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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促进高校聋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培养研究

马 宏 霞
(中州大学 体育部 , 河南 郑州 450005)

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在我国高等特殊教育领域中 ,有关聋生心理素质培养的实证研究较少 ,致

使高等院校的聋生心理培养缺乏可资借鉴的操作方法。本研究在认真分析聋生心理发展特点的基础上 ,根据心理学和体育学科

有关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 ,通过高校体育教育对聋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以期获得培养聋人大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有效方法 ,最

终使这些学生基本达到正常人应具备的健康心理。

本研究的被试选自中州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环艺和装潢两个专业的学生 ,有效被试共 155 人 ,其中男生 79 人 ,女生 76 人 ,性别

比例适当。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二 : (1)测试工具为自编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 ,前者用来获取被试的一般人口学资料 ,后者用来评定

心理健康状况。(2)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共分 10 个因子 :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第

10 个因子为其他因子 ,在此不计。每个因子用以测量个体的心理症状 ,从而可以推断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因子分越高 ,表明其

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因子分越低 ,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1 ]。

本研究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主要方法为 :实验法、问卷法和量表法 ;问卷通过专家法和访谈法产生 ,并对教育

干预前、后测试结果及全国大学生修正常模之间进行比较分析 [2 ]。(1)问卷调查和测查基本程序 :由主试通过手语表述指导语后 ,

组织所有被试进行统一答题 ,要求被试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独立评定。(2) 培养研究的具体方法 :通过 SCL - 90 自评量表的

测查 ,可以认为 ,聋人大学生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明显低于普通大学生 ,通过体育教育手段进行有效干预 ,以促进聋生心理健康发

展。本研究充分发挥特殊教育学院置身于普通高校内的优势 [3 ] ,在体育健康课的授课方式上采用聋生与普通学生同班教育的方

式 ,将聋生分散到普通大学生的教学班中 ,以针对性的体育活动与心理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对聋人大学生实施教育干预 [4 ]。在同

班教育的过程中 ,重点以改变其自卑、孤僻、固执、多疑等几个方面入手 ,有针对性地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现将研究结果分析如

下 :

(一)关于前测的结果分析 : (1)从聋人大学生各因子与全国大学生修正常模比较可以看出 :聋人大学生各因子分均高于全国

修正常模 ,按照因子得分高低依次为强迫、人际敏感、偏执、抑郁、敌对、焦虑、精神病性、躯体化、恐怖。(2) 不同性别聋人大学生

SCL —90 测查结果比较。(3)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聋人大学生 SCL —90 测查结果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虽然男、女生在敌对和

偏执两因子上存在差异 ,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从研究结果看出 ,聋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普通大学生 ,主要存在的心理特征有 :自卑、孤僻、固执、多疑等。

(二)关于后测的结果分析 : (1)聋人大学生实施教育干预后与全国修正常模比较。聋人大学生实施教育干预后的 SCL —90 测

查结果与全国大学生修正常模相比 ,各因子分虽仍然高于全国常模 ,但与全国修正常模已不存在显著差异。(2)聋人大学生实施教

育干预前后各因子比较 :其一 ,通过同班教学的教育手段实施后 ,聋人大学生 SCL —90 测查结果与实施同班教学前相比 ,各因子分

均低于前测结果 ,按得分高低依次为强迫、人际敏感、偏执、抑郁、敌对、焦虑、精神病性、恐怖、躯体化 ,但强迫、敌对、精神病性三项

差异不显著。其二 ,不同性别聋人大学生 SCL —90 测查结果比较。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聋人大学生 SCL —90 测查结果的性

别差异不显著。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聋人大学生实施教育干预前 SCL —90 评定结果在 9 个因子分上 ,都显著地高于普通大学生 ,这说明

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总水平较低 ,心理障碍严重 ,应该引起心理学界和特殊教育界的高度重视。聋人大学生作为特殊的受教育群

体 ,要实现体育课中的心理健康目标 ,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心理异常的特征。因此 ,在高校体育教育中采用聋生与普通生同班教育

的方式 ,让聋生走出孤独、走出自卑 ,增强生活的信心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对此 ,应采取如下措施 : (1) 开展心理拓展训练 ,增强聋

生抗挫折能力 ,对他人产生信任并积极地与他人合作。在同班教育过程中 ,针对聋生的不同年龄、性别等实际情况 ,有目的、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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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有措施地加强心理训练 ,这是发展聋生心理 ,培养他们良好心理素质的需要。实施教育干预后 ,聋生的躯体化、抑郁、焦虑、偏

执四个因子得分显著降低 ,与实施教育干预前差异显著。这说明 ,通过教育干预 ,聋生能够比较正确地面对一些挫折和现实问题 ,

固执、多疑的特征得到了改善。(2)针对聋人大学生比较严重的自卑心理 ,在体育教育中根据聋生的实际情况提出期望和要求 ,针

对学生所存在的问题予以鼓励、支持和帮助 ,而不是一味地批评和压制 ,要努力为他们制造成功的机会 ,增强聋生的成就感 ,消除

他们封闭和孤独的心态。实施教育干预后 ,聋生的人际敏感、抑郁、恐怖三个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实施教育干预前 ,说明通过这些干

预手段 ,聋生自卑、孤僻的心理明显得到改善。(3)通过开展社区体育服务活动 ,提高聋生的社会适应性。要正确引导并帮助聋生

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成立社团组织 ,例如毽球俱乐部、武术协会等。一方面 ,要利用课余时间经常性地帮助他们在校园开展活

动 ,另一方面 ,要鼓励聋生走出校园 ,积极开展社区体育服务。

聋人大学生实施教育干预后 ,SCL —90 评定结果在 9 个因子分上 ,这一结果虽高于普通大学生 ,但已与普通大学生没有显著

差异 ,这说明实施教育干预后 ,聋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并已开始朝着普通大学生的正常健康心理方向发展。

本研究表明 ,通过高等体育教育提高聋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本研究的成果将为有效地培养高校聋人大学生

的健康心理品质和体育技能提供直接的方法依据 ,并为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学科间相互结合以及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理念提

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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