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聋人教师的角度看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 

宋良升、周思嘉、姚勤敏、潘若诗 

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及成立双生学校（Twin school）被认为是当前聋人教育领域比

较有发展前景的教育模式（Kreimeyer et al. 2000；Knoors 2005），特别是考虑到聋及弱

听（聋/弱听）学生的心理社交发展因素（Spencer及 Marschark 2010）。手语双语共融教育

计划的教学环境包含以下特征：1）在班内聋/弱听儿童的人数需达到一定数量，或称为关键

数量（critical mass）；2）由一位普通教师和一位聋人教师或手语双语教师进行协作教学；

3）在课堂上同时使用手语和口语作为教学媒介（Antia及 Metz 2014，出版中）。 

赛马会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这一试验性项目于 2006 年在香港成立。直至我们开展此

次研究，共有 36 名聋/弱听学生加入到该计划内的一所主流小学，在该校聋/弱听学生人数

已达到关键数量。该项目的发展遵循着两个指导原则：手语双语和共融教育。一组聋人教师

融入到该项目中，与健听教师一起完成教学并参与其他校内课余活动。同时，这些聋人教师

还跟聋/弱听学生和健听学生紧密接触，并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日常学习以及彼此间的沟通交

流。聋人教师是计划中的重要参与者，我们希望了解他们如何评价此项目对于聋/弱听学生

的影响。 

此项研究主要针对在此计划内工作一到六年的七名聋人教师进行个别访谈，参照这些聋

人教师在学时期的学习经历来探讨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对聋/弱听学生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所得数据作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后发现：1）同时使用手语和口语作为教学

媒介，有效增加了获取学习信息的程度，并提高了课堂参与度；2）丰富的双语环境有利于

在聋/弱听学生和健听学生间营建积极的社会互动；3）聋/弱听学生在该项目可平等地接受

主流课程，并不会失去正常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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