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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聋生还是健听学生，一个重要的教育需要就是发展读写能力，并且读写能力还是

直接影响他们学业表现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聋生长期在语法发展、阅读理解和书

面表达上遇到困难和挑战（Kelly 1996；Berent 2001 等）。失听、语言经验以及其他各种

因素造成聋生在学习基于口语的书面语形式时遇到重重障碍。在香港，中文书面语的语法与

普通话一致，而非广东话。健听儿童可能会利用他们已获得的广东话词汇及语法来学习书面

形式的普通话，作为一门第二语言。但是，聋童通过口语训练获得的广东话能力有限，再以

此为基础去学普通话则十分困难。 

根据语言相互依存假说（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Hypothesis, Cummins 2006），

如果在语言环境中有足够的语言输入和学习动力，第一语言的知识，包括手语，都可能转化

到第二语言。2006年赛马会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在香港开始实施，除了广东话口语，还

在课堂中引入手语作为课堂教学语言，以帮助聋生发展中文书面语及读写能力。词汇和语法

知识是读写能力发展的基础，因此本文研究共融计划中的聋生对中文词汇和语法知识的掌握，

进而探讨他们在手语双语环境下读写能力的发展。 

研究发现，在共融环境下，尽管聋生词汇发展的速度与健听同龄学生相比仍然有所滞后，

聋生的词汇知识却呈逐年显著增长（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重复测量变异数分析发现，年级

和听力程度之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F (2.13, 161.33) = 14.69, p<.01, partial η2 = .162），

但是这一差异只存在于词汇表达能力中，在词汇理解能力中则没有发现。中文语法知识评估

的结果显示，所有学生的语法能力都随着年级的增长而增长，共融计划中聋健学生之间语法

评估的差异只出现在一年级（t(67) = -2.172, p<.05），从二年级开始则无差异。 最后，

回归分析显示聋生中文词汇（r= .915, p<.01）和中文语法能力（r = .793, p<.01）与他

们的读写能力显著相关，并且是预测聋生读写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F (4,7) = 14.817, 

p<.01, R2 =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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