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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 童 个 性 特 点 测 查

吴艳红 武海英

摘 要 个性特征在儿童的成长过程 中起着重妥的作用
.

本文通过对聋童

个性的特
.

点进行浏查所得结果进行分析
,

得出 6 项结论
,

希望能为幸校和家庭对

听力残疾孩子的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

关键词 聋童 个性特点 心理

目前
,

国内外关于聋童个性特点的研究还很少
,

只是对一些个性特征的罗列
。

美国学

者梅多认为
: “
聋童比正常儿童有更多的顺应间题

.

他们表现出行为固定化
、

自我中心
、

缺

乏内部控制
、

冲动和易受暗示的特点
” .

①我国一些学者也认为
,

听觉残疾儿童有孤僻
、

自

高自大或自卑
、

急躁
、

主观片面
、

猜疑心理
、

自私等特点②
.

个性特征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为此
,

我们试图对聋童的个性特点进

行测查
,

希望能够为聋校和家庭对听力残疾孩子的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

培养聋童的优良个

性品质
,

使聋童健康成长
,

成为社会的积极的一员
。

一
、

对象与方法

l
、

被试为石家庄市聋哑学校三
、

四
、

五年级学生 45 人
。

表 1 被试情况分布

年年 龄 (岁 ))) 人 数数 总 计计

男男男男 女女女

111 111 666 555 1 111

111 222 1 222 888 2 000

111 333 666 888 l 444

2
、

材料及方法
:

选用辽宁教科所 1 9 8 7 年修订的儿童个性间卷 (C P Q )
.

采用团体测验

的方式
,

以手势语呈现指示语
。

二
、

结果

l
、

在 B 因素 (聪慧性 )上
,

聋童的得分明显偏低
,

有 77
.

8 %的被试得分小于或等于 4

分
,

其它因素得分的分布差异较小
。

2
、

聋童与常模儿童在 14 种个性因素上的差异
:

DOI : 10. 13763 /j . cnki . jhebnu. psse . 1995. 03.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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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聋童与常模儿童 14 种个性因素的标准分平均数之间差异的 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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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二元个性因素的推算
:

C P Q 不仅能明确描绘 14 种基本特性
,

而且还可 以推算出一些可以描绘的二元因素
,

从而进一步分析儿童的个性特点
。

结果表明
,

聋童在适应与焦虑型上得分稍高 ( 6
.

02 土 1
.

0 9 )
,

而在内向与外向型上得分

处于中间 ( 5
.

4 3士 1
.

1 2 )

三
、

讨论

总体看来
,

聋童 14 种个性因素的标准分平均数与常模儿童比较
,

大多数达到了显著

性差异 (P < 0
.

0 0 1 )
.

表明聋童在很多因素方面确实具有不同于正常儿童的特点
.

1
、

智力方面

在 B 因素 (聪慧性 )方面
,

聋童中有 77
.

8 %的人得分低于 4分
,

且与正常儿童的差异

达显著水平 (P < 。
.

0 01 )
。

由于本测验中用来测查 B 因素的测题中有 60 %的题 目是关于词

义辨析的
,

因此
,

由本测验我们可以得出
:

聋童在语文材料测验上的成绩明显低于正常儿

童
。

我国 1 9 70 年以后的研究报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

聋童与正常儿童的智力测验
,

在

语文部分的成绩聋童较听力正常的儿童落后③
。

由于耳聋儿童听不到周围世界的声音刺

激
,

不能正确
、

熟练地掌握语言
。

他们和别人的交往不是靠听觉器官和有声言语
,

而是靠手

势语
、

靠视觉器官的直观形式获得信息
,

并进行交流
,

而这种交流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

言语和信息交流的缺乏影响了聋童认知的成熟
,

造成他们的形象思维非常发达
,

而以言语

为基础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水平较低
,

因而聋童在言语
、

认知方面的作业落后于正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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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

1 9 8 2年里顿豪斯用皮亚杰的实验研究聋童和正常儿童在一般智力能力上的差异时发

现
:

向聋童和正常儿童呈现
“

皮亚杰保存问题
”

时
,

如果采用平常惯用的程序
,

那么正常儿

童的成绩明显地较好
,

如果把平常惯用的程序更改了
,

则聋童与正常儿童的成绩同样好
.

这个实验说明
,

聋童在一般智力上的缺陷是次要的
,

首要的是这种缺陷是由因感觉缺陷而

引起的认知机能的缺陷造成的
,

而不是智力本身的原因④
。

L ve in e
也认为

,

之所以聋童目

前的认知水平低
,

是因为感觉的缺陷造成他们的语言
、

经验和信息交流的缺陷而导致的

⑤
.

这些实验和观点与我们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

2
、

个性方面

l) 聋童在 C (稳定性 )
、

D (兴奋性 )
、

(J 充沛性 )
、

Q 3( 自律性 ) 四个 因素上的得分倾向表

明
,

聋童有以下个性特点
:

热情
、

活跃
,

精力充沛
,

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

但情绪不稳定
,

易

动感情
,

易心烦意乱
,

不能自我克制
,

对各类刺激反应强烈
,

易按一时冲动行事
,

而又并非

故意
。

聋童因为不会说话
,

在生活上发生矛盾与乏味的感触
,

精神苦闷
,

无 以发泄
,

所以
,

待

人的礼貌往往不周
。

又因缺乏判断力
,

如果有人在说笑
,

便猜疑在讥笑他
,

而常有误会及暴

躁的行为
。

听力缺陷使聋童的言语机能丧失或削弱
,

因而他们的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便占有特

殊的优势
.

在人的正常生 活中
,

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是密切联系着的
。

一方面
,

第二信号系统是在第一信号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因此第一信号系统能够矫正第二

信号系统的活动
,

使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不会脱离现实和歪曲现实
。

另一方面
,

第二信号

系统又经常通过它的抑制作用来调节第一信号系统和皮层下中枢的活动
。

第二信号系统

的这种调节作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

理智作用
” ,

例如
: “

自我提醒
” , “

自我告诫
” ,

就能起

这种作用
.

而某些冲动行为的发生
,

就是因为失掉了第二信号系统的调节作用
.

显然
,

耳

聋儿童的性急暴躁也是由于第二信号系统的抑制力量缺乏或减弱的缘故
。

而皮层下中枢

的活动多半与人的生理机制的需要密切相关
,

因此
,

第二信号系统对皮层下中枢的控制与

调节一旦减弱
,

聋童的情绪活动就较多地受生理需要的满足程度所左右
,

由此便表现出易

冲动的脾气来
.

此外
,

还由于耳聋儿童没有熟练地掌握语言
,

遇到需要向成人叙述的某一

件事时
,

则常因找不到互通信息的手段
,

而致使儿童十分焦躁
。

同样的情境多次出现
,

更强

化了这一特征
。

⑥

聋童的情绪不稳定
、

急躁与正常儿童的情绪不稳定
、

易冲动是不同的
。

正常儿童在进

入学校以后
,

在独立学习和集体生活的锻炼下
,

情绪逐渐内化
,

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调

节自己的情感
,

只是在遇到高兴或不高兴的事情时
,

容易喜笑颜开或垂头丧气
、

闹脾气
,

而

聋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很容易表现出急躁的特征
.

聋童具有超常的情感反应方式是可以被理解的
,

这只是在个性方面被限制的原因
,

而

不是心理疾病的反应 ( M y k l e b u s t ,

1 9 6 0 )
。

总之
,

聋童之所以性情急躁
,

易冲动
,

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熟练的言语
,

不能进行正常

的交往活动而造成的
,

而不是聋童天生就是急性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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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聋童在 G (有恒性 )
、

H (敢为性 )
、

O (优虑性 )
、

Q 4( 紧张性 )四因素上的得分表明聋

童具有以下个性特点
:

缺乏自信心
,

多愁善感
,

抑郁压抑
;
责任感差

,

对人对事缺乏信心
,

缺

乏远大 目标和理想
,

遇到威胁容易退却
;
紧张焦虑

,

心神不定
。

自卑在残疾人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情感体验
,

聋人也不例外
。

这是因为在生理上或心

理上的缺陷造成了他们在学习
、

生活和就业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比普通人多得多
,

而且有时

从他人甚至亲属那里又得不到足够的帮助
,

甚至受到厌弃和歧视
,

这些都会造成聋童的自

卑心理
。

残疾人不容易看到 自身的价值
,

总觉得 自己无用
,

比普通人低一等
,

自尊心受到打

击
,

滋生了自卑的情感体验
。

美国学者认为
,

作为一个群体
,

聋童似乎比正常儿童更不易被接受
。

在社会地位的测

验当中
,

他们在友谊和名誉上的得分很低
。

而聋童的这些社会间题相对地影响了他们的情

绪
、

情感问题
。

具有中度或重度双耳听力损伤的儿童
,

通常会感到孤立
、

不充实和无助
、

他

们可能变得痛苦不堪
,

易怨愤
,

压抑
,

冷漠
,

或有更强的防备心理⑦
。

可见
,

造成聋童在性格方面的不 良表现的原因
,

还有社会及成人的态度问题
。

在很大程度上父母双方
、

教师和社会方面的那些令
一

人不快的反应更进一步加深了聋

童的缺陷
。

他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听力损失的诊断上
,

而忽视和误解了他们在人格上的需

求
.

一旦父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听力有缺陷
,

他们就陷入了困惑
,

他们把孩子看成实实在

在的聋子
,

不再跟他们讲话
、

逗笑
,

不再象对待正常儿童那样对待他们
,

使聋童感受不到家

庭的温暖
,

使他们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交往的机会大大减少
。

而这种情况在社会中同样存

在
,

如教师和周围的其它有关人员
,

都对聋童采取了一种否定的
、

消极的情感
,

使聋童在听

力缺陷
,

他人的消极态度和聋童的教育和社会适应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⑧
。

这样
,

在这些

失败的经验的长期影响下
,

聋童形成了强烈的自卑
、

孤独和情绪
_

L的压抑
。

3) 聋童在 (I 敏感性 )
、

N (世故性 )两因素上表现出
:

独立
、

讲究实际
,

精明能干
,

处世得

体
。

个性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
,

它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

聋童在心理上的自卑
,

周围人对他们的偏见
,

往往成为他们奋进的动力
,

他们从实际 出发
,

仔细地观察周围的情

况
,

更谨慎
、

小心地处理生活中的问题
。

他们往往不象一般儿童那样好高鹜远
,

而是脚踏实

地地去努力
,

所以现实生活中他们具有较强的处理实际间题的能力
。

4) 聋童的个性特点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
:

聋童男女之间除智力达 0
.

01 的显著性差异水平外
,

均无显著差异
,

不象常模儿童那

样男女之间有许多显著差异
。

这反应 了聋童在性别角色的分化上存在着问题
。

个体早期经验对其人格的形成
、

社会角色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而其早期经验

主要是从家庭中得来的
,

父母按照社会所提供的不同的性别角色模式对不同性别的儿童

采取不同的抚养万式
,

如进行不同的打扮
,

授予不同类型的玩具
,

鼓励其参加不同的活动

等
。

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也因性别而不同
,

他们常常鼓励男孩子顽皮
,

多干体力活儿
,

学习父

亲的角色
;
鼓励女孩子斯文

,

学做饭
,

学习母亲的角色
。

逐渐地儿童获得了与一定社会相适

应的性别角色
。

这些受社会文化影响的家庭抚养方式和要求对儿童性别的角色的获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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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具有直接的
、

最初的
、

最有效的影响
.

而聋童的父母和社会其他方面都只注意聋童的

生理缺陷
,

只满足他们的生理要求
,

而漠视或不理解他们在其他方面的需要
,

更少向聋童

提出什么要求
,

从而使聋童没有及时形成与他们的性别相适应的社会角色
。

使聋童男女之

间在个性方面无显著差异
。

聋章在二元个性因素适应与焦虑型方面的得分稍高
,

表现为易于檄动
、

焦虑
,

常常对

于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意
.

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聋童的急躁和自卑的特点
。

男聋童与男常模儿童在许多方面有显著差异 (P < 0
.

。。 1 ) ;女聋童与女常模儿童在许

多方面也有显著差异 (P < 0
.

0 0 1 )
。

这都进一步说明聋童的听力缺陷造成了他们个性上确

实具有不同于正常儿童的特点
。

基于以上的分析
,

我们向教育工作者和聋童家长提出以下建议
:

1
、

要端正对聋童的认识
,

他们的智力和个性方面的缺陷
,

是由于他们的生理缺陷造成

的
,

通过努力是可以改变和提高的
。

2
、

家庭和聋校要尽可能及早地训练聋童看说或说话的能力
,

以便使聋童尽快地由直

觉行动思维
、

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发展
,

不致于使他们在当前可测量的智力上落

后于正常儿童
,

使聋童能有有效地表达自
’

己意图的手段
,

不致于形成急躁易冲动的性格
.

3
、

父母要经常接近聋童
,

不要让聋童陷入孤独
、

自卑的情感体验中
。

4
、

戈琢要象对待正常儿童那样
,

给他们提供与他们的性别相适应的环境
,

并向他们提

出适合他们的性别特点的要求
,

以便于聋童获得相应的性别角色
.

5
、

鼓励他们发挥自身的优势
,

多观察周围情况
,

积极地生活
,

并帮助他们树立一定的

生活 目标和理想
。

四
、

结论

1
、

聋童在言语材料较多的智力测验上的成绩低于正常儿童
。

2
、

聋童比正常儿童的情绪更不稳定
、

易兴奋
.

精力充沛
,

但自律性较差
,

性情急躁
。

3
、

聋童有强烈的自卑感
,

表现在对人
、

对事
、

对自己和对未来等方面
.

4
、

聋童讲究实际
,

注重现实
,

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表现得精明能干
。

5
、

聋童的焦虑水平比较高
.

6
、

在个性方面
,

聋童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

(贵任编辑 刘德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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