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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儿童家长心理状态 
及亲子关系状况的调查研究

张健坤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北京

摘  要｜特殊儿童家长的教育方式、心理状态和亲子关系对于孩子未来成长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

法，对202名特殊儿童家长感知到的压力状态、情绪情感、亲子关系、教育期望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结

果显示，特殊儿童家长普遍感受到较大的压力，特殊儿童家庭亲子关系以亲密融洽为主，家长的期望聚焦于

特殊儿童独立生活。据此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对特殊儿童家长的心理支持；（2）培养关键能力为特殊

儿童融入社会奠定基础；（3）完善特殊儿童社会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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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随着特殊教育的发展，特殊儿童逐渐走入

更多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特殊儿童家长的教育方式、养育态度和心理状态对于孩子未来成

长尤为关键。2021 年《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以法律的形式对家长的教育行为进行明文规定，对于

家庭教育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以往研究发现，特殊儿童家长相较于普通儿童家长而言，需要额外付出

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普遍存在比较严重的心理压力，容易出现焦虑、愧疚、恐惧、抑郁等心理状

态［1］。家长如果长期处于痛苦的心理状态，同样将对特殊儿童产生潜在的压力，对儿童的情绪行为、

适应能力等多方面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消极的心理状态下，家长容易对儿童失去希望，忽视孩子的

教育问题，或把教育的责任推给学校。此外，消极心理状态下的家长，不积极配合各方的康复治疗，使

特殊儿童失去宝贵的教育和康复最佳时机，家长认为孩子的未来毫无希望这种错误的观念实际上比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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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碍本身所带来的危害要更大。亲子关系是个体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是发展其他一切人际关系的基

础，影响个体社会情感发展［2］，对于特殊儿童的性格养成、心理健康、社会交往等都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对于特殊儿童的成长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3］。本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特殊儿童家长心理状态及

亲子关系的基本情况，在进行讨论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特殊儿童家长心理状态、密切亲

子关系的建议。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自编特殊儿童家长心理状态及亲子关系调查问卷，对 202 名特殊儿

童的家长进行抽样调查，问卷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如学生所在学段、障碍类型、

障碍程度、家长学历、家长接受培训情况等，第二部分为正式问卷，涵盖特殊儿童家长感知到的

压力状态、情绪情感、亲子关系、教育方法、对孩子的期望等方面的情况。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如表 1 所示。

表 1   特殊儿童家长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for parents of special children

项目 水平 频数（百分比）

学生年级段

幼儿园 14（6.93%）
小学 1 ～ 3 年级 52（25.74%）
小学 4 ～ 6 年级 62（30.69%）

初中 67（33.17%）
高中 7（3.47%）

学生所需支持程度
需要较少支持 61（30.2%）
需要大量支持 95（47.03）

需要非常多支持 46（22.77%）

办理随班就读备案情况
已经办理 154（76.24%）
没有办理 48（23.76%）

学历水平

大专及以下 43（21.29%）
本科 87（43.07%）
硕士 51（25.25%）
博士 21（10.4%）

是否接受过培训
接受过 65（32.18%）

没有接受过 137（67.82%）

3  研究结果

3.1  特殊儿童家长心理压力情况

调查显示，近一个月来，有 161 名家长感受到压力和焦虑，占比近 80%。其中，有 67 名家长感受

到明显的压力及焦虑，占比 33.17%；感受到轻微焦虑的家长占多数，占比 46.53%。仅有 41 名家长没有

感觉到压力和焦虑，占比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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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特殊儿童家长的心理压力情况

Figure 1 Psychological stress of parents of special children

3.2  家长情绪情感情况

关于和孩子在一起的心理感受，大多数家长偏向于负面情绪，占比 57.43%。其中，感觉到“无

奈”的家长占比最高，达到 36.63%；感觉到“紧张”的家长占比 11.39%；感觉到“难过”的家长占比

1.98%；感觉到“生气”的家长占比 7.43%。有 50 名家长表示和孩子在一起更多的是愉快的体验，占比

24.75%；同时也有 36 名家长觉得十分放松，占比 17.82%。

图 2  特殊儿童家长的情绪情感状态

Figure 2 Emotional state of parents of exceptional children

3.3  家长养育过程中面临困难的频率

调查发现超过 97% 的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其中，一半以上的家长在养育孩子

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困难，还有 46% 的家长偶尔会遇到困难，仅有 3% 的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没有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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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困难。这种养育的困难也会对家长的心理状态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一调查表明，养育特殊孩子对于大

多数家长而言是富有挑战性的，需要家长们不断提升自我、突破困难。

图 3  家长养育过程中面临困难的情况

Figure 3 How often parents face difficulties in parenting

3.4  亲子关系情况

表 2  特殊儿童亲子关系类型的基本情况

Table 2 Type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for special children

亲子关系类型 频数 百分比
亲密融洽 121 59.9%
矛盾冲突 27 13.37%
保护溺爱 22 10.89%
期望过高 22 10.89%
专制服从 10 4.95%

过半数的家长认为自己与孩子的亲子关系是亲密融洽的，占比 59.9%；但也有四成左右的家长

认为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并没有那么融洽，其中，13.37% 的家长感觉是矛盾冲突的，10.89% 的家长

感觉对孩子比较保护溺爱，10.89% 的家长感觉对孩子期望过高，4.95% 的家长感觉对孩子是专制服

从的。根据百分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亲密融洽型 > 矛盾冲突型 > 保护溺爱型 / 期望过高型 > 专制

服从型。

3.5  家长教育方式情况

调查显示，在孩子犯错误时，九成以上的家长选择的是讲道理为主和行为干预，而其中三分之二的

家长是选择讲道理，三分之一的家长选择进行行为干预；打骂与其他方式的占比较少，家长在养育孩子

的过程中都还是十分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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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里的“其他”方式如“奖惩分明”“罚站”“综合多种方法”等。

图 4  特殊儿童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方法情况

Figure 4 Parents’ education style

3.6  家长对特殊儿童的期望

绝大多数的家长认为，“身心健康，能够独立生活”与“情绪稳定，良好沟通”是孩子未来成长发

展的需要以及关键之处，占比分别为 96.04% 和 80.2％；“品德端正，诚实守信”和“掌握一技之长，

拥有一份稳定工作”也是家长认为相对重要的，占比分别为 52.48% 和 56.93％；也有少部分家长认为“学

业上有所发展”和“有兴趣爱好，至少有一种特长”是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方向，占比分别为 14.36% 和

32.67％。

表 3  家长对特殊儿童未来发展方向的期望

Table 3 Parents’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家长期望 频数 百分比
身心健康，能够独立生活 194 96.04%

情绪稳定，良好沟通 162 80.2%
掌握一技之长，拥有一份稳定工作 115 56.93%

品德端正，诚实守信 106 52.48%
有兴趣爱好，至少有一项特长 66 32.67%

学业上有所发展 29 14.36%

4  总结分析

4.1  特殊儿童家长普遍感受到较大的压力

调查发现近 80% 的特殊儿童家长都表示自己感受到了压力与焦虑，超过 33% 的家长表示存在比较

明显的心理压力和焦虑，几乎所有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超过一半的家长都表示自己

在与孩子相处时经常感觉到“无奈”“紧张”和“生气”等消极的心理状态。特殊儿童家长的心理压力

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家庭内部压力，如高额的诊断、康复训练费用，或者有的家长为孩子聘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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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甚至有的家庭父母一方入校为孩子提供陪读，家长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此外，因为养育了特殊

儿童，夫妻双方缺乏沟通，或养育观念不一致等，都会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其次，大多数家长并未接

受过有关特殊教育相关的培训，家长对特殊儿童发展的特点缺乏了解，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自我效能感

降低，甚至由于孩子的一些异常行为表现，而不敢将孩子带到社会中。最后，社会支持的缺乏也对家长

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比如特殊教育专业师资不足、细化的政策标准尚不完善等。

4.2  特殊儿童家庭亲子关系以亲密融洽为主

以往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对于儿童的社会化和人格发展，以及学业成绩，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都会

产生重要的影响［4］，也会进一步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情况。本研究发现大多数特殊儿童家庭亲子关系

以亲密融洽型为主，其次是矛盾冲突型，之后是保护溺爱型和专制服从型。在家庭教育的方式上，也多

为讲道理为主。一项面向普通儿童的亲子关系调查显示，普通儿童家庭亲子关系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亲

密融洽型、期望过高型、矛盾冲突型、专制服从型、保护溺爱型［5］。与普通儿童亲子关系不一致之处

在于，特殊儿童家庭相爱关系矛盾冲突型排在期望过高型前面，且保护溺爱型的亲子关系占比与期望过

高型亲子关系占比相同。这表明大部分家庭并没有因为养育了特殊儿童而疏离孩子，也表明了其中一部

分家庭因为养育了特殊儿童更加溺爱保护孩子，但是对于孩子的期望水平低于普通儿童家庭。相关研究

证实，特殊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正向预测亲子关系的亲密性［6］，参与本次调查的家长近 80% 均为

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较好的文化程度，这是本调查发现的大多数特殊儿童家庭亲子关系为亲密融洽型

的重要原因。在实践中发现有一些家长会因为孩子被诊断为孤独症，就过度为孩子包办代替，比如当孩

子年龄较大时仍旧替孩子喂食、穿衣，不让孩子做任何家务，看似是保护了孩子，实则剥夺了孩子独立

生活的能力。

4.3  家长的期望聚焦于特殊儿童独立生活

本研究调查发现大多数的特殊儿童家长都期望孩子未来能够身心健康、独立生活、保持情绪稳定、

进行良好沟通。超过一半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拥有一技之长，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仅有不足 15% 的家

长希望孩子能够在学业上有所发展。以往研究也同样发现特殊儿童家长最为关心的主题就是孩子的未来

生活，主要包括生活独立和生活质量两个方面，即孩子是否能够在没有家长帮助的情况下独立生存，能

够掌握饮食、穿衣、出行、个人卫生等独立生活的技能，同时能够安全、有尊严、快乐地生活［7］。在

就业的期望方面，并非所有的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稳定的工作，这一方面可能与特殊儿童障

碍程度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也与家长关于就业途径与信息的掌握情况密切相关。目前我国特殊人士就业

的形式涵盖集中就业、按比例就业、个体灵活就业、公益性岗位和社区辅助性就业、自主创业等，家长

可依据特殊儿童发展的特点、兴趣特长或专业技能为孩子选择适合的就业途径。

5  发展建议

5.1  加强对特殊儿童家长的心理支持

针对特殊儿童家长心理压力大、大多数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的情况，可以定期开展家长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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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不同的特殊儿童家长进行互动交流，在温馨放松的氛围下互相分享育儿经验，增强家长养育特殊儿

童的信心。对特殊儿童家长的心理支持需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尤其是夫妻之间需要互相支持、责

任共担，以及来自特殊儿童祖辈的支持同样重要。当特殊儿童家长长期陷入消极情绪，需要及时向专业

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心理援助，如通过个别咨询辅导、团体辅导等方式，为家长宣泄情绪提供专门平台，

同时帮助家长掌握形成积极情绪的方法，培养心理韧性等心理品质，提高特殊儿童家长群体的心理健康

水平。

5.2  为特殊儿童融入社会奠定基础

特殊儿童家长普遍期待孩子未来能够独立生活，家长需要一早树立对孩子进行生涯规划的意识，尤

其需要注重锻炼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这是特殊儿童未来走入社会最核心的关键能力。在发展的不同阶

段，适应行为能力的培养有不同的侧重点，前一阶段能力的培养又为下一阶段奠基。例如在学龄前，需

要注重特殊儿童生活自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听从指令和遵守规则等能力；在小学阶段需要着重培养

孩子的学习及生活习惯，培养良好的同伴关系，发掘孩子的兴趣，提高孩子的自我决定能力；在初中阶段，

需要更加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等，帮助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在高中阶段，更加

注重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独立出行、居家生活和社区适应等能力，培养孩子一技之长，协助孩子

进行生涯规划。一方面，家长要将孩子关键能力的培养融入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家长还要争取特殊教

育专家、社会机构、心理咨询师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

5.3  完善特殊儿童社会支持体系

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以有效缓解特殊儿童父母的压力，也会使家庭形成更为积极的亲子关系［8］。

加强政策保障力度，细化落实关于特殊儿童的各项政策要求，强化经费支持，逐步建立服务特殊儿童全

生命周期的社会支持保障体系，涵盖诊断评估、早期干预、康复训练、教育教学、职业规划、养老等方面，

从而切实减轻特殊儿童家长的后顾之忧。此外，要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整个社会关于特殊儿童的认

识与理解接纳程度，让特殊儿童家长能够带孩子主动走出家门，平等参与各项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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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Mental State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Zhang Jiankun

Gengdan Colleg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Abstract: The mental state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growth of children.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perceived pressure state, emo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202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generally feel greater pressure.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f the family is mainly intimate and harmonious, and the parents’ expectation 
focuses on the independent life of the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1) Psychological support for parents of special children is supposed to be 
strengthened; (2) Developing key competencie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3) Improving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Key words: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Mental state ;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