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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本人勞越洲是樂道中學的學習支援老師，榮幸能認識及參與 貴中心之手語雙語共融教育。 

 

 在闡述我的觀點前，先與 貴中心分享一段在學校中與學生相處的經歷。在去年聖誕節凌晨時分，

我收到一個「Merry Christmas, 勞 Sir, 祝你新年進步」的祝賀 SMS(手機短訊)，來自我的支援對象劉同

學。劉同學是一個深度聽障人仕，雖然已經進行了手術植入人工耳窩，但在聲音接收方面，還是和一

般同學有差距，與同學及師長對話，須輔以望對方口型，才能完全「聽見」別人的說話。 

 

 在這個智能手機普及，whatsapp、wetchat 是流行的基本通訊工具的年代，她為何還用最傳統的 SMS

發信息給我。就憑著這一份「好奇」，我才發現是由於她不能夠接聽電話，她的智能手機也不能上網(因

為經濟問題，家人未有為她的手機申請流動上網服務)，她又很希望向同學們表達節日祝賀，於是才

逼於無奈用 SMS。 

 

 在知悉事情後，我想到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在她家里安裝一個 Router(路由器)，把她家裏的有

線網絡變成無線網絡，再開啟她的手機的 WiFi 連接無線網絡，最後在她的手機安裝 whatsapp，讓她

可以用最基本的溝通 APP 與同學和朋友聯絡、交流以促進學習。學校 IT 部同事知悉這情況後，仗義

地捐了一個合規格的 Router 給我，然後細心地教了我安裝及使用的方法。本校鍾呂傍校長還主動提出

如果 IT 同事 Router 不能用，他可從家中取出一個備用 Router，幫助劉同學。 

 

 最後，我和同事順利地去了劉同學家實踐了這個構想。劉同學現在不單可學校中其他同學們討論

功課，也能通過 Whatsapp，認識了不少「普通」的同學，又通過 Whatsapp 群組，與同學們分享她的

喜怒哀樂，擴闊社交圈子，更能融入校園生活。原來，我校幫助她克服了一個聽障人仕必然會遇到的

困難：溝通障礙。 

 

 我是一個健聽人士，在此之前從未接觸聽障學生，所以不理解他們的世界和需要。這個經歷開啟

了我的認知道路，讓我能夠主動地了解聽障學生的學習需要。 

  

 我認為如果政府能支持及推動「手語雙語共融教育」，就好像為失明人士建造「盲人輔助線」及

「點字地圖」、為傷殘人士建造「傷殘通道」等一般，是一個對聽障學生的學習需要的基本條件。通

過「手語雙語共融教育」，促使健聽老師與聽障學生之間建立有效的教學模式。 

 

 

 

 

樂道中學 學習支援老師 

 

勞越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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