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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手語教學 

黃柏龍 

摘要 

 

 
一、前言 

  在啟聰教育的領域裡，有關聽障學生的教育和安置問題，有一個基本的論點，即學生的

受教年齡，要越早越好，學生的受教環境，要限制越少越好；有關師資的培育課程，如語言

（音）學、聽力學、助聽輔具的使用等，這些的理論和設計，都偏重口語教學，而忽略手語

教學。再從教師的立場來看，比較有發展空間的是口語，從家長的希望來看，能把失去的找

回來的，也是口語，願意接受傳統式手語教學者都不多（註），在此背景之下，談手語教學，

似很不合時宜，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尤其是在國小階段裡。 
二、手語的定位 
手語是聾人的母語，也是聾人文化的特色，聾人學手語有如與生俱來，不教而能，聾人

用手語溝通，乃天經地義，所以社會上聾人聚會的場所，不論其以往受教的背景為何，他們

溝通的方式都是手語，其場面之熱絡，叫人嘆為觀止；在美日等先進國家，社會上就有手語

翻譯員的設置，其資格之取得，不但要通過考試，而且還要分級；在國內，類似的制度，也

正在規畫中，目前教育部已在北中南三所公立啟聰學校設置手語研習班，招收一般社會大眾

學習手語，其著眼點之一，即在與其要聽障人辛辛苦苦學口語，何不叫常人也來學手語，豈

不更方便？其實要聾生學口語，也不是沒有問題。聾生學口語，不是人人能學好；聾人學會

口語，具備聽、看、講能力以後，並不保證就能和常人打成一片，因為這其中包括很多的因

素，尤其心理上的挫折感，非局外人所能體會。聾人的職業，大抵以勞力、手工藝為主，這

些工作，並不需要多少語文能力，反之，過分強調口語學習，冀其常人化，而忽略職業訓練

的重要性，雖大學畢業，也不一定有出路。 
特殊教育的特性之一，為學生間的差異性甚於一般兒童；每一個案所面臨的問題，往往

超越學校教育的範圍，需要醫療科技及各類專業人員的協助配合，也與政府的殘障福利政策

及社會大眾的認知關懷，息息相關；特性之二，為教師的努力，往往得不到相等的回饋。在

此低成就又不可測性高的情況之下，很難建立起一種一致的權威性來，那麼讓我們在啟聰教

育的主流趨勢之外，另闢一蹊徑，肯定手語的地位及手語教學的功能，在當前多元化的社會

裡，應該也是合理的。 
三、手語教學的成果與限制 

筆者是一聽障人，聾而不啞，接受的是普通教育，有四十多年的聾史，在聾啞小學裡從

事手語教學，也有三十五年之久，目前是教育部手語研究小組成員之一，對手語有一偏好，

不但把部頒最新版本的手語畫冊裡六百多頁四千二百多個手語，努力熟記，還加以比較整理

分析，舉出近八百個相關的例子來。平日在教學時，不但嚴格，而且詳盡澈底，曾達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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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可以用手語和學生討論國語科課文，（二）、學生能看老師的手語造句，（三）、

國語科月考，每次考五、六課，其中考圈詞十五個，由約一百五十個圈詞中挑選，讓學生看

老師的手語寫出來，接近滿分，（四）、數學科純計算能力接近常童（準確性可，但速度較慢），

應用題透過手語解說後，能選擇適當的加減乘除方式計算，（五）、採用部頒啟聰學校（班）

專用教科書，三下數學學期不到一半就教完了，（六）學生升上國中啟聰班後，寄來的問候信，

或訴說生活近況時，文句頗通順，也能了解其意思；入學後，初次的國語數學科能力測驗，

與國小啟聰班純口語式畢業生相比，國語科有六十分和九十分的差距，但與其中等程度的學

生相比，則不相上下，數學科則我們較優。這項比較，在起跑點的資質上並不相等，一般的

情形，是啟聰班學生比較優秀。一般看法，認為啟聰學校只適合招收聽障兼重度智能不足者，

我反對這種看法，至少應把重度智能不足上修為輕度智能不足，但我也必須承認，手語教學

確有其限制，那國語科三十分的差距，就是證明。以下將就手語及手語教學作進一步分析討

論。 
四、不完美的手語 
  手語是聾人的母語，聾人學手語，用手語溝通，既適性、也方便，但是用手語來教學時，

手語本身並不完美。 
（一）、沒有系統 
  與口語相較，手語的一大缺點，就是缺乏一個完整的系統，口語能把一切的讀音歸納成

三十七個注音符號，用這三十七個符號，配合四聲，能唸出所有的國字。反觀手語，卻無法

創出一套基礎手式，再以此基礎手式去打所有的國字。如果人類從古以來，只有視覺，沒有

聽覺，必須以手語取代口語溝通，則集合全體人類的智慧，再經過長期的演進，也許能達到

這個境界，但現在談這個問題，有如天方夜譚。 
（二）、聲音難打 
  我不知道對先天性的全盲者，如何教他辨認顏色，同樣的道理，對於各種與聲音有關的

手語，如啊、呀、啦、哼、嗯、唔、呼呼、沙沙、咕嚕、轟隆、、、、、等，手語實在難打，

勉強打出來，學生究竟能領會多少？ 
（三）、以偏概全 
  語言的傳達靠音波，音波的傳送，不留痕跡，所以涵蓋面廣，意思完整；手語則不然，

是以特定的動作，去表事物的某部分特徵，以偏概全，有疏漏誤解之弊，例如「跑」字，口

語說跑時，會感覺手在動，腳在動，心在跳，風在吹，景物往後退，腳踏地面的感覺等，這

種經驗是全面的、完整的，反觀手語打「跑」字時，只顯現兩隻手在左右擺動，如依此解釋，

是否沒有手的人就不能跑呢？兒童的學習方式，最率真，最「死心眼」，難保他們不引起誤解。

「跑」是很具體的動作，用手語很容易表達，尚且有此不完整的顧慮，何況一些較抽象的手

語，究竟能表達多少？學生又能了解多少？ 
（四）、粗略含混 
  中國文字常有一字多義，或一義多字，用口語表達時，既清楚，且不混淆，手語因限於

手語詞彙與約定俗成關係，會有粗略念混的毛病，例如節目、節次、貞節的「節」，都當作「節

日」的「節」打，這樣打，如何能了解字詞的意思？又如歡、樂、悅、欣、愉、興等字，當

快樂解釋時，打法都一樣，不加區別，與口語有區別的用法不同；更有甚者，如際之本意為

兩牆交會，引伸為人際關係，因手語中「實際」二字常連用，「際」字多當「確實」打，於是

以後看到「際」字時，就都打「確實」，造成誤導。總之，用雙手來顯現字詞的意思時，與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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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相比，確實很拙劣。 
（五）、不講文法 
  手語最為人所詬病者，為不講文法。用口語表達時，可以長話短說，減省字句，但不可

隨意顛倒字句，否則講的人，聽的人都會覺得不自然、聽不懂。手語則不然，只要把所要表

達的事物打出來，怎樣排列都行，尤有甚者，在聾人社會中，更有其獨特的自然手語打法，

不但不容易了解，也絕無文法可言。手語不講文法，就會嚴重影響語文程度的提升。 
  手語本身不完美，已如上述，但手語是聾人的母語，中外皆然，而口語之於聾人，一樣

有其限制，故一方面我們肯定手語在聾人文化，聾人社會的地位，在另一方面，在使用手語

教學時，也不否認它的不完美性，而提出如下的一些補救措施。手語打法，無論如何紛歧，

都離不開文法手語和自然手語的範疇，而所謂的補救措施，也離不開這二大手語的範圍。 
五、文法手語和自然手語的析辨與應用 
  談手語的表達方式，不外文法手語和自然手語二種，凡一個詞或一段句子，按前後順序，

一個字一個字打，叫文法手語，若直接把意思打出來，就叫自然手語。以「理髮」為例，打

「理」打「髮」是文法手語，直接打出理髮的動作（一手持梳子，一手作理髮狀），是自然手

語。這二種手語，各有其功能、利弊和限制，就字詞本身來說，凡有具體形象可模仿者，如

「花生」「理髮」，以打自然手語為宜；凡含意過於抽象艱深，難以模仿者，如「三民主義」、

「五權憲法」，以打文法手語為宜；就受教或對談的對象來說，凡程度較高者，可以打文法手

語，凡程度較低者，以打自然手語為宜，例如「雞犬升天」，程度高者，因已了解此句成語之

意思，只打文法手語即可，若對方程度不夠，並不了解此句成語之意思，則宜打自然手語，

深入淺出，直接把意思打出來。文法手語的優點是逐字了解，學習紮實，有利筆談、作文能

力的提升，缺點是呆板瑣碎，不了解詞句的意思；自然手語剛好相反，比較便捷有趣，也能

了解詞句的意思，缺點是缺乏紮實功夫，不利於筆談和作文能力的提升。針對這二種手語的

優缺點，在實際教學時，宜二種兼顧，即逐字打完以後，再打出詞句的意思，這種先文法手

語，再自然手語的方式，說來簡單，做起來卻不簡單。茲列舉幾種可行的方式和補強辦法如

次： 
（一）、不變法 
  有些字詞，無所謂文法手語或自然手語，例如蜻蜓、蟋蟀、鸚鵡、齷齪、噗嗤、尷尬等，

每一個字都無法獨立存在，二個字的打法都一樣，無所謂打字或打意，不需什麼變化。 
（二）、濃縮法 

一篇文章或一個段落，都有其中心大意，可以用幾句話講出來，中心大意能掌握住，其

他字句只是幫助說明，屬於陪襯性質，這步功夫對聾生非常重要，如果學生只會逐字打完課

文，卻不了解課文的意思，或以課文中無關緊要的字句當作全課的大意，則任課老師顯然沒

盡到教學的責任。 
用幾句簡單的話，來說明全部課文或某一段落的大意，是一種自然手語的應用，藉著它

可避免墜入文法手語的細碎分裂，在這方面，小孩子的作法，很值得我們學習，家住五樓公

寓，上樓時，年幼的孩子爬到二樓轉角處，不想爬了，兩手一伸，「爸爸抱」，短短三個字，

已包括千言萬語，真是最佳自然手語示範。           
（三）、還原法 
  在口語世界裡，行文造句，不單是「辭達」而已，尚需加以冶煉，力求辭藻華美，句式

新奇，要多用比喻、形容、襯托、反問的方式，使文章生動，甚至滿篇押韻對仗，這種美術



 4 

文學，在手語世界裡並不適用，聾生不會欣賞模仿，也看不懂，遇到這類文句，就得加以還

原，改以最直接、最樸拙的句子說明，這也是自然手語的應用。 
二十多年前，有一對雙胞胎和她們的祖母被人殺死，雙胞胎的姊姊年僅九歲，也被殺成

重傷，當她甦醒後，描述兇殺的經過時說：他拿刀打我，「拿刀打我」四字，讀之令人鼻酸，

聾生的語文程度並不比這位九歲女孩好，身為他們的老師，不但要有鑑賞美術文學的能力，

也要有還原成最普通、最平常句子的功夫。 
（四）、伸展法 

伸展法和濃縮法剛好相反，有些文句過於言簡意賅，需要增加字詞來說明稀疏，例如文

言文譯成白話文，在稀疏過程中，儘可能保留原來的字詞，以便有所遵循模仿，試舉一例：「莫

嘆苦，莫愁貧」，可譯成：「不要嘆息自己命苦，不要憂愁家境貧窮」。 
像把黃金拉成細線，像盤曲的蛇，伸長了身子前進，伸展法幫助我們了解事物的全貌，

使艱深的句子變得淺顯有趣，在此轉變過程中，也需借重自然手語。 
（五）、故事法 

很多看似獨立，又抽象的課文，聾生讀來既乏味，也不易了解，可以用文法手語逐字打

過後，改用自然手語解說時，將各自獨立的課文聯結起來，並予故事化、具體化，以增加學

生學習的興趣與理解。例如國小五下社會科談台灣的經濟發展，從土地改革，發展輕工業，

推展外銷，到十大建設，產業升級，可以用說故事的方式，描述一個大地主棄農從商從工的

發展史。 
（六）、擬似法 
  一件遠古發生的事情，因受到時空的限制，聾生無法以現有之知識經驗去理解時，可以

用擬似法，把事情搬到眼前來表演，因此一場戰爭，教室就是國王疆域，課桌椅就是城牆，

書包飲料就是人民的財富，紙棒木條就是攻守的武器，所有的學生就是參戰的士兵和指揮官，

從遊戲中去學習，從實際參與中去體會，正是自然手語最好的發揮。 
（七）、實物法 
  有些學科不是單憑手語可以解釋清楚，需要借重輔具說明，例如數學科，除了板書圖解

以外，有時還需模型輔具協助，甚至還要學生自己動手去做，從做中體會。數學科強調理解，

與國語科重視語文技巧者稍有不同。 
  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有關自然手語應用的方法，除外，還有幾種可行的辦法，以補手

語教學的不足。 
１、 插圖的應用 

  小學各科教科書均有插圖，插圖與課文內容有關，應好好把握利用，尤其是國語科，凡

課文與插圖符合者，即在插圖上用課文的文字註明，因為再精巧的手語，都不如插圖的眼見

為憑，有時候，課文中重要的情節，為插圖所無者，教師得自行畫圖，如「武松景陽岡打虎」、

「李冰把一條河分成兩條河」，有圖幫助說明，講來自然頭頭是道。 
２、 相反詞的應用 

  講「強大」也說「弱小」，教「長久」也說「短暫」，說「粗」也說「細」，說「寬」也說

「窄」，這樣一正一反，明顯不同的事例，能幫助學生理解，除外也可用反諷法施教，增加學

生的刺激和壓迫感，以激發學生的潛力。（如果學生程度好，自尊心強，則此法不宜施用）。 
３、 看圖造句 

  聾生不但所認識的詞彙少，而且思考力貧乏，不知因果關係，要他們從打手語而變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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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敘述，是很難的，一個有效可行的辦法，就是看圖造句，短則一二句，長則無限，每句少

則三五字，多則八九字。看圖造句有二個好處：(1)學生說出自己的話，寫出自己的句子，與

死記的學習方式不同；(2)訓練學生正確的思考力，凡寫出來的句子必須與圖有關，改善因缺

乏口語能力，導致思考力散漫，文不對題的毛病。 
４、 文字學的應用 

  從手語中去了解文字的意思，並不完整，甚至引起誤解，若能從文字的本身去探索文字

的意思，能補手語之不足，試舉二例如下： 
(1) 棄：上面的「ㄊ」是「子」字的倒寫，意為死去的嬰兒（ (子)象襁褓裡的嬰兒），

中間的「廿」，是盛物畚箕，下面的「木」（ ），是兩手捧著，合起來講，就是古人把死去的

嬰兒，放在畚箕裡，用雙手捧著，拿到野外丟棄，引申為放棄、遺棄、丟棄等意。如果打棄

字的手語時，同時從棄字的字形中了解棄字的本意，這樣的學習會更完整，更有踏實感。 
(2) 寇：由「完」「 」二字合成，「完」是完整、完美之意，「 」是手（又）拿著木

條（ ），意為敲打，有破壞毀損之意，合起來講，就是把一件完好的東西，加以毀損破壞，

這不是強盜的行為嗎？當我們打「寇」字的手語，一手掩臉，一手作搶奪狀時，如能進一步

從「寇」的字形中，了解「寇」的本意，是不是更好？ 
  中國文字之美，真是舉世獨步，從字形察知字意，不僅可補手語之不足，也能訓練我們

寫出標準的字，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都有這等功能，形聲字則半形半聲，偏重於字的

讀音，較難窺知字意，不過也有人研究認為聲中也可察知字意，只是事涉艱深，非專家不能

知。 
六、結語：論教師應有的認識及修養 
  聽障與智障相比，有同有異，智障是各種能力普遍低落，聽障是部分低落，部分與常人

近似，而語文正是其低落的主項，與其軀幹外表，手腳反應，視力觀察相比，一點也不相稱，

令人嘆息：怎麼這樣笨？但是當感嘆之餘，請仔細想一想，世人有幾人是全才？好文史的，

不一定解商經，工機械的，不一定懂藝術，隔行如隔山，每一個人一生中不知有多少弱項，

和聽障語文程度差相比，也不過五十步笑百步。再看那初生的嬰兒，當肚子餓了，在哭叫之

前，會試著轉動嘴唇，向四周探索，並作出吸吮之狀；替他們洗澡穿衣，渾身軟綿綿的，叫

人有力無處使，等開始練習走路了，一副顫巍巍的模樣，多希望你能扶他一把。身為聾童的

老師，使用手語教學，正像慈母照顧嬰兒，要有更多的愛心、耐心和技巧，如果認為在啟聰

學校任教，只要懂手語就行，那是不夠用心的說法。 

（本文作者現職為臺北市立雙園國民小學教師兼特教組長，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身心障礙研究所碩士

班研究生） 

○註：此段文字；錄自民 91.3.林寶貴教育部手語研習班手語教材「編輯要旨及使用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