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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福音堂幼稚園（牛頭角） 聾童健聽生共融 手語口語同學習

香港現時只有一間聾人學校，聾童可視乎情況入讀聾人學校或主流學校，但普遍主流學校缺乏手語支援。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牛頭角）於2006年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夥伴學

校，亦是本港唯一使用手語授課的幼稚園，聾童與健聽學生一同上課，並由一名手語、一名口語老師同步授課。

顧美詩校長表示：「聾童在香港學習非常艱苦，他們與健聽生一樣需要愛、擁有平等的學習機會。我們深信只要有

適切的教學方法，聽障學生也可學得好。」

顧美詩校長平日習慣一邊做手語，一邊跟小朋友聊天，受訪時亦不自覺邊說邊做起手語來，並向記者示範幾個簡單

手語，如學生、老師、開心等。「其實本身不懂手語，我跟其他老師一樣，加入幼稚園後才正式接受手語培訓。」

她指現時校內健聽生和聾童的比例是3:1，即是15名小朋友當中，5名是聾童。「很多外國研究顯示，老師要關注特

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每班就要有一定數量，如果僅一位便會被人忽略，最好的比例是3:1。」

手語滲入課程和活動

幼稚園總學額約200名，她指幼兒班、低班及高班各有4班，其中兩班為上午班，兩班為全日班。「聾童安排於各級

其中一班全日班，每班5人，全校共15人。因為半日班的學習時間有限，很多聾童家長都是健聽人士，平日工作繁忙

，未必有時間使用手語跟孩子溝通，所以我們會優先安排他們上全日班。也有父母是聽障人士，學生是健聽，也盡

量以全日班為優先。」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牛頭角）位於牛頭角上邨常滿樓，創校18年，顧校長於2008年加入學校，眨眼12年。「記得

2008年我是老師，負責跟聾人老師一起教授全日制健聽生和聾童的共融班。我覺得計劃很有意義，讓我發現不同小

朋友的特性和學習能力，有些健聽小孩屬於視覺學習型，一邊做手語一邊教的時候，不但幫助聽障小朋友，亦促進

這班視覺學習型小孩的投入度和參與性。」

在她眼中，幼稚園小朋友很純真，充滿愛心。「剛開學時，幼兒班學生可能會問，為什麼他（聾童）沒有反應，但

慢慢相處便學懂包容和耐性。我們經常教人懂得關愛，如果小朋友沒有生活經驗，他們是不會明白的。

」

共融班讓健聽生和聾童彼此關愛，她舉例：「我們安排學生出外參觀，學校附近兩條馬路只有斑馬線，沒有紅綠燈

，健聽學生聽到車聲便很緊張地主動拖着聾童，待車駛去就一起過馬路。這種關愛精神和主動性是透過日積月累而

建立起來。但聽障小孩也有強項，他們的觀察力強，畫畫特別出色，會示範怎樣畫畫，所以是促進學生互相學習的

機會。」

手語是一種語言，顧校長認為跟學習外語一樣，將語言變成生活，便學得更輕鬆愉快。「學校有一名聾人老師，平

日我們吃飯、開會都會使用手語溝通，遇有不明白的手語，我便請教他，慢慢就學會更多手語。」

於是學校將手語滲入不同的課程和活動，讓小朋友自然地學習手語。「譬如教小朋友認識蘋果，除了讓他們去捉摸

、用鼻嗅、用眼看，老師同時教蘋果的手語。老師分享關於西瓜的故事時，亦教學生一起做西瓜的手語。當學生在

台上唱歌演出，也會教他們一些歌詞的手語。」

經過中大和幼稚園的共同努力，探索適切的教學策略，現時「手語雙語共融教學」日趨成熟，不但讓健聽生和聽障

生在學習和社交上都受益，同時促進整體學生的語文發展。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供。以上內容、商標和標記屬慧科、相關機構或版權擁有人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使用者提供的任何內容由使用者自行負責，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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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畢業生升上名校

有些學生天生深度聽障，助聽器、人工耳蝸未能幫助他們，因此要進行腦幹植入手術。「學校收過兩個小朋友，是

全港首兩位聾童接受腦幹植入手術，兩人在同一日於同一間醫院做手術。」

其中一位由幼兒班就加入學校，另一位則選擇特殊學校，後來申請成為高班插班生，最令顧校長感受深刻的是該名

插班生最初來到學校，不懂表達自己，非常怕人。「我經常在想，究竟他過去經歷了什麼？是否沒有人明白他，所

以對人不信任，變得恐懼、沒有安全感呢？」

她於是耐心地跟對方傾談，用畫畫溝通，慢慢建立關係。「有時他說話不正，我會點頭微笑扮明白，然後要他做手

語，就知道他想表達什麼。漸漸地，他與人相處的信心和關係好了，大約半年就適應了。至於本身幼兒班就選擇我

們學校的另一位學生，畢業後曾經出席立法會的教育諮詢會議，努力用手語和口語表達意見，這份信心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要從小培育其信心，讓他們將來勇於面對社會。」

另一個難忘的例子是一名深度聽障女生，由其他主流幼稚園轉校過來，起初哭着不肯入校門，要顧校長和老師不停

哄她，兩三個月後她適應了新環境。「她成績不俗，入讀了聖士提反女子中學，今年9月升讀中二，她每年都會回來

探我們。」

學校重視學生的語文發展，因此五六年前參加了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的「學前優質英語教學計劃」，透過全

英語的故事朗讀、遊戲、戲劇、談話等課堂活動，為幼兒創造豐富的英語語文環境，引發幼兒學習英語的興趣，使

幼兒愉快地接觸英語詞彙、句子、拼音技巧等。

問顧校長小朋友學英語難還是手語難？她爽快回答：「我覺得是英語，始終手語有具體動作，對小朋友的吸引性較

大。但是有手語協助下，對小朋友學英語，也相對地容易。」

她又認為，故事是開啟幼兒知識和心靈的一扇門，學校重視閱讀，因此搜羅了各式各樣的故事繪本，設立故事早讀

時間和推行親子閱讀獎勵計劃，培養幼兒閱讀故事的興趣。「我們偏向選擇重複語句故事書，成人看可能感到乏味

，但小朋友非常喜歡，正如《天線得得B》的對白都是重複性，小朋友就是透過不斷學習重複語句，才學懂語文。」

她表示閱讀對聽障小朋友尤其重要：「因為他們的語法跟我們調轉，例如『我喜歡吃蘋果』，他們變成『蘋果我喜

歡』，所以必須從小培養聽障小朋友的閱讀習慣，奠下語文根基。」

與特殊學校有所分別

現時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由嬰幼兒期教育發展至中學教育，目標為建立一個「

一條龍」式的聾人教育模式，讓聾童能夠享受平等的教育及參與一個共融的社會。

「我們是（這個計劃中）唯一一間幼稚園，小學和中學亦各有一間，分別是獻主會小學和聖母院書院。由於普遍主

流學校僅得一兩個聾童，大部分聾童家長選擇這個計劃的小學升學，因為有手語支援，而且有聾童朋輩在同一所學

校，可以互相支持。」

顧校長亦視家長為重要夥伴，並開設家長手語班給聽障家長參與。「另外，我希望家長理念要清晰，我們跟特殊學

校的師生比例不同，他們是1:6，有政府資助的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但我們是1:15，有時家長查

詢，這裏是否每天提供一小時的語言訓練？其實我們是透過自然的學習環境去學習，很少一對一，而且不只是讓學

生模仿嘴形學生字，反而透過一問一答方式學習。」

聾童主要依靠唇語及助聽器接收訊息，疫情當下，她承認戴口罩對聾童學習有一定阻礙，因為看不到老師的表情和

唇語，這段期間靠老師拍片或視像教學，保持溝通學習。

每年新生面試，她都向家長強調別給小孩太大壓力。「主要填問卷了解小朋友的生活，然後按兒童年齡發展，讓小

朋友跟從老師做一些示範動作。最重要是面見過程令小朋友覺得開心，他們9月才會開心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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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福音堂幼稚園（牛頭角）

學校類型：非牟利、創校年份：2002年

校長：顧美詩女士、學生性別：男女

教師人數：13、宗教背景：基督教

學制：半日及全日制

教學語言：粵語、英語、普通話、手語

撰文 : 林艷虹

sylvialam@hke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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