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疾人心理特点及沟通技巧



各类残疾人心理特点



残疾怎样分类？

         残疾是指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缺陷，包括        

躯体残疾和精神残疾两大类。

l 躯体残疾：感觉器官残疾（如视力残疾的盲、听力残疾

的聋）、运动器官残疾（如肢体残疾、言语器官残疾）

和内脏器官残疾（如严重脑疾病）等。

l 精神残疾：智力残疾和精神病等。



残疾人的人生观

 残疾人如何看待自己？

 残疾人如何看待歧视？

 残疾人的自我认识



残疾人有哪些认知特点？

         残疾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除了与一般人有

着共同的心理特点外，还有着其独特的心理表现和认知特点。

由于残疾的类别不同，残疾的程度不同，以及致残发生的时

间（先天致残或后天致残）不同，其认知特点也不同。



智力残疾者心理特点

1、认知特征
(1)感觉。感受性慢和知觉范围狭窄时智力残疾者的
典型特点。其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都有
不同程度障碍。在知觉方面，智力残疾者普遍表现出
知觉速度较慢，较正常人迟钝。

(2)注意。注意力容易分散是智力残疾者的特征之一。

(3)记忆。智力残疾者的记忆往往无明确的目的，识
记速度缓慢，记忆容量小，记忆保持不牢固，再现中
易发生错误。



智力残疾者心理特点

(4)思维。思维方面困难主要表现：判断力差，分析
能力差。

(5)语言理解与表达。智力残疾者在语言方面有着特
殊的困难，表现为：语言出现的时间晚，发展速度慢；
理解上与同龄人相比，词汇量小；表达时词义含糊，
很难清楚，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因而常常表现
出词不达意，难以与人沟通。



       2、情绪与行为特征
(1)情绪。智力残疾者生活中经常面临困境，由此会
产生抑郁情绪，通常表现为敏感、合作性差、闷闷不乐、
自卑与孤独感，尤其是轻度智力残疾者，这种情绪更加明显。
   智力残疾者当自我愿望遭受限制时，常常以发脾气的方式
来表现，他们甚至不考虑场合，出现哭闹、喊叫、违拗等种
种过火的行为，直至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后才肯摆休。
    智力残疾者情况控制能力较弱，有时会表现出情绪亢奋，
也会毫无理由地持续大笑、兴奋不已，即便受到批评也难以
控制。

智力残疾者心理特点



智力残疾者心理特点

(2) 常见的行为问题
    智力残疾者往往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幼稚行为，

有时会因此遭受他人的戏弄。智力残疾者常常表现得比较

胆怯，害羞、孤独。在集体中他们能独处一偶，或茫然凝

视，或无所事事。有时甚至不理会别人的友好行为，显示

出与群体的不相融合。有些智力残疾者会表现出攻击行为，

他们会以各种方式攻击别人，也可能会破坏自己或他人的

物品；还有些智力残疾者表现出明显的强迫行为，他们会

不断重复某些动作



视力残疾者心理特点

(1)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全盲的视力残疾者并不多件，在现实生活中，全盲的视力残疾者并不多件，
多数视力残疾者都有残余视力，即使是这种模糊、变多数视力残疾者都有残余视力，即使是这种模糊、变
形以及不完整地信息，对视力残疾者学习行为技能，形以及不完整地信息，对视力残疾者学习行为技能，
了解、控制环境也具有之分重要的作用。了解、控制环境也具有之分重要的作用。视力残疾者
在助视器的帮助下，结合听觉、触觉、嗅觉、动觉所
提供的信息，也能够较快地形成对事物的完整认识。

(2) 注意。视力残疾者不容易受到视觉方面无关刺激
的影响，通常能表现出较好的注意稳定性。



视力残疾者心理特点

(3)记忆。视力残疾者的全部识记内容中，机械识记
（死记硬背）占绝大部分。

(4)情绪。视力残疾者的情绪多偏向于消极，即缺乏积
极、热情、振奋和乐观的情绪，而倾向于消沉、颓废、
松懈、灰心和焦虑等消极情绪状态。

 

(5)意志。视力残疾者缺乏的意志品质的表现：①独立
性不强。②果断性差。③坚定性不足。④自制力较弱。



听力残疾者心理特点

1．感知觉：听力残疾人因听力损伤而对事物的认识
不完整、不准确。两种信号系统脱节，语言的形成与
发展落后于生理的发展，也与他们的生活经验不同步。

2．注意：声音刺激一般不易引起听力残疾人的注意，
而来自视觉、触觉、振动觉的刺激可使他们容易产生
和保持注意。

3．记忆：听力残疾人的头脑中留下的视觉、触觉、
运动觉的表象要比听觉表象多，但对语言材料的记忆
要差一些。



听力残疾者心理特点

4．语言：听力残疾人有声语言发展滞后是他们
心理发展的主要缺陷之一。

5．思维：思维活动具有非常明显的形象性特点。
注意事物的外在特征而忽视事物的本质特点。

6. 情绪：听力残疾人性格比较外向，倔强、耿
直豪爽、好胜心强、做事专注。他们情绪反应强
烈，而且多表现于外，容易与别人发生冲突；不
掩饰自己对他人的态度，较为固执。不善于控制
情绪。



言语残疾者的心理特点

    言语残疾者可能会由于语言不清或说话怪异而引起
周围人的好奇和嘲笑，因此，这类人在人际交往与社
会适应中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1）退缩与回避。他们会有意减少在他人面前的言
语行为。他们在公共场合或团体交往中，往往选择回
避的方式以掩饰自己的缺陷。这种回避与退缩容易产
生恶性循环，导致他们进一步难以融入社会。



言语残疾者的心理特点

（2）焦虑。由于语言方式和水平上的不同，他们
会感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严厉，包括来自同事、同
伴、亲友的压力等。他们在面临需要沟通的情景时，
会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对自己的沟通能力和沟通效
果有不确定感。

（3）攻击。当意识到自己或自己的言语行为受到
他人贬低时，部分言语残疾者为了维护自尊，会采
取攻击的方式，从而导致和同伴之间的疏离。



肢体残疾者心理特点

   肢体残疾者往往承受了比一般人更多的心理压力，
行动上的不便和外观上的与众不同，不仅带给肢体
残疾者生理上的不适，也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困扰。

1、孤独感。由于无法行动，活动范围受限，所涉及
的生活领域及积累的生活经验也随之受限，因而产
生物理空间上的孤独感，再者，少数肢体残疾者由
于对自身残障具有高度的自卑，极力避免与人接触，
影响了自身与别人的情感交流，因而，产生心理空产生心理空
间上的孤独感。间上的孤独感。



肢体残疾者心理特点

2、自卑感。有些肢体残疾者长期生存在依赖状态下，
如依靠他人料理日常生活杂务、用餐、沐浴、如厕等，
难免自觉没有能力而自惭形秽。再者，肢体残疾者在
他人好奇的注视、无意的取笑、不合时宜的同情表现
下，无不触及伤痛，难免打击自尊心，产生自卑感。

3、忧郁。担心前途是每一个肢体残疾者都面临的瓶颈
问题，面对伤残程度较重者，由于长期依赖别人的扶
持，所以内心时时感受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焦虑，深恐
别人嫌恶而弃之。



4、敏感。肢体残疾者由于残疾和部分功能障碍，在
学习、生活和工作等方面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与问题。
在这些困难面前，他们对外界的刺激更加敏感，加
上经常遭受挫折、取笑和不合时宜的怜悯，使其自
尊心受到严重的打击，久而久之就形成自卑心理，
感到处处不如别人，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肢体残疾者心理特点



             由于残疾的出现，患者对自我形象不

满意，从而自卑、羞愧、孤独、不愿意参加社交

活动，自我封闭，由此引起空虚感、孤独感、焦

虑、抑郁、悲观、绝望，甚至自暴自弃，失去康

复信心，出现各种躯体不适感和疼痛症状。抑郁

严重时，甚至可能出现厌世和轻生的行为。



   精神残疾者心理特点

精神障碍

            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认知、情感、

行为和意志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的总称。

              许多精神障碍患者有妄想、幻觉、错觉、情

感障碍、哭笑无常、自言自语、行为怪异、意志减退，绝

大多数病人缺乏自知力，不承认自己有病，不主动寻求医

生的帮助。



           总结

1．容易产生自卑感

2．常有孤独感

3．比较敏感

4．情绪反应强且不稳定

5．渴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尊重

6．富有同情心 



       我们了解残疾人心理知识，尊重残疾人的

人格，帮助他们实现人生价值，冷静清醒地分

析残疾人心理问题的因果关系，消除残疾人在

学习和工作上的紧张、孤独、无助和自卑心理，

创造一个好的、和谐的、积极的氛围，为人类

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



沟通技巧



心理咨询技巧

 建立关系建立关系

 陪伴与接纳陪伴与接纳

 聆听与共情聆听与共情

 表达与鼓励表达与鼓励

 持之以恒持之以恒



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

 尊重
1、尊重意味着完整的接纳。接纳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接纳其与自己不同的价

值观。

2、尊重意味着一视同仁将来访者真切地当咨客，切忌厚此薄彼，有轻视或奉承

的心理行为；

3、尊重意味着信任对方。这是尊重的心理基础之一,没有信任就谈不上尊重；

4、保护隐私。其意义在于可以给来访者创造一个安全、温暖的氛围，使其最大

程度地表达自己

 温暖
         温暖（热情）温暖具体体现在热情、耐心、亲切、不厌其烦。

温暖是咨询者真情实意的流露。尊重和温暖（热情）有时交错在一起使

用。有尊重而没有热情，会谈有时会显得公事公办。



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

 真诚

         要求咨询者做”真正的自我”，即做到表里如一，真实可信地

以真正的自我投身于与来访者的关系中。

 积极关注（即无条件关注）
1、对来访者整体性的接纳〈无条件尊重〉。

2、相信、理解来访者所具备的潜能或资源。

怎样有效使用积极关注的咨询特质？

1、相信来访者的内心存在着巨大的潜能，并相信这种潜能是他们克服障

碍和超越自我的力量。

2、相信来访者都有改变自己的想法，对来访者的言语和行为的积极面、

光明面或长处予以选择性的关注，使来访者树立信心，拥有正向价值观

。



陪伴与接纳

 陪伴不仅是咨询过程中的陪在来访者身旁，也是心灵上的

陪同。让来访者真正感受到咨询师的温暖。

 接纳需要咨询师放下生活中的是非对错原则，接纳来访者

的所有。心理咨询是要和来访者的需求对话。咨询师是只

有以接纳的态度，拂去需求表面的是非对错，才可以让需

求浮现出来。让来访者看到自己的需求，再对需求展开工

作。



倾听与共情

 倾听

倾听并非仅仅是用耳朵听，更重要的要用头脑、用眼睛、用心灵去听。

        不仅要听，还要有反应。可以是言语的，也可以是非言语的。

把自己放在来访者的位置上来思考，鼓励其宣泄，帮助其澄清自己的想

法。

 共情

1、咨询者从来访者内心的参照体系出发，设身处地地体验来访者的内心

世界。

2、以言语准确地表达对来访者内心体验的理解咨询者对来访者的情绪情

感的认识和体验。



表达与鼓励

 心理咨询师不光是陪伴和关注，还需要用言语或肢体表达

自己的感受或帮助来访者澄清自己的问题，这也是咨询师

真诚的一种体现。

 咨询师通过语言等对求助者进行鼓励，鼓励其进行自我探

索和改变。通过鼓励可以促进会谈，促进求助者的表达与

探索。鼓励的另一个作用是通过对求助者所述内容的某一

点、某一方面作选择性关注，引导求助者向着某一方面作

进一步深入的探索。



持之以恒

 提供心理援助是一个长程的过程，需要咨询师耐

心的与来访者进行工作，帮助来访者更好地面对

生活。

 对残疾人而言，他们需要更多的包容和陪伴，这

样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坚持

完成。



个案分享



       “人生最可悲的并非失去四肢，而是没有生存希望

及目标！人们经常埋怨什么也做不来，但如果我们只

记挂着想拥有或欠缺的东西，而不去珍惜所拥有的，

那根本改变不了问题！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

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

                             ——力克·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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