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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与教育”成果公报课题名称《新冠肺炎疫情中对高职听障学生心理支持服务的有效性研究》

内容摘要

2020年5月-9月，截止2020年9月，课题组在前期针对听障学生进行心理状况调查、采取心理支持服务的基础上，于6月通过

再次组织同一批407名学生进行《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试，对前期心理支持服务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并筛查出被心理异

常的学生。在这一阶段，课题组主要围绕心理异常学生的心理支持和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无明显心理症状的听障学生的

后续跟踪引导两方面开展研究，一方面，继续深入探讨个别心理异常听障学生的心理支持方法及验证其有效性，另一方面

，对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如何使听障学生持续保持心理健康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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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言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黄艳华主持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对高职听障学生心理支持服务的有效性研究》是2020年山东省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疫情与教育”专项课题，课题于2020年4月批准立项，课题组成员包括付文涛、袁斐、杨海宁、任爱凤、侯

玉娇、谢春宇老师。2020年4月-6月，课题组通过《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试，对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名407名大专学

生（其中听障学生278人，健全学生129人）进行了对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状况进行分析，并参照心理学相关理论及

以往经验，有序开展心理支持服务。2020年5月-9月，再次通过《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试，研究分析前期对听障学生开

展的心理支持服务的有效性，及时调整心理支持服务方式方法，探索建立有针对性的、适合听障学生特点的有效心理支持

服务机制和体系，最终形成可借鉴的理论成果。

五、成果内容

（一） 研究内容与方法

1.文献资料法：搜索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同类文献资料，梳理、分析、归纳、总结。

2.量表测试法：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从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方

面测试听障学生在疫情爆发初期、大规模扩散期、实施心理支持服务后听障学生的心理症状表现进行分析比对，对疫情后

心理支持服务做一步调整修订，进一步对听障学生的心理做有效疏导，监测。

3.个案分析法：针对被预警听障学生实施心理支持服务后学生知、情、意等心理方面的变化，与非疫区的学生做比较，后

期持续关注研究个体的心理变化过程。

（二）研究结论

1.心理支持服务有效性分析

2020年6月通过再次组织同一批407名学生（278名听障学生，129名健全学生）进行《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试，听障学

生团体分析报告见表1。健全学生团体分析报告见表2。把本次测试结果与第一次测试结果进行比对，第一次心理支持服务

前后健全学生异常因子平均分对比见表3，第一次心理支持服务前后听障学生异常因子平均分对比见附录表4。通过数据对

比可知，经过第一次心理支持服务后，听障学生、健全学生各项异常因子的学生比例和平均分均出现下降，且心理正常学

生分别达到87%和94%，说明前期对学生所做心理支持有效。

90项症状清单（SCL-90）团体报告（表1 听障学生）1、总体结果在278人（实测人数）中，测查结果表明，有心理困扰的

人员37人，占参加测验人员总数的13%（见下表）总人数=278 被预警正常人数37241占比13%87%2、各因子项被预警人员分

布总人数=278 被预警正常得分因子预警分值人数百分比人数百分比躯体化>=23111%24789%强迫症状>=22910%24990%人际关

系敏感>=23212%24688%抑郁>=2249%25491%焦虑>=23111%24789%敌对>=23713%24187%恐怖>=23212%24688%偏执

>=23212%24688%精神病性>=23011%24889%其他>=23914%23986%总分>=1603713%24187%总均分>=22910%24990%3、各因子项总

体平均情况项目数平均数最大值最小值躯体化1.31.881强迫症状1.53.51人际关系敏感1.43.441抑郁1.522.851焦虑

1.433.21敌对1.432.831恐怖1.342.141偏执1.262.291精神病性1.482.51其他1.482.861总分129.9423890总均分

1.442.63190项症状清单（SCL-90）团体报告（表2 健全学生）1、总体结果在129人（实测人数）中，测查结果表明，有心

理困扰的人员8人，占参加测验人员总数的6%（见下表）总人数=129 被预警正常人数8121占比6%94%2、各因子项被预警人

员分布总人数=129 被预警正常得分因子预警分值人数百分比人数百分比躯体化>=243%12597%强迫症状>=2108%11992%人际

关系敏感>=286%12194%抑郁>=254%12496%焦虑>=243%12597%敌对>=254%12496%恐怖>=254%12496%偏执>=232%12698%精神病

性>=243%12597%其他>=297%12093%总分>=160119%11891%总均分>=286%12194%3、各因子项总体平均情况项目数平均数最大

值最小值躯体化1.282.671强迫症状1.423.31人际关系敏感1.33.111抑郁1.253.231焦虑1.2531敌对1.282.831恐怖

1.23.291偏执1.142.831精神病性1.192.81其他1.253.291总分115.5126390总均分1.282.921项目第一次心理支持前第一次

心理支持后躯体化1.321.28强迫症状1.551.42人际关系敏感1.341.3抑郁1.281.25焦虑1.261.25敌对1.321.28恐怖1.31.2偏

执1.171.14精神病性1.221.19其他1.361.25总分119.15115.51总均分1.321.28

表3第一次心理支持服务前后健全学生异常因子平均分对比

项目第一次心理支持前第一次心理支持后躯体化1.571.3强迫症状1.61.5人际关系敏感1.481.4抑郁1.61.52焦虑1.461.43敌

对1.521.43恐怖1.61.34偏执1.381.26精神病性1.51.48其他1.621.48总分142.79129.94总均分1.591.44

表4第一次心理支持服务前后听障学生异常因子平均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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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支持方式的进一步探索

为了更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心理支持，课题组进一步对《症状自评量表SCL-90》筛选出的被预警学生进行了分类，具体

为：90项症状清单（SCL-90）中总分在160-200分之间的学生归类为一般心理问题，总分大于等于200分的学生归类为严重

心理问题。针对一般心理问题学生和严重心理问题学生分别进行心理支持。

1.针对一般心理问题学生的心理支持

1.1加强家校合作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学院2020年春季学期没有安排学生返校，学生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家

校合作，就显得十分必要。课题组的老师在与37名学生谈心谈话的过程中，发现面对网课这一新的教学形式，不少学生对

教学效果持怀疑态度，认为相比传统下线教学，网课效率低下，从而产生学习上的困扰。此外，在交流中老师们发现，大

多数听障学生的家长不懂手语，且平时忙于工作很少与孩子交流沟通，这就导致在长期居家环境下，学生的各种心理困扰

难以向家长倾诉，从而产生一些心理问题。针对这些情况，课题组制定了以下措施：

（1）邀请学院手语专业老师，在线对家长进行手语培训，使家长掌握常用手语，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

（2）组织学生和家长一起观看疫情防控特别节目，引导学生调整身心状态，居家期间积极锻炼、多读书、读好书，坚持良

好的作息习惯，保证充足睡眠，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疫情。

（3）针对学生广泛关注的开学时间、实习安排等问题，在最新工作部署发布后，第一时间通过电话、钉钉、微信、QQ等传

达到每一位学生和家长，使学生安心，缓解因信息不畅引发的焦虑等情绪。 

（4）针对网课学习困扰，邀请家长与学生一起上一次网课，提高认同感，把网络课当成是一种新的授课形式，从而减轻困

扰与心理压力。

1.2 注重资助育人

学院残疾学生大多家庭贫困，受疫情的影响，一些学生因为家庭的贫困无法为家庭分忧而产生一些不良情绪和心理波动

，表现为自责、焦虑、心理压力等。为此，学院及时采取措施，帮助贫困生渡过难关。2020年春季学期，为654名残疾学生

和建档立卡、低保健全学生发放本学期生活补助1227960元；设立部分线上学习困难学生流量专项补助，共资助学生194人

，补助标准为100元/人，合计19400元，在给予学生物质帮扶的同时，配合教育引导，使学生正确面对贫困，坚定脱贫信心

，学好知识技能，以此培养贫困生的心理承受和调节能力，避免过激行为。

1.3 开展朋辈帮扶

由于听障学生人际交往圈子比较小，大多数学生平时仅与听障学生交往，因此，课题组积极探索运用朋辈辅导来为因新冠

肺炎疫情而心理异常的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在每个听障学生班级组建起一支由辅导员负责指导，心理委员、其他学生积极

参与的学生心理支持团队，对团队成员进行培训，使学生熟悉常见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情绪管理、新冠肺炎疫情知识

，完成培训后，配合老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发挥朋辈交往的优势，对身边的朋辈同学进行帮扶，在潜移默化中解决心理

问题。

2.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学生心理支持

进入2020年6月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式趋于乐观和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逐渐适应，听障学生群体因疫情带

来的心理问题也在逐渐减轻和消失，学生中出现了轻视疫情、麻痹大意的思想。但复学后疫情防控的要求却并没有放松

，心理预期与实际情况的冲突，可能会引发一些学生的心理波动。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课题组在前期学生心理支持服务的

基础上，也在探索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做好心理支持，使学生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避免产生大的心理和思想波

动。

（1）继续进行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包括主题班会、微信公众号、学院疫情防控演练等，进一步加强学生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认识，防止麻痹大意的思想，更加理解并认真执行学校的疫情防控要求。

（2）广泛宣传我国疫情防控取得的伟大成就、疫情期间学院听障学生志愿者先进事迹等教育资源，以疫情的启示为主题

，结合学生面对疫情的亲身感受融入诚信教育、善良教育、合作教育、生命教育、亲情教育、思辨教育等内容，培养学生

敬畏生命、勇于担当、诚实守信的品格。

（3）举办多次疫情防控演练和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教育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养成遵守疫

情防控规定的行为习惯，把学到的疫情防控知识转化为自觉支持疫情防控规定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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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严重问题学生的心理支持个案（具体案例见研究总报告附录）

（四）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经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课题研究正在稳步推进，下一步要加强自老师评价和课题管理，及时总结经验与启示，找出存

在的不足，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的变化和学生的心理状况，提出改善的意见和深化研究的方向，再次组织学生《症

状自评量表SCL-90》测评，对比听障学生在接受心理支持后心理变化，验证目前已采取的的心理支持服务方法的有效性

，最终归纳总结出适合听障学生的心理支持服务方法，完成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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