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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有更多时间在家庭中生活的听障儿童来说，家庭教育更为重要。 

归纳总结了当今听障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 ，发现听障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为今后听障儿童家庭教育研究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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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形态，是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所不可替代的，其重要性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也越 

来越多地引起政府的关注。中国政府相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 “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 

要》、《义务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全国家庭教 

育工作“九五”计划》、《家长教育行为规范》、《中国儿童发展纲 

要(2OOl一2o1~}等政府文件和专题报告中提出了家庭教育的 

问题。相关研究表明在普通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发挥 

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对于有更多时间在家庭中生活的听障儿童 

来说，更为如此。事实证明，特殊儿童的家庭教育比普通儿童的 

家庭教育更重要。就听障儿童而言，他们有生理上的残疾，这给 

他们的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他们 

听不到声音，因此不能正常地与他人进行语言交流，和他人难以 

融洽地相处，所以他们需要家长更多的理解和关怀，家庭教育 

既有教育又有康复的任务。 

1987年和 2006年两次残疾人 口抽样调查中听力障碍总 

数由26518人上升到 38370人，这些人 中大多是儿童 ，面对如 

此多的听障儿童，由于家长不了解有关知识，没有开展早期教 

育，使孩子错过了许多关键期，研究表明听障儿童的家庭教育 

对于儿童知识、技能的掌握，甚至思维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一

、昕障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 

(一)纯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主要研究了听障儿童家庭教育 

的意义、原则、方法、存在的问题等。 

关于听障儿童家庭教育意义的相关研究，2000年黄春华 

论述了家庭教育在听障儿童口语方面的意义、1996年郑亦雄 

论述了家庭教育对听障儿童随班就读的重要意义、2004年张 

杰论述了家庭教育在听障儿童心理理论方面的重要意义。2006 

年研究者田红直接论述听障儿童家庭教育的意义和任务。研究 

者孔令河、徐景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聋儿家庭教育的几个误 

区，并提出了改善聋儿家庭教育的原则和对策。赵庆春、庞韧从 

不同方面论述了听障儿童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2004年张 

毅研究了特殊儿童家庭教育的基本问题。2001年吴琼对听力 

障碍儿童家庭教育进行调查后发现家庭教育中对孩子过于溺 

爱，重医轻教，缺乏耐心等问题。 

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家庭教育的目的、意义、原则、方法等基 

本理论的研究，今后的研究可以从家庭教育目的、家庭教育功 

能等方面进行研究。 

(二)与家庭教育相关因素研究。与家庭教育相关因素主 

要从父母及孩子自身特征、亲子关系、教养方式、家庭环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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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参与这几方面进行研究。 

1．家庭成员 自身特征。家长 自身特征主要包括父母的学 

历、观念、自身心理素质等。2004年河南大学张杰的研究表明： 

听障儿童的J 理理论随着母亲的学历提高而提高，并且达到了 

显著性水平；听障儿童父亲的学历对听障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 

不显著。江小英的研究表明：家长的教育素质、语言素质、心理 

素质、观念和态度都对听障儿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杜晓 

新研究表明：由于家长的文化程度低，对听障子女的教育极度 

缺乏。赵庆春的研究表明家长观念落后听障儿童处在不利的语 

言发展环境中。2010年，山西客商研究表明：家长自身的修养， 

影响听障儿童行为表现，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听障儿童正确行为 

习惯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了父母的特征，今后可以研究孩子自 

身特征，家庭成员中爷爷 、奶奶、兄弟姐妹的教育素质、心理素 

质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2．家庭环境。家庭环境是影响家庭教育的客观条件，家庭 

经济状况、家庭关系、家庭氛围等会影响到家庭教育，因此，许 

多研究者对此进行研究。2004年河南大学张杰的研究表明：对 

听障儿童来说，家庭关系亲密度、家庭经济状况、兄弟姐妹的数 

量等因素都影响着听障儿童早期的社会交往，而早期交往对于 

听障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至关重要。非独生子女在心理理论的 

得分_上和独生子女没有差异；城市听障儿童被试的心理理论得 

分比农村听障儿童心理理论得分高，但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1999年Ruffman el a1．以及2006年李燕燕、桑标等的研究也证 

明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和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 

杜晓新研究表明：大多数听障学生的家长由于文化程度较低、 

距离学校较远、经济条件差等原因，对听障子女的教育极度缺 

乏。2007年赵庆春的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家庭子女多、经 

济困难等问题导致听障儿童没有得到应有的早期干预，听障儿 

童处在不利的语言发展环境中。2010年，山西客商研究表明： 

家庭教育氛围的建设 ，影响听障儿童行为表现，良好的家庭教 

育对听障儿童正确行为习惯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丁红兵 

从家长教育观念、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投资 3方面对河北省 

5I所特殊学校 1296名听障学生家长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 

听障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家庭环境因素，着重研究家庭环境中各方面如家庭氛 

围 、家庭经济、家庭子女数量等听障儿童语言、行为、心理理论 

的影响，家庭环境对家庭教育的影响应是多方面的，今后的研 

究可以全面探讨家庭环境对听障儿童康复训练、心理健康的影 

响。 

3．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逻辑起点， 此对亲 

子关系的研究对家庭教育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2005年西南 

大学江小英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交流、增进感情、 

促进语言的发展，通过频繁的亲子交流，还能及时发现和解决 

孩子的问题。赵庆春的研究表明亲子缺少沟通 ，听障儿童处在 

不利的语言发展环境中。2009年华东师大田芳芳的研究了亲 

子阅读对听力障碍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听障儿童，～方面属 

于儿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缺陷导致认知心理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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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的发展落后于正常儿童，所以在阅读时更需要家长的积极参 

与，亲子阅读对听障儿童语言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对亲子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观察或问卷的方法，研究 

亲子关系对听障儿童语言方面的影响、家庭教育效果的影响， 

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听障儿童发展，有利于对其进 

行教育。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研究影晌亲子关系的因素、亲子 

交往的过程等，揭示如何建立良好亲子关系。 

4．教养方式。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子女的发展，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过程 

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2006年刘文等采 

用问卷法探索听力障碍儿童的气质特点及对母亲教养方式的 

影响，结果表明：听力障碍儿童的气质与正常儿童的气质在专注 

性维度上差异显著；影响听力障碍儿童母亲教养方式的气质的 

积极因素是高专注性、低活动性、低社会抑制性，影响听力障碍 

儿童母亲教养方式的气质的消极因素是低专注性、高活动性和 

高抑制性。2006年扬州大学韩媛嫒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 

与听力残疾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相关，其中，母亲的偏爱 

和拒绝否认与听力残疾学生的孤独倾向呈正相关；父亲的惩罚 

严厉、过度保护和母亲的过度干涉、保护都与听力残疾学生的 

过敏倾向呈正相关；父母亲的惩罚严厉和过度保护都与听力残 

疾学生的身体症状呈正相关；母亲的过度保护干涉和惩罚严厉 

与听力残疾学生的恐怖倾向呈正相关；父亲的偏爱与听力残疾 

学生的冲动倾向呈正相关。2008年俞婷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 

价量表tEMBU)对天津市聋哑学校9O名学生作了相关调查，将 

各种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统计可知，聋生感受母亲的教养方式 

多为温暖型，此类母亲接近半数(46．6％)，而全面涉入型母亲只占 

13．3％；父亲教养方式较为平均，各占三成左右。父亲教养方式 

与母亲教养方式比较而言，涉人型的教养方式在二者所占比例 

差异较大，父亲的人数在母亲人数的两倍以上，表明聋生家庭 

中，父亲给孩子的感受具有多面且权威。2008年万莉莉研究采 

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和《缺陷感量表》探讨父母教养方 

式对听障初中生 自尊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情感温暖与理 

解教养方式对听障初中生自尊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惩罚严 

厉、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教养方式则有极其显著的消极影响。从 

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来看，父母某些消极教养方式对听障初巾 

生自尊水平的影响作用更明显。 

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 ，主要论述了父母教养的教养态 

度、自身的气质对听障儿童个方面的影响，也研究 听障儿童 

气质对母亲教养态度的影响。今后还应研究不同史化背景父母 

教养方式、不同地域父母教养方式、听障儿童与普通儿童父母 

教养方式进行比较研究。 

5．家庭参与。家庭教育从来就不是单独存在的，家庭教育 

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人发展过程中的系统T程，研究家庭 

教育就必定会研究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合作。 

2006年杜晓新等提出听障儿童康复教育理论——“l+x+Y” 

理论。该理论非常强调家庭参与的重要性，认为家庭是强化和 

巩固语言的最重要场所。还有研究者赵锡安、王强虹、王小慧等 

对家长参与、家校合作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促进家长参 



与、家校合作的途径和策略。 

现有的研究主要对家校合作进行研究，阐明家校合作的重 

要性；对家校合作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停留在表面上的说明和 

阐述，缺乏相关因素的探讨和分析，对于家校合作的指导方面 

研究缺乏。 

二、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一)研究视角综合化、多学科研究。研究视角主要是指研 

究的切入点，听障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切入，一方 

面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研究了特殊儿童家庭教育的意义、原则 、 

方法，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实践研究的角度对家庭教育中 

母亲及孩子自身特征、亲子关系、教养方式、家庭环境、家庭参 

与等因素进行研究，但两方面的结合研究很少。今后的研究应 

注意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相结合，进行科学研究。 

另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家庭教育是一种社会存在，就要 

探讨家庭教育的目的、意义等。从历史学角度，家庭教育有 自己 

的发展历史，也需要对家庭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现有的 

研究主要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几方面对家庭教育进行探 

讨，今后的研究应重视多学科视角的研究 ，还有各个学科视角 

的综合研究。 

(二)研究方法多样化。现有的听障儿童的研究多采用问卷 

调查法、观察法、访谈法、经验的总结归纳，研究方法单一，通过 

量的分析或经验的总结概括结论缺乏科学性和代表性，在以后 

的研究中应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综合研究。同时还应引入与普通 

儿童的横向比较，进行比较研究。值得高兴的是个案研究等质 

的研究方法也正逐步应用于听障儿童的家庭教育。 

(三)研究应注重理论框架的建构。总体上研究缺乏系统 

性 ，完全处在一种 自发的、无目的的状态 ，研究不够深入，今后 

对听障儿童家庭教育进行研究应致力于理论框架的建构，从而 

使研究结果系统化，更好地指导家庭教育实践。研究既要研究 

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过程，又要研究儿童身心的发展过程，现有 

的研究仅研究家长教育子女的过程。还要对家长教育孩： 直接 

产生影响的物质环境、精神环境进行研究。只有在完整的理论 

框架指导下的研究，才能为家长提洪全面的指导，才能提高家 

长的素质，才能提高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质量，促进听障儿童更 

好的发展、更健康的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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