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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用《()*+, - ./++),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与《 心理健康诊断测 验（0.1）》对 重 庆 市 ""2 名 听 觉 障 碍 儿

童进行了测试，探讨听觉障碍学生的自我意识与心理健康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听觉障碍学生的心理问

题检出率由高到低分别是恐怖倾向，身体症状，对人焦虑和冲动倾向；自我意识较差表现在躯体外貌与属性、智力与

学校情况、合群等方面。性别、障碍程度和城乡 环 境 差 异 中 仅 性 别 因 素 在 心 理 健 康 方 面 产 生 了 显 著 差 异；不 同 自 我

意识水平的听觉障碍学生其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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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研究密切关注的问

题，受到教育学、心理学和务实工作者的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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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健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 我

是个体对作 为 整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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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C，>;;):B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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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国内对

于听觉障碍儿童人格的研究相当少，李祚山，孔克勤

曾采用《 缺陷儿童诊断量表》和《 内田克雷佩林心理

测验》对听觉障碍儿童人格特征的现状及其有关影

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吴艳红、粱兰芝采 用 >(T 对

听觉障碍儿童进行测查，发现他们的神精质明显高

于正常儿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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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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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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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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人格，提高 社

会适应能力，这也是当前特殊教育中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特

殊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特殊教育工作

者的重视，如何有效地开展特殊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是当前特殊教育工作的重点。当前听觉障碍儿童的

心理健康的研究仍然不多，林于萍的研究表明：听觉

障碍学生的焦虑高于普通学生，其焦虑主要集中体

现在对人焦虑，孤独倾向和身体症状等方面，听障女

生的焦虑倾向比男生更为广泛和强烈［"］。在国内有

关的文献资料中，还没有听觉障碍儿童的自我意识

与心理健康关 系 的 研 究 。本 文 将 探 讨 听 觉 障 碍 儿

童的自我意 识 与 心 理 健 康 的 现 状 及 其 有 关 影 响 因

素，听觉障碍儿童的自我意识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为

听觉障碍学生的人格和心理健康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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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据。

# 方法

#$ # 被试

被试共 %%& 人，来自于重庆市聋哑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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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生 #%# 人，女生 #(% 人；重

听 )% 人，聋 #*# 人；城 市 学 生 #%" 人，农 村 学 生 +!
人。

#$ % 研究工具

#$ %$ # ,-./0123//-0 儿童自 我 意 识 量 表 该 量 表 由

美国心理学家 4567 及 ,-./0123//-0 编制，由 ! 个分

量表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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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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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9:;3<= 的 ! 系数为 ($ !# > ($ "’，同时该

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 %$ % 心理健康诊断测验（?2@）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 学 系 周 步 成 等 修 订 的《 心 理 健 康 诊 断 测 验 》

（?2@），由 ) 个内容量表构成：A 学习焦虑、5 对人

焦虑、8 孤独倾向、4 自责倾向、6 过敏倾向、B 身体

症状、C 恐怖倾向、2 冲动倾向。该量表的各因子分

半信度为 ($ )* > ($ ))，重测信度为 ($ !!" > ($ ))&；

效 度 系 数 与 ??,D 中 心 理 问 题 的 相 关 系 数 为

($ !!&［+］。

#$ & 施测和数据处理

使用以上两个量表分两次对听觉障碍学生进行

团体测量，施测人员为心理学专业人员，施测时采用

统一的指导 语，由 一 名 特 教 老 师 在 旁 翻 译，数 据 采

E,EE##$ ’。

% 结果

%$ # 听觉障碍学生的心理健康与自我意识现状

在 ?2@ 测验中，如果某一因子的标准分大于或

等于 ) 分，便认为该生在这一因子上存在着一定的

心理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辅导计划。具体结果 如

表 # 所示。听觉障碍学生的主要问题按照检出率的

高低依次表现在恐怖倾向、身体症状、对人焦虑和冲

动倾向等方面，学习上的焦虑最低。从平均数上分

析听觉障碍学生的焦虑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冲动倾

向、恐怖倾向，身体症状和对人焦虑等方面，而过敏

倾向和学习上的焦虑比较低。从标准差分析冲动倾

向是一致的，而身体症状评价的差异则较大。不 管

是从心理问题得检出率或者是平均数分析，两者结

果都比较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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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听觉障碍学生的自我意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因素分析

以听觉障碍学生的自我意识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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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H I0 J3K;L3 检 验（ ! " # # %(!，$ M
($ &%’）、障碍 程 度 F-GH I0 J3K;L3 检 验（ ! " ( # !!*，

$ M ($ !"+和生源地 F-GHI0 J3K;L3 检验（! " ( # *(+，

$ M ($ )"&）得出 & 个因素对自我意识影响的 主 效 应

和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只有生源地和障碍

程度 在 自 我 意 识 的 合 群 因 子 上（ ! " ’ # (!)，$ M
($ (%’）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以听觉障碍学生的心

理健康各因子为因变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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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HI0 J3K;L3 检

验（! " * # )&)，$ M ($ (((）、障碍程 度 F-GH I0 J3K;L3
检验，（! " # # #+!，$ M ($ &(&）、生源地 F-GHI0 J3K;1
L3 检验（! " # # (*+，$ M ($ *(#）表明性别对学生心理

健康影响的主效应是显著的，障碍程度和生源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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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素的主效应作用不显著。具体表现性别因素在

学习焦虑（ ! " ! # "#$，$ % #& ##"）、过 敏 倾 向（ ! "
$ # ’$"，$ % #& ##$ ）、恐 怖 倾 向（ ! " (! # ")*，$ %
#& ###）存在显著的差异，进一步进行 % 检验，结果为

性别在学习焦虑上（ % " & + # +,(，$ % #& #+,）、过敏倾

向（ % " & + # $!*，$ % #& ##!）、恐怖倾向（ % " & ) # ’",，

$ % #& ##(），在这 ) 方面女生的焦虑均高于男生；性

别与障碍程度在恐怖倾向（! " ! # #+#，$ % #& #(,）方

面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现象。

+& ) 不同自我意识水平听觉障碍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的差异比较

按照自我意识原量表的要求，将自我 意 识 分 为

低、中、高 ) 种水平，即总分低于 ’! 的为自我意识水

平的低等，总分高于 ,* 分为自我意识高等，其余为

中等，则听 觉 障 碍 学 生 自 我 意 识 水 平 低 等 的 为 *+
人，占总人数的 )!& *- ，过高 ,! 人，占 +,& (- ，中间

*, 人，占 )*& (- 。 以 自 我 意 识 的 ) 种 水 平 为 自 变

量，以心理健康的标准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

析，结果如表 )。听 觉 障 碍 学 生 的 ) 种 不 同 自 我 意

识水平除在自责倾向和过敏倾向方面不存在显著差

异，其他均存在显著差异，即听觉障碍学生的自我意

识水平越高，其焦虑程度就越低。

表 ( 听觉障碍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 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检出率 . - #& #" (+& ( ,& ’ $& + )& ! (,& + (*& * ((& +

检出人数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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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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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听觉障碍学生的不同自我意识水平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比较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 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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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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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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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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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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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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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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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表中 ’( 、()( ，’+ 、()+ ，’) 、()) 分别表示高、中、低 ) 种自我意识水平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 讨论

（(）研究的结果表明，听觉障碍儿童的焦虑主

要表现在冲动倾向、恐怖倾向、身体症状和对人焦虑

’ 个方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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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用来解释他

们对人焦虑和身体症状焦虑过高的原因；另外，他们

的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焦虑过高，这与其存在的人

格缺陷有关。首先，听觉障碍儿童由于知识经验 的

贫乏，对事物的认识肤浅，情感体验不深，在人格特

征中独立性和稳定性较差，依赖性强，这种人格上的

缺陷可能会导致这些孩子只要是一个人就会产生焦

虑；另一方面由于听力受到损伤，主要依靠视觉来接

受信息，所以他们害怕呆在黑暗的地方，这也可能是

导致其恐怖倾 向 焦 虑 过 高 的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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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 5678
76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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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上

的这些缺陷 也 是 导 致 产 生 上 述 心 理 问 题 的 主 要 原

因。

)第 + 期 李祚山：听觉障碍儿童自我意识与心理健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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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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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在心理健康

方面也仅仅在性别因素的学习焦虑、过敏倾向和恐

怖倾向方面女生高于男生，这与实际情况吻合。因

为女生的感受性和依赖性较强，这与有关学者对正

常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结果一致［"!］。

（#）听觉障碍儿童的自我意识发展的好坏对其

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自我意识越差，

其心理健康中的焦虑程度也就越高。因此，自我 意

识发展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到听觉障碍儿童的心理

能否健康的发展。自我意识反映了个体对自己在环

境和社会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也反映了自身的价值

观念，是个体实现社会化和完善人格目标的重要保

证，如果自我意识出现不良倾向，则会对其学习、行

为和社会能力造成不良的影响，使其人格发展出现

偏异，从而产生相应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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