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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特殊教育中聋哑学生的心理问题及解决对策 
◆邹治繁

（湖南省特教中等专业学校） 

摘要：新课改背景下，人们对于聋哑学生的心理健康，也给予了更多的

关注。他们的成长需求和发展需要，仅靠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已无法

满足。本文针对特殊教育中聋哑学生的心理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策略

展开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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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众多人群中，聋哑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占据相当
一部分的人数比例，因此聋哑学生在特殊教育学校也人数众多。
只有对聋哑学生的特殊心理状态进行了解，才能实行有效的教
学，促进聋哑学生健康积极的发展。 

一、聋哑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1.1 自卑、孤僻、不合群。 
因为存在的自身障碍和缺陷，使得聋哑学生无法与正常的社

会及家庭生活，因此他们大多会有着自卑感，形成了不健全的心
理。通常会认为自己不如别人，存在悲观消极心理，同时希望残
损的身体能得到补偿，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也有着更强烈的孤
独感。 

1.2 偏激、自私、仇视。 
聋哑学生因为无法与外界正常沟通的身体缺陷，而导致他们

看问题不够细致全面，常以极端片面的态度看待身边的人和事，
对正常人往往持羡慕又怀疑的心理，甚至怀有攻击仇视心理。因
为语言障碍的听力问题也容易误解别人的意思。常常与正常人发
生误会和矛盾，同时也会对家人的关爱感受不到或不理解，甚至
因为细小琐事产生焦虑。 

1.3 适应能力差 
对于聋哑学生来说，很多家长都会替他们将生活方面安排得

无微不至，虽然对于特殊群体的他们来说是应该的，但也形成他
们薄弱的动手能力。在入校后，集体生活常常出现各种问题，比
如：宿舍卫生未及时打扫，个人物品摆放不够整齐，乱丢垃圾等
等问题的出现，加上自卑心理更不爱融入社交，导致较差的社会
适应能力。 

二、聋哑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2.1 家庭的原因 
一是因为有些聋哑学生的家长认为有他们的存在，是一种不

幸而造成了不完美的家庭，因此造成对聋哑孩子情感上的不足，
认为他们是家庭的累赘，形成了孩子心理的不健全。二是有些家
长对于聋哑孩子过分的照料和关爱，致使孩子认为家人将他们当
成病人般的对待，形成自卑依赖等心理问题。 

2.2 学校原因 
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特殊学校

的教育也是如此，只有紧跟时代步伐，才能与时俱进。有些学校
却还是问题频现，主要原因包括有限的资金，有些学校还是采用
黑板和粉笔的教学模式，因而现代信息化知识他们未能涉及；其
次是尚未更新落后的教育观念，在人际交流上致使聋哑孩子与他
人产生隔阂。 

2.3 社会原因 
社会对于聋哑学生的关爱一直有加无减，每年各地州市残

联，政府机关以及各界爱心人士对聋哑学生的关心和物质金钱的
慰问不断，造成聋哑学生对于社会的这种关爱觉得理所应当，并
且一味寻求特质享受，形成好逸恶劳和自私的习气。另外社会上
不良成人行为也会引起他们的模仿，如染发、抽烟、赌博、偷盗
等行为。其次社会对聋哑儿童的疏远和冷漠也会让他们产生心理
的异常。 

2.4 自身原因 
因为语言和听力的缺失，使得他们与外界交往和接触形成障

碍和局限性，导致一系列不良的心理障碍和问题，同时也因为这
些自身的缺陷，使得他们对老师或家人过分的依赖，缺乏独立的
思维和习惯，只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照顾。另外，他们的学习

因为身体原因存在很大困难，也造成了他们自卑的性格。 
三、聋哑学生心理问题应对策略  
3.1 养成日常的行为规范  
在生活常规方面，特殊学校的日常规范管理包括有：宿舍、

食堂、集会、图书馆等常规管理。学校要制定这些相关内容的学
规章程，对聋哑学生的日常行为准则作出相应的规范，让学生明
白自己该做什么，如何做，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帮助学生更快
的适应集体生活，促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3.2 改变家庭教育观念 
对于聋哑学生来说，积极的家庭教育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培养

十分重要，但很多家庭一般是不如学校教育那般有着连贯性和计
划性，因此家长的言传身教是家庭教育最直观的表达。家长的活
动和行为都能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因此，家长需要注意教育方
法，注意行为与方式，力求与学校有效的衔接，共同关注孩子健
康的成长。另外多关注和呵护孩子，给予他们充足的爱，让他们
拥有家庭归属感和安全感。 

3.3 构建文明校园，优化育人环境 
人在不同的环境中所受的影响也不同，有的可使人颓废，有

的可使人积极向上。在特殊学校中，学校班级及共同学习生活环
境中的老师和同学，是最能影响他们的人。优美的校园，有序的
班级管理，和谐的师生及同学关系，以及良好的校风班风，积极
的学习氛围，都能让聋哑学生在身心上得到积极阳光正面感染和
熏陶。因此教师以服务学生为准则，创建乐观向上、友爱互助积
极向上的校园环境，创设给学生轻松活泼多彩丰富的班级活动，
让学生能产生集体规范的接受能力和认同效应，人际交往的正确
导向效应。 

3.4 架起沟通桥梁，融入文明社会。 
因为在意志、需要、情感及动机上，聋哑学生还有着很大的

不确定及波动性，在他们面对外界干扰因素时，较难克制自己的
情绪，进而易滋生各种焦虑和烦恼。因此作为正常健全的我们，
应要积极建立起与他们心理沟通的桥梁，特殊教育的老师更要及
时关注他们的心理动态，了解他们，发现他们出现异常心理时及
时给予帮助和引导，促进他们更健全的融入社会生活中。 

四、结语  
心理易出现各种状况和问题，是聋哑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

不仅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更对其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特
殊教育学校和家庭，以及社会各界应加强重视和关爱聋哑学生的
心理健康和发展，构筑与他们沟通的桥梁，消除不利的歧视给予
更多的关爱和帮助，促进他们身心更健康积极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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