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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聽障學生書寫語言問題與課程之探討 

王淑娟 

壹、前言： 

書寫語言是生活中一項很重要的技能，不論是與人的溝通、任何知識領

域的學習，以及學校畢業後的就業職場上，也都幾乎會應用到它。例如：平

日學生上課聽講、做筆記、整理重點、作摘要、寫日記、報告、測驗、作作

業----等，無一不用到書寫的能力。因此，書寫語言是一種社會性、發展性的

活動和溝通的過程；現今雖然藉著電信通訊的發達進步，一般社會人際間的

溝通，多數人仍以口語語言為最主要的溝通工具，但在日常生活中，於層面

較廣的溝通需要時，書寫語言仍是必要的。所以，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基本

的書寫語言能力應是現代人必備的重要條件之一。 

書寫語言是兒童語言發展過程中最後習得的語文技巧，多數學者都認為

兒童的語言能力是依著聽、說、讀、寫的順序而來(引自楊坤堂, 89)。Lee & 

Rubin(1979)也認為所有的語言，都是先有口語再有文字語言的。可見書寫語

言是人類語言發展的最高層次，必須奠基於先前所習得的聽、說、讀的基礎

；同時也是一個極不簡單的處理歷程，兒童必需具備認知、感官、視、聽、

知覺能力，掌握動作，配合社會-情緒的成熟等，才能習得寫字與寫作的書寫

語言技巧。由此，書寫語言障礙可分成兩種基本類型：一是語言內涵的聽、

說、讀能力方面所導致的問題，另一是視知覺、動作協調所引起的寫字障礙

(Johnson & Myklebust，1967；引自楊坤堂，民 89)。由於聽障學生主要的障礙

乃在語言溝通層面，因此，本文所探討的聽障學生的書寫語言問題，僅專指

前一類型“語言內涵”而言，也就是“寫作”(或以“作文”一詞替代)能力的

部分。 

 

貳、聽障學生的寫作問題 

一、聽障學生的寫作問題之成因： 

聽障學生沒有功能完整的聽覺管道，聽覺語言經驗受到限制，無法有效

地以聽覺接受訊息，因而嚴重影響其在語言方面的接收與表達；其中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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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到的即是口語語言能力的學習，也直接影響其閱讀的能力。書寫語言是

語言能力中最複雜、最難且最後才發展的(張蓓莉，民 78)，並且與口語型式

很接近，許多研究書寫語言的學者即指出，書寫的基礎是以口語為主，尤其

在書寫語言的句法方面(Myklebust，1964; Moores，1987; 引自高令秋，民 85)

。成功的寫作和學生的閱讀能力息息相關，而好的口語表達也顯示出對寫作

有助益(Polloway & Smith, 1992)；若閱讀能力不好，則在學習書寫語言上勢必

有更大的困難。語言能力是語文學習的基礎，由此看來，聽障生的語文能力

低落是可想而知的。 

根據林寶貴(民 86) 的陳述：「語言有障礙的學生，幾乎在寫作方面皆呈

現學習上的困難」；這些學生有些是因語法或語意發展上的異常，導致無論

是在口語表達或閱讀方面的成就皆低落，甚而在文字語言應用上，也很難將

自己的想法與情意，以適當的文字表達出來，其中就包括聽障生。 

二、研究文獻： 

國內高令秋(民85)指出，不論國內、外有關聽障學生與一般學生的寫作能

力比較均較差 。林寶貴、李真賢(民76)發現：啟聰學校高職學生寫作能力僅

達國小二至四年級程度，國中生僅達國小一至三年級程度；一般啟聰班國中

生僅達國小四至五年級程度，而國小學生程度約在二至三年級之間。張蓓莉(

民76)以國小三至六年級重度聽障以上回歸主流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這

些學生寫作能力較同年級落後。國外對聽障寫作的評量研究結果，也指出聽

障學生在寫作的句法、句長、句型、字彙使用方面都呈現較低落的情況，也

常常有錯誤的書寫情形發生(Quigley & Paul, 1984；Myklebust, 1964；Quigley & 

Kretschmer, 1982，引自張蓓莉，民78)。 

總而言之，國內聽障學生的寫作能力，無論在發展速度或寫作品質上，

都不如同年齡的聽常兒童(高令秋，民 85；張蓓莉，民 76；林寶貴，民 86)。

其實如何增進國內聽障學生的寫作能力，也一直是聽障教育工作者努力探討

研究的目標。 

三、國內聽障學生書寫作品問題分析： 

另外，國內有不少學者針對聽障學生的書寫作品予以分析，其結果如下

面幾項所述： 

1.書寫語文通則：聽障學生寫作時有分段能力差、錯別字極多、無法正確



 ～ 173 ～ 

使用標點符號等情形(童慕筠，民 74)。張蓓莉(民 78)所作的研究亦指出三至六

年級聽障學生的文章多為陳述句，進一步分析其句長，平均句長為 9至 10個

字而已；錯誤的類型包括有：錯別字、措詞不當、字序顛倒、贅字(詞)、漏字

、取代等。薛明里(民 85)認為聽障生若以手語為溝通方式時，則寫作能力深

受手語語言系統的影響，所作的文章不夠熟練，內容聯結也不夠深入；錯誤

情況大致分為 12種：贅加、闕漏、替代、省略、簡化、詞序顛倒、混淆、不

一致性、量詞誤用、別字、習慣性用法及其他等。 

2.內容方面：描述平淡，多為日常生活事件經過的書寫，較少對內心世界

作深入的表達，再則為想像力亦不豐富，缺少變化(項麗娜，民 75；引自高令

秋，民 85)，而且造句有困難，文章篇幅也因此不長(胡永崇，民 84)。 

3.語法方面：在使用副詞、虛詞、助詞等方面皆有困難的情形(童慕筠，

民 74；胡永崇，民 84)。在句法上顯得雜亂無章，且常有文法錯誤的情況(林

寶貴，民 78；薛明里民 85；高令秋，民 85)。 

4.字詞運用方面：常發現有語序混亂顛倒、文辭累贅、措詞不當、語意誤

用的現象(童慕筠，民 74；胡永崇，民 84)。 

5.整體性：從一項由林寶貴等人(民 78)對聽障生學習語文困難的調查研究

結果，顯示一些聽障生書寫作文時相關能力的情況，可知聽障生在作文方面

能力最弱，其次分別為句法練習、不懂應用已學會的詞句、以及應用修辭等

；同時無語法概念，贅字詞亦過多。 

 

參、國內教導聽障學生寫作課程介紹： 

一、寫作理論模式 

近年來國內從事語文教育者，屢提及為國內學子寫作能力及品質日漸低

落而憂心不已(陳鳳如，民 82) ；事實上寫作能力若經由適當課程的規劃，以

及具寫作指導經驗的老師之指導，可獲得改善和進步。國內研究有關一般學

生寫作的教學法和寫作過程的書籍和報告很多，但對特殊學生寫作課程或教

材方面的研究則有限(施錚懿，民 86) ；加上目前對於學生的寫作課，也較欠

缺完整的課程架構，所謂的寫作課，不外乎即是寫字、說話、閱讀、作文的

混合上課，老師在作文上的指導，最經常的做法是出個題目，對綱要做個簡

短說明之後，便由學生寫作，欠缺課程架構和有效的寫作指導，因此造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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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寫作程度普遍不佳(蔡錦德，民 85)。一般普通班的寫作情形已是如此，對

特殊學生的寫作課程規劃或教學情形，相信只可能較差而較無可能是較好的

。聽障學生語言溝通方面的發展與學習受限，是影響其書寫語言表現的主要

原因；因此，國內聽障學生所上的寫作課是否有完整的作文課程架構、明確

的學習目標，以及有效針對聽障學生學習的的教學方法、教學教材製作設計

等，都是本文筆者有興趣探討之處。  

寫作理論模式可分為成果導向與過程導向兩種。如前所述，由老師出個

題目，做簡短的題意和段落說明後，隨即讓學生開始自行寫作的方式即是所

謂的成果導向理論模式，此種寫作模式屬於直線式、機械式的寫作，寫作的

課程由老師一手包辦修改的工作，學生只要負責書寫的部分即可(張新仁，民

83)；過程導向則視學生寫作應是在寫作文章的過程中一連串問題解決的步驟

或程序(引自施錚懿，民 86)，著重學生在寫作過程中所需運用的策略、思考

邏輯與問題解決方式，透過寫作過程的三個循環階段－計劃、轉譯、回顧而

完成文章(張新仁，民 83；高令秋，民 85)。換言之，上寫作課時，老師所扮

演的角色不再只是給予寫作主題和批改最後寫作的結果成品而已，而是應與

學生之間作互動，師生關係是相互磋商，也就是老師在學生寫作時需指導學

生該如何建構一篇流暢的文章，老師需對學生寫作過程做監控的工作，學生

的角色，也不再只是從閱讀或分析已出版的書籍中去學習寫作，而是去學習

建構文章內容和組織文章的方法，所以整個寫作課呈現的是動態且多元的(施

錚懿，民 86)。 

從 1970年代開始，寫作課漸漸從過去的成果導向轉為過程導向，教導學

生寫作的重點不再只是賞析“什麼”是一篇好文章，更需要教會學生的是“

如何”去寫出一篇好的文章(張新仁，民 83；施錚懿，民 86；高令秋，民 86)

。近幾年來，受此風氣的影響，國內聽障教育工作者，也呼籲擔任聽障寫作

課的老師們，要將過去較為偏重成果傾向的狀況，轉移設計以過程導向為主

的寫作課程。 

二、國內聽障學生寫作課程 

早期國內啟聰教育偏重以手語作為聽障學生學習溝通語言的管道。根據

童慕筠(民 74)一文中寫到：一般老師上作文課最經常的做法是：寫字的抄寫

，或配合時令季節、節慶，由老師出個題目或幾個字詞讓學生自行習作，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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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就處理本身的行政事務，或批改作業；批改學生所寫的文章則在旁加上紅

圈，若有評語，則也是老生常談，未能針對學生的文章做適切的指導或鼓舞

，而有些老師的做法，則是要求全體學生共同抄寫一篇文章作為寫作課。其

中雖包括生字的練習認識、日記記載的練習和筆談的練習，但欠缺課程內容

設計、教材之製作應用或教學的策略應用，比較屬於是一種成果導向的作法

。由於手語語言系統與中文一般書寫語言的系統有極大的差別，包括文法不

同、字詞使用不同、停頓標點型式不同，因而導致學習手語的聽障學生寫作

上出現錯誤情形極多。 

後來隨著口語教學受到重視，老師採取口語教學以促進聽障生的國語文

學習，其中包含作文能力。在中、低年級寫作課，老師會安排練習看圖片說

話，進而寫句子，擴充寫出短文；高年級時，視學生個別的程度，設計先讓

學生繪畫、構思內容，再根據個人圖畫的表現，指導聽障生用文筆來描述情

節而構成一篇文章。任課作文課的教師所重視的是從說話教學入手來增進學

生建立寫作的基礎和基本技能(如：換句練習、發表心得、字詞聯想等)，老師

會應用看圖作文、成語作文以及剪貼作文等方式來引導學生寫作，寫作課呈

現的是教學的生動、活潑、和多變化(童慕筠，民 74；薛明里，民 85)。 

在本文筆者完成此探討文章中，經筆者親自走訪彰化中山國小啟聰班、

台中縣聲暉綜合知能發展中心(乃一由家長組織所成立的聽障學生教育機構)

、台中市忠明國小啟聰班老師的結果，得知目前老師對聽障學生的作文課教

學，多數都有自行所編製的作文引導教材，再以看圖作文或剪貼作文方式進

行教學。茲將由中山國小梁懿志、彭筱美老師所設計的「啟聰班國語科補充

教材－作文引導教材」於下面做一簡單介紹，其他如聲暉、忠明國小之教材

設計亦雷同。 

教材名稱：「國民小學啟聰班國語科補充教材－作文引導教材」。 

適用對象：四年級聽障學生。 

教材內容：此套作文引導教材包括字卡、圖卡、看圖回答問題、看圖 

作文本、學習單和評量表。一共分為運動會、上學、過新 

年、菜市場、兒童樂園---------等十個單元，以作為聽障學 

生習寫作文的題目。 

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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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詞：將看到圖片直接聯想的語詞及相反詞寫下來，同時可配合字卡。  

(二)語詞造句：利用之前聯想到的語詞造出完整的句子。 

(三)看圖回答問題：讓學生看著圖片，回答老師的問題，並寫在學習單上

。每張圖片背面都附上學習單的問題，以方便配合使用。 

(四)短文習作：學生將語詞造句及看圖回答問題作綜合整理，貫串成一篇

短文，寫在學習單上。 

(五)看圖作文本：學生可參考圖片，完成一篇較長的文章或寫作。 

(六)評量表：每個單元都附有評量表，老師依照學生的實際反應狀況在適

當的欄位打勾，作為評量紀錄。 

此外，國內高令秋曾於民國 85年完成的研究所論文“歷程導向寫作教學

法對國中聽覺障礙學生寫作能力影響之研究”中嘗試以過程導向寫作法教導

聽障生的寫作。其課程之實施依照過程導向的程序，於寫作課時先由老師出

題並解釋題意，提供聽障生題目可包含的段落文章結構，學生再依架構進行

思考；寫作課的流程則按計劃、寫作、修改三個階段訓練，步驟如下： 

1.在計劃階段時，老師發給聽障學生寫作步驟提示卡，並予以解釋和說明

，接著老師以腦力激盪法，引導全體學生想出各段落與主題相關的內

容和項目，並記錄在黑板上。 

2.老師示範擴充學生所想的各段落內容項目，並教學生如何去組織文字內

容並完成初稿；接下來老師便會指導聽障生以小組方式進行討論、澄

清觀念，而學生就可完成自己寫作的初稿文章。 

3.修改階段則是發給聽障生「作文評定量表」，要求學生依初稿修正情形

做檢視，包含內容、字、詞、文法、標點符號。如果修改之程度太大

，則老師可請學生再重新謄寫。 

經過以上程序之訓練，結果聽障生在寫作品質方面大致上皆有所進步(高

令秋，民 85)。 

有些老師則教導學生使用電腦文書處理方式寫作，一方面可引發其寫作

的興趣和動機，另一方面則可將計劃或草稿直接在電腦上作修改，省時又省

力，亦是被國內某些聽障教師考慮使用的寫作教導方式。不過，從非正式的

研究了解，礙於老師自己必須懂得操作和教導學生使用電腦，目前國內聽障

教育老師應還無人開始作此教學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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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從以上所述之事實整理和了解，筆者歸納有下面幾點的結論及看法： 

一、吾人早已了解聽障生在寫作方面能力低落的原因，且分析出寫作錯誤的

情形和困難之處。總歸聽障生寫作上的障礙最主要原因是：語言溝通能

力的限制，加上聽障生的語文知識及經驗不足以及早期聽障生受到學習

手語的影響所致。 

二、聽障生的寫作課仍是以結果導向為主流。大多數任課聽障生的寫作老師

，雖然在教學法與教學活動做了不少的改變，但仍然跳脫不出以學生的

作品成果為強調重點的傳統；這與現今一般學生的寫作課程之趨勢潮流

─也就是主張過程導向的寫作模式不太吻合。重視過程的寫作教學法對

學生的閱讀和寫作均有正面的效果，這已經獲得國內多位學者的肯定和

支持(張新仁，民 83；高令秋，民 85)，而國內聽障生的寫作課卻無法跟

著潮流和有效的方法而修正，相信這應是國內聽障學生的寫作能力一直

停滯無法進步的原因之一。 

三、國內聽障寫作教學欠缺寫作課程設計。換句話說，聽障寫作教學與一般

學生的寫作教學課程相融，老師對於教導聽障學生的寫作和教法上與對

一般學生的寫作教法並無太大的差異。不但所持之理論相同，且教學法

亦互通，因此，所選取的教材或自行製作的教材也與教導一般學生之教

材無很大差異。若排除以手語或口語溝通之因素，則即使以過程導向進

行寫作，老師對於聽障學生的寫作過程安排仍無太特殊之處。 

四、筆者蒐集三所國小啟聰班的寫作補充教材皆是「看圖作文」、「圖片造

句」、「句子填空」等配合語文課活動來養成聽障生的寫作能力。 

五、總而言之，幾十年來國內聽障生在各方面的教育復健已獲得多數人的了

解和重視，尤其以口語語言的訓練最受到鼓吹與提倡，雖說聽障生的口

語語言程度，平均而言皆有進步，但顯然可見的是寫作能力卻未見明顯

改善，此情形只要從任何一篇主題有關聽障語文能力相關的研究或報導

即可了解一斑。 

 

伍、建議： 

一、國內一般的寫作教學正極力推廣「過程導向」的寫作模式，擔任啟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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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寫作課老師也應該要改變過往傳統的寫作教學方式，接受這種新觀

念，並將此理念實際運用於聽障生的寫作課上。 

二、有關國內聽障生寫作方面的研究成果，焦點多半在聽障生的寫作錯誤分

析與原因之探討，關於寫作課程、教學指導、教材之編制等重要的相關

主題，卻鮮少有實證性的研究文獻可參考；日後若有人對研究聽障寫作

主題有興趣的話，值得在以上所提的幾方面作進一步的探討。 

三、國內應針對教導聽障生寫作課程的老師多舉辦研討會或教學觀摩會，以

充實老師教導寫作方面的知能。聽障學生固然在語言溝通先決條件上有

礙於日後寫作的學習，但已有許多的研究和實例皆告訴我們聽障生的寫

作能力是可以透過老師適當得宜的教學方法和策略而獲得有效進步的。

現今教學趨勢乃一切多元化，絕非像以往還可以單打獨鬥或閉門造車的

方式進行教學，因此，現職指導聽障生的老師實在有必要不斷的吸取新

知，以提供聽障學生學習寫作的良好方法與途徑。 

四、以電腦文書處理方式來教導聽障生的寫作應是蠻可嘗試的方式，不過，

老師仍需在一旁提供指導和回饋。而市面上商售或聽障班教師自行設計

軟體的語文補充教學互動式光碟媒體，亦可拿來使用於寫作教學；利用

豐富的視覺線索加強聽障學生的學習，教具如：教育部出版的『啟聰電

腦輔助教學(CAI)軟體』、靜修國小的『過關奪寶大作戰』、『成語大進

級』、南陽國小汪忠義老師的『國小國語課本課文軟體』、仁林出版社 & 

鉅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的『辛蒂亞的婚禮』、『尼娜的願望』------等故

事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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