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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健康是人类全面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意识有着正确的选择,促进人能够积极地

参与社会劳动,体现自身价值。残疾人也是劳动者当中的一部分,改革开放 40 年来,残疾人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

他们可以充分的享受到教育公平性和教育现代化。新时代,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显得更为重要,这是决定他们未来能否顺利融入

社会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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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各类残疾人口850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6.05%,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剧烈、社会观

念的变更,残疾人适应社会的速度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从而

导致有80%的残疾人都存在着不同的心理问题。残疾大学生

是残疾人中高智商、高学历的群体,现我国有18000多名在校

残疾大学生,分布在全国23所接收残疾人的高校内。长春大

学现在在校就读残疾大学生840人,学生在入学时都会通过

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健康水平测试。通过近五年学生心

理健康测试结果分析,残疾大学生心理问题特别是听障学生

心理问题高发于健全学生。现以听障大学生为例,试述听障

大学生心理问题及对策[4]。 

1 常见心理问题 

1.1焦虑且敏感多疑。90%以上听障学生听力损失于后天

因素,听神经损害在医学上康复几率较小,源于婴幼儿时期

药物中毒导致听神经损害。虽然听障学生听力水平不同,但

接收外界环境信息受限,在有声的大环境中,没有安全感是

听障群体的同一共性,只要外界环境的改变就会引起听障人

的焦虑。大学生在入校时,面临着离开家长、离开聋校的熟

悉环境,在寝室中的人际关系,由于听觉功能缺失程度不能,

家庭背景、生活习惯的差异,容易产生焦虑多疑。因而,在新

的环境中自然而然的产生焦虑心理[1]。 

1.2自卑且自以为是,因为不能表达不能说,聋人大多

在交流上感觉自卑。聋人大多是直观思维,形象思维发达,

对很多事物不能抽象理解和思考,看到什么就是以为这是

事物的本质。很多时候听不到就以直观看到的为准,有时抽

象的事情很难理解,特别像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更不能

接受[2]。 

1.3心理单纯且依赖性强,听障大学生的成长基本都是

以聋校为基础,接触外界环境和生活圈子都是比较窄的,他

们的思想大部分源自于老师和家长给予的知识和常识。看

待社会上的事物比较单纯和容易被感染。家长和老师一方

面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自强自立、成人成才,另一方面仍然

是“保姆式”的关怀和照顾。因此他们相对的较依赖于家

庭和老师,一旦家庭和老师不能及时的给予,就会产生抱怨

心理。 

1.4心理状态变化隐形发展,不易发现。听障学生提现自

我思维意识的状态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手语和行动表达

出来,更多的心理活动从面部表情和行为方式体现不出来,

手语更不能及时的表达他们内心世界的实时的情感,一旦发

现时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导致心理疏导不及时而加重

病情。 

2 导致听障学生心理问题高发的原因 

2.1家庭背景和社会的因素。90%的听障学生家长都是健

听人,他们与孩子的交流方式是唇语式交流,不懂手语根本

没有办法更多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所以在基础教育中对

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就是缺失的。大部分家庭是农业家庭,

家长的知识储备和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对孩子更多的是学历

教育并不重视心理教育,社会对听障群体的认知和排斥也导

致学生自卑,交流上的障碍导致听障学生对很对社会事物不

能正确的认识。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听障人的自我认识、情绪体验、适应能力大部分来源于家庭

父母给予的教育[3]。 

2.2心理服务体系的衔接缺失和不完善。听障学生在基

础教育阶段,心理健康教育普及程度不够,大学教育阶段,相

关教师心理知识水平有待于提高,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针对

在校所有健全大学生,一般不面对残疾大学生。工作量大任

务繁重。专业课教师只负责专业课程缺乏心理健康的基本知

识。从事专门心理健康服务的专门人员设置不够。 

2.3新媒体平台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新媒体平

台的迅速发展,使听障学生对网络信息交流方式依赖程度加

大,从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从而产生交往过

程中的复杂情绪, 终影响到心理健康,心理教育者没能充

分发挥平台优势,提升心理健康的有效利用。 

3 听障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对策 

3.1加强辅导员心理疏导能力提升。对于听障大学生,

他们更需要这份包容,潜移默化地感召他们心灵深处爱的回

归。听障大学生的辅导员需要具备手语的技能,一方面融入

听障群体,一方面手语解答疑难问题才更容易被学生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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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辅导员老师还应具有心理知识体系。有效的做好心理疏

导,做好答疑解惑。 

3.2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课程的改革提升听障大学

生心理健康水平。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设置有别于健听

学生,要针对听障大学生认知特点,多采取直观演示,引起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精心创设情境,从内容、方向、深浅度应

根据学生群体接受能力和问题高发的方向而定,如听障大学

生恋爱观的形成、听障群体面对的同性恋问题、听障大学生

感情危机的处理等等,对于学生热点关注的问题在课程设置

中重点介绍才能引起学生共鸣,事半功倍[5]。 

3.3发挥思政特色心理加油站的作用。学院光音加油站

实质就是辅导员队伍为残疾大学生解决心理问题的一个重

要平台,成立心理咨询中心,联合学校心理专家共同解决重

点学生的心理问题,起到早发现、早疏导、早防范,早缓解的

真正目的。特别是产生心理危机的同学,进行早期干预的效

果往往是非常有成效的。 

3.4搭建文化活动平台。助力学生健康成长。丰富学生

业余文化生活,正能量的有效带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成

长是有效的预防心理问题发生的有效手段。多年来学院一

直依托残疾人艺术团、体育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丰富多

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当中,在接触社会、服务社会的各项活动

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提升自我,从而减少心理问题的

发生。 

对于,处在青年时期的残疾大学生来说,面临着恋爱、学

习、工作、社会活动等等诸多的复杂问题,心里产生压力在

所难免,加强残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

者的重要职责,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手段,不断提升残疾大

学生心理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才能更

好的在新时代里筑梦,追梦和圆梦。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听障大学生是大学生群体中的一部分,更是国家建设中

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对于这一特殊群体,教育者以及全

社会都应当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尊重他们的尊严,肯定他

们的价值,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潜能,更好地发挥其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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