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聾／弱聽兒童的支援措施之意見書 

 

我是劉曉彤，雙耳屬天生深度聽障，故須配戴助聽器。助聽器只能幫我接收

部份的聲音，所以須依賴讀唇才能應付日常的溝通。 

 

我的小學及中學生涯都是於主流學校度過。大學畢業後曾到主流學校工作，

擔任融合教育組教學助理。立法會將舉行有關「聾童教育」的會議，對於會議上

討論的內容我有很深的感受，希望能藉此信表達個人的想法和分享在融合教育下

的種種經歷，冀使 閣下對聾童的學習情況和融合教育的問題有更多的認識。 

 

大部份人都會誤以為所有聾生都懂得唇讀，只要面對面，讓他們望口形就可

以滿足溝通的需要，其實這是個錯誤觀念，這種誤解會令很多聾生無辜受害。第

一，唇讀能力因人而異，即不是每個聾生都能唇讀。第二，唇讀要聾生先具有相

關的背景知識方可，若詞彙簡單並常用，唇讀能幫助聾生理解，但這絕對不等於

能應付每天課堂的需要。因為在課堂裡，老師會教授大量新詞彙和新概念，我不

認識這些新詞的口形，又未具有相關背景知識，就更加不能靠讀唇去理解課堂內

容。 

 

當時我每天在課堂上讀唇都耗費了大量精力，常常很容易會讀錯，尤其是口

形十分相似的詞彙，例如：獅子、芝士。而且，因為涉及大量新詞彙，我接收的

信息都不完整，聽錯又聽漏，以致不能理解老師教的內容，甚至會常常誤解老師

的說話內容，所以跟不上課程進度，最後需要花較長的時間和額外的精力去補習。 

 

每年督學都會跟我面談，圍繞著關於學習支援的問題。每次我向他訴苦、對

他說出我在校的辛酸時，原以為他會幫助我解決在校內面對的困難，但最後發現

好像只是空談，學習環境依然沒有改變，他只會安慰我幾句，就不了了之。當時

我真的感到頗為失望，原來只可以靠自己。這樣的學習對我來說實在太辛苦了，

也很孤單無助。 

 

我大學畢業後在一所主流中學任職融合教育組教學助理。那所中學有十多位

聾生，他們大都不懂手語，只依賴讀唇溝通。但我發現他們在學習上遇到的問題

也跟我一樣的多，在課堂上錯過很多重點，對內容一知半解，讀到中三程度也不

明白「記敘文」是甚麼，這是十分可怕又可悲的，最基本的概念都沒有，知識基

礎非常薄弱。他們的學習表現遠遠不及健聽學生，而他們的家庭未能負擔到補習

的費用，最後他們總是成為校內的「失敗者」。 

 

語言對一個人的重要性，對他的認知、智力發展有著非常關鍵的影響。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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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很多人誤解手語會妨礙學習，很多教師和專業人士都不支持手語，使聾生

失去了語言的選擇權，只能依賴唇讀去接受信息，白白錯過了很多學習的機會，

甚至影響了個人的認知發展，長大後變得更難理解抽象的概念和事物。在主流學

校中工作最深刻的事，為聾生召開個人學習計劃會議(IEP)的時候，與會者包括家

長、老師，還有教育局言聽組專家、心理學家。家長在會議中積極向學校爭取在

課堂使用手語，幫助學生吸收課堂知識，因為她根本不能靠唇讀去理解。但由於

專業人士的否定，學校拒絕了聾生對手語的訴求。那些專業人士更說服家長要專

心訓練聾生口語，這是令人極心痛又心酸。為什麼要剥奪聾生的學習機會？為什

麼要迫學生只用口語？這是融合教育的本意和精神嗎？明明那個聾生資質不差，

但就是因為語言問題，導致她失去了學習機會，對這個世界的認識非常少，少得

可憐，叫人心痛。  

 

在融合教育的政策下，特殊教育學生被分為三大類，以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

但即使聾生能被列入第三層支援，每年只能得兩、三萬資助，而且這些資助不能

用得其所，只是用來購買言語治療服務，一星期只到校提供二十分鐘左右的服務，

根本就不到位。而且，放學後一兩小時的課後支援，能補得回每天上六、七小時

課堂內容嗎？學生花了全日的精力唇讀後，放學又有足夠的精神重新學習所有知

識嗎？ 

 

教育局曾提及關於啟聾學校的聽障學生增強支援服務(簡稱 ESS 服務)，主要

為主流學校的聽障學生提供學業輔導，本人曾了解 ESS 服務的情況，發現 ESS

輔導老師完全不了解聾生的學習能力和需要。他們幾乎沒有與主流學校的老師和

學生的溝通，只會每每到校前準備一些學科的工作紙，但內容和程度根本不適合

學生本身的能力，最後叫學生抄答案了事，白白浪費了人力資源和時間。 

 

教育局多次提及啟聾學校的專業人士，或由於啟聾學校教育聾生多年，認為

啟聾學校經驗豐富，但其實當中漏洞和問題甚多。我曾因工作關係而到啟聾學校

出席會議，與該校管理層商討如何為主流學校的聾生提供適切的支援，當時我所

任職的學校亦有管理在場，打算參考啟聾學校的經驗。怎料，啟聾學校校長竟表

示對手語教學有保留，建議老師用板書就足夠。這是令我十分驚愕又失望的。身

為聾校的校長竟然完全不了解聾生的真正需要，反提供錯誤的意見，更剥奪了聾

生的選擇權，令其他學校的校長和老師都因而有錯誤的觀念，這是非常不負責任

的。我認為，身為專業的聾校代表，應該尊重聾人間的不同差異、不同的學習需

要，提供口語和手語的選擇。由此可見，啟聾學校的質素和工作仍有很大的改善

空間，更需要政府的監管。 

 

我知道政府多年來向全港參與融合教育的學校發放津貼，提供教師培訓、又

安排言語治療師、心理學家支援聾生等等，聽上去的確做了很多，但實際上支援



遠遠不足，也不到位，造成資源浪費。雖有教師培訓課程，但只有十多小時的講

課，簡單介紹特殊需要學生的狀況及特質等等，這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培訓，怎會

足夠？而且沒有規定所有老師都必須參加，所以他們面對校內的聾生，也無從入

手。他們為免影響教學進度，往往選擇忽略或無視聾生的需要。 

 

「融合教育」制度千瘡百孔，問題不是在於個別老師的水平不足，也不是學

生本身的問題，而是整個教育制度。希望 閣下能看得到聾生的苦況，盡快改善

教育制度，還給聾生選擇權和學習機會。如政府能正視教育制度，參考專家及外

國的經驗，資源用得其所，能得益的不只是聾生和其他有特殊需要的學生，還有

整個基礎教育，可使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在融合教育的發展上，能與時並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