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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障碍儿童自我意识发展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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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E5:(;FG’((5;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对重庆市 ""% 名听觉障碍学生进行了测查，探讨了听觉障碍学生自我意

识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听觉障碍学生自我意识较差的是躯体外貌与属性、智力与学校情况、

合群等因子；自我意识的发展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呈上升趋势，但在每一个过度阶段都有下降；行为与合群的自

我意识比正常学生差，但在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两个方面则比正常学生要好。性别、障碍程度以及城、

乡环境差异和致残原因对其自我意识的发展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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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年来，对“自我”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

的广泛兴趣，“ 自我”被用来解释人类的大量行为，

在教育和临床心理中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从早期的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到近来的认知心理发展理

论，心理学家们都赞同“ 自我”是人格结构中的核心

概念。自我概念是个体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自己的意

识和体验相对稳定的观念系统，具有复杂的心理结

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 系 统。>2:/A,.，

@//5,<，U,-.37:: ’.A V’;;:(（"##*）认为：“在美国，

如果一个人要选择满足一项最重要的需求的话，当

前的研究表明应当是自尊［*］”。与此一致的是，个

体拥有积极的自我概念，将倾向于更加快乐［"］，有更

强的主观幸福感和表现出更大的生活满意度［%］。吴

素梅等（"##"）对初中生的自我概念研究发现，初中

生的自我概念的发展呈 8 字型发展趋势，女生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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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的发展优于男生［!］；听觉障碍儿童由于听

觉受到损伤，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自然和社会认知

的发展，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自我概念的形成和

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都表明听觉障碍儿童的自我

概念发展受到了不利的影响，与正常儿童存在显著

差异。张宁生等（"##$）认为：听觉障碍儿童由于听

觉的丧失和言语发展的迟缓，造成他们知识经验的

贫乏，思维概括水平低下，所有这些对其自我意识的

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具体表

现在自我意识的产生较晚，独立性不强，自我评价的

抽象和概括水平低，自尊心强于自卑感，自制力差，

抱负水平不高等［$］。有关对智力落后儿童人格特征

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由于自我意识在个

体的人格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听觉障碍儿

童自我意识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

对听觉障碍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人格教育，培养听

觉障碍学生的健全人格，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这也是当前特殊教育中要解决的重要任务。然而，

在相关的文献研究中，对听觉障碍儿童自我概念发

展特点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将通过探讨听觉障

碍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为听觉障碍儿童个别化教育的制定和实施等特殊教

育实践提供事实和理论上的依据。

"& 方法

"’ "& 被试

被试共 (() 人，其中重庆市聋哑学校 "$* 人，沙

坪坝区特殊教育学校 () 人，渝北区和北碚区特殊教

育学校各 ($ 人。被试中男生 "(" 人，女生 "*( 人；

重听 +( 人，聋 "!" 人；城市学生 "(, 人，农村学生 #%
人；先天听觉障碍 ,% 人，后天 "!, 人；母亲是听觉障

碍的 ), 人，父亲是听觉障碍的 )# 人；) 年级 (! 人，!
年级 ", 人，$ 年级 , 人，% 年级 !! 人，, 年级 )# 人，+
年级 ), 人，# 年级 )( 人，"* 年级 # 人，"" 年级 "!
人。

"’ (& 研究工具&
采用 -./0123400.1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该量表

由六个分量表构成，它们是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以及自我

意识的总分。量表采取正性记分的方式，得分越高，

说明自我意识越好。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 +"，

5067849: 的 ! 系数为 *’ %" ; *’ ,$，该量表同时具有

较好的效度［,］。

"’ )& 施测和数据处理

使用以上量表在每个学校按班级分两次对听觉

障碍学生进行团体测量，每班施测人员由一名心理

学专业人员和特殊教育老师组成；施测时指导语的

呈现由心理学人员口语呈现，特教老师在旁采用手

势语和手指语进行翻译 。数据采用 <-<<""’ $ 进行

处理。

(& 结果分析

(’ "& 听觉障碍学生自我意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 "’ "& 听觉障碍学生自我意识的现状& 将听觉障

碍学生在自我意识上各因子的总分除以每一个因子

的项目数计算出其平均分，具体结果如表 " 所示。

听觉障碍学生的自我意识在躯体外貌与属性、智力

与学校情况、合群等因子方面较差。

表 "& 听觉障碍学生自我意识的现状

行为
智力与学

校情况

躯体外貌

与属性
焦虑 合群

幸福与

满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听觉障碍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趋势& 以听

觉障碍学生的年级为横坐标，以自我意识总均分为

纵坐标绘制其发展趋势图（图 "）。图 " 的结果表明

听觉障碍学生在小学的 ) ; % 年级之间，! 年级比 )
年级低，!、$、% 年级则呈上升的趋势，初中阶段 , 年

级比 % 年级下降，但 ,、+、# 三个年级呈上升趋势。

高中阶段的两个年级基本稳定。

以听觉障碍男、女学生自我意识的总分为纵坐

标，以年级为横坐标，绘制不同性别的听觉障碍学生

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趋势图（ 图 (）。从图 ( 可见，听

觉障碍学生男女性别之间的发展趋势与总的趋势一

致，但是在高中的两个年级女生出现了上升，男生则

表现出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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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正常学生常模的比较

将听觉障碍学生的自我意识与正常青少年学生

的常模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表 ! 的结果表明：听

觉障碍学生的整体自我意识与正常学生并没有差

异。但在自我意识的具体领域中，其行为与合群的

自我意识比正常学生差，但在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

外貌与属性两个方面则比正常学生要好。

# # # # # # # # # # # # # # # # # 表 !# 听觉障碍学生自我意识与正常学生常模的比较

行为
智力与学

校情况

躯体外貌

与属性
焦虑 合群 幸福与满足 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0 ," ,-

# # 注；“$”表示常模资料情况，人数为 $)(( 人，“!”表示本研究的情况，人数为 !!) 人

!" )# 听觉障碍学生自我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 )" $# 性别、障碍程度和生源地# 以听觉障碍学生

自我意识的各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性别、障碍程度

和生源地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性别的 12345
6 789:;8 检验（& < ,’ )+&，( < ,’ &$,），障碍程度

123456 789:;8 检验（& < ,’ **+，( < ,’ *’&），和生源

地 123456 789:;8 检验（& < ,’ +,&，( < ,’ (’)）等三个

因素，对自我意识影响的主效应和三者之间的交互

作用效应都不显著，只有生源地和障碍程度在自我

意识的合群因子上（& < -’ ,*(，( < ,’ ,!-）存在显著

的交互作用现象。

!’ )’ !# 先天或后天听觉障碍、父母有无听觉障碍#
以听觉障碍学生自我意识的各因子得分为因变量，

以父母有无听觉障碍、先天或后天听觉障碍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是否先天听觉障碍的 123456
789:;8 检验（& < ,’ )+&，( < ,’ &$,）、母亲是否听觉

障碍 123456 789:;8 检验（& < $’ !,’，( < ,’ ),+）和父

亲是否听觉障碍 123456 789:;8 检验（& < $’ ’$&，( <
,’ $$&）等三个因素对自我意识影响的主效应和三者

之间的交互作用效应都不显著。

)#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听觉障碍儿童的自我

意识尽管在躯体外貌与属性、智力与学校情况、合群

等因子方面较差，但与正常学生的常模进行比较，除

合群和行为意识比正常学生差，而躯体外貌与属性、

智力与学校情况则比正常学生好。这是因为听觉障

碍儿童由于听力受到损伤，导致他们在语言的理解

和表达方面往往存在一定的困难，他们经常会因为

不能理解别人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和要求，在交往的

过程中容易产生对别人的误解和猜疑；不能用语言

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使得自己希望被人承认

和接纳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从而出现一些对立

情绪，并由此诱发出相应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如国

内学者张福娟、刘春玲（$&&&）的研究认为：听觉障

碍学生的独立性、忍耐性较差，容易产生固执［(］；国

外学者 =2>4" ? @ A8338BCD>" E" E（$&(*）研究表明：听

觉障碍者人格量表的表现，常有固执性、自我中心、

缺乏自我控制、冲动性、挫折容忍力较低、易受他人

暗示等人格特性［&］。这些因素可能就是听觉障碍学

生在合群和行为方面比正常学生差的主要原因。至

于躯体外貌与属性、智力与学校情况则比正常学生

好的原因可能与其人格特征中的自我中心有关，这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本研究结果表明：听觉障碍学生的自我意

识在性别、障碍程度和城、乡环境之间不存在差异，

先天或后天因素产生的听觉障碍以及父母是否具有

听觉障碍对其自我意识均未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与

国内学者张福娟、刘春玲等对听觉障碍儿童个性特

征研究的结果一致，他们认为障碍程度对听觉障碍

学生的个性不会产生差异，这与当前在特殊教育领

域中学校、家庭和社会都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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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听觉障碍儿童自我意识的

发展在小学 " # $ 年级、初中 $ # % 年级以及高中的

&’ # && 年级均呈上升趋势，但从小学 $ 年级到初中

& 年级，初中到高中阶段均有下降现象，这说明听觉

障碍学生在升学的转折时期自我意识的发展均受到

了不良的影响，这可能与在各个转折时期产生的学

习和生活上的适应困难有关。

（(）目前，在关于对自我意识的获得理论解释

中，普遍采用的是模仿学习理论，强调个体的自我意

识是在个体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一种结果，尤其

是强调了来自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对成败

经验的感知和归因的影响。按照这一理论的要求和

结合本研究的一些结果，对培养听觉障碍学生的积

极自我意识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听觉障碍

儿童在交往和行为方面所获得的进步尽可能给予积

极的正强化，要让他们相信，尽管自己在语言方面可

能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和正常人进

行交往，因为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具有根据上下文

进行联系的能力，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交流的内容。

要积极鼓励听觉障碍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不断

扩大听觉障碍儿童的交往层面。尤其要避免他们仅

在听觉障碍人群的亚文化群体中进行交往的现象，

要积极鼓励他们和正常人进行交往。其次，要认识

到听觉障碍儿童的某些行为，如冲动，是由于他们急

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个性

特征，而并不是违纪行为，因此要求教师尽可能减少

对学生进行负面评价，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要引导他

们认识到通过努力是可以改变自我和改变环境的。

再次，教师要注重引导听觉障碍学生积极悦纳自己，

悦纳自己是发展学生健康的自我意识的关键，要让

学生积极评价自己，以便能够培养学生的自尊；要让

他们正确认识到不管是听觉障碍儿童或正常儿童，

他们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的地方，有自己的优点

和缺点，对自己的长处要充分发挥，对自己的不足也

要正确对待。最后，为了培养听觉障碍学生具有积

极的自我意识，可以考虑对他们进行归因训练，不能

让他们把在交往和行为中的失败归因于残疾和环境

等客观原因，而应归因于自己的努力不够等主观原

因。另外，根据听觉障碍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特点，

要注重在各个阶段的衔接的培养，尤其要加强在每

一个阶段的适应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致谢：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级学生胡晓

参与了问卷的调查和数据的录入工作，在此表示衷

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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