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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为了探讨听障人士在职业类型选择和职业自信方面的现状、挑战及未来研究方向。研究表明，随

着社会对残障人士教育和工作问题的关注增加，听障人士的职业教育种类增多，职业能力结构及其形成

过程受到多维度影响。但听障人士在求职市场上仍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市场对接难题、政策执行不足以

及消极求职心态等，这些因素影响其职业信心和工作满意度。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听障人士的职业心理健

康，探索更有效的职业教育方法，结合最新科学技术设计符合时代境况的就业辅导，并关注听障人士的

长期职业轨迹和心理状态，为他们提供精准支持和服务。让家庭、教育机构、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到听障人士职业生涯中来，以促进听障人士在职业成长和职业自信方面取得更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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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hear-
ing-impaired individuals in terms of career type selection and career confidenc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s societ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and work issue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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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people with hearing impairments have increased, and the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ir vocational abilities are influenced by multiple dimensions. However, 
hearing-impaired individuals still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job market, including difficulties in 
market integration, insuffici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negative job seeking attitudes, which af-
fect their career confidence and job satisfaction.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the occupational mental 
health of hearing-impaired individuals, explore more effec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methods, design 
employment counseling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lates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long-term career trajectory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providing them with pre-
cise support and services. Encourage familie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government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people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greater progress in their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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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尽管听障人士在其职业生涯中遭遇了众多的困难，但随着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教育和工作问题的日

益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在持续深化。关于听障人士的职业类型及其心理状况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

在对听障人群的职业分类和职业自信的文献回顾中，我们能够看到几个核心的发展趋势。 
一是听障人士职业教育的种类增多。首先要明确的是，听障人士的职业教育研究焦点主要围绕着听

障学生在校学生的职业教育、高级职业教育、中级职业教育、就业机会、课程设计等多个方面，近年来

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开放，越来越多的课程内容被加入到听障学生的教学内容中去。但与

此同时，听障人士职业教育的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比如对于职业认知能力的培养以及专业学习技能的

训练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听障学生在学校的职业教育，同时也应关注他们毕

业后的职业前景，展现对听障人士在职业生涯中的持续关心。 
二是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听障人士的职业能力结构及其形成过程。研究的焦点领域展现了三个主

要的发展方向：对听障人士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设置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越来越多地重视对听障学生

在职业教育中的综合素质的培育；日趋关注听障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对于听障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职

业教育学校越来越加以关注。 
三是职业教育学生在接受相关技能培训后获得了较好的就业效果。这意味着，教育从业者和研究人

员正致力于优化听障人士的职业教育课程，目的是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研究发现，在众

多影响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因素中，职业自信心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此外，听障人士在职业上的自信与

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种类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发现，通过参与职业教育课程的学习，听障群体能够掌握

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对于增强他们的职业自信心是非常关键的。 
尽管如此，听障人士在求职市场上依然遭遇诸多困难，这包括与市场的对接难题、政策执行的不足

以及他们的消极求职心态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其职业信心，进而降低他们对自身工作的满意度。为了

增强听障人士在职业上的自信和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学校要注重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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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乐观的情绪体验，帮助其建立健康积极的人格。特殊教育机构应当密切关注市场的需求，强化其专

业建设的针对性，并深化与企业间的合作关系。社会组织要积极发挥桥梁作用，鼓励更多听障人士参与

到残疾人事业中来，为残疾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政府亦应加大对就业政策的扶持力度，并确保

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听障人士可以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来增强自我认知能力，树立信心，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与此同时，教育机构和学校有责任引导听障人士培养正确的职业心态，减轻他们的自卑和依赖性，

并协助他们进行客观的自我评估，以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另外，在国家层面上还应建立完善

的职业生涯规划制度，鼓励听障人士积极参加各类培训以提高其综合素质。综合考虑，听障人士在职业

成长和职业自信方面面临着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挑战，这需要家庭、教育机构、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

同参与和支持。在未来的几年内，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听障人士接受更高等的教育。经过持续不断的研究

和实际操作，本文希望为听障人士提供更为优质的职业教育和就业机遇，从而协助他们在职业生涯和社

会整合方面取得成功。 
本文采用系统的文献综述方法，以全面、准确地探讨听障人士职业类型与职业自信之间的关系。 
为确保文献的全面性和权威性，本文主要检索了中国知网(CNKI)、Web of Science 等学术数据库。这

些数据库涵盖了广泛的学术领域，能够提供丰富的关于听障人士职业发展的研究资料；检索过程中，本

文使用多个关键词组合，以提高检索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主要关键词包括“听障人士”“听力障碍”“职

业类型”“职业自信”“职业发展”“就业”“职业教育”等。通过这些关键词的不同组合，全面搜索相

关文献。为了获取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能涵盖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重要研究，本文将检索时间范围设

定为从 1980 年至 2024 年。这一时间段涵盖了听障人士职业研究领域从起步到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能

够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演变和趋势。在检索出大量文献后，本文根据预先设定的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筛

选。纳入标准为：与听障人士职业类型或职业自信直接相关的研究；发表在学术期刊、学位论文或学术

会议论文集中的高质量文献；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深度。排除标准为：重复发表的文献；非学

术性的文章，如新闻报道、科普短文等；研究对象不明确或与听障人士无关的文献。经过严格筛选，最

终确定了用于综述的核心文献，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分类，以便后续的分析和总结。 
通过以上系统的文献检索和筛选过程，本文获得了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研究文献，为深入探讨听

障人士职业类型与职业自信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听障人士职业类型 

黄锦秀(2024)的研究提出了一套以就业为导向的策略，旨在提高中职听障学生的职业素养。研究通过

对中职听障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了解到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这些问

题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中职听障学生的就业情况。研究表明，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是听障学生稳定就

业的关键前提。针对中职听障学生就业困难的现状，提出了构建“就业导向”职教体系、实施“分层走

班”动态管理、创新“产教融合”培养机制等策略，以促进听障学生充分就业和更好地融入社会[1]。夏

寒(2018)研究了如何使听障大学生的职业指导更为高效。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调查了北京市某高校

聋生专业学习状况以及他们对职业指导的看法与态度。夏寒在此次研究中特别强调了职业指导在协助听

障大学生找到工作上的核心作用，并给出了若干增强职业指导效果的策略，旨在提高听障大学生的求职

成功概率[2]。王彩星(2024)主要集中在中职听障学生的职业技能培训上，尤其是以工艺美术这一专业为

研究对象。该研究旨在探索如何通过职业教育手段来增强听障学生的职业技巧，从而增强他们在就业市

场上的竞争力[3]。郎家丽(2020)对听障学生的职业能力进行了实践性的培养。从教学目标定位、课程设置

体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分析了该专业开展听障学生职业发展训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表明，

特殊高等艺术教育应该利用艺术作为媒介，培养听障大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职业能力，构建以“综合素质”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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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职业技能”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并建立“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提高听障大学生

的职业能力[4]。李淑英(2018)主要研究构建听障者的就业服务支持系统上。该研究从分析听障者自身特

点出发，探讨了如何通过有效措施提高听障者就业率和职业满意度，使他们顺利融入社会。该研究建议

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支持机制，以助力听障人士在职业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这一服务体系由职业

介绍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和国家政府三个层面构成。该体系涵盖了职业指导、就业服务和法律支持等多

个领域，其目的是为听障人群提供全面的就业援助[5]。 
Loeb 和 Sarigiani (1986)的文章深入研究了听力障碍如何影响儿童的自我认知。他们主要采用实验范

式来考察听力障碍与儿童自我感知之间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听力障碍对儿童的自我感知产生了显著

的影响，这包括社交、情感和学业等多个方面。同时他们还发现听力障碍会阻碍儿童学习英语语言技能，

并导致其缺乏自信心和社会能力。此项研究突出了为听障儿童提供心理援助的必要性，帮助他们塑造正

面的自我认知[6]。Hanrahan (1998)探讨了与残障运动员合作时的实际考量，这包括特定的心理技能的应

用及其可能的调整。通过对运动训练过程中所遇到的特殊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某些方面，这些心

理学技能能够帮助残疾人完成他们的任务。这篇文章详细探讨了多种残疾类型，其中包括听力问题，并

深入讨论了如何根据残疾的具体情况来调整心理策略，例如唤醒控制、设定目标、集中注意力、身体认

知、想象力、自信心和比赛前的准备[7]。Yanz、Carlstrorm 和 Thibodeau (1985) Chen 研究了自我调节的

学习环境如何影响听障学生。他将这些结果应用于实验中，并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以了解自我调

节学习环境能否有效促进听障学生的学习以及是否能帮助他们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研究表明，通过自

我调节的学习环境，听障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我效能感都会得到提升，从而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学习效

果。此外，研究者还考察了不同性别、年级以及学校类型对受试者的学习效果的影响。这意味着，为听

障学生提供一个支持性的学习环境，是提升他们的教育体验的重要环节[8] [9]。Johnson 和 Roberson (1988)
讨论了语言体验法在听力受损学生中的应用。他们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可以通过使用学生的词汇、语

言模式和经验背景来创建阅读文本，使阅读成为一个有意义和愉快的学习过程。这种方法对于听力受损

的学生尤其有益，因为它可以帮助他们通过与个人经历紧密相关的文本来学习阅读[10]。 

3. 听障人士职业自信 

王衡岳(2014)的研究强调，在工作环境中，听障人士通过不懈的学习和勤奋的努力，有可能逐步恢复

他们的自信，并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残疾人服务工作者。研究最后指出，听障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需

要社会给予他们更多关心、帮助和关爱。这意味着在社区的背景下，听障群体能够通过得到他人的认同

和支持，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并实现他们的目标[11]。王玉(2016)的研究深入探索了听障学生对教师期望

的感知与其学业成功或失败的归因以及学习自信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研究发现，特殊教育教师对听障中学生学业成功或失败的归因以及学习自信有着明显的影响，这进

一步强调了特殊教育教师在提升听障中学生自信方面的关键作用[12]。肖阳梅(2022)讨论了家长如何培养

听障儿童交流的自信心，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这些建议旨在帮助听障儿童克服交流障碍，增强社

交能力，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13]。杨胜琴(2018)探究了舞蹈训练对于培养听障儿童自信心的意义。研究

认为，舞蹈训练能够帮助听障儿童建立自信，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对听障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积极作用

[14]。唐艳(2017)强调了体育教学在听障生心理发展中的重要性。研究指出，有效的体育教学能够促进听

障生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意志品质，对听障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作用[15]。代芮文(2016)
研究了啦啦操教学对武汉市听障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有针对性的啦啦操训练有助于听障儿

童建立自信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对听障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16]。张晓玉(2017)研究了自信心

对听障儿童口语表达的促进作用，并提出了培养听障儿童自信心的方法。研究认为，自信心的培养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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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听障儿童的口语表达能力至关重要[17]。李冰雪(2020)探析了听障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传播学路径。

研究提出了通过“四个回归”理念的培育导向与正确引领，运用手语、视觉、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引导听

障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自信心和自豪感，对听障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培育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研究

表明，听障人群的社会适应和自信心培养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过程，涉及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个

领域。通过特殊的教育方法、心理支持和社会融合，可以有效提升听障人群的自信心和社会适应能力[18]。 

4. 关系评述 

总结而言，听障人士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通过多样化的职业教育和心理支持，

他们的职业自信可以得到显著提升。听障人士的职业类型正逐渐多样化，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对他们能力

认可的提高，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职业教育课程的改革、职业能力的培养以及就业服务支

持体系的构建，都是提升听障人士职业自信的关键因素。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到，听障人士的职业发

展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有限的职业领域，而是开始涉足更广泛的行业和专业。 
职业自信的提升对于听障人士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他们的个人发展，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

参与和生活质量。研究表明，通过特殊的教育方法、心理支持和社会融合，可以有效提升听障人群的自

信心和社会适应能力。职业指导、就业服务和法律支持等服务的提供，也能为听障人士的职业发展提供

有力的支持。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多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包括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内的各方，

都需要共同努力，为听障人士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支持的环境。 
从现有研究结构来看，目前的研究还有一些领域没有做深入研究和探讨。一是听障人士就业辅导不

清晰，研究停留在表面。在听障人士职业教育的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关注了听障人士在职业发展中的

结果和状态，集中于听障人士的教育现状、课程设置、就业情况以及学校课程的开发等方面，形成了以

课程研究为主，美术教育研究和职业技能培养研究次之的热点领域。但这些研究往往未能深入探讨对听

障人士具体的就业辅导如何落地实施，以及以何种形式进行设计，过于强调理论、设计方向和设计思路，

而较少有成型的课程体系和实施举措。这导致现有的就业辅导得不到更新，新时代下的就业辅导体系又

束之高阁。最终导致只能沿用现有的辅导体系，而现有的辅导体系只能帮助听障人士做到“有活干”，

做不到“干好活”，在如今的社会价值观体系下，过于基础性的就业辅导成效非常一般。 
二是听障人士的持续性、发展性就业的路径不明确。持续性就业辅导是听障人士职业成功一个重要

因素。在求职阶段，听障人士会得到一些有限的就业辅导，比如简历撰写、面试技巧以及初级的技能培

训等。然而，一旦听障人士找到工作，这种辅导便戛然而止。这使得听障人士在进入新的工作环境后，

往往感到孤立无援。他们常常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理解工作要求，不知道如何与同事和上级进行有效的

沟通。另一方面，这极大地限制了听障人士的职业成长空间。职业发展对于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它不仅

关系到个人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还关系到个人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实现。但对于听障人士来说，由于缺

乏持续性的职业发展指导，他们不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技能，如何争取晋升机会，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

生涯。他们会在工作中陷入一种长期的停滞状态，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但目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

甚少。 
三是对听障人士在适应新兴职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瓶颈和障碍的研究细节度不足的问题。现有研究

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沟通方面、教育与培训方面、社会适应等方面。但其一是对于听障人士在职业

中的情感需求关注不足。适应新职业不仅涉及技能和沟通等方面，听障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孤

独、焦虑等情感问题，而目前的研究较少探讨如何满足他们在情感上的支持需求。其二是缺乏对不同地

区听障人士适应新兴职业差异的研究。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支持力度、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

差异，这些因素会对听障人士选择和适应新兴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没有针对特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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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行深入分析，难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其三是对新兴职业中听障人士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融合的问题研究不够。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兴职业往往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紧密结合，然

而目前的研究尚未充分探讨听障人士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新技术来克服自身障碍，适应职业发展需求，

以及新技术可能给听障人士带来的新挑战和机遇。 
诚然，听障人士在职业发展中面临诸多障碍，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践来解决。未来

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听障人士的职业心理健康，探索更有效的职业教育方法，将听障人士的就业辅导与

最新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设计符合时代境况就业辅导，并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让它真正落到

实处，让听障人士不仅有工作做，高效高质地完成工作，做更能满足听障人士内心自驱力的工作，把基

础性就业辅导发展成成长性、持续性、发展性的就业辅导。另外，听障人士职业发展的跟踪研究是一块

重要领域，需要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长期职业轨迹和心理状态，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加精准的支持和服务。 
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希望看到听障人士在职业发展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实现他们的个人价值和社会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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