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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志願服務提高聽障學生的溝通交往能力 

朱銳江 

廣州市聾人學校 

 

摘要 

與健聽人、健聽社會的溝通交往對聽障學生回歸主流社會有重要意義，但聽障學生

的溝通交往存在諸多障礙，溝通交往能力低下。讓聽障學生參與志願服務，能擴大聽障

學生溝通交往的範圍，改善聽障學生溝通交往的心理，提高聽障學生的語言溝通能力和

綜合溝通能力，提高聽障學生的溝通交往能力。 

關鍵字：聽障學生、志願服務、溝通交往 

 

聾教育的最終目標是促進聽障學生全面發展、適應社會、融入社會，最終回歸主流

社會。聽障學生作為社會成員，他們不僅要與聽障者交往，更要與健聽人交往。聽障學

生要回歸主流社會，必然要面對與健聽人溝通的問題；聽障學生只有與社會上的健聽人

順暢地溝通交往，才能真正地回歸和融入主流社會，促進自身發展，獲得更有品質的生

活。 

 

一、聽障學生溝通交往的現狀和原因 

與主流社會人群的溝通交往對聽障學生有重要意義，但現狀卻不容樂觀。“聾人最

大的障礙是什麼?不是聽力不濟，而是溝通困難。”1各種主觀、客觀的原因造成聽障學

生溝通交往能力低下，不能、不敢、不願與健聽人、與主流社會溝通交往，形成聽障學

生與健聽社會事實上的溝通交往障礙。 

在溝通交往的對象上，聽障學生與健聽人的溝通交往較少。特殊教育學校相對封

閉、保守的教育環境，客觀上造成聽障學生社會交往的範圍狹小，與健聽人進行溝通交

往的機會不多，即使有也大部分局限于老師、家人及親友，數量極為有限；儘管近年來

我國殘疾人事業發展迅速，殘疾人的社會地位得到明顯提升，但社會對聾人的認識和接

納仍然不足，營造無障礙的溝通環境仍然有待努力；聽障學生主觀上也習慣於生活在容

易溝通的“聾人世界”中，而不願或怯于與周圍的健聽人進行溝通交往。主客觀的原因

                                                        
1
張寧生．聾人溝通模式與聾校語文教學法評說[J].畢節學院學報，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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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聽障學生的社會生活圈過於狹窄，與健聽人進行溝通交往的經驗嚴重不足。 

在溝通交往的手段上，聽障學生語言能力普遍低下是聾健難以溝通的第一道屏障。

聽障學生語言溝通交流的方式主要有三種:手語、口語和書面語。由於聽力缺損，絕大

部分聽障學生不能運用口語這一最為便捷的手段進行交往；少有健聽人掌握的手語作為

聽障學生與健聽人溝通交流的方式並不現實；書面語是聾人與健聽人交流最有效的方

式，但聽障學生的書面語言能力普遍低下，聽障學生寫的句子顛三倒四、語意不通，健

聽人看不明白讀不懂的現象很普遍。 

在溝通交往的心理上，聽障學生往往出現自卑、封閉的不良心理。由於生理上的缺

陷，認知能力較低，聽障學生往往不能正確地進行自我認知和自我評價；他們有正常溝

通交往的渴望和需求，但由於自身的殘疾，存在自卑心理，缺乏信心，往往認為健聽人

不太願意和他們溝通交往，甚至怕健聽人歧視他們，因而缺少勇氣同健聽人進行正常溝

通交往。加上語言能力普遍低下造成的溝通障礙的無法逾越，使得聽障學生心理上漸漸

排斥與健聽人溝通，久而久之，由溝通交往上的困難變為溝通交往上的畏懼、躲避。 

在溝通交往的技巧上，聽障學生有明顯的不足。由於接受外界資訊的途徑相對比較

少，社會活動範圍狹窄，加上思維方式和認知水準的限制，聽障學生對外界環境瞭解不

全面，社會閱歷有限、知識經驗不足，難以理解和掌握建立在健聽人思維和價值體系上

的社會交往禮儀、習慣、規範和技巧。這造成他們與健聽世界的溝通交往往往不合拍，

出現如缺乏禮貌，不尊重對方習慣，說話不注意物件和場合，用語過於直白、不懂得委

婉等行為。 

 

二、通過志願服務提高聽障學生的溝通交往能力 

聽障學生的溝通交往能力是眾多特殊教育工作者關注的焦點。對聽障學生進行心理

疏導，提高聽障學生書面語言表達能力，開設溝通交往課程，教會聽障學生掌握一定的

溝通交往技巧等，都是提高聽障學生的溝通交往能力，改善聽障學生溝通交往現狀的有

效途徑。 

但溝通交往是畢竟是一種社會行為，要提高聽障學生溝通交往的能力，歸根結底要

讓聽障學生參與到最廣泛、最真實的社會交際活動中，在與社會上的健聽人的溝通交往

實踐中提高其溝通交往能力。讓聽障學生當志願者，參與志願服務活動，是有益的嘗試。 

近年來中國志願服務活動發展迅速，越來越多的青年及社會各界群眾加入到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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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列，弘揚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志願服務精神。筆者任教的廣州市聾人學校從

2001年開始開展志願服務活動，服務內容和形式豐富多樣，很多聽障學生積極參與到志

願服務當中，通過各種志願服務實踐活動走進社會，瞭解社會，提高了溝通交往能力。 

（一）志願服務能擴大聽障學生的溝通交往的範圍 

志願服務走出校園，走進社會，突破了家庭、學校有意無意的封閉式管理，極大地

擴大了聽障學生溝通交往的範圍。 

聽障學生參與志願服務，與社會上的各種人群進行接觸溝通，特別是與健聽人的溝

通交往在數量、類型、頻率上都是學校、家庭無法比擬的。 

例如廣州市聾人學校的兩支志願服務隊多年來積極、主動拓展聾人志願者的活動範

圍，開展以健聽人為服務物件的志願服務或聾健融合共同參與的志願服務。例如手語教

學，讓更多熱心的人掌握與聾人溝通的方式，更好地瞭解聾人，提高了社會愛殘助殘的

實效。例如宣傳演出，我校志願服務隊以手語歌等形式，在 2010 年廣州亞運會、亞殘

運會期間開展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宣傳活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校一直堅守西

關小屋的服務站活動，不但為過往路人提供了方便，也成為宣傳聾人聾教育、殘疾人事

業的一扇窗戶。再如勞動服務類：大型活動的接待、後勤等協助工作，公共場所的衛生

清潔打掃等義務勞動，到社會機構協助整理內務，處理電腦資料的文字錄入，到地鐵站

擔任文明乘車引導員，到敬老院陪伴老人，幫助老人縫補衣服、掃地、整理房間，到福

利院組織兒童遊戲活動等。這類服務範圍較廣，內容和形式多樣，接觸健聽人的機會更

多。 

    （二）志願服務能改善聽障學生的溝通交往心理 

聽障學生與健聽人溝通交往最大的心理問題是自卑。他們自我價值認識偏低，認為

自己比健聽人差，難以被社會所理解，因而不敢溝通交往，產生畏難情緒。 

讓聽障學生參與志願服務，通過身體力行的服務行動，顛覆了他們一向認為的“殘

疾人屬於弱勢群體，只能是被服務的物件”的觀念，樹立起“我也能幫助別人，我對別

人也有用”的自信心，從而幫助聽障學生建立與健聽人溝通的平等感。 

“我也能當志願者！我也能幫助別人！我們和正常人是一樣的！” 

“第一次做志願者，我學到了很多的東西：我所做的都是我力所能及的好事，雖然

我們聾人一直受社會的幫助，但也可以去幫助別人。” 

“參加志願者服務，讓我明白那句話：享受生活，並且幫助別人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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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筆者班上的聽障學生志願者參加志願服務的真實感受，從中透露的正是聽

障學生對殘疾人與健全人兩者關係的平等意識，這正是聽障學生建立與健聽人溝通交往

的平等感的基礎。 

讓聽障學生參與志願服務，能説明聽障學生建立與健聽人溝通交往的信任感。由於

自卑心理，聽障學生在與健聽人溝通交往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偏見、猜疑和誤解，缺乏交

往的信任感。參與志願活動，聽障學生處於助人者的角色，通過向服務物件提供説明，

聽障學生能真切感受到來自對方的信任和感激，讓聽障學生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真誠的尊

重，獲得溝通交往的成功和愉悅，從而產生溝通交往的信任感。 

讓聽障學生參與志願服務，還能説明聽障學生建立起與健聽人溝通交往的耐挫感。

聽障學生參與志願服務過程中，特別是與健聽人直接接觸的活動中，由於溝通不暢、社

會偏見等原因，難免會遇到溝通的挫折和困難。只有幫助聽障學生建立起與健聽人溝通

交往的耐挫感，才能使聽障學生在溝通交往中建立的平等感和信任感得以鞏固和增強2。

持續性、週期性的志願服務本身就非常考驗志願者參與的意志力。在志願服務中，在志

願服務精神的激勵下，在志願服務相關要求的約束下，在老師、同伴的引導和鼓勵下，

聽障學生志願者比平時更能正確理解和對待溝通中的挫折和困難，改變以往的逃避心

態，勇敢面對和克服困難，從而在長期的志願服務實踐中建立起溝通交往的耐挫感。筆

者班上的一位聽障學生志願者在參與志願服務的過程中，就有如此的經歷和轉變。該生

是個急性子，性格浮躁衝動，做事容易放棄。在一次到市區宣傳亞殘運會知識的志願服

務活動中，他負責派發宣傳資料，但有些路人不接他的資料或者接過後隨手就扔掉。對

路人的行為，他開始很憤怒，想甩手不幹，甚至想找路人論理。後來在帶隊老師的引導

下，他開始平心靜氣地反思自己志願服務中不夠好的地方並一一改進，例如派發資料的

得體的禮儀、誠懇的態度，清晰的言語表達等等。結果不但派發資料的任務得以順利完

成，更吸引大量路人駐足參加宣傳活動。而這位聽障學生也從親身經歷中建立起與健聽

人溝通的信心，日後參與志願服務更加積極，性格浮躁衝動，做事容易放棄的缺點也逐

漸有了改善。 

    （三）志願服務能提高聽障學生的語言溝通能力，提高綜合溝通能力。 

溝通主要指通過語言和非語言形式的資訊交流過程。 3在志願服務中，我們要求聽

                                                        
2
陳靜．聽障學生人際交往能力培養研究[D].蘇州大學，2007 

3
張寧生．聾人溝通模式與聾校語文教學法評說[J].畢節學院學報，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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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學生志願者根據自身情況，靈活運用語言和非語言兩種溝通形式，做到綜合溝通。綜

合溝通在語言和非語言兩種溝通形式相結合的基礎上，融合了手語、口語和書面語三種

溝通手段的優點，充分利用聲音、表情、身體姿態、口型及手語等各種管道將資訊傳送

給聾健雙方，達到溝通和交流的目的。4 

1.志願服務促使聽障學生志願者根據自身實際情況，綜合運用手語、口語和書面語

進行語言形式的溝通 

語言形式的溝通是聽障學生與健聽人溝通的主體。聾人的溝通交往問題，歸根結底

是語言溝通問題。林寶貴教授認為要解決聽覺障礙者的溝通問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

為他們解決語言溝通的問題。5張甯生教授也認為，要改變聾健隔離的現狀，聾人要提高

語言文字能力。6發展聽障學生的語言能力是聾教育涵蓋多學科的首先教學任務，但不能

只滿足於課堂教學和校內活動。語言能力的提升必須立足於語言交際實踐，尤其是與健

聽人的交際實踐。在聾校語言教學中往往遇到這樣的尷尬：有些聽障學生在校學習語言

的積極性和效果不高，但畢業走進社會工作後，其語言能力、水準會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這正是因為他們進入正常健聽人當中時，因為工作、生活的各方面的需要而不得不運用

語言主要是書面語言進行交際，通過大量的交際實踐提高了語言能力。 

志願服務，為聽障學生的語言交際提供了大量、真實的實踐機會，能有效提高聽障

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進一步促進聽障學生語言能力的發展。例如聽力和口語較好的聽

障學生志願者，與健聽人的言語溝通較為便利，在志願服務中往往會主動承擔起溝通仲

介的責任。由於作為志願服務物件的健聽人的數量和更替較大，語音類型多樣，志願服

務的過程為這部分聽障學生志願者提供了豐富多樣的真實情景的口語個訓。特別是中學

階段的聽障學生，由於語訓課程的取消，往往造成口語能力的下降，頻繁參與志願服務

能有效保持或提高其口語能力水準。 

志願服務中，我們要求並強化聽力和口語較好的聽障學生志願者大膽地運用口語與

健聽人交流，並配合一些簡單易懂的手勢進行交流。手語中有部分手勢是比較直觀形

象，健聽人一般能理解。如果聽力或口語水準不是很好，可採用筆談、手機短信、網路

工具等相結合的方式。 

對於占聽障學生大多數的聽力和口語康復一般甚至較差的聽障學生來說，書面語是

                                                        
4
袁茵．聽覺障礙兒童溝通方法評價[J].中國特殊教育，2002（1） 

5
陳軍．聾人學習語言方法[M].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 

6
張寧生．談聾人與健聽人的溝通問題[J].南京特教學院學報，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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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健聽人溝通交往最有效的方式。在志願服務中我們通常要求這部分聽障學生志願者

養成隨身攜帶筆和小本子的習慣，鼓勵其以筆談和健聽人進行溝通交往。筆談能切實提

高聽障學生志願者與健聽人的交際效果，有效解決其現實的交際困難，同時也提升聽障

學生的書面語言能力。 

志願服務，也豐富了聾校語文寫作教學的內容，有助於聾校語文教學回歸聽障學生

言語交際的需要，提升聽障學生的書面語言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和思維的提升，

社會活動範圍的擴大，聽障學生對獨立自主參與社會交際的需要越來越強烈。語文學科

擔負著發展聽障學生語言能力的主要任務，但當前聾校語文教學特別是高年級以課文閱

讀為主的教學往往忽視聽障學生的言語交際需要，寫作教學脫離聽障學生生活和能力，

與聽障學生密切相關的交際需要沒有成為寫作任務，聽障學生與健聽人溝通的交際需要

沒有得到寫作活動、書面語言實踐的支持。志願服務與語文教學相結合，通過合理安排

志願服務中的語言實踐訓練，如志願服務活動前的計畫制定，宣傳資料撰寫，結束後的

活動總結，心得體會交流，主題寫作，手抄報製作等形式，能有效提高聽障學生志願者

的書面語言能力。 

2.志願服務促使聽障學生志願者想方設法通過非言語形式溝通來輔助語言形式溝

通 

非言語形式溝通是指通過非語言文字符號進行資訊交流的一種溝通方式。非言語形

式溝通是綜合溝通的重要部分，是語言溝通的重要輔助，人們利用身體動作、面部表情、

空間距離、觸摸行為、聲音暗示、穿著打扮、實物標誌、色彩、繪畫、音樂、舞蹈、圖

像和裝飾等來表達思想、情感、態度和意向，可以起到語言文字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一

個人的手勢、表情、眼神、笑聲等都可以說話或傳情。恰當地使用非語言溝通，能有效

彌補聽障學生志願者運用有聲語言的不足，有助於志願服務雙方溝通的順利進行。如交

往中目光應專注，或注視對方，或凝神思考，不時地用目光與人交流。避免眼神呆滯，

盯視對方，或目光游離，漫無邊際。如練習和學會微笑，對志願者來說，微笑是必備的

通行證，服務中要保持微笑，善於微笑。如主動提供服務時要把握適當的時機。再如注

意姿勢、動作、距離，要求聽障學生志願者知道姿勢所顯示出的態度；適當自然地運用

手勢表達，根據其溝通交往的物件和目的，選擇和保持合適的交往距離等。又如交往中

學會聆聽與回應，掌握言語行為的分寸和禁忌等。 

聽障學生在志願服務中學習和運用綜合溝通，不但有助於其志願服務的開展，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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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其綜合溝通能力，提高其溝通交往能力，提升個人的整體素質，為日後進入社會打

下基礎，終身受益。 

 

三、通過志願服務促進聽障學生與健聽人溝通的反思 

志願服務畢竟不是常規的社會生活行為，不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溝通交往，除了

一些持續性、週期性較強的志願服務外，大部分的志願服務在溝通交往的深度上是有所

欠缺的；在參與的廣泛性上，也並非所有聽障學生都參與了或願意參與志願服務。這就

要求在志願服務的設計、安排上進一步優化，如加強志願服務的持續性，開展長期的定

點定物件的志願服務，聽障學生志願者與健聽志願者長期結對合作開展志願服務，擴大

和豐富志願服務的範圍和類型，深入社區開展活動等。還要加強宣傳、推廣，擴大志願

者、志願服務在聾校、聽障學生中的影響，由點輻射到面，增強志願服務活動對聽障學

生的吸引力，提高聽障學生參與志願服務的積極性，讓更多的聽障學生參與志願服務，

通過志願服務促進更多聽障學生的社會溝通交往。 

志願服務要提高聽障學生的語言溝通能力，還需要與語文課程的進一步整合。要把

志願服務活動設計成語文綜合活動課的形式；要強化聽障學生的語言表達習慣；要把活

動中溝通交往所用到的語言材料落實到口語和書面語文字上，做到互相遷移運用，從

“做”到“說”“寫”再到“用”。 

美國社會學家彼得·布勞的“促進性假設”指出，與其他群體和階層的溝通交往將

促進向這些群體和階層流動，高群際交往率促進高群際流動率7。因此，儘管聽障學生參

與志願服務，在溝通交往的深度上有所欠缺，但通過參與志願服務擴大社會溝通交往的

範圍，頻繁地與健聽人溝通交往，能夠增進聾健之間相互瞭解，逐漸消除認識上的隔閡，

促進聽障學生語言的發展，提高聽障學生綜合溝通的能力和水準，有利於推進聽障學生

向主流社會流動和回歸，實現社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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