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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 - 90）和自编问卷测查，发现失聪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普通大

学生。采用失聪生与普通学生同班教学的方式，对失聪大学生实施教育干预，重点以改变其自卑、孤僻、固执、

多疑等心理。结果表明，失聪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提高，并且朝着普通大学生的正常的心理健康方向 发

展。

关 键 词：同班教学；体育课；失聪生；高校；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804 .85；G811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116（2006）04 - 0080 - 03

The effect of same class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deaf college students
MA Hong-xia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Zho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5，China）

Abstract：Through survey using the symptom self evaluation & measurement forms（SCL - 90）and questionnaires established

by the author，it showed that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deaf college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ordinary col-

lege students . By the way to teach dea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same class with ordinary college students，educational interfer-

ence was implemented on deaf college students，mainly in order to change their self - contempt，unsociability，stubbornness

and distrustfulness . The results of the author’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after subjected to same class teaching，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deaf college students was enhanced somewhat and developed toward the normal mental health of ordinary col-

lege stu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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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 残 联 统 计，截 至 2002 年，全 国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达

1 624所，普通学校设特教班 3 322 个，在校生近 57 万；特殊高

等教育学院（系）10 余个。“九五”期间，有 6 812 名 残 疾 生 进

入普通高等学校学习。中国 有 6 000 万 残 疾 人，约 占 人 口 总

数的 5%，其中听 力 语 言 障 碍 残 疾 人 数 达 到 2 057 万［1］。在

残疾 人 中，聋 人 约 占 34%，随 着 聋 人 受 教 育 水 平 的 提 高，在

对失聪生进行高等教育的同时，特别需要加强对失聪学生体

育活动的积极引导、指 导 和 必 要 的 条 件 保 证，使 他 们 能 经 常

参加体育锻炼，同时获得良好的心理品质［2］。高等院校有必

要根据失聪学生生 理、心 理 特 点，根 据 体 育 教 育 和 心 理 发 展

规律，通过体育教学 对 失 聪 学 生 进 行 心 理 健 康 教 育，使 他 们

在未来的生 活 中，具 有 较 强 的 心 理 适 应 能 力 和 心 理 承 受 能

力。

在特殊教育领域，传统的人为的“隔离式”特殊教育环境

有很多弊端。残疾学生长期生活在一个专门安排的特殊的、

保护性的环境之中，与 社 会 接 触 太 少，不 利 于 他 们 身 心 正 常

发展和今后参与社会活动［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欧国

家特殊教育界首先 提 出 正 常 化（normalization）的 思 想，倡 导

改革教养机构隔离 的、封 闭 的 传 统 做 法，将 被 教 养 者 安 置 到

正常的社会环 境 中 生 活 和 学 习。20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以 后，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特殊教育界的努力推广，正常化思想逐

渐发展成为一场回归主流（mainstreaming）运动。作为一种实

施特殊教育的思想和一种新的特殊教育的体制，回归主流在

世界各国得到了普 遍 认 同［4］。主 旨 是 倡 导 尽 可 能 将 残 疾 学

生与健全学生安置在一起学习和生活，使特殊教育的“支流”

重新回到普通教育 的“主 流”中。这 对 我 们 高 等 特 殊 教 育 事

业的发展，尤其是营 造 面 向 社 会 的 开 放 式 的 育 人 环 境，有 启

发和借鉴作用。

本研究充分发挥特殊教育学院置身于中州大学的优势，

通过采用体育课同班教学的方法，探讨失聪大学生的健康心

理发展水平。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失聪学生组 的 被 试 者 选 自 中 州 大 学 特 殊 教 育 学

院的古建筑绘画、装 潢 艺 术 设 计、美 术 和 摄 影 4 个 专 业 的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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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效被试者共 200 人，其中男 107 人，女 93 人；从 中 州 大

学随机抽取普通 大 学 生 200 人，其 中 男 100 人，女 100 人，性

别比 例 适 当。测 查 共 发 放 问 卷 400 份，回 收 400 份；有 效 问

卷 400 份。

1 .2 研究方法

（1）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 - 90）。

测量心理健康状 况。选 取 该 量 表 的 9 个 因 子（躯 体 化、

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用

以测量个体的心理 症 状。因 子 分 越 高 表 明 其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越差，因子分越低，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好［5］。

（2）自编问卷调查。

主要了解被 试 者 的 一 般 情 况：包 括 年 龄、性 别、学 习 成

绩、家庭经济 状 况 等 情 况 和 失 聪 学 生 对 教 育 干 预 的 认 同 情

况。

（3）问卷调查和测查基本程序。

对失聪学生由主试者通过手语表述指导语后，组织所有

被试者进行统一答题，要求被试者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

独立评定。测查分为前测和后测。

自编问卷的信度采用再测信度，其相关值为 0 . 87 ，达到

显著相关水平。本问卷的效度采用结构效度，问卷可准确反

映被试者各项相关指标的真实情况。

（4）教学实施。

1）按照普通大学生的教学计划授课，每班学生人数为 30
人。2）第一学期体育课授课内容为：篮球 5 周、排球 5 周、武

术 5 周，每个教学班中失聪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人数基本相

等。3）第二、三学期开 设 体 育 选 项 课，内 容 有 篮 球、排 球、足

球、健美操、网球、拳击。失 聪 学 生 根 据 自 己 的 兴 趣、特 长 选

择项目，将选择同一项目的失聪学生集中分在某几个教学班

中。4）授课中要求教师不要过多照顾失聪学生，避免失聪学

生对教师的过分依赖。

（5）数据的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经初步统计后录入数据库，采用 SPSS10 . 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前测的结果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失 聪 大 学 生 各 因 子 分 均 显 著 高 于 普 通

大学生，按照因子得 分 高 低 依 次 为 强 迫、人 际 敏 感、偏 执、敌

对、抑 郁、精 神 病 性、焦 虑、恐 怖、躯 体 化，其 中 人 际 敏 感、抑

郁、敌对、躯体化、恐 怖 5 个 因 子 与 普 通 大 学 生 差 异 极 其 显

著。

表 1 失聪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 SCL—90 因子分（-x ± s）比较

对象 人数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聋人大学生

普通大学生
200
200

1 . 63 ± 0 . 55
1 . 44 ± 0 . 51

2 . 03 ± 0 . 57
1 . 85 ± 0 . 61

1 . 98 ± 0 . 66
1 . 76 ± 0 . 47

1 . 84 ± 0 . 63
1 . 63 ± 0 . 51

1 . 78 ± 0 . 51
1 . 62 ± 0 . 48

1 . 92 ± 0 . 53
1 . 72 ± 0 . 57

1 . 71 ± 0 . 49
1 . 53 ± 0 . 57

1 . 93 ± 0 . 58
1 . 74 ± 0 . 67

1 . 81 ± 0 . 48
1 . 65 ± 0 . 59

t 值 3 .57 3 .04 3 .83 3 .65 3 .23 3 .62 3 .38 3 .03 2 .97
P 值 < 0.001 < 0.01 < 0.001 < 0.001 < 0.01 < 0.001 < 0.001 < 0.01 0 .01

2 .2 后测的结果分析

（1）失聪大学生实施教育干预后与普通大学生比较。

从表 2 看出，失聪大学生实施教育干预后的 SCL—90 测

查结果与普 通 大 学 生 相 比，各 因 子 分 虽 仍 然 高 于 普 通 大 学

生，但与普通大学生已不存在差异显著性。

表 2 失聪大学生教育干预后与普通大学生 SCL - 90 因子分（-x ± s）比较

对象 人数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聋人大学生

普通大学生
200
200

1 . 49 ± 0 . 63
1 . 44 ± 0 . 51

1 . 91 ± 0 . 53
1 . 85 ± 0 . 61

1 . 85 ± 0 . 52
1 . 76 ± 0 . 47

1 . 72 ± 0 . 45
1 . 63 ± 0 . 51

1 . 69 ± 0 . 43
1 . 62 ± 0 . 48

1 . 78 ± 0 . 63
1 . 72 ± 0 . 57

1 . 62 ± 0 . 41
1 . 53 ± 0 . 57

1 . 79 ± 0 . 61
1 . 74 ± 0 . 67

1 . 75 ± 0 . 54
1 . 65 ± 0 . 59

t 值 0 .87 1 .05 1 .81 1 .87 1 .53 1 .00 1 .81 0 .78 1 .76
P 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失聪大学生实施教育干预前后各因子比较。

从表 3 看出，通过同 班 教 学 的 教 育 手 段 实 施 后，失 聪 大

学生 SCL—90 测查结果与实施同班教学前相比，各因子分均

低于前测结果，按得 分 高 低 依 次 为 强 迫、人 际 敏 感、偏 执、敌

对、精 神 病 性、抑 郁、焦 虑、恐 怖、躯 体 化，其 中 人 际 敏 感、偏

执、抑郁、强迫、恐怖、敌对、躯体化 7 个因子差异显著。

表 3 失聪大学生实施教育干预前后 SCL—90 因子分（-x ± s）比较

时间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干预前

干预后
1 . 63 ± 0 . 55
1 . 49 ± 0 . 63

2 . 03 ± 0 . 57
1 . 91 ± 0 . 53

1 . 98 ± 0 . 66
1 . 85 ± 0 . 52

1 . 84 ± 0 . 63
1 . 72 ± 0 . 45

1 . 78 ± 0 . 51
1 . 69 ± 0 . 43

1 . 92 ± 0 . 53
1 . 78 ± 0 . 63

1 . 71 ± 0 . 49
1 . 62 ± 0 . 41

1 . 93 ± 0 . 58
1 . 79 ± 0 . 61

1 . 81 ± 0 . 48
1 . 75 ± 0 . 54

t 值 2 .36 2 .17 2 .18 2 .19 1 .90 2 .40 1 .99 2 .34 1 .17
P 值 < 0.01 < 0.01 < 0.01 < 0.01 > 0.05 < 0.01 < 0.01 < 0.01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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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效果调查反馈。

问卷调查结果 显 示：100% 的 失 聪 学 生 赞 成 同 班 教 学 和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96%的失聪学生赞同开展心理拓展训

练，95%的失聪学 生 认 为 教 学 方 法 新 颖 具 有 针 对 性，91% 的

失聪学生愿意与他人合作比赛，90%的失聪学生对提高体育

能力有信心。

3 讨论

对于身心障碍的失聪大学生，教育对他们的终生发展所

起的作用比任何普通大学生来说更显得意义重大。然而，失

聪大学生存在着一些障碍使得一般教育方法难以奏效，需要

采取特殊的方式方法。

3 .1 实施教育干预前失聪学生测查结果分析

失聪学生 SCL - 90 评定结果在 9 个因子分上，都显著地

高于普通大学生，这 说 明 失 聪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总 水 平 较 低，心

理障碍严重，应该引起心理学界和特殊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从表 1 可见，失聪学生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 3 种典型状

态：（1）心理紧张 状 态。主 要 是 指 个 体 感 知 到 的 种 种 内 外 刺

激，并作出对自己具 有 威 胁 性 意 义 的 认 识 评 价 后，而 引 起 一

些影响健康 的 心 理 和 生 理 变 化 或 紧 张 状 态，研 究 中 发 现 有

83 .6%的失聪大 学 生“感 到 紧 张 或 容 易 紧 张”。如 他 们 的 躯

体化、强迫、抑郁、焦虑 等 显 著 地 高 于 普 通 大 学 生，都 说 明 了

这个问题。（2）过 分 自 尊、敏 感 掩 盖 的 自 卑 状 态。自 卑 是 一

种消极的自 我 评 价 意 识。由 于 听 觉 障 碍 给 他 们 的 学 习、工

作、生活带来诸多不 便，又 因 社 会 还 存 在 一 些 对 残 疾 人 的 世

俗偏见，使得相当一 部 分 失 聪 大 学 生 感 到“低 人 一 等”［6］，造

成不正确的自我估价、贬损自己，低估自己的能力和素质，破

坏自信心。由于自卑心理的存在，使他们容易过多地注意别

人对自己的看法，对 别 人 的 态 度 和 评 论 都 特 别 地 敏 感，害 怕

别人怀疑自 己 能 力，害 怕 别 人 说 自 己 残 疾 等 等。 在 本 研 究

中，失聪学生在人际敏感、恐怖、抑郁上都显著地高于普通大

学生，同时 还 发 现 有 86 . 2% 的 失 聪 学 生 存 在 过 分 担 忧，有

86 .5%的失聪学生因为感到害怕而避开某些东西、场合或活

动。这些都是自卑状态的反映。（3）攻击和敌意状态。调查

中发现 85 .7%的失聪 学 生“自 己 不 能 控 制 地 大 发 脾 气”，81 .

2%的失聪学生“经 常 与 人 争 论”。首 先 由 于 生 理 缺 陷，易 造

成认知失调，但他们又往往非常固执己见，因此“经常与人争

论”；另外，由 于 聋 哑 大 学 生 不 能 通 过 有 声 语 言 接 受 外 界 信

息，容易曲解视觉信息，导致认知偏差，容易对其他人产生敌

对和偏执心理［7］。本研 究 中 失 聪 学 生 在 敌 对 和 偏 执 方 面 显

著地高于普通大学生，客观地说明了这个现象的存在。

3 .2 实施教育干预后失聪学生 SCL - 90 评定结果与普 通 生

比较

失聪学生 SCL - 90 评定结果在 9 个因子分上，虽高于普

通大学生，但与普通 大 学 生 差 异 没 有 显 著 性，这 说 明 实 施 教

育干预后，失聪学生 的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有 一 定 提 高，并 且 朝 着

普通大学生的正常心理健康方向发展，虽然还没有能够达到

普通大学生 的 心 理 健 康 水 平，但 已 经 接 近 普 通 大 学 生 的 水

平。

实施教育干 预 前 失 聪 学 生 出 现 率 居 首 位 的 是“感 到 苦

闷”（92 . 4%），实 施 教 育 干 预 后 此 情 况 有 明 显 改 善，只 有

77 .4%的失聪生有这种感受，这种情况的改变可能是由于学

生与普通大学生同 班 上 课 后，加 强 了 和 普 通 大 学 生 的 交 流，

使他们慢慢地摆脱 孤 独 和 苦 闷，篮 球、田 径 等 比 赛 与 普 通 大

学生同场竞技，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失聪学生中感到过分

担忧的人由86 .2%下降至 60 .7%，这说明通过教育干预增强

了失聪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使他们能够比较

正确地看待一些现 实 问 题，因 此 减 轻 了 精 神 压 力，不 再 感 到

异常的担忧，心理紧张状态得到改善。针对失聪大学生比较

严重的自卑心理，在体育教学中根据失聪学生的实际提出期

望和要求，针对学生 的 失 败 和 缺 点 进 行 耐 心 的 鼓 励、支 持 和

帮助，而不是一味地批评和打击，并且制造成功的机会，增强

失聪学生的成就感，积极促进失聪学生与普通大学生的沟通

融合。引导失 聪 学 生 成 立 体 育 社 团 组 织，积 极 参 与 社 区 活

动。通过这些 干 预 手 段，失 聪 学 生 的 自 卑 心 理 明 显 得 到 改

善。“因感到害怕而避开某些东西、场合或活动”的失聪学生

由 86 .5%下降到 62 .8%。通过 教 育 干 预 对 提 高 失 聪 大 学 生

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性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以上研究结果看出，通过体育课的同班教学提高失聪

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发展意义。

失聪大学生的心 理 健 康 状 况 有 待 进 一 步 探 索。老 师 在

体育同班教学过程中应 注 意 以 下 3 点：（1）教 师 不 能 过 多 地

保护失聪学生，不能让他们依赖教师去争取与普通学生交往

的机会。（2）教师应 对 普 通 学 生 进 行 说 服 教 育，让 他 们 平 等

地看待失聪学生。（3）教 师 对 失 聪 学 生 应 当 同 样 严 格 要 求，

不能因为他们的生理缺陷而一味地迁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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