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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学习障碍的评估研究现状，文章以学习障碍的概念、评估工具、诊断标准以及评估领域存在的

问题为线索梳理相关文献。结果发现，目前对学习障碍概念缺乏统一的定义；学习障碍评估模式以差异

模式、干预反应模式和认知优劣势模式为主要代表模式。多位学者引进并修订多种学习障碍量表以及编

制了一些本土化的学习障碍诊断与评估工具，从特殊教育的视角出发，学习障碍的评估领域存在涉及立法、

评估工具开发、补救教学等多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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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assessment research on learning disabilities, the article 
comb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with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assessment tools, diagnos-
tic criteria, and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assessment as the clue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a unified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the assessment modes of learning disa-
bilities are 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difference mode, the 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mode, and the 
cognitiv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mode. Scholars have introduced and revised variou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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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ility scales and developed some localized diagnostic and assessment tools for learning disabil-
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al education, there are many issues in the assessment field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volving legislation, assessment tool development, remedial teaching,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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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障碍一直是教育领域的一个实际问题，也是特殊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当前，我国中小学

教育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是学生学习上的困难，这一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也同样存在。学习困难长期伴随

个体，该类学生不仅在学业上表现不佳，还常常伴随着一系列心理行为问题、社会适应障碍和情绪困扰，

极大地妨碍了这些学生的正常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孟万金，张冲，Richard，2016)。 
中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对学习障碍进行研究，起步晚于西方，但近些年中国对学习障碍的关

注度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引起了国内教育界、心理学界、医学界等多个领域的广泛研究(王道阳等，2016)。
自 1975 年《美国教育法》颁布《学习障碍定义》以来，被诊断为学习障碍的儿童增加了 150%，占在校

儿童总数的 5%以上，可以看出，学习障碍诊断标准对学障儿童的评估诊断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对于学

习障碍的学生评估与干预研究通常较为复杂，需要动用大量的资源，包括物资、人力和资金。对于儿童

早期阶段而言，若未能获得及时的评估与诊断，或者得到的评估结果不准确，这将对未来的及时干预和

选择正确的干预措施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暂未将学习障碍列入残疾儿童的分类之中，有关定义也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界

定，因此，学习困难、学习障碍、学习成绩低下、学困生、差生等概念互相混淆，使编制或修订的学习障

碍筛查或评估工具的名称也很不一致(郑剑虹，李继波，2018)。因此，梳理国内外关于学习障碍的已有评

估与教育研究成果，对于当前学习障碍的研究以及学习障碍儿童的有效教育干预有着意义。 

2. 学习障碍的概念与诊断标准 

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ies, LD)由美国特殊教育学家柯克(Samuel Kirk)于 1963 年提出，是指那些

“能看、能听，没有显著的智力缺陷，但在行为和心理上表现出相当的偏差，以至于无法良好地适应家

庭生活，在学校中依靠通常的教学方法无法有效学习的儿童”(Kirk, 1975)。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5)中对“特殊学习障碍”定义为“学龄阶段在阅读、书写、计算或数学推理技能上持续出现困难，其症状

可能包括阅读不准确、速度慢、费力，书面表达不佳，对数位内容记忆差，数学推理不准确”(刘春玲，

江琴娣，2016)。美国残障者教育法案(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 (2004)1界定特

殊学习障碍指那些在一种或多种基本心理过程方面存在障碍的儿童，这些基本心理过程与理解和使用语

言(说或写)有关，障碍可能表现为听、思维、说、阅读、写作、拼写或进行数学计算方面的能力不完备。 

Open Access

 

 

1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Amendments of 2004, 20 U.S.C.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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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将学习障碍具体界定为神经心理功能异常而显现出的注意、记忆、理解、知觉、知觉

动作，推理等问题，造成在听、说、读、写、算上有显著困难。因此其障碍并不是源于感官、智慧、情绪

等障碍因素或文化因素，也不是教学不当等环境因素造成的结果(蒋娜娜，李海军，2018)。大陆地区诊断

学习障碍主要依据三条标准，即学生的智力是正常的或在一般水平以上；个体内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某

一或某些心理活动能力有缺陷即造成相关的学习障碍；学生的学习障碍在普通教育的一般辅导下不能解

决，必须接受特殊的教育辅导(王辉，2018)。 

3. 学习障碍评估与教育工具 

学习障碍的评估从总体上看，可包括生理评估、心理评估、教育评估与社会适应性评价四个方面。 

3.1. 学习障碍儿童评估内容与工具 

3.1.1. 生理评估 
学习障碍学生的生理评估，一般需要进行医学检查，包括一般的身体检查及听觉、视觉和神经系统

等的检查。通常也会要求家长填写学生基本资料，进行史料搜集，包括儿童的生理发展方面的基本资料，

如发展史、家族史、健康史、教育史、行为特征、伴随其他障碍等资料。 

3.1.2. 心理评估 
常见心理评估包括智力评估、感知–动作能力评估、情绪与行为评估以及社会适应评估。这些评估

大多针对一般心理能力发展进行，如智力评估常用画人测验、儿童智力筛查测验、记忆量表等工具；学

生行为评估表、问题行为筛选量表等是常用的情绪与行为评估工具。 

3.1.3. 教育评估 
在教育方面，评估更多侧重于成就评估。一般会请老师通过访谈或问卷调查来了解现在或过去在学

校的智力、学业、生活适应、人际互动、情绪、班级常规等表现情况。 
面对学习障碍学生，对其学科能力的表现评估是重要诊断标准之一。因此，很多学者开发出诊断标

准符合程度评估工具，主要以量表为主。 

3.1.4. 社会适应评估 
此维度的评估主要包括针对学习障碍学生的社会调查、家庭养育资料以及不同生活情境中的行为观

察等(王辉，2018)。 

3.2. 学习障碍评估量表 

中国大陆针对学习障碍量表的修订始于静进等(1995, 1998)修订的由美国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 Myklebust
于 1981 年编制的《学习障碍筛查量表》，修订后的量表包括言语、操作和社会适应三个维度，共 24 个

项目，用于筛查小学 1~6 年级的学习障碍学生。 
此后，曾守锤(2006)修订了由美国教育博士 Stephen 于 1996 年编制的《学习障碍评价量表》(学校版)，

由听、说、读、写、拼写、思考和数学运算七个分量表组成的，并在上海市对 2~5 年级小学生进行初步

试用，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以及较高的结构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和较

好的内容效度。 
为减少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中国学者陆续编制了一些本土化的学习障碍诊断与评估工具。杨志伟和

龚耀先根据汉语儿童阅读障碍的研究与临床标准化诊断编制了《汉语阅读技能诊断测验》，该工具用于

小学 3~6 年级学生，包括三个维度：字识别、词句理解和记忆–把握(杨志伟，龚耀先，1997)。吴汉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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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自编《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该量表有 58 个题目，包括视知觉障碍和视写障碍、口语障碍等

八个维度，施测对象为小学三年级至五年级学生。此量表的开发旨在为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临床分型和

预防矫治提供理论依据。 
针对上海市区学生(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一年级)，学者编制了《学习困难儿童诊断量表》，并制定了常

模。该量表共 230 道题，分为 20 个分量表(邵志芳，陈国鹏，单阳，2000)。 
另外，孟万金等(2016)从发展性测评的视角，通过对 1561 名小学生施测，编制了《中国小学生学习

困难评估量表》。该量表由听、说、读、拼写、写作、计算和思维七个维度组成，共 55 个项目，研究结

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也有学者(郑剑虹，李继波，2018)引进和修订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孟瑛如等人编制的《中小学生学习行

为特征检核表》，选取大陆 1311 个中小学生有效样本，形成了包含 5 个维度、44 个项目的大陆修订版，

与 80 题的我国台湾地区原版相比，在结构上一致，均包括注意与记忆、理解与表达、知动协调、社会适

应和情绪表现 5 个维度，且 44 个项目在维度归属上也与原版问卷一致。 

3.3. 学习障碍评估的趋势与发展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学习障碍评估带来了新机遇。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等先

进技术，可以更精确地分析学生的学习模式，帮助识别潜在的学习障碍。学习障碍领域也结合融入大数

据技术，通过教育大数据技术来实现对学习障碍学生的学习行为特征的分析与监测、教学指导、特殊儿

童学习评估与管理等等一系列任务。 
贾茜茜(2019)对学习障碍儿童进行初步筛查后，结合教师访谈和学生作业分析，获得学习障碍儿童的

心理发展特征及特有的学习行为特征，并以此为学习障碍的鉴定和干预提供客观指标，构建大数据系统

评估标准，形成学习障碍学生特异性学习行为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建立大数据下的学习障碍预警与监测

模型。王振洲，张杨(2024)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在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理解能力、听说读写)领域中，

已经开始应用机器学习、增强与替代性交流、虚拟现实、辅助技术等支撑技术来评估与诊断。 

4. 学习障碍评估与教育干预领域存在的问题分析 

总体而言，目前，从特殊教育的视角对我国学习障碍儿童的评估与教育干预的研究和关注比较少，

相关问题分析如下。 

4.1. 学习障碍尚未列入特殊教育障碍类别的问题 

我国为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自 1994 年起，即依据“残疾人教育条例”开展特殊教育。但“残

疾人教育条例”的法律位阶较低，刚性的立法为当务之急。我国台湾地区于 1986 年即立法开展特殊教育，

学习障碍亦早已列入特殊教育法中，成为法定的教育对象。未来，大陆地区也应将学习障碍列入官方法

定之障碍类别，这将有利于学习障碍儿童的评估鉴定、安置与教育干预之实施。 

4.2. 学习障碍评估与补救教学的问题 

如前所述，不同的学习障碍评估与教育干预技术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当前的评估模式与教育干预技

术大都建立在语言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的基础上，虽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科学基础不够扎实，干预

成效不够稳定。同时，也缺乏综合性的评估与干预手段。在补救教学方面，多偏向于学业性补救教学，

而较忽略发展性补救教学。此外，学习障碍学生的高异质性也为补救教学方式的选择带来困扰，甚至为

家长和老师带来无所适从之感，从而也给师资的培养和培训造成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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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习障碍儿童的融合教育与安置的问题 

中国目前亦将学习障碍与轻度残疾学生，以随班就读方式安置于普通班进行融合教育。由于中国幅

员辽阔，人口众多，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一般学校班级学生人数大约都在 50 人左右或更多。班级学生数

太多，对于学习障碍学生的融合非常不利。大部分普通班教师未修习特殊教育课程或未受过特殊教育相

关培训，缺乏对学习障碍学生的基本认识，更遑论如何评估与撰写补救教材。由于教师未受过特殊教育

训练，对于班上学习障碍及残疾学生融合时，不知如何处置或无转介机构，常感束手无策。 

5. 结论 

学习障碍尚未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因此在评估模式方面，受其差异模式、干预反应模式和认知

优势模式的不同模式影响，众多研究者对多种学习障碍量表进行了本土化修订，并开发了一些符合本土

文化的学习障碍诊断工具。从特殊教育的角度来看，学习障碍评估领域仍面临包括立法、评估工具的研

制以及补救教学实施等多重挑战。 

基金项目 

湛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J22YB67)；2022 年度岭南师范学院教学改革项目(岭师教务〔2022〕
153 号)。 

参考文献 
曾守锤(2006). 《学习障碍评价量表》修订报告. 中国特殊教育, (6), 92-96.  

贾茜茜(2019). 小学学习障碍儿童的心理发展特征分析及大数据下的预警评估模型.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

大学. 

蒋娜娜, 李海军(2018). 绥化学院学报, 38(7), 121-124.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SZ201807030.htm  

静进, 森永良子, 海燕, 等(1998). 学习障碍筛查量表的修订与评价. 中华儿童保健杂志, 6(3), 197-199.  

静进, 余淼, 邓桂芬(1995). 学习能力障碍筛查量表的修订和在小学生中的试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11(1), 24-29.  

刘春玲, 江琴娣(2016). 特殊教育概论(第 2 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孟万金, 张冲, Richard, K. (2016). 中国小学生学习困难评估量表的编制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 (11), 55-62.  

邵志芳, 陈国鹏, 单阳(2000). 学习困难儿童诊断量表常模制定. 心理科学, 23(2), 169-253.  

王道阳, 宋冉, 殷欣, 曹果果(2016). 学习障碍成因与干预研究进展. 教育生物学杂志, 4(1), 39-43.  

王辉(2018). 特殊儿童教育诊断与评估(第 3 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振洲, 张杨(2024). 近 20 年国际人工智能赋能特殊儿童诊断及干预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30(4), 
404-415. 

吴汉荣, 宋然然, 姚彬(2006). 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的初步编制. 中国学校卫生, 27(3), 189-190.  

杨志伟, 龚耀先(1997). 汉语阅读技能诊断测验(CRSDT)的初步编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5(3), 158-163.  

郑剑虹, 李继波(2018). 《中小学生学习行为特征检核表》的修订. 现代特殊教育, (2), 65-69. 
Kirk, S. A. (1975). Learning Disabilities: Selected ACLD Papers. Houghton Mifflin.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284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SZ201807030.htm

	学习障碍评估与教育领域现状与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Current Status and Analysis of Learning Disability Assessment and Education Field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学习障碍的概念与诊断标准
	3. 学习障碍评估与教育工具
	3.1. 学习障碍儿童评估内容与工具
	3.1.1. 生理评估
	3.1.2. 心理评估
	3.1.3. 教育评估
	3.1.4. 社会适应评估

	3.2. 学习障碍评估量表
	3.3. 学习障碍评估的趋势与发展

	4. 学习障碍评估与教育干预领域存在的问题分析
	4.1. 学习障碍尚未列入特殊教育障碍类别的问题
	4.2. 学习障碍评估与补救教学的问题
	4.3. 学习障碍儿童的融合教育与安置的问题

	5.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