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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与方法 

（一）内容 

（1）了解北京市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压力现状、特点与影响因素。采用《学

前残疾儿童父母亲职压力反应问卷》为主要研究工具收集数据，分析北京市学前

残疾儿童家长亲职压力水平、家长因素（性别、户籍性质）与儿童因素（残疾类

型）上的特征。分析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因素在学前残疾儿童父母压力源与压力

反应之间的作用性质。 

（2）揭示北京市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需求结构。通过理论思辨、实证文献梳

理及半结构访谈，初步确定亲职需求结构，编制《北京市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

需求问卷》，并通过预调查数据分析，检验问卷心理统计学指标。 

（3）考察北京市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需求水平和特征。对北京市学前残疾儿

童家长开展亲职需求调查，分析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需求水平及幼儿残疾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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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和家长因素进行差异检验。 

（4）根据数据分析结果，结合相关理论进行小组干预实验研究，提炼有效支持

策略和方法。 

（二）方法 

（1）文献分析法 

研读生态学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文献，以 “亲职需求”、“亲职教育”为主

题词检索国内外文献，对学前残疾儿童的研究视角和成果进行分析，作为开展本

研究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2）调查法 

研究采用问卷法和半结构访谈采集北京市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需求数据。

采用 SPSS17.0、Amos17 0 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对预调查问卷进行项目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信效度检验；对正式问卷调查数据进行±S 测量北京市学前

残疾儿童家长亲职需求水平，通过 F 检验考察其亲职需求在学生残疾类别、家庭

人口学因素上的差异， 

（3）实验法 

对部分学前残疾儿童父母进行小组干预，干预方案依据相关理论和实证分

析结果制定。对干预前后的差异检验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二、结论 

1. 学前残疾儿童父母亲职压力反应水平显著高于普通儿童父母。 

2. 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压力反应在性别、户籍地、户籍性质等父母因素上，

在儿童残疾类型因素上呈现出显著特征。学前残疾儿童母亲压力反应水平显著高

于父亲；“非京籍组”高于“京籍组”；“农村组”高于“非农村组”；学前残疾儿

童家长压力反应在儿童残疾类型表现为“自闭症组”显著高于“智力残疾组”、

“听力残疾组”、“视力残疾组”、“肢体残疾组”。 

3. 儿童问题对压力反应具有最大的预测力，其解释量为 36.11%。 

4. 在亲职压力源对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压力水平作用中，应对方式发挥中介

作用，社会支持发挥调节作用。 

5. 《北京市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需求问卷》共 30 个题目，含专业支持、情绪

抚慰、服务信息和物质援助四个维度。信度、效度较好（总问卷 α系数为 0.943，

分量表内在信度介于 0.736～0.939，再测信度系数在 0.634～0.848，总问卷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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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 0.751。说明，问卷稳定系数较高。结构效度理想（因素间相关系数 0.25～

0.66，P<0. 01;因素与问卷总分相关 0.53～0.87  ，P<0.01）。 

6.  北京市学前残疾儿童父母在专业支持、情感抚慰、服务信息、物质援助上呈

现较高需求。 

7. 北京市学前残疾儿童亲职需求在家庭收入、婚姻状况、户籍地和户籍性质等

家庭因素上呈现显著差异，在残疾确诊时间、康复状况、残疾程度和残疾类型等

儿童因素上呈现显著差异。 

8.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亲职压力呈显著相关。验证表明，在亲职压力源对学

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压力水平作用中，应对方式发挥中介作用，社会支持发挥调 

节作用。 

9. 小组干预有效提升学前残疾儿童父母自我决定认知水平、领悟社会支持能力、

育儿自我效能水平。 

三、成果与影响 

（一）学前残疾儿童教育研究提供新视角 

本研究基于对学前残疾儿童生态环境及家庭功能的认知，研究学前残疾儿童

父母亲职需求水平并尝试进行干预，为学前与特殊教育领域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提

供研究与实践的新视角。实证研究结果与结论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借鉴。 

（二）数据采集过程成为积极理念推进过程 

通过问卷采集过程，提升学前残疾儿童父母领域社会支持的能力，使其感受

来自的社会的问卷力量，增强自身水平，发挥家庭潜能。使其意识到，家庭功能

的有效发挥能够促进学前残疾儿童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和早教育。 

（三）小组辅导是有效改变学前残疾儿童父母个人状态的途径 

   利用小组团体内部相互支持力量能有效推动学前残疾儿童父母整组成员积极

变化。活动中每位成员都为彼此的改变作出了贡献，在相互支持的过程中，每位

成员都接纳他人和被别人接纳，形成积极的人际互动。因此，团体成员形成的积

极支持系统会促使每位成员发生更大的变化。因此，小组辅导可以作为学前残疾

儿童父母有效干预途径。 

（四）干预重点聚焦于学前残疾儿童父母积极应对方式提升 

对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因素作用性质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辅导重点应聚

焦于提升学前残疾儿童父母积极应对方式。这改变一直以来的“残疾儿童家庭首

要需求为物质援助”的观点，更促使研究对象自我反思，通过角色再认，使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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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识自我价值、家长角色价值，达到提升自尊、提高自我效能的目的。 

（五）为教育管理部门与民政部门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实证研究基础 

研究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使我们对学前残疾儿童父母亲职压

力、亲职需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为针对学前残疾儿童父母所进行的亲职

教育提供比较科学和实证性的借鉴资料。了解学前特殊儿童家长亲职需求特点，

这为教育管理部门、民政部门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实证基础，是相关政策更具针对

性，为学前残疾儿童父母提供适宜的支持，使其纾解身心压力，摆脱心理困境，

及早投入到学前残疾儿童康复中，不仅有效预防儿童并发症和继发性残疾的发

生，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掘儿童潜力，减轻其残疾程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改进与完善 

（一）需要开展学前残疾儿童父母共亲职研究 

共亲职研究将父母视为一个整体，探讨其共同履行家长角色的特点及优势。

这种以生态理论为依据的研究视角，对于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困境，从而缓解

父母个体的心理压力的研究途径应该得到重视。派特森（Patterson，1988）认

为，家庭会运用自身的能力来满足要求，以达到家庭的平衡。本研究发现，家庭

因素（包括家庭经济因素、婚姻特征等）在学前残疾儿童父母亲职压力源、压力

水平、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因素上呈现出显著特征，这说明家庭因素的重要性。

家庭是个体最有效的心理保护因子和最强大的支持资源，共亲职研究将为帮助学

前残疾儿童父母调动家庭资源应对困境提供依据。 

（二）本研究所编制测量工具需要进一步完善 

本研究所编制问卷、修订的量表还属初始研究，有待于今后在更多的样本、

更广的范围内进一步验证其信度、效度，使其成为学前残疾儿童父母压力研究的

有效测量工具。 

（三）整合模式干预方案有待完善 

整合模式干预方案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本研究所实施的干预活动主要集中

在对自尊的提升、控制能力的强化、应激事件改释、育儿价值观及人生观重构几

个方面。研究认为，干预活动需在主题活动上加以丰富，只从积极心理学角度给

予关注，而没有尝试针对消极情绪状态的消除的干预技术，此外，干预方案需要

收集更丰富的实证资料以修订方案，使其更切实可行并能有效改善学前残疾儿童

父母身体和心智症状。 

五、成果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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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报告 

《关于北京市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需求的干预研究》 

2. 学术论文 

《学前残疾儿童家长亲职压力: 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作用及性质》（2015 年 5

月发表中文社会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学前残疾儿童父母亲职压力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 

           （2017 年 2 月发表 RCCSE 高职高专成高学报类核心期刊） 

《小组辅导影响学前残疾儿童家长育儿自我效能感的实证研究》（待发表） 

3. 研究工具 《学前残疾儿童父母亲职需求问卷》 

4. 干预方案 《学前残疾儿童父母小组辅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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