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3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Mar.2014
第31卷 第2期 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Vol.31 No.2

DOI:10.11721/cqnuj20140224

藏族听力残疾儿童社会适应、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研究
*

申 仁 洪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运用“听力残疾儿童社会适应行为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选择230名西藏藏族听力残疾

儿童,探索多元文化背景下藏族听力残疾儿童社会适应、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模型。发现藏族听力残疾儿童社

会适应行为与社会支持相关系数为0.611,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系数为0.507,它们的相关性均达到显著水平。主观支持与

客观支持变量联合解释社会适应行为变量51.8%的变异量,支持变量与社会适应行为变量联合解释生活满意度变量59.
4%的变异量。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不存在直接效果,而是通过社会适应行为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地对“生活满意度”产
生效应。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体社会适应行为的发展,社会适应行为的发展可以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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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特殊儿童社会适应的研究起始于1973年的美国。Leland和Cone认为社会适应是个体在与社会

生存环境互动中的心理适应,即对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应对。在世界范围内,基于操作主义取向,
其技术路线遵循理论建构-量表制订-实践调查-分析研究的基本过程,采用相关分析和调查研究,探讨社会适应

性的基本构成[1-4]和测验量表的编制(如AAMD-ABS)。这些研究揭示了社会适应性的基本面貌,却也过多依赖

因素分析,忽略了社会适应性的整体性和各因素的“交互性”、忽略了发展的动态性与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于是

传统的基于“顺应”的社会适应性研究逐渐让位于“支持性生态发展模式”研究。社会适应性研究重心也就逐渐

从理论转向应用,从测定和评估研究转向通过促进社会适应性发展以提升“社会生活质量”。为此,运用跨文化

取向[1,5-6]研究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阶层特殊儿童社会适应性进行微观与定量的探索成为

必要。因此,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如何满足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听觉障碍儿童的教育需求显

得十分关键[7-8]。本文力图探索多元文化背景下藏族听力残疾儿童社会适应、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模

型,从而为基于生存境遇改善和生态化环境资源与辅导系统建构的、生活质量导向的听觉儿童支持性社会适应

性发展模式和预防性干预对策研究提供基础性参考。

1方法

1.1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择西藏自治区各特殊教育学校藏族听力残疾儿童,发出问卷230份,实际回收

问卷218份,有效回收率为94.78%,剔除废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12份,其中男生117名,占55.19%,女生95
名,占44.81%。
1.2工具

1)社会适应。采用申仁洪等编制的小学-初中听力残疾儿童社会适应行为问卷[9]包含自我适应(自我控制、
自我评价和自我体验)、生涯发展(生活自理、自我保护、劳动态度、学习活动和行为规范)和人际适应(同伴关系、
师生关系、与健听人关系、亲子关系和集体融洽)等3个一阶维度,13个二阶维度。3个一阶因子的Cronbach’sα
值分别为0.843、0.913、0.861,总量表Cronbach’sα值为0.944,表明具有较好的信度。结构模型验证性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c2/df=2.031,SRMR=0.0775,RMSEA=0.056,GFI=0.772,均达到相关[10-11]的建议标准,说
明具有较好结构效度。
2)社会支持。采用汪向东等主编的《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修订版)》中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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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该量表重测总分一致性为0.92,各项目一致性在0.89~
0.94之间,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由于该量表是自评量表,同时个别题项和选项不适合封闭式特殊

教育学校和聋生的实际,因此,对设问方式进行修改使自评量表改为他评量表,同时,对题项中的主题词进行替

换,对选项进行删减。
3)生活满意度。采用汪向东等主编的《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修订版)》中的《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Life

satisfactionratingscale,LSR》,该量表是他评量表,包含5个1~5分制的子量表,故总分在5(满意度最低)~25
(满意度最高)之间。两位评分者评定该量表的一致性为0.78,该量表得分与临床心理学家和受试者充分面谈后

所得结果之一致性为0.64。该量表题项在生活满意度上的描述并不完全适合聋校学生,因此,对题项的描述进

行修改。删除“自我评价”子量表,同时对保留的“热情与冷漠”、“决心与不屈服”、“愿望与已实现目标的统一”和
“心境”等4个子量表中的题项描述进行修改,以适合聋生的具体情况。
1.3统计分析

采用SPSS15.0forWindows统计软件和AMOS5.0forWindows建模软件进行处理。首先尝试建立社会

适应行为、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之间潜在变量路径分析结构模型,探明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

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适应行为、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观察变量之间的路径分析。

图1 社会支持、社会适应行为

与生活满意度潜在变量路径分析结构模型

2结果

表1显示,藏族听力残疾儿童社会适应行为中,自
我调适、生涯活动、人际适应等各因子及适应总分与社

会支持总分和生活满意度总分都存在着正相关,并在

0.01水平上达到显著水平。根据这一结果,对社会适

应行为、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进行潜在变量路径分

析,构建如图1所示结构模型。在图1中,主观支持与

客观支持之间未能形成统一潜在变量,分别对社会适

应行为产生效应。变量决心与不屈服、愿望与已实现

目标的统一构成潜在变量生活满意度。这说明潜在变

量与观察变量同时存在。该模型拟合度指数见表2。
表2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指数均达到拟合标准,这
意味着该结构模型与所收集数据匹配,接受结构模型及路径参数。

表1 社会适应与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的相关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 支持总分
热心

与冷漠

决心与

不屈服

愿望与实现

目标的统一
心境 满意度总分

自我调适 0.293** 0.382** 0.022 0.424** 0.484** 0.336* * 0.366** 0.391** 0.572**
生涯活动 0.365** 0.468** 0.114 0.541** 0.125 0.396** 0.348** 0.160 0.351**
人际适应 0.283* 0.448** 0.247* 0.525** 0.160 0.341** 0.425** 0.090 0.357**
适应总分 0.392** 0.533** 0.146 0.611** 0.295* * 0.442** 0.454** 0.257* 0.507**

表2 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潜在变量路径分析模型拟合度指数 

c2 P c2/df SRMR GFI AGFI IFI TLI CFI RMSEA

15.793 0.201 1.316 0.0517 0.951 0.905 0.975 0.953 0.973 0.062

图1结

构模型输出

结 果 表 明,
“主观支持”
与“客 观 支

持”对“社会

适 应 行 为”
的效果值(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590和0.353,“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变量联合可以解释“社会适应行

为”变量51.8%的变异量。“社会适应行为”对“生活满意度”的总效果值为0.770,“主观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总

效果值为0.454(该值为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行为的效果值乘以社会适应行为对生活满意度的效果值),“客观支持”
对“生活满意度”的总效果值为0.270。“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生活满意度”不存在直接效果,只有通过“社会适

应行为”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地对“生
活满意度”产生效应。支持变量与社

会适应行为变量联合解释生活满意

度变量59.4%的变异量。

3分析与讨论

3.1社会支持统一性

研究发现,在社会支持中,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之间未能形成统一潜在变量,分别对社会适应行为产生效

应。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聋人文化和健听人文化差异的根源。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对

于手语(主要指聋人所使用的自然手语)语言地位的承认及以此为基础所导致的聋人的群体归属。语言能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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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童儿童学业进步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性因素[12]。多数时候手语是作为聋人母语的方式存在的,是聋童的第一

语言[13-15],而本国健听人所使用的主流语言则是作为第二语言出现的。这使得听力损失者面临更多的还是阅读

的失败经验。由于听力损失原因,大多数听力损失儿童在读写领域中都面临着特殊的教育挑战。针对健听学生

语言和读写能力教学的传统方法在大多数聋人学生身上都已经失败。于是,聋校为聋人提供了满足其社会互动

需要的场所,手语在同伴社会互动的驱动下不断完善、发展,以满足进一步社会互动的需要,并成为聋人群体内

部的通用语言,聋人个体逐渐形成归属感、养成群体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随着受教育的聋人队伍不断庞大,越
来越多的聋人掌握了手语,同时,越来越多的聋人认同并遵守群体内部的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并在社会互动中

逐渐认同这一聋人身份。因此,听力残疾儿童在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系统中中通常会出现“聋人沉沦(Deafim-
mersion)”,聋文化(Deafculture)和健听文化、聋人社区(Deafcommunity)和健听社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以
及互联文化与自主文化之间的隔离,构筑起了听力残疾儿童社会适应的文化冲突。
3.2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在研究中,藏族学生在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潜在变量关系模型。社会支持变量并

不直接作用于生活满意度变量,而是通过社会适应行为变量间接地作用于生活满意度变量。本研究结果显示,
西藏地区藏族聋生群体中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变量联合解释社会适应行为变量51.8%的变异量。主观支持、客
观支持对生活满意度不存在直接效果,只有通过社会适应行为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地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效应。支

持变量与社会适应行为变量联合解释生活满意度变量59.4%的变异量。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体社会适

应行为的发展,社会适应行为的发展可以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国外有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同伴与教师、对社会线索的意识、被健听世界的隔离程度在其社会适应的发展

中占据着重要位置[16]。那些与其他听力残疾儿童也能打成一片的听力残疾儿童要比那些仅与不会手语的健听

儿童交往的儿童有较高的自尊[17-22]。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藏族聋生个体良好的学校行为规范一

方面需要有可利用的、充分的外在支持源,同时需要家庭、学校给予积极、主动的支持,在结构模型中,个体良好

的劳动态度也可以促进个体行为规范的养成,此结果为藏族聋生个体良好行为规范的形成提供了方法、途径的

参考。支持利用、主观支持联合解释了与其他健听人关系、亲子关系变量,表明藏族聋生个体欲建立良好的与其

他健听人关系以及亲子关系,一方面需要家庭、学校给予积极、主动的支持,同时,也需要个体能充分利用这些支

持源。外因变量主观支持对积极体验、劳动态度、学习活动、自我控制具有显著的解释效应,此结果表明,源自家

庭、学校的积极、主动支持可以提升藏族聋生个体对情绪的控制、自信的树立、良好劳动态度的养成以及学习的

主动性。而对于提高藏族聋生个体正确的、积极的自我评价能力,则需要为其提供可利用的、多元的支持源。
同时,包括教育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行为,其最终目的均在于提升个体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是生活质量的

主观方面,是个体内在的真正体会到的幸福。对于个体来说,提升自身生活满意度是一种能力,是幸福的能力。
有研究表明,当听力残疾儿童意识到他人在与自己互动进程中可能存在不舒服时,隔离与孤独感就会增加[23-25],
他们甚至会以社会的视角审视自我,从而衍生出一种超然于健听世界之外的旁观者的感觉。本研究表明,藏族

听力残疾儿童获得生活满意能力的方式在于提升个体社会适应行为品质,只有个体社会适应行为品质的提升,
即处理好个体与自我、与他人、与环境的关系,才能提升个体幸福的能力,才能使生活的满意度增加。在藏族聋

生群体中,自我控制、积极体验、生活自理、行为规范、与其他健听人关系和亲子关系等6个二阶因子对生活满意

度的4个因子或独立、或联合产生显著性解释效应。说明藏族聋生个体对自身正向的情绪控制、拥有自信、良好

的生活自理能力、行为符合规范、热情、主动地与陌生健听人沟通以及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提升个体生活的满意

度,即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

4结论

藏族听力残疾儿童社会适应行为与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都存在着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不

存在直接效果,而是通过社会适应行为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地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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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RelationshipModelofSocialAdaptation,
SocialSupportandLifeSatisfactionofTibetanHearingLossChildren

SHENRen-hong
(CollegeofEducation,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Thepapertakes230Tibetanhearinglosschildrensampletoresearchonrelationshipmodelofsocialadaptation,social
supportandlifesatisfactionofTibetanhearinglosschildrenbyhearingdisabledchildren’ssocialadaptivebehavior,socialsupport
assessmentscaleandlifesatisfactionratingscale.Resultspresentthattherebesignificantpositiverelationshipbetweensocialsup-
portandsocialadaptation,betweensocialadaptationandlifesatisfaction.Furthermore,thesocialsupportdoesn’taffectonlife
satisfactionrating,butthroughthesocialadaptationasintermediaryaffectonlifesatisfaction.
Keywords:Tibetanhearinglosschildren;socialadaptation;socialsupport;life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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