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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听障大学生虽然存在听力障碍，但是同样拥有受教

育的权利，同样能够在学习文化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

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过在实际生活中，

听障大学生通常都存在一些心理问题，并且环境适应能

力也较差，导致他们在学习与生活等方面会遇到许多困

难，而这些困难基本都可以总结为语言问题，尤其是课

堂语言问题。

一、当前听障大学生面临的课堂语言困境分析

1. 口语

在口语教学中，导致学生们出现语言困境的主要因

素一般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这两个视角来看。

从教师的视角来看，因为有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

于听障大学生的部分特征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在课堂

上的语速或是音量可能都没有达到标准要求，甚至存在

含糊不清的问题，导致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出现问题 [1]。

大多数听障大学生，特别是需要戴着助听器上课的学生

通常可以在相对安静的情况下理解表达者的口语表达，

并且也能够清晰的答上话，可是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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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速太快，学生就没有可以消化理解的时间，那么很难

跟上节奏。并且大学教室一般都是大型教室，有很多学

生在上课的时候习惯于坐到后排，这个时候如果教师的

声音又小，可能就会完全听不见。

从学生的视角来看，他们本身就因为听力与口语方

面有障碍，不能像普通大学生那样在课堂上与教师积极

交流存在很多心理问题。例如，某高校大三学生小丽，

从两岁开始就使用助听设备，但是也没有什么效果，高

中的时候用了人工耳蜗，但是也没有看到改进，到现在

仍然既听不清话又说不清，还是更习惯使用手语。一些

从听障院校转到普通高校的听障大学生在入校之后也会

感到非常不适应，尤其是看到大家说话都说得又快又好，

而自己却那么费劲，也会渐渐丧失与大家接触的热情。

这些心理问题在听障大学生之中十分普遍，而且不少学

生都没有得到过及时的疏导，在与身边的普通人交流时

还会感到自卑，甚至对于口语产生排斥。

2. 手语

有些高校的教师对手语可能并不那么熟悉，所以在

课堂教学中无论是手语的表达，还是手势都让学生感到

莫名其妙，不仅教师如此，学生们对于一些专业术语也

很难仅仅通过手语表达清楚，所以就算是听障大学生更

为熟悉的手语，在课堂的学习中可能也会产生不便，例

如教师的手语表达方式与学生手语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

或是专业名词中诸如“矩阵”这样的专业术语，都会造

成交流问题，学生也只能通过课下自己查找明白所学内

容表达的意思，尤其是刚刚进入高校任职的年轻教师，

在手语的表达方面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3. 书面语

关于书面语的教学，听障大学生较为在意的往往是

那些 PPT 课件，因为有个别教师不会操作课件或是制作

的课件没有达到要求，导致 PPT 没有发挥本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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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教师在书面语教学中不使用 PPT，就算课堂讲解

水平很好，但是对于听障大学生的帮助依旧有限，当然

了，PPT 的使用太少不行，太多更不行。有不少学生反

映学校的一些年轻教师在课堂上似乎非常热衷于 PPT，

但是制作的页码实在太多，而且每一页都有很多字，教

师上课的时候也只是照着上面读，没有手语的辅助，感

觉非常枯燥，而且听障大学生的听力本就不好，教师做

的课件内容又多，导致学生只能通过拍照在课下慢慢研

读，上课期间难以全部掌握。所以说，PPT 的质量非常

重要，如果没有适当使用，会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不小的

困扰，最好能够将 PPT 制作得更加美观有重点，这样才

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并且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增加课堂活力 [2]。

二、解决听障大学生所面临课堂语言困境的有效措

施

1. 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

相关高校应重视对听障大学生的特殊教育，并为他

们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当前的教育模式，增

加管理模式的灵活性，并结合这部分学生的实际情况，

为他们设计合适的管理方式。首先，高校可以营造一个

良好的语言教学环境，并鼓励学生大胆发言，为他们提

供平等而舒适的语言氛围，激发学生语言表达的积极性
[3]；其次，可以根据需要安排一些特殊岗位，这样可以及

时为大家提供关于语言方面的支持，从而排解听障大学

生心中的压力，减少自卑情绪，从而更好的融入群体当

中，适应社会；最后，学校也可以通过强化校园文化的

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文体活动，有助于增加听障大学生彼

此的了解与沟通，带动整体的共同成长。总而言之，高

校教育对于听障大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对于他们养成

正确的三观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作为人才的摇篮，高校

教育提供更多教育资源也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进而提高教育效果。

2. 强化师资力量

听障大学生的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并且与普通大学

生相比起点也不同，当前国内尚未形成具有过硬专业能

力与各种语言形式精通的师资团队，有些教师由于手语

水平较差，课堂教学中可能存在知识信息的流失问题，

导致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有所欠缺。所以高校应当重视

对于教师专业水平的培训工作，这也是目前首要解决的

问题，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国也要注重对于能力的考察，

保证任职教师的口语与手语能力都能够满足标准要求。

另外，现阶段国家多数听障语言机构或是培训机构都是

采用普通话作为教育语言，听障大学生一般在到高校求

学之前就具备良好的普通话水平，所以教师也要保证有

着优秀的普通话能力，并灵活运用普通话达到课堂教学

的目的。针对教师声音小的问题，如果高校暂时不能提

供扩音设备，也可以安排更多教师开展小班课程，从而

保证所有学生都能听到教师的表达，不过以这种方式增

强教育效果需要拥有更多的教师数量。

3. 重视听障大学生的语言特点

为了确保课堂教学质量，教师需要保证讲课的过程

中采用的是标准的口语与手语，并且在使用口语的时候

要注意语速与音量的把握，而在使用手语的时候则要注

重语言含义的讲解透彻而到位，最好可以在课堂教学中

采用两者结合的双语模式，一开始以手语为重，随着教

学的深入与学生理解能力的增强，再慢慢调整为以口语

为重 [4]。同时，教师在课上要适当增加与学生之间的交

流，并结合学生的实际反应情况灵活调整自己的教学进

度和方式，针对学生在课上存在的问题，尽量及时解答，

从而减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不安的情绪。对于书面

语言的使用，板书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结

合 PPT 的使用，但是 PPT 的设计要尽量简洁美观，并突

出重点，从而提升整体教学效果，帮助听障大学生更好

理解教学内容，增强综合能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听障大学生属于高校教育中的特殊人群，

他们的语言问题是造成学习和生活出现问题的主要因素，

因此，高校与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要通过了解与掌

握听障大学生的语言特点，结合实际情况，运用有效的

方式提升教学效果，从而增强他们的学习热情，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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