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甚麼是"共融"實踐？一項比較研究 

鳥越隆士 

現今，在日本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許多聾及弱聽（聾/弱聽）兒童入讀主流學校而非專門

為聾/弱聽學生所設的特殊學校。然而，不時會有報道稱這些就讀於主流學校的聾/弱聽兒童面臨

諸多學業、社交及心理方面的困難與挑戰。就聾/弱聽兒童的手語雙語及全納式學習而言，共融

教育可能是一項非常有前景的嘗試。我曾到訪世界各地的多個共融教育項目 （包括美國、意大

利、挪威和香港），發現他們在課堂實踐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與多樣性。我暫且把共融教育定義

為：1）聾/弱聽兒童（一組而非一個）與健聽兒童同處一個課室； 2）普通教育老師與特殊教

育老師（或聾人老師、手語翻譯員）協同教學；3）手語及口語都是教學語言。本文將討論我對

各地共融教育項目的親身觀察和經歷，包括日本（盡管它還處於剛起步階段），並且比較他們在

共融課堂中的做法。更具體來說，我將會關注以下幾個問題：好的共融教育課堂由哪些因素構成？

面臨哪些挑戰？教師之間如何共同協作，為健聽和聾/弱聽學生營造雙語及合作的學習環境？在

共融教育環境下，手語和口語之間有甚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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