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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289 hearing impaired adolescent students to figure out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nxie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mpared with 
healthy adolescent students, The hearing impaired adolescent students are facing more serious 
social anxiety. (2) In coping styl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different grade. The posi-
tive coping score of male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the negative coping score of fe-
male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3) Coping styles and social anxiet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Positive coping styl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anxiety, but negative coping 
styl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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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对289名听障大学生的调查，探讨听障青少年学生的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的关系。结果显示：

(1)相对于健听青少年学生，听障青少年学生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社交焦虑；(2)听障青少年在应对方式上不
存在显著年级差异，男性的积极应对得分略高于女性，而女性的消极应对得分略高于男性；(3)应对方式和

社交焦虑总体上呈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会焦虑呈负相关，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与社会焦虑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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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及转折期，若身心发展不平衡则会引发心理危机。在

美国 15~24 岁的青少年中有终生社交焦虑障碍的为 14.9% [1]。残疾人跟健全人相比，往往在社会交往、

日常生活、教育、就业、婚姻等方面存在着更大困难，因此更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困惑和障碍，其心理问

题的检出率也更高[2]。 
听力障碍是残疾人中数量较多的残疾类型，截止 2010 年末，我国听力障碍人数为 2054 万人，约占

全国残疾人总数的 1/3 [3]。处于中学、大学期间的听障青少年学生是身心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融入社

会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阶段，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恋爱等问题时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和心

理冲突，他们的心理健康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有研究表明，聋人学生在人际交往中主观上存

在焦虑情绪，具有社交回避现象[4]，这说明对于听障青少年学生来说社交焦虑已成为困扰他们身心健康

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听障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对于提高听障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具

有重要价值，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 
社交焦虑是个体在与他人交往时体会到不自在，恐惧，紧张和担忧的情绪反应和回避行为[5]。青春

期是社交焦虑的多发期，这一点已经得到西方国家相关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应对方式是个体为了处理被

自己评价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而做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6]。有研究表明

采用不同应对方式会对个体情绪状态产生不同影响，积极应对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带来有利影响，而消极

应对则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曹晖等人研究发现应对方式是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因素之一，

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利于降低社交焦虑水平，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将导致社交焦虑[7]。陶新华等人的研究认

为，应对方式是影响聋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8]。 
本研究旨在探讨听障青少年学生的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的关系，期冀为听障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取随机取样的方法，选取山东省、重庆市、贵州等不同省市特殊教育学校共 300 名听障青少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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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回收有效问卷 289 份，其中男性 140 人，女性 149 人；高中生 51 人，大一学生 58 人，大二学生

63 人，大三学生 64 人，大四学生 53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 
采用解亚宁[9] 1998 年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因子，全量表

共 20 个条目，其中 1~12 条目反映积极应对的特点，13~20 条目为消极应对特点。使用四级评分，0~4
分分别对应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采用，经常采用四个选项，总分范围 0~80 分。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 

2.2.3. 交往焦虑量表(IAS) 
采用 Leary 于 1983 年编制由，《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翻译刊登的版本[10]，该量表为自评量表，

包含 15 个条目，采用五级评分，1~5 分分别对应与我一点也不相符、与我有一点儿相符、与我中等相符、

与我非常相符、与我极其相符五个选项。量表信度、效度较高。 

2.3. 问卷发放方式 

采用当面发放问卷的方式，将被试集中在教室当场发放问卷，由手语老师指导被试填写问卷，并现

场回收问卷。问卷填写时间为半小时。 

2.4.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9.0 进行 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年级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的得分比较 

由表 1 可知，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上平均得分为(44.05 ± 6.71)分，显著高于量表所给常模(38.9 ± 
9.7)分，同时高于我国健听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得分(40.04 ± 8.20) [11]。高中听障学生生社交焦虑得分低于

大学听障学生，但未达到显著水平。高中听障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得分高于大学听障学

生，但不显著。各个年级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得分无显著差异。 

3.2. 青少年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 

通过对不同性别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的显著性差异检验得出，女生的社交焦虑程度

要稍高于男生，男性在应对方式上的得分略高于女性，但是在本研究中各量表的得分在性别上均无显著

差异。 
 
Table 1. Social anxiety and coping styles of hearing impaired adolescent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rades 
表 1. 不同年级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得分(M ± SD) 

 高中 大一 大二 大三 M ± SD F p 

应对方式 34.98 ± 4.55 31.71 ± 7.54 31.07 ± 5.28 31.58 ± 6.74 31.45 ± 6.87 0.39 0.67 

积极应对 20.01 ± 3.22 16.58 ± 5.74 16.22 ± 4.75 17.04 ± 5.26 16.97 ± 6.11 0.60 0.59 

消极应对 14.11 ± 3.55 12.03 ± 5.34 10.89 ± 5.12 11.12 ± 3.81 11.12 ± 5.32 1.29 0.35 

社交焦虑 39.12 ± 4.59 43.92 ± 5.14 44.01 ± 4.39 44.84 ± 6.32 44.05 ± 6.71 0.49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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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由表 2 可知，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总分呈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呈负相关；消极应对方

式和社交焦虑得分呈正相关。 

4 讨论 

4.1. 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现状 

听障青少年的社交焦虑明显高于常模且高于健听青少年，这说明听障青少年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社交

焦虑，在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交焦虑或恐怖起病于青春期，25 岁以后较少见[12]。而听障青少年正处于这

一过渡阶段，面临的人际交往问题较为突出，听障青少年由于缺乏听觉刺激，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语言

障碍，使其与外界交流的机会相对较少，并且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使得他们在与人沟通是面临更多的困

难，这方面的困难让他们在与人交往时先得不够自信，并且会表现出偏执和固执的现象，影响其社交[13]。
综上所述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其在社交过程中焦虑水平的偏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14]。听障青

少年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不同年级上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听障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和

应对方式都相对固定，学习环境的不同并未对其造成较大的影响。另外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听障青少年的

社交焦虑水平在男女性别间差异不显著，与国外已有的关于社交焦虑的研究相符[15]，说明社交焦虑不存

在性别特异性。 

4.2. 听障青少年学生应对方式现状 

听障青少年的应对方式不存在显著年级差异；在应对方式上，男性的积极应对得分略高于女性，而

女性的消极应对得分略高于男性。可能是应为男学生更热衷于人际交往和户外活动，更倾向于运用积极

的应对方式。 

4.3. 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于应对方式的关系 

由表 3 可知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总体上呈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会焦虑呈负相关，而消极的应 
 
Table 2. Social anxiety and coping styles of hearing impaired adolescent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 
表 2. 不同性别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得分(M ± SD) 

 男 女 t 

社交焦虑 43.56 ± 5.62 44.64 ± 6.21 −0.95 

积极应对 17.04 ± 5.81 16.80 ± 5.42 0.94 

消极应对 11.04 ± 4.32 11.40 ± 4.30 −0.53 

应对方式 31.51 ± 5.45 31.39 ± 6.12 0.36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anxiety of hearing impaired adolescent students 
表 3. 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应对方式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社交焦虑 

应对方式 1    

积极应对 0.423** 1   

消极应对 0.698** 0.186 1  

社交焦虑 0.201** −0.311** 0.26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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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式与社会焦虑呈负相关，这说明听障青少年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时能有效的降低其在人际交往过程

中的焦虑水平，反之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则更容易使社交焦虑水平升高。积极的应对方式包括宣泄、放松、

解决问题等，这些方式都能够有效的达到调整自身与不和谐环境的关系，从而消除焦虑；而消极的应对

方式，如逃避、幻想、自责等将加剧与环境的不和谐，导致更加严重的焦虑等负面情绪。因此不同的应

对方式能有效预测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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