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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既是对文字信息进行感知和理解的复杂的认知过

程，又是对文字信息内化吸收并将外部语言转化为内部语

言、转化为思维工具和表达工具。阅读能力不仅是语文学习

能力的主要构成因素，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中职聋生来说，

阅读能力是获取信息也必不可少的生存手段。阅读也成为聋

生终身言语及全面发展的基础，在其语言能力形成发展中起

关键作用。

中职聋生因听力缺陷，不能正常地接受语音信息，缺

乏语音环境，其语言理解与运用能力远弱于同龄健全学生。

导致聋生语文基础差，掌握的词汇量有限，远低于同阶段的

普通中职学生。阅读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即先理解

字词、词组，然后理解句子，再理解句子组成的句群。汉语

存在一字多义、一词多义现象，词汇的含义也往往与语境有

很密切的关系，如果只看字面有时难以理解或理解时容易出

现错误，这些对于普通中职学生来说很容易掌握，但对于聋

生来说，组成词汇的每个字聋生即使已经掌握了，但合在一

起组成词汇后能不能掌握就不一定了。

什么是阅读知识？阅读知识是指阅读者已有的有关词

法、语法、修辞知识与相关背景知识，学生如果没有足够的

阅读知识，他们就不能进行广泛的阅读。因句子的理解受到

句法与语义相互作用的影响，中职聋生在句子的理解方面远

落后于普通中职聋生。很多聋生甚至分不清句子的成分，如“食

堂的饭菜很好吃”有学生会写成“食室很好吃”。此外，在

主动句、被动句的转换上，也常常出现错误。如“我把树砍了”

改成被字句，常有学生改成“我被树砍了”的错误句子。因此，

中职的聋生虽然接受过九年的或更长时间的教育，仍有聋生

读不懂一篇文章，很难借助语言材料进行思维活动，他们对

事物和现象的认识，仅依靠视觉，他们的思维仅处于直觉动

作思维和具体思维阶段，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差，书面语难以

理解，对信息的提炼不全面，或注意文中的细小部分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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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本的重要信息，对语言的学习更多地依赖视觉渠道。

大部分聋生阅读兴致不高，阅读时间少，拥有书籍少，

阅读涉及的范围不广，可阅读的书籍有限，没有形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不能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笔者针对所任教的

80名中职聋生在一年级时就阅读状况做了调查，大部分聋

生对科技军事类的文章很少接触，对于专业术语很强的文章

难以理解。密密麻麻的汉字书和有视觉效果的图书相比，他

们更青睐后者。加之教师、家长等对聋生阅读指导的缺乏，

聋生阅读困难会引发消极情绪，而消极情绪会反过来影响聋

生的语言学习。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阅读和书写是学生的两种最必要的

学习工具，同时也是通往周围世界的两个窗口。因此，面对

中职聋生的阅读低效率，绝不能听之任之，为了打开聋生通

向世界的窗口，我们必须重视阅读，提高中职聋生的阅读能力。

要进行竞赛式的阅读训练，最关键的一条是实现训练

的量化。所谓量化，就是在训练中要有量化的统计。采取此

种方法，一则可以通过数据反馈数据，激发学生的阅读积极

性；二则可以进行比较和选择，根据需要和可能，定量地确

定出最优目标，更好地控制训练过程。中职聋生的阅读能力

包括提要和概括能力；划分层次，辨析思路的能力；准确理

解文中词语、句子的能力；评价和鉴赏能力 [1]。

好记性不如一个烂笔头，教师还应在课堂上帮助记忆。

对一些重点篇目，要求学生默写背诵。背诵对于聋生积累形

成语感、积累语言十分有效。养成记录的好习惯，注重语言

的积累。再者，聋生因为听力的缺失，对抽象的事物更是难

以理解，除了培养聋生养成做笔记的学习习惯外而采用多种

记忆方法，它不仅可以帮助聋生记忆，还可以提高学生兴趣，

增强自信心，提高学习效率。

形象直观记忆法帮助聋生词汇记忆

直接观察实物形象的记忆方法，叫直观实物记忆法，

就是将一切需要记忆的事物，特别是那些抽象难记的事物形

象化。而聋生因听力丧失，大部分依赖视觉形象记忆，形象信

息是打开聋生记忆大门的钥匙。教师从识字教学开始，采取实

物展示、对词语归类、场景表演等直观实物记忆方法教词汇，

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从而积累大量的词汇，在

此基础上，聋生才能形成初步的阅读成篇文章的能力 [2]。

图表记忆法帮助加深课文理解

中职的聋生即将步入社会，因听力的缺失，看问题不

能深入，对事物的了解不能深入，对于相对较难理解的课文，

更是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教师应深入浅出地联系聋生的

生活实际，可以把课文内容、照片、电子读物、影像资料等

具有很强的直观性材料通过课件展示出来，容易被聋生理解

和接受，让他们把阅读课文的内容和头脑中本来就有的影像

联系在一起，提升阅读信心，进一步激发了聋生阅读的兴趣，

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3]。

联想记忆法帮助聋生回忆相关知识

利用联想进行回忆是十分有效的记忆方法。客观事物

本身有着各种联系，而记忆的主要机能之一就是在有关经验

中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联想就是大脑进行回忆的基本形

式。聋生因为听力丧失，学习词汇等语文知识容易忘记，教

师应定期帮助学生联想以记诵和积累语言，而联想就是以前

形成的暂时联系的再现。在一开始记忆的时候，就要注意建

立联系、形成联想。

句意理解的难点在复杂的长句。复杂语句的理解一般

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术语多；二是附加成分长；三是并

列成分的连用；四是插入语句较多；五是复句结构在句中频

繁使用。笔者从加强语法知识、修辞方法等阅读知识帮助学

生从语言结构上理解句子 [4]。修饰、限制或补充说明基本成

分的定语、状语和补语，是句子的修饰成分，或叫附加成分，

先搞清句子的基本成分，掌握句子的基本意思，然后再去搞

清楚附加成分的作用。

教师应通过对聋生进行阅读评估，及时了解聋生的汉

语水平和爱好，适时推荐适其阅读水平的书籍，测定阅读能

力，诊断聋生的阅读障碍和不良阅读原因，及时了解聋生阅

读物的数量，确定其是否进步等等，这样教师就能有针对性

进行个别指导，全面地发展聋生的阅读能力。此外，在阅读

书籍的推荐上，在课文的理解上多贴近生活 [5]。

总之，培养聋生阅读能力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之事，

我们只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发现，并且坚持训练，常抓

不懈，就一定能促进聋生阅读能力的养成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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