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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听力残疾儿童由于听觉缺陷，无法感知事物的重要特征，语言发展迟缓，思维一般较狭窄，独立思考问题能力差。本文从听力残疾
儿童的心理分析、造成听力残疾儿童心理现象的原因、听力残疾儿童心理的干预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作为特殊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充满爱
心、信心和耐心，用自已的爱去点燃听力残疾儿童的生命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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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残疾儿童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耳听力丧失或听力减退，以

致听不到或听不真周围的声音，从而难能同正常人进行正常的语言交际

活动的儿童。听力残疾儿童由于听觉缺陷，无法感知事物的重要特征，

从而缩小了感知范围，干扰了感知线索；在记忆方面，形象记忆能力较

强，但因强化机会较少，因而记忆保持时间短，再认不准确；语言发展

迟缓，发音音质、语调异常；思维一般较狭窄，独立思考问题能力差。

针对上述现象，本人对在校生的心理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尝试探究一些

有效地干预措施。 

1 听力残疾儿童的心理分析 
1.1 自尊心强，存在严重的自卑心理 

在生活中，听力残疾儿童的自尊心与自卑心理往往是同时矛盾存在

的。例如：他们不敢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不敢和同伴交往，不敢

和外界陌生人讲话等等。 

1.2 猜疑心大，对外界产生敌意状态 

经常无端地怀疑别人讲他的坏话，遇到老师批评他，便认为老师不

喜欢他，甚至由此而引发他们对外界的对抗情绪。 

1.3 心理紧张，情绪易产生波动 

对于听力残疾儿童来说，由于各方面原因，他们很难在文化知识和

技能上与正常人相比，愿望难以实现。使其内心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常

常表现为喜怒哀乐无常。 

2 造成听力残疾儿童心理现象的原因 
2.1 生理原因 

听力残疾儿童由于听力障碍，缺少语言这个重要的交际手段，难以

与普通儿童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社会活动范围狭窄，信息量很少，往

往处于孤独之中。一旦遇到问题和困难，就会表现出自卑，不敢向外界

求助，完全与外界隔离，从而对正常人产生逆反心理。 

2.2 学校教育的影响 

学校管理的不完善，从各方面限制了听力残疾儿童的能力发展。 

2.2.1 全封闭的管理模式，缩小了听力残疾儿童的交际范围。学校

往往为确保听力残疾儿童的人身安全，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如：不

准学生随便出校门；不准与陌生人交往等。同时又极少组织学生开展各

种活动，这无疑让学生处于“鸟笼”之中，从而限制了学生社会实践和

交往能力的发展。 

2.2.2 重“智”轻“能”现象严重，阻碍学生各方面发展。学校在

教学上存在某种程度的正规化思想即聋校小学的教学向普通小学“靠

拢”。在知识的广泛与深度上有一定程度的超出学生的接受能力，忽视了

学生个性心理教育和各种能力的培养。 

2.3 社会影响。 

基于我国还没有完全形成关心、扶助残疾人的优良社会风尚。残疾

人遭歧视、办事难等现象都易造成听力残疾儿童心理的伤害和失衡。由

此，使听力残疾儿童对社会产生对抗情绪，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 

3 听力残疾儿童心理的干预 
3.1 加强认知能力，提高认知水平 

知识的增长与人类语言的发展、思维的完善是一个既相互促进，又

相互制约的发展过程。由于听力残疾儿童的听力障碍，造成语言的特殊

性。从而严重阻碍他们掌握知识的程度，以及理解知识的进度。但由于

他们的听觉功能往往还有部分康复潜力，因此，要对听力残疾儿童及时

进行早期教育。针对不同的残疾程度，进行听觉语言训练，从而实现聋

而不“哑”。此外，积极利用视觉、触觉等替代听觉，也是拓宽听力残疾

儿童认知空间，丰富认知途径，提高认知水平的重要手段。 

3.2 促使听力残疾儿童的个性和道徳品质的健康发展 

个性总是一定时代、社会环境的产物。听力残疾儿童个性的时代性

和社会性，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而赋予的。因此，作为教师，在这一教

育和引导过程中，要不失时机地培养和发展他们的个性，提供良好的心

理支持。 

3.2.1 抓住关鍵，协调发展 

语言能力不仅影响听力残疾儿童的认知活动，而且影响他们的情感

和意志过程。其道德品质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性格其他方面的发展，

而且能强有力地促进个性的其他方面。要发展学生个性，解决语言问题，

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是教学中之关键。 

3.2.2 扬长短，因势利导 

听力残疾儿童的个性差异在气质、能力、性格及方面都能表现出来，

但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因此，教师应当详细而全面了解学

生，有的放矢地发展学生的个性，对于听力残疾儿童的不良行为既不能

迁就迎合，放纵忽略，也不能简单粗暴，急躁冷酷。因为教师的不当行

为，常常会使学生的个性向更坏的方面发展，所以教师既要坚持原则，

又要因势利导。另外，耐心、细致、以身作则等教育要求在听力残疾儿

童的个性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 

3.3 培养听力残疾儿童的综合能力 

能力主要是在教学活动中培养起来的。因此，教师必须充分利用教

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条渠道，综合地发展学生的能力。使其形

成一技之长，一专多能，将来能够适应社会，适应生活需要，首先，要

将能力的培养贯穿于课堂教学的感知教材、理解教材、知识巩固和知识

运用的每个环节中，其次，应将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有机结

合起来。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培训听力残疾儿童的各种能力。诸

如各种游戏和竞赛活动，兴趣小组、参观、旅游等，以增长知识，开扩

视野，提高能力。再次，积极开展听力残疾儿童的职业技能训练，如指

导学生理发、缝纫等，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 

总之，作为特殊教育工作者，应充满爱心、信心和耐心，用自已的

爱去点燃听力残疾儿童的生命之火。使其能够成为命运的主人，时代的

强者，社会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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