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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个“前言”，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正文的一部分，只是体例与叙述方式和正文有所不同而已，内容上
是绝对不可免的。
我作为这本书的主编，各个章节是我邀请几位同道来写的。
因此，对于写书的初衷、成书的背景，对于书中的一些问题，还需要我来做一番交代，使读者在浏览
本书的内容之前，有个开门进入的心理踏步。
就从我怎么想要涉笔聋人文化说起吧。
聋人文化在中国，甚至在国际上也还算得上是个“簇新簇新”的课题，以至于新到对社会大众甚至对
专业人员来说，都还陌生着呢。
这就是说，研究的成果不多，资料很有限，写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而更加为难人的是，歧见较大，面
临严重的挑战。
那我为什么会自己跳进这个漩涡呢？
第一，我一辈子在聋教育中爬滚，凡与“聋”沾边的事，都会吸引我去探头张望。
第二，聋儿学习语言艰难而低效的现状，使我探索的兴趣不减，不断寻找有效的教学方法。
遇到双语法之后就认定聋文化了，因为双语是牵着双文化一同走来的。
第三，在美国留学的几位中国聋人（其中有我的学生）以及几位美国朋友（他们是聋教育的资深学者
）对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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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内地对于聋文化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同类研究也不多。
我国的聋教育工作者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语文和口语教学上，但收效不能让人满意。
新世纪里，继续发展和改革聋教育是特殊教育界共同面临的课题。
充分的解读聋文化对进一步提高聋人的教育水平、聋人的经济状况、聋人群体的人权意识和自信自尊
的信念至关重要。
本书通过如何对聋文化概念的界定和与聋文化研究相关的若干事件的回顾，阐述开展聋文化研究的重
要性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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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宣言已经被聋人社区所周知，并且标志着美国聋文化开始注意聋人自豪感和聋人身份意识的培养
。
他们宣称是一个语言少数群体，不是一个残疾人群体。
就像那些母语不是英语的少数民族一样，只有当他们与主流文化混合时才是残疾的。
聋文化者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使用手语，那么一直以来被视为残疾的所谓交流障碍就会被消除。
一些聋文化者提出采用“聋人世界”（deaf-world）这一词语来为他们构想中的社会身份和文化环境命
名。
这是一个所有聋人共享的世界，它实现的前提是双文化环境的形成。
一方面，“聋人世界”的人们都有相似的经历，并且都通过群体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个世界可
以超越国界；另一方面，“聋人世界”鼓励各个聋人群体多元发展，维护和捍卫“多元化”是聋人世
界的本质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世界包括自觉接纳聋文化的健听人，比如聋文化者的健听家
人。
聋文化者认为，聋文化社区可以帮助个体减轻生活中的压力。
耳聋导致个体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低自我的概念。
聋童都曾经历与人交往时的沮丧，被人误解时的尴尬，遭受家人的冷落与朋友的嘲笑。
许多聋童被认为是问题儿童。
这样的标签严重影响了聋童自我建构与发展，导致聋童充满了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孤独感与疑惑感
，甚至还可能导致他们自我的建构越来越走向否定，将自身与“呆滞”、“愚钝”、“白痴”之类的
词语联系在一起。
成年以后，在社会上也会随之产生孤独情绪，因为聋人不能像健听人一样很好地理解声音的意义，不
能在主流社会流利地与人交流。
参与聋文化社区有助于聋人正视耳聋，树立聋人的身份意识。
“一个积极的自我意识不是怎么样做一个健听人，而是怎样做一个聋人（聋文化社区成员）。
”选择融人聋文化社区的聋人大多因为觉得在那里自己可以被接受、被理解，可以体验到具有相似心
理需求的同伴关系。
聋文化者认为，只要聋人将耳聋看成是自己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标志着他们开始接纳自身了。
而当他们认识到聋文化社区的语言和文化之后，之前作为一个耳聋者的孤独感和绝望情绪就会慢慢消
失。
要融入这一社区，必须具有很高的手语水平。
聋人社区还可以减轻聋人家庭的压力，如果父母把聋童的降生看成是严重违背了自己的期望的话，可
能会导致夫妻关系紧张，这些都会影响到孩子，严重一点的可能会导致孩子的自由空间减少，社会化
程度大大降低，以至于整个家庭都与世隔绝起来。
聋童消极的自我建构、与社会脱离正好表明：聋文化社区在促进聋童社会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聋人文化概论>>

编辑推荐

《聋人文化概论》：河南省“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聋人文化概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