题的实证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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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特殊教育学校，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２）

摘　要：通过对１２２名聋生和４５名聋校教师的问卷调查、聋校语文教材分析和部分师生的访谈，发现：聋校语文教

学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其未能进入“聋人文化”，主要表现在聋校语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等方面。

关键词：聋校；语文教学；聋人文化

中图分类号：Ｇ７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８－０４

１　问题的提出
聋人，作为一个持有自己独特语言的群体，理所当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虽被一些健听

人群体所悉知，但却未必被他们承认。这是由于人们对“聋人”认识上的偏见所致。加拿大聋人教育专

家鲍尔·巴图提醒人们：“我们能承认少数民族的语言，为什么不能承认在世界上有若大群体的聋人的

语言？”随着特殊教育的演进，人们对聋人的认知与聋人教育出现了文化取向，作为文化存在的聋人文

化被当事者本人及其所属团队欣然接受［１］。而何谓聋人文化，著名的特殊教育专家张宁生认为，广义

聋人文化是指聋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聋人文化是指聋人群体在其特有的社会

生活中所形成的行为模式、文化心态、互动关系和活动方式［２］３。本研究所指的聋人文化，是指聋人群体

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特有的语言（手语）、交际方式、婚姻家庭模式、行为习惯、传统，还有聋人群体在文

学、艺术等方面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内容和特点。

语文教学作为聋人文化的载体之一，在教学过程中能否实现其承担的使命，值得我们思考。而聋校

语文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搞好语文教学是全面提高聋校整体教学质量的前提和基础。

然而国内目前鲜有人基于聋人文化来专门研究语文教学问题。

同时，从实际效果来看，目前聋校语文教学效率并不高，大部分学生九年级毕业时阅读普通报刊还

比较困难，写出的句子语法错误多。而且，部分聋生也反映语文学习效用不高，也就是说语文课程教学

与学习对自己帮助不大，主要表现在：对学生与他人的交流、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帮助不明显；对学生自

信心的树立作用不明显；总体收获不大。总之，目前聋校语文教学现状堪忧。基于这些，本研究主要以

实证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文化尤其是聋人文化为视角，审视聋校语文教学问题，希望以此为提高聋校语

文教学效用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

２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内容（教材）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聋校语文教学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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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研究对象
湖南省３所特殊教育学校，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对１４５名聋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１４０份，

有效问卷１２２份，其中男生５５人，女生６７人，年龄在１２～２２岁之间；对５０名在校教师进行了调查研
究，有效样本４５份，其中女教师４２名，男教师３名，教龄在１～３９年之间。
２．２　研究工具

聋校教师对聋校语文教学的评价问卷。问卷由１４个项目组成，从语文教学内容（４个项目）、教学
方法（２个项目）、教学过程（４个项目）和教学评价（４个项目）四个方面，了解聋校教师对本校语文教学
的评价情况，每个项目有５个选项。得分越高，表示教师对聋校语文教学的评价越高。本次测得的问卷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５。

聋校学生对聋校语文教学的评价问卷。问卷由１０个项目组成，从语文教学内容（２个项目）、教学
方法（２个项目）、教学过程（２个项目）和教学效果评价（４个项目）四个方面，了解聋生对语文教学的评
价情况，每个项目有５个选项。得分越高，表示其对语文教学的评价越高。本次测得的问卷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０．７４。

３　结果及其分析
３．１　教学内容：“无声世界”文化知识的严重匮乏

聋生失去听觉，生活在无声世界，要靠视觉来生活，须臾也离不开手语。由于聋生不可能在短期或

者永远不可能走出“无声世界”，而进入“有声世界”，因此聋校语文教学应该考虑聋生的特点，在教学内

容选择中多添入“无声世界”文化知识，即涉及聋人文化、聋人特点、聋人生活的知识。而事实上，我们

在这点上做得远远不够，主要依据来自３个方面：
第一，聋校语文教学教材选用及其内容分析。近几年，许多聋校基本上是降低难度套用普校《语

文》教材，这样可以避免课文内容的滞后与不系统，突出人文性的特点，满足聋生升学的要求，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一是不管是《语文》，还是以《语文》为蓝本，结合聋校特点改编的教材，在教学内容上只有极

少数内容反映聋人的生活实际，教材内容未能体现聋人文化及其特点；二是教学内容的知识点和信息量

相对于聋生来说非常大，学生理解的难度大；三是口语交际内容对聋生的交往能力培养没有实际效果，

因为其没有涉及聋生沟通问题……

第二，聋校教师对聋校语文教学内容的评价。在第一个问卷中，设计了４个问题，来考察聋校教师
对聋校语文教学内容的看法。问题１是关于“学校语文教学内容与聋生的现实生活的联系程度”，结果
有４１．８％的教师认为“没有联系”，有２３．３％的表示“说不清楚”，有３４．９％的认为“有联系”。问题２是
关于“学校语文教学内容与聋生的已有经验联系程度”，结果有５１．１％的教师认为“联系不紧密”，表示
“说不清楚”的有１６．３％，而表示“联系比较紧密”的有３２．６％。问题３是“语文教学内容有没有考虑学
生的耳聋特点和学生间的个体差异”，大部分教师认为“考虑比较多”（占４６．５％），认为“考虑不多”的
较少，有３０．２％，认为“完全没有考虑”“考虑的很多”“说不清楚”的分占２．３％、７％和１４％。问题４是
“语文教学内容有没有涉及到聋人的文化（例如聋人的交往方式、行为习惯、传统、心理素质等）”，结果

是：认为“完全没有涉及”的占４．７％，认为“涉及不多“的占４８．８％，表示“说不清楚”的占１１．６％，认为
“涉及的比较多”和“涉及的很多”的分别占２７．９％和７％。由此看来，大部分聋校教师还是认为聋校语
文教学内容与聋生的现实生活、已有经验联系不够紧密，教学内容很少涉及到聋人文化。这与谈秀菁的

研究结果较为相似［３］１２９。

第三，聋生对聋校语文教学内容的评价。通过对１２２名聋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对于“语文课上讲的
东西与你们的现实生活的联系程度”，认为“联系不大（包括完全没有联系和联系不紧密）”的占

１９７％，有部分人（４３．４％）表示“说不清楚”，认为“联系比较紧密”和“联系非常紧密”的分占３０．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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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认为“语文课上讲的东西有没有考虑你们自身的特点”，认为“完全没有考虑”、“考虑的很少”、
“说不清楚”、“考虑了一些”和“考虑的很多”的分占４．９％、３０．３％、４１％、１１．５％、１２．３％。

至此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聋校教师与聋生对语文教学内容与聋生现实生活的联系程度的评价不太

相同。随后对部分学生访谈，发现他们不仅不知道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对自己的身心特点缺乏正

确认识，而且认为老师教的就是好，过于认同老师的教学。这也间接说明，聋校教育，尤其语文教学的弊

端，即忽略引导聋生认识自己，缺乏培养聋生正确的生活观。此外，也有调查研究表明：很多聋校教师认

为目前的语文课程内容陈旧，脱离聋生的实际生活，如低年级的部分字词生活中很少用到，中高年级的

革命传统教育类的文章与现实生活中的观念思想不相一致，或学生很难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４］。总而

言之，目前聋校语文教学内容过于重视选择反映听力正常人的文化知识，而忽视了选择反映聋人世界

（或无声世界）的文化知识。

３．２　教学方法：听人文化教学方法的简单移植
在我国聋校语文教学的实践工作中，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用什么方法？这些问题成了许

多教师进行教学科研工作的首选。许多教师总结了自己成功的教学经验；也有许多教师针对聋校语文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教学实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目前简单移植普校的教

学方法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调查发现有５８．１％的教师认为本校采用的语文教学方法与普校的教学
方法区别不大，但是有６９．８％的教师认为学校采用的语文教学方法符合聋生的身心特点。这在一定程
度说明所调查的聋校教师，一方面简单地移植听人文化教学方法，另一方面为这种“简单移植”寻找了

一个所谓的合理化解释。而众所周知的是，“听觉障碍者教育最主要的重点，即语文能力与沟通能力的

培养，而听觉障碍者之语文教学，也是各类特殊教育中，较为特殊的。”［４］既然如此，聋校不能简单地照

搬普校使用的语文教学方法，而应该根据聋人文化特点，采用符合聋生特点的教学方法。

３．３　教学过程：聋校语文教学中的文化沟通障碍
长期以来，聋人生活在以健听人为主体的社会中，由于沟通障碍，２个群体间常会互相发生一些抵

触。在健听人中，多数人习以为常地把这种相互抵触归因于聋人“不懂事”，“说不清，道不明”；聋人则

认为健听人歧视和不理解他们。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社会中，在学校也比较突出，在语文教学中也如

此。例如，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有１１．６％的老师承认老师与学生之间存在较大的沟通障碍，７２．１％认为
有点沟通障碍；有４．７％的教师认为很不理解学生的手语，７．０％的教师认为学生也很不理解语文老师
的手语；有４４．２％的教师认为“聋生对健听人文化的理解程度”对语文教学质量的影响较大，３７．２％的
教师则认为影响很大。而有７．４％的学生认为在上语文课时，与语文老师沟通困难很大，１０．７％表示沟
通困难比较大，３２％认为有点沟通困难，完全没沟通困难只有２５．４％，有１３．２％的学生表示不理解教师
的手语。

看来，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确实存在沟通障碍，这种障碍不仅有手语的原因，老师较多使

用的是文法手势，学生较多使用的是自然手势，在交流过程中存在转换理解的困难；还有以手语为核心

的聋人文化与听人文化间的隔阂。张宁生通过实证调查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聋健沟通上存在的问题主

要来自语言能力、沟通技巧、文化交融３个方面［５］。

同时，另一项调查发现：聋生主要以双元文化认同为主（占６３．４％），其次是强烈地认同聋人文化
（占２８．３％），完全认同健听文化的很少，只有５．８％。而聋校教师几乎全是健听人，他们是认同健听文
化的，认为健听世界是正常的、健康的，聋人世界是非正常的、是有残疾和偏差的，这点可从前面的调查

结果可知。这样，不同文化认同的聋生的接受效果就不会相同，认同聋人文化的聋生更难接受健听人世

界里的观念，因此往往消极地抵制其他文化的成果，表现出“文化阻抗”现象，影响语文的效果。文化阻

抗会影响聋生对语文教学内容的态度定势（心理准备状态），也即他对听人教师的教育是肯定或否定、

趋向或回避、喜爱或厌恶、接受或排斥的内心倾向性。心理学表明，学生如果对学习内容有一种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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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定势，那么，他就会顺利地接受学习要求并努力去执行。反之，如果学生抱着消极的态度定势，那么

他就会对学习要求产生抗拒、排斥的心理，语文教与学的效果可想而知。难怪，我国著名聋教育家季佩

玉先生曾说，语文学科在聋校占的课时最多，花的精力最大，但效率不高，学生读写能力始终得不到根本

提高。在对高年级聋生读写能力调查资料中显示，聋生阅读能力和作文能力只稍高于及格线，自拟题目

作文也不及格。聋校语文教学“费”“慢”“差”已成较普遍的现象。

３．４　教学评价：人文关怀有待加强
调查发现，在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评价中，６５．１％认为尊重了学生的自尊、人格，７２．１％的认为经常会

鼓励学生的兴趣爱好。但是，目前聋校语文教学评价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语文教学评价的方式比较单一。有３９．６％表示学校基本上没有或完全没有用家长评价、学生
互评和学生自评等多种方式来考察学生语文学习情况，认为偶尔使用的比例为４１．９％；聋校主要使用
书面的方式考试学生的语文学习，有３０．３％的教师认为学校基本上没有或完全没有用其他方式，例如
看话能力、口语能力等非书面考试形式。二是不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评价。语文学科是人文性学科，

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

内容。虽然语文教学本身有延迟效应，但语文教学评价活动有定向引导功能，评价所肯定的东西，就被

认为是有价值的、为人们所追求的东西。因此语文教学评价内容应注重对人文精神的评价。但是，通过

最近一些聋校语文考试的试卷来看，考试题目主要以客观性试题为主，重视对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

的考查，忽视了语文学科本身人文性的考察。

总之，聋校语文教学没有进入聋人文化。基于文化尤其聋人文化，谈聋校语文教学问题，并非是完

全否定当前语文教学取得的成绩，而是希望通过循序渐进的途径，逐渐改进目前的聋校语文教学，使后

者能不断进入聋人文化，凸显其独有的特殊性，提高聋生语文学习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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