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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China is gradually promoting integrated education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hearing-impaired population. Co education 
between hearing-impaired individuals and healthy students requires educators, classmates, par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u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is	group.	Hearing	loss	not	only	involves	auditory	perception,	
but also affects speech expression and daily convers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vocabulary acquisition, 
discrimination, and mastery of grammar rules, ultimately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Even hearing-
impaired individuals who have received cochlear implants require a longer period of rehabilitation and training. To effectively assist 
hearing-impaired individuals and achieve social equity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other aspects, the public needs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hearing loss on their daily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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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损失对语言习得的影响
雷红波

上海大学，中国·上海 200333

摘 要

当前中国在听障群体教育中逐步推广融合式教育，听障者与健听学生共同教育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同学、家长以及社会大众
更充分地了解这一群体的实际困难。听损不仅涉及听觉感知，也影响语音表达和日常会话，同时对词汇获得、辨析以及语
法的规律的掌握有严重影响，最终影响读写能力的发展，即使是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的听障者，也需要较长时间的康复和
训练。要切实帮助听障人士，实现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的社会公平，大众需要更充分了解听力损失对听障者日常语言习得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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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拥有世界

上最大的听力残障群体，总人数超过 2780 万，每年至少新

生 2 万名听障儿童。尽管听障问题如此普遍，一般来说，由

于听障人士表面上看起来和患有肢体残障、视障等其他疾病

的人群不同，从外表看起来与健听人没有差别，因此社会上

听力健康的一般人群对听障者的困难并不了解。近年来，中

国在聋童教育中大力推广融合式教育，鼓励听障儿童在一般

学校与健听儿童一起接受教育。这对听障儿童融入社会有积

极作用，但如果要为他们创造更积极健康的学习和社会化环

境，就必须充分理解这个群体在语言习得上的特殊性。

一般社会人群通常认为听障者只是听力受限，但视力、

认知与健康人无碍，因此常常会过分低估听障儿童在语言学

习上遇到的巨大困难。实际上，听损不但影响语言的听觉获

得（听）和语音产出能力（说），对词汇、句法的学习，阅读、

写作能力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2 听损对语音感知能力的影响

虽然现在人工耳蜗植入对聋人语音清晰度和语音感知

的改善有很大帮助。但耳蜗的作用并非立竿见影。例如，中

国聋儿康复中心研究团队在 2008 年对佩戴助听器和植入人

工耳蜗的两组儿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耳蜗组儿童在声调

识别的表现上还不如助听器组 [1]。随着耳蜗技术的成熟，后

期对人工耳蜗植入儿童的语音研究结果大多发现情况已大

为改观 [2]，但这些研究在呈现乐观的结果时，也都表明即使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些孩子也需要较长时间的康复训练，

才能将听力的进步转化为发音的进步 [3]。国外许多关于儿童

耳蜗植入后语言发展的研究，通常都是经历了比较长的多次

调查。一般认为，儿童在植入人工耳蜗后的第三年产出的言

语可懂度较高，5 年以后则表现出与年龄相适应的言语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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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力，中国的长期调查结果也比较相似，这说明，从耳蜗

植入到顺利产出语言，需要很长的语言康复之路。但并不是

所有的听障儿童在植入人工耳蜗后都同样成功，还有一些听

障儿童根本没有条件植入人工耳蜗。总的来说，无论是佩戴

助听器还是植入人工耳蜗，技术手段都不能使听障儿童瞬间

变得和听人完全相同，都需要较长时间进行语言康复。听力

损失造成的障碍对他们来说一直是存在的，特别是当助听器

或耳蜗不能正常工作、外界环境噪音很大的时候，他们的听

觉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3 听损对口语能力的影响

语音获得受限对听障群体产出（说）能力的影响突出

地表现在发音特征上，而语音也是词汇、句法等能力的基础。

有些语音错误与其他听力完好的儿童所犯的错误相似，而另

一些则是听障儿童群体的典型错误。在语音上，听力损失对

声母的影响尤为突出，听障儿童在声调、连读等方面都有典

型的特征。植入人工耳蜗后，不少听障者的能力会得到迅速

提升，但这并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魔术，即使在先进的医疗

康复支持下，听障者也仍需要较长的恢复期，语言感知和产

出能力一般在 5 年后才能达到同龄人的水平。

聋人说话的共同特点之一是辅音比元音受到的影响更

大。错误包括词尾辅音的遗漏；爆破音错发成摩擦音和发声

错误；送气和不送气音分辨困难；辅音团缩减和非重音音节

脱落等 [4]。当唇部发音动作不太明显时，辅音常常被其他声

音取代，如喉塞音 [5]。

其他非音段特征方面也可能受到影响。听力障碍导致

聋人在音调产出时也有困难，有时在不正常的高音调开始起

音。对于汉语这样的声调语言表现更突出，声调方面阳平（二

声）、上声（三声）准确率较低，连读变调也有困难。特别

是阳平 + 阳平这样的两字连读，经常出现错误，言语清晰

度也和健听儿童有明显差别。聋人的语音质量可能因喉部过

度紧张而受到影响，说话时基频明显比听人更高，而且基频

的变化范围更窄；如果音节长、单词之间停顿较长，他们说

话的速度和节奏可能会受到影响。

掌握聋人的这些言语声学和言语感知特征，除了对从

事该领域工作的言语和语言治疗师来说至关重要，教师、家

长、同伴等聋儿身边的群体如果对他们面临的困境理解更

充分，也能够更好地帮助构建一个良好的语言学习和使用

环境。

在融合式学校教育中，由于听障儿童发音上的这些特

点，教师如果详细追问可能导致聋生紧张、不自信，有时教

师认为这样会打破教学节奏，因此会有意无意地减少对他们

的提问，或者随意提问而不关注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教室里

其他学生对此表示惊讶、嘲笑则会使局面进一步恶化。不少

聋生因此回避回答问题，回避目光接触老师，长此以往他们

的口头表达能力更加无法得到充分锻炼。因此，充分理解、

体谅和鼓励克服了巨大障碍学会说话的聋人同伴，是作为听

人的教师和同伴应有的责任。

听障儿童能否顺利与同学交流对课堂学习也很重要。

听障儿童参与课堂讨论时常常遇到很多事实上的不利条件。

例如同学之间讨论速度快，无法获得完整信息就不能完全听

懂。课堂上常常出现多人快速轮流发言，频繁改变话题，有

时扯远了又拉回来，有时许多人同时参与讨论，好几个学生

同时发言，无法控制噪音水平。这些对听力健全的儿童都完

全不是问题，但对听障儿童来说确实非常具体的现实障碍。

克服这些障碍需要熟练而敏感的管理，但作为管理者的老师

本身一般来说并没有接受过特殊的聋教育培训，自己作为听

人也很难感同身受。这样的课堂环境之下，即使坐在同一个

教室里，面对同样的师资，听障儿童的课堂学习效果与健听

儿童显然是不同的。

4 听损对词汇、语法能力的影响 

听说能力不只是语音的清晰度、可懂度，听说能力从

认知角度包含着对语音的感知、处理和产出；从语言系统分

层角度来说，听说能力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

等多个层面的知识。

在词汇学习时，听障儿童容易混淆音同、形似、近义

的词，有时出现同音代替错误。在识字中，出现规则泛化现

象。基于以上原因，语音分析能力弱也会导致他们词汇量较

少。人类对语言中语音成分的觉知和处理能力即语音意识。

听障儿童与口语的接触有限，语音意识较差这可能会对阅读

中涉及的语音和句法知识，如词汇、知识的发展产生负面影

响。对中国聋生书面语的研究发现聋人在词序、语序的书面

表达上经常出错，还有代词指代不清，虚词过度省略，实词

使用贫乏、词语情感色彩表达不当，句子不符合社会语用习

惯，在语篇组织上，结构设计意识不强、衔接和连贯记叙、

描写表述不清楚等 [6]。

5 听损对读写能力的影响 

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聋生在书面语表达能力上落后

于普通学生 3 年以上 [7]）。语音意识的缺陷导致阅读障碍。

儿童利用在学习阅读和书写字母文字时，需要利用文字和声

音之间的关系。儿童在学习和利用文字—语音关系的能力越

强，阅读能力就越强。研究认为，语音技能对听障儿童的阅

读成绩有预测作用，听障儿童与健听儿童相比，在语音意识

和语音编码方面的能力较弱。而无论听障儿童还是健听儿

童，要想成为合格的读者，书面语言的语音知识是必不可少

的。汉语阅读障碍与语音分析能力也有直接关联。语音分析

能力差，就会在完成中文读字、默字、阅读理解等语音加工

任务时难以执行。随着阅读材料越来越复杂，阅读障碍儿童

的缺陷也会越来越明显 [8]。

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手语的思维和表达习惯与

汉语之间的差别导致的，是一种语言负迁移 [9]。不过只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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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使用两种语言，都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系统性差异，这在

二语习得领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语言之间不同就一定会

导致产生偏误的观点如今已经被许多研究证明是不具有解

释力的。它并不能解释为何聋生在学习上与健康听力者普遍

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以上研究产生于聋人语言研究的初始

阶段，更多是基于教学经验形成的反思。近年来也有实证调

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书面语的水平与听损程

度、手语的使用并无关系，而是受制于学习主观能动性、学

习方式等学习动机因素和书面汉语学习环境与语言教学等

外部条件。

一项持续三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听障儿童的阅读发展

速度较慢，与健听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每学年的阅读进展约

为健听儿童的三分之一 [10]。因此，随着学校教育的进展，

年级越高，他们的阅读延迟越严重。因此，最终聋哑学校中

学毕业生的平均阅读年龄相当于 9 岁的听力儿童。识字能力

差导致许多听障儿童离开学校时的学历低于健听的同龄人，

成年聋人失业的可能性是听人的四倍，在工作的聋人通常工

资比健听成年人低。

6 结语

现在中国上海听障儿童越来越多通过植入人工耳蜗，

或通过其他方案重获部分听力和口语能力。对于植入人工耳

蜗或因其他康复计划获得听力的听障儿童的研究发现这部

分儿童在语言习得方面表现得到显著提升。不过我们需要始

终记住，耳蜗并不能使听障儿童获得和听人一模一样的听

力。困难仍然存在。而且还有一些先天条件并不适合做耳蜗，

或者因经济和其他身体原因。无法做耳蜗的儿童。无论是哪

种情况，他们在教育中都面临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

必须对此予以充分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改善他们的

学习条件。

听力障碍产生的生活困难影响听障群体的教育、就业、

医疗、法律服务、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要切实帮助他们，使

他们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力，就必须充分了解听力损失对听障

群体，特别是儿童群体的影响。只有理解他们在语言习得中

的困难，才能够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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