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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教育事務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有關《手語雙語與香港聾人教育》建議書 
 

由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撰寫 

  (提交日期：2013 年 6 月 7 日) 

 

1.  引言: 手語是一種擁有成熟語法的自然語言 

1.1     手語語言學及手語習得研究的近期發展，促使我們從新考慮手語在聾童（無論他們有哪種

程度的聽力障礙）成長過程所能扮演的角色。聾人「手語雙語」理論的提出，是建基於一種假

設，就是: 手語能配合口語，以及人工耳蝸的技術，去支持聾童接受教育，並幫助聾童在語言、

認知和心理社交發展 (Grosjean 2010；Plaza-Pust 2008  ;  Humphries  et.al.  2012)。事實上，因應手

語語言學研究中所累積的證據，配合 2007 年《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建議，在 2010 年國際

聾人教育會議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Education of the Deaf) 的籌委會就有關過去 130 年間剝奪

了聾人在教育中接觸手語和聾人教師的權利，向全球聾人社群公開道歉。這個道歉伴隨一個突

破性的決定，就是因應不同的教育環境的需要，恢復使用手語和聘請聾人教師教導聾童。 

1.2    世界各地有不同模式的手語雙語計劃，當中很多都是在聾人學校的教育環境中進行的。相

對於該種模式，世界上有越來越多計劃開始在融合教育環境中嘗試實行手語雙語教學。在這些

手語雙語計劃中，爲促進聾童有效地在主流課堂學習，會盡量提供手語支援，把手語傳譯、能

操流利手語的教師助理或聾人老師帶進課堂進行協作教學。無論學校採取哪一種方式，香港都

應該遵循國際間在處理聾人教育的語言策略及聾人基本人權等問題時所提出的期望，以支持聾

童接受教育。以下是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撰寫的一些主要建議： 

 

2.  聾童在成長過程中使用手語雙語的權利 

2.1 自 Grosjean (1999) 提出，聾童應該有成為手語雙語使用者的權利，以支持他們在語言，

與及情緒社交的發展，許多國家就此進行了有關手語雙語語言獲得、語言處理及手語雙語教育

的研究。結果顯示，聾童受惠於手語雙語，因為手語和口語在語言學上擁有同等的語言地位，

而這兩種語言能互相補足，以支持聾童語言、社交發展及掌握世界常識。現時，許多國家的政

府已爲聾童、其父母及家庭成員提供手語服務。以下網址收集了 Grosjean 所著的「聾童雙語下

成長的權利」不同語言翻譯的譯文: http://www.francoisgrosjean.ch/the_right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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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手語教學不應被視為一個在聾童發展口語遇到重重困難而被定義爲“失敗者” 後的補救策

略或最後的措施。特別是當他們已過了語言獲得的關鍵期時，他們能成功掌握手語 (作爲另一個

語言) 的機會已非常渺茫 (Humphries et.al. 2012)。事實上，若在口語訓練或發展的同時提供手語

支援，這類不必要而且不太人道的策略是可以避免的。聾童的語言獲得研究已證實手語是一種

自然語言，聾童若能在關鍵期前獲得，成效就自然更爲理想。至今從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聾童

學習手語會影響其口語的學習 (Spencer and Marschark 2010) 。然而大眾普遍對手語學習存有誤

解，因此政府必須制定及實施清晰明確的教育政策，以確保聾童可以自小通過手語得到最大限

度的語言輸入。政府必須制定清晰的聾童語言復康及教育政策，爲聾童提供不同的模式的服

務，並爲家長提供全面的資訊，幫助他們作出合適的選擇。 

 

3.  手語在聾人教育中的角色 

3.1  根據教育局所提出的，香港特殊教育的目的是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提供適當的教育，

以幫助他們充分發展潛能 (Education Bureau 2010a)。所以，學校應該有效地為學生消除學習障礙

並發展他們的長處 (Education Bureau 2010b)。 Lane, Pillard 及 Hedberg (2011) 強調，若我們著眼

於聾人的長處，而非弱點，聾人應被視為「視覺人」。作為一個自然成熟的視覺語言，聾生能

無障礙地理解手語。通過手語習得的研究證明，手語能夠有效地幫助聾生建立一個良好的語言

基礎，以支持他們學習和讀寫能力的發展。因此，本地的教育政策應該清楚列明手語在聾童教

育中的角色，訂定相應的服務發展計劃和教師訓練 。 

3.2  因為學生的需要不同，教師不應用同一種教學方法來教導全班學生，亦不應要求學生達

到劃一的學習水平 (Education Bureau 2010b，頁一)。對聾生的問題，我們不應該只提供單一的解

決方案。聾童在幼兒階段便應該獲得不同的教育選擇。 在早期介入的理念下，提供手語並不代

表要貶低口語的角色，相反，應鼓勵盡早為聾童提供較多的口語訓練。然而，家長與教師亦要

徹底了解聾童學習口語的困難，爲他們口語、手語兩方面的發展定下合理的期望。 

 

4. 不同教育環境中的手語支援 

4.1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二十四條(2b)及(3c)，所有聾童應跟其他人一樣，有權

接受共融、有質素及免費的小學及中學教育。他們應享有「以個人最合適的語言及溝通渠道」

接受教育的權利 (United Nations 2006)。為回應聯合國提出的建議，香港政府應立即採取行動，

無論在哪個年級的特殊學校還是主流學校的聾人教育中，都應提供手語支援。 

4.2 手語作為一個有成熟文法的自然語言，應該被視作除口語以外的另一個可以幫助學前和

學齡聾童的教學媒介。 

4.3 根據聯合國的建議，政府應 「劃撥更多的資源用於向殘疾兒童提供服務，從而確保他們

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United Nations， 2012，頁9)。政府自2004年開始實行的「學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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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即每名學生每年提供一萬元資助予學校，若需較緊密的支援，則每名學生提供每年二

萬元的資助）應根據不同殘疾兒童的需要及過往的通脹情況進行檢討。事實上，若盲童能得到

額外資源以提供點字服務，聾童也應得到額外資源以提供手語方面的支援服務。 

 

 

 

5.  家長指引 

5.1  政府應該清楚地讓家長明白不同聾人教育模式的好壞。考慮到手語在香港一直被家長甚

至專業人士誤解，為使公眾對手語在聾童的語言發展及教育上的角色有更清晰的理解，公眾教

育是必要的。 

 

6.  教師培訓 

6.1 聾人教育並非簡單的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一位獲認可可以教授聾人的老師必需具備特

定的知識及能力。因此，在其他國家，教授聾人的老師必須接受一些專門訓練，並要具備特別

的教師資格。 

6.2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二十四條，所有教授聾人的老師必須具有有一定程度

的手語能力 (United Nations 2007)，即是說所有從事聾人教育工作的教師或專業人士，如教育心

理學家、聽力學家或言語治療師等都應達到一定的手語能力的要求。 

6.3  除了學習手語，教授聾人的教師還需要學習「聾人身份」、「聾人文化」及「聾人意

識」等知識，而這些課程的教授者應以聾人為佳。此舉有助建立一種正面、「非以缺憾為本」

(non‐deficit‐oriented) 的態度來對待聾的問題。 

6.4  為支援課堂內的聾生，有需要設立一個教育翻譯員系統。翻譯員的工作不應只限於手語

翻譯，還應包括相關的教學支援。 

 

7.  聾人教師的培訓 

7.1  2010 年在溫哥華舉行的國際聾人教育會議 中，籌委會跟英屬哥倫比亞省的聾人社群均提

出在特殊及主流教學中應提倡聾人的參與及合作。使用流利手語的聾人應盡量受聘為教師，作

為聾生及建聽學生的聾人模範。 

7.2  成年聾人應獲得平等的培訓機會，讓他們有機會成為教授聾人的教師。在這些聾人受訓

期間，政府亦有義務提供相應的手語翻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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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育中的平等機會 

8.1 就算聾生使用視覺語言，他們亦應在任何一種教育模式下享有平等參與課堂和參加學校

活動的機會 。 

8.2  聾生所學習的課程內容及所需達到的預期教育目標和水平都應該和健聽學生一樣。 

 

9. 公眾教育 

9.1 以下是一些在公眾教育裏面應涵蓋的教育重點： 

一.  手語擁有獨立的文法系統，因此享有與口語平等的語言地位。手語並非動作、手勢或

跟隨口語文法的手語。「手語」一詞在這裏被用作一個普遍用詞，但實際上，每個

國家皆有其本土手語 (如美國手語、俄羅斯手語、香港手語等)，有些國家的手語更

多於一種； 

二.   手語是聾人社群所使用的語言。作為一個自然語言，它不但不會對其他語言 (包括手

語或口語) 的學習造成負面的影響，反而能夠促進這些語言的發展； 

三.   聾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之一就是能夠接觸口語和手語，並且在任何一種教育環境(包括

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下都能以口語和手語接受教育。 

 

10.  聾健 融合教育成功經驗 

10.1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由 2006 年起，以私人捐獻在一所主流幼稚園和一所主

流小學，根據 “手語雙語” (一種推動雙語教育的理念)，與及“共融教育” (一種推動融合教育的

模式) 兩個主要概念進行的聾童教育計劃。這嶄新的模式覆蓋學前時期至小六階段，讓聾生和健

聽生一同以手語及口語在主流學校環境學習，強調聾健協作教學。作爲一個在融合教育環境進

行的聾童教育項目，該計劃現正服務超過 80 位聾童，成效得到學校、聾、健學生家長及社會的

認同。此計劃的需求亦日益增加，當中參加計劃中「嬰兒手語班」的幼兒聾童不斷增加。 

 
10.2 現時，手語雙語共融模式已逐漸在許多國家成爲純口語教學以外的一個選擇。特殊教育

是爲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不同的服務模式，以幫助他們有效發展應有的潛能。政府可趁這階

段把這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模式納入香港的教育系統内，為聾童及其家庭可以多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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