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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残疾儿童家庭生态环境因素分析 
韦彩坚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广西柳州  545001） 

摘要：目的：此次研究主要分析视力残疾儿童家庭生态环境因素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随机选取我院 2020 年 5 月-2022

年 5 月时段内接收的 60 例视力残疾儿童与 60 例正常儿童当作研究对象，将视力残疾儿童纳入研究组，将正常儿童纳入对照组，两

组均应用家庭生态环境量表（FES-CV）进行评估分析，对比两组家庭生态因素影响情况。结果：经 FES-CV 评估得出，研究组家

庭亲密度、情感表达、组织性、独立性与娱乐性等评分均比对照组低，且家庭矛盾性评分高于对照组，均 P<0.05。结论：视力残疾

儿童家庭生态环境中的亲密度、娱乐性、独立性与情感表达等表现较低，且家庭矛盾较高，说明视力残疾儿童大多数均处在一个不

良家庭生态环境中，这可能是因为家长未能重视视力残疾儿童心理方面教育，并且在儿童自身视觉缺陷影响下，导致视力残疾儿童

心理健康遭受到严重影响，所以需要及时改善家庭生态环境，改善儿童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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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作为个体感知信息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也是人们对外界

信息进行接收的一个关键渠道，经过视觉功能获取的信息量在所有

信息量中占比大约是80%，所以一旦视觉视力遭受到严重损伤，则

会给日常生活造成极大影响[1]。根据资料调查显示[2]，当前我国视力

残疾人大约有一千万，其中年龄在0-5岁的视力残疾儿童数量大约

有七万，而6-14岁段视力残疾儿童数量大约有十三万。同时调查人

员从盲校学生中进行调查发现，由于先天原因导致儿童失明的比率

大约是60%，这些视力残疾儿童从小就丧失能够正常生活学习的条

件，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依靠家长，比如穿衣吃饭等，均都需要在家

庭父母耐心教导下完成，所以家庭环境对于视力残疾儿童起到极其

重要作用。视力残疾主要根据我国“视力残疾标准”进行严格判定，

如果儿童两眼最佳矫正视力均比0.05低，或者视野半径未超过10度

则可以被认作是视力残疾儿童。视力残疾儿童作为社会群体中较为

特殊的一类，由于生理的特殊性，促使视力残疾儿童心理发展存在

不平衡性，所以导致他们在认知、学习以及交往等多个方面均存在

一定的困难，心理出现偏差，在这一系列影响下，视力残疾儿童心

理健康逐渐出现问题，从而给儿童成长与身心发展造成阻碍，甚至

可能会给成年后人格特征与行为造成不良影响[3]。当前影响儿童心

理健康因素相对较多，家庭作为儿童一个重要生活场所，是儿童行

为构成的一个直接影响环境，涉及方面较多，例如教养方式、家庭

关系与父母行为等。根据教育实践探索证实，针对视力残疾儿童，

干预时间越早，则儿童身体、智力与人格等发展能够逐渐接近于正

常同龄儿童，因此早期掌握视力残疾儿童家庭环境影响因素，以早

期给予干预，在改善儿童身心发展与促进生长发育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基于此，本次在2020年1月-2021年1月时段内选取60例视力

残疾儿童与60名健康儿童展开研究，针对视力残疾儿童家庭生态环

境影响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基础资料 

自 2020 年 5 月开始一直到 2022 年 5 月结束针对视力残疾儿童

家庭生态环境影响开展为期 1 年研究，在研究期间选取 60 例视力

残疾儿童与 60 例正常儿童当作研究对象，其中 60 例视力残疾儿童

纳入研究组，男生 35 例，女生 25 例，年龄界限在 0-6 岁，年龄均

值（3.13±0.25）岁；其中 60 例正常儿童纳入对照组，男生 34 例，

女生 26 例，年龄界限在 0-5 岁，年龄均值（3.01±0.19）岁；上述

两组儿童资料利用统计学软件计算均无显著差异（P>0.05）。 

纳入标准：（1）所有选取的视力残疾儿童均经过检查确认符合

视力残疾标准[4]，且正常儿童视力均表现正常；（2）认知功能与智

力功能均正常；（3）本次研究均经过儿童家长同意。排除标准：（1）

除眼部疾病以外先天性疾病；（2）精神疾病与认知功能障碍；（3）

不配合研究者。 

1.2 方法 

针对两组儿童家庭生态环境影响情况利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

版（FamilyEnvironmentScale-ChineseVersion, FES-CV）评估[5]，该评

分量表主要采用问卷方式进行调查，一共九十道是非题，包含亲密

度、矛盾性、控制性、组织性、知识性、娱乐性、情感表达、成功

性、道德宗教观与独立性等十个维度，分值越高则表示家庭环境越

好，经证实该量表均有较高信度与效度。 

1.3 统计学分析 

SPSS23.0 处理分析，X2、t 检验，并用（n/%）（ x ±s）表示，

P<0.05，则数据有差异。 

2 结果 

如下表统计可见，两组儿童在控制性、组织性、道德宗教、知

识性等评分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两组亲密度、情感表达、

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娱乐性等均表现出差异性，研究组亲密

度、情感表达、独立性、成功性、娱乐性评分均比对照组低，研究

组矛盾性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家庭环境评分对比（ x ±s） 

项目 对照组 研究组 t P 

亲密度 7.58±0.37 6.72±0.93 3.4369 0.0017 

情感表达 6.17±0.85 5.34±1.35 2.0811 0.0461 

矛盾性 2.41±0.96 4.28±0.97 5.4809 0.0000 

独立性 5.58±1.36 4.45±0.77 2.8922 0.0071 

成功性 7.58±1.25 6.22±1.06 3.3192 0.0024 

知识性 4.54±1.38 3.74±0.75 2.0374 0.0505 

娱乐性 5.57±1.54 4.38±1.36 2.3168 0.0275 

道德宗教观 4.57±1.28 4.63±1.54 0.1199 0.9054 

组织性 5.45±0.96 5.63±1.02 0.5140 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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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 4.68±1.12 5.36±1.27 1.6063 0.1187 

3 讨论 

家庭作为孩子生活的一个最初环境，同时也是儿童生活时间最

长的一个环境，家庭教育针对任何人而言，均属于终身教育，同时

还是自带家庭独特性的教育[6]。早期家庭教育主要指的是在良好家

庭环境下，家长根据儿童实际身心发展规律与现状，给予儿童有效

教育与训练，从而将儿童潜力充分发挥，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根

据研究人员调查发现，0-6 岁作为儿童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

个时期有效干预能够为儿童智力、思维、语言与性格等方面发展提

供重要基础，所以早期家庭环境给儿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7]。

家庭生态环境主要指的是包括家庭各个方面的一个复杂系统，例如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知识传递行为等，家庭物质环境、家庭氛

围、家长教育方式以及家庭组成结构等均能够给儿童心理发展产生

影响，同时还会影响儿童个性形成。 

此次针对视力残疾儿童家庭环境因素研究中，经家庭环境量表

评估得出，研究组亲密度（6.72±0.93）分、情感表达（5.34±1.35）

分、矛盾性（4.28±0.97）分、独立性（4.45±0.77）分、成功性（6.22

±1.06）分、娱乐性（4.38±1.36）分均比对照组亲密度（7.58±0.37）

分、情感表达（6.17±0.85）分、矛盾性（2.41±0.96）分、独立性

（5.58±1.36）分、成功性（7.58±1.25）分、娱乐性（5.57±1.54）

分，研究组矛盾性（4.28±0.97）分高于对照组矛盾性（2.41±0.96）

分，均 P<0.05。研究组控制性（5.36±1.27）分、组织性（5.63±1.02）

分、道德宗教（4.63±1.54）、知识性（3.74±0.75）与对照组控制性

（4.68±1.12）分、组织性（5.45±0.96）分、道德宗教（4.57±1.28）、

知识性（4.54±1.38）无差异性，P>0.05。上述结果中，从亲密度方

面进行分析，家庭环境中人和人亲密性通常不是在语言方面表现，

而是经非语言方式进行表现，比如体态、眼神与目光等，但是这些

表达方式对于视力残疾儿童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感觉到，所以导致

视力残疾儿童难以感受到家庭亲密性。从情感表达方面分析，因为

家庭中存在视力残疾儿童，所以家庭成员在进行交流谈话时，常常

会有所避讳，在进行个别问题讨论时，可能会刻意避开儿童，害怕

刺激到儿童情绪；同时情感表达方法较为多样，但是视力残疾儿童

只可以借助听觉与触觉渠道进行感知，缺少视觉感知，所以在情感

体会上明显不足，进而导致视力残疾儿童在情感表达上明显低于正

常儿童[8]。从娱乐性上分析，因为视力残疾儿童的存在，家庭在开

展任何活动时，均需要将儿童活动能及范围进行考虑，以避免儿童

出现摔伤或者其他意外，所以对于视力残疾儿童自由活动通常会进

行一定限制，比如朋友聚会与周末外出等，均活动次数会显著减少；

另外体育活动次数也会明显减少，如此一来视力残疾儿童则难以感

受到家庭活动的娱乐性，未能体现丰富多彩的活动。从独立性方面

分析，因为视力残疾儿童视力功能存在障碍，家庭其他成员均会给

予儿童过多保护与关注，生活一些小事均由家庭成员照料，所以导

致视力残疾儿童独立性明显低于正常儿童[9-10]。针对家庭矛盾性来

说，由于视力缺陷的影响，儿童性格表现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在

日常生活中针对他人态度可能漠不关心，并且不顾及他人感受，缺

少同情心、难以和他人相处，而家长未能及时了解儿童，缺少有效

教育，最终导致家庭矛盾增加。由此可见，因为各个因素影响，视

力残疾儿童十分容易处在不良家庭环境中，而产生该现象原因主要

是因为家长未能及时了解视力残疾儿童心理状态，并且缺少正确家

庭教育，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儿童自身视力缺陷，所以随着时间

不断推移，给儿童心理健康产生严重影响，所以家长必须提高重视，

给予视力残疾儿童有效干预，并掌握儿童各个表现与心理状况，及

时改善家庭环境，尽可能给儿童营造出一个良好轻松的家庭环境，

有助于改善儿童心理状态，促进儿童身心发展。 

综上所述，经视力残疾儿童家庭生态环境因素分析，视力残疾

儿童身心健康十分容易受到家庭环境影响，所以需要及时改善家庭

环境，加强家庭教育，以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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