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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背景下听障学生社会参与现状
调查研究

宋艳玲 王曌 李夏夏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本研究基于山东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背景，聚焦特殊教育院校听障学生社会参与现状，对

311 名 16-26 岁听障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250 份，运用 spss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听障学生群体呈现显著的教育滞后特征与家庭脆弱性。第二，社会参与呈

现“结构性失衡”。研究进一步发现，智慧城市需要进一步加强智能技术支持，健全就业保障及

无障碍制度，拓宽社会参与路径，构建包容性文化生态，建立动态监测机制，提升政策实施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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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9 年，山东省启动新型智慧城市试点

示范建设工作，力争将智慧城市打造成“数字

中国”建设领域代表山东的一张名片。智慧城

市的深入推进为社会融合创造了全新的机遇，

但是，听障群体的社会参与问题值得关注。以

特殊教育院校听障学生为例，虽接受了专业教

育，具备了行业专业技能，但是在社会融入方

面仍存在诸多挑战
[1]
。

2 概念界定

2.1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指利用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的

信息技术，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提高城市运

行效率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
[2]
。

2.2 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包括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

社会生活中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参与决策和

行动的行为。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由于听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听障学

生在与人交流、获取信息、融入社交圈等方面

都遇到困难。本研究以国内外社会参与的相关

实证研究为基础，结合听障学生实际特征，提

出如下研究假设：

听障学生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

家庭所在地、听力残疾等级、听力障碍原因、

家庭情况、是否有兄弟姐妹、父母是否残疾、

是否有就读普通学校经历、父母学历、家庭经

济情况等）会影响其社会参与度。

3.2 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目的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调查

人口统计学指标对社会参与度的影响，二是研

究归属感与社会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次

问卷设计主要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指导语。向被调查对象介绍本

次调查的目的、问卷的保密性原则以及填写方

法。

第二部分：人口统计学信息收集。主要包

括性别、年龄、家庭所在地、听力残疾等级、

听力障碍原因（先天性、后天性）、家庭情况

（孤儿、单亲、双亲）、是否有兄弟姐妹、父

母是否残疾、是否有就读普通学校经历、父母

学历、家庭经济情况
[3-4]

。

第三部分：社会参与度调查部分。参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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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和潘忠党、郭朋的研究，结合听障学生特征，

将问卷分为现实社会参与度、网络社会参与度

调查两部分。经过前期调研和文献梳理，本研

究的问卷主要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于2019 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

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中对社会参与条目的测量，包括政治参与、文

化生活参与和社会公共事务参与三个方面。此

部分调查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分值由 1-5

分别代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5-9]

。

3.3 数据收集与分析

对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听障学生进行

了问卷预发放，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问卷量表进

行了修改。本次调查对象为山东特殊教育职业

学院的听障学生，年龄范围为 16-26 岁，由于

调研对象的特殊性，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分组

发放问卷，每组配备一名手语翻译。本次调研

回收问卷 311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250 份。数

据收集后采用 SPSS 26进行资料处理和统计分

析。

4 数据分析

4.1 信效度分析

4.1.1 信度检验

本次问卷收集共收集 311 份问卷，通过对

无效问卷进行筛查处理，将填写时间低于一分

钟，问题回答有明显矛盾或错误，存在缺失值

问卷的视为无效问卷剔除，收集有效问卷 250

份，问卷有效率为 80.38%。并对问卷处理后

录入 SPSS 系统进行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 SPSS 软件对问卷内容一致性

进行检验，以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克隆巴赫

Alpha系数为参考判断此问卷的信度，计算得

Cronbach α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1 “听障学生社会参与”总量表及分量表（纬度）的 Cronbachα系数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社会参与”总量表 0.948 60

社会参与调查 0.937 26

“现实社会参与”量表 0.920 16

“网络社会参与”量表 0.888 10

4.1.2 效度检验

本文通过 SPSS软件对问卷结构效度进行

检验，通过 SPSS软件对问卷结构效度进行检

验，计算得 KMO值如下表所示:

表 2 效度检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89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9223.484

自由度 1770

显著性 0.000

由效度检验可知，对数据进行效度检验，

得 KMO 值为 0.903 大于 0.8；巴特利特球体检

验的统计值的显著性 0.000，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问卷内容效度检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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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听障学生社会参与调查统计分析

性别、年龄、家庭所在地、听力残疾等级、

听力障碍原因、家庭情况、是否有兄弟姐妹、

父母是否残疾、是否有就读普通学校经历、父

母学历、家庭经济情况

4.2.1 个人基本特征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最终统计结果显示，此次调

查对象中男生 145 人，占比 58.00%，女生 105

人，占比 42.00%，性别分布较为平均。

表 3“性别”统计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男生 145 58.0 58.0 58.0

女生 105 42.0 42.0 100.0

总计 250 100.0 100.0

此次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在 16-26 岁，中

位数为 21 岁，虽然调查对象涵盖了中专段和

大专段的学生，但是与健全学生的中专段和大

专段年龄对比的话，依旧可以看出同阶段听障

学生年龄偏大。这也与高和荣等人做的残障人

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实证研究相符，残障人在各

阶段所能获得的教育机会都不多，即使是义务

教育阶段，残障人的受教育机会也是低于全体

适龄人员水平
[1]
。

听力残疾等级方面，壹级人数最多，172

人，占比达到 76.8%，且随等级下降人数占比

逐渐下降，贰级占比 20%，叁级占比 2.8%，肆

级仅有 1人，占比 0.4%。

在导致听力障碍原因方面，超半数听障学

生是由于后天意外或生病导致听力受损，占比

54%，而先天听力障碍占比 37.2%。由此可得，

多数的听力障碍者可能是由于后天原因，如疾

病、意外等导致听力障碍，因此可以通过一定

的医疗手段或意识来避免听力障碍的发生。

此外，超半数听障学生在普通学校学习过，

占比 60.4%，未在普通学校学习过的听障学生

占比 39.6%。说明多数听力障碍者能够与普通

学生一样在普通学校学习。

4.2.2 家庭特征分析

经调查，绝大部分听障学生家庭位于农村，

占比 76.4%，其次为城市，占比 12%。说明听

力障碍者多生活于农村，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

为什么多数听力障碍者是由于后天原因导致

听力障碍，即农村相对落后的医疗设施和育儿

观念可能更易导致听力障碍。

在家庭组成方面，有 79.2%的听障学生来

自双亲家庭，20.40%的听障学生来自单亲家庭，

还有 0.4%的听障学生是孤儿。听障儿童家庭

父母往往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直

接影响婚姻关系。根据对残疾儿童父母婚姻质

量的调查显示，残疾儿童父母对婚姻的满意度

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即使是未离婚的残疾

儿童家庭，很多家庭存在不良夫妻关系及沟通

模式，不良家庭氛围影响残疾儿童的心理健康

状况
[2]
。

在家庭经济情况方面，家庭的经济状况与

周围人差不多（64.4%），16.40%的听障学生

认为家庭经济情况比周围人好，19.20%的听障

学生认为家庭经济情况比周围人差。

在家庭生育数量方面，82%的听障学生不

是独生子女。换言之，调查对象中仅有 18%的

听障学生是独生子女。因此次调查对象年龄分

布在 16-26 岁，绝大部分是 2000 年前后出生，

因此与全国 00 后独生子女比例进行对比。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7 年中国

社会状况调查数据，00 后人群中的独生子女

比例高达60%以上（国家统计局，2018a，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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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听障学生的独生子女比例明显低于

全国水平。大部分有听障儿童的家庭，会选择

再生育一名儿童，因此听障儿童中独生子女比

例较低。

在父母残疾情况方面，九成以上的听障学

生父母是健全的。这个数据也印证了遗传性耳

聋的隐性遗传和新发突变的研究，目前相关研

究已经证实致聋基因接近 300 个，每 100 个正

常人中就有 6 个人携带耳聋致病突变基因。致

聋基因大部分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如果两

个健听父母都携带一个致聋基因，就会有四分

之一的可能将两个致病基因遗传给孩子，生育

出一名听障儿童。简言之，两个健听父母也可

能会生育听力障碍儿童。

在父母学历方面，听障学生父母学历偏低，

主要集中在初中、小学及以下。父亲学历为初

中的听障学生占比最多，为 47.6%，其次为小

学及以下，占比 28%，母亲学历为小学及以下

的听障学生占比最多，占比 46.8%，其次为初

中，占比 34.4%。这表明听力障碍者的父母教

育水平普遍较低，高学历者较少。一方面可能

是由于家庭多处于农村，经济条件与教育资源

有限，没有接受较高的学历教育；另一方面可

能也是导致孩子后天听力障碍的一个重要原

因，即父母的育儿理念相对较为落后，在育儿

过程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导致孩子听力障碍。

5 结论

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通过对 16-26 岁

听障学生的问卷调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5.1 听障学生群体表现出明显的教育滞

后与家庭脆弱性

根据此次调查，听障学生年龄中位数为

21 岁，明显高于健全学生的年龄，这与高和

荣（2022）提出的“残障群体因教育不足而导

致的‘教育延迟’现象”相符。从听力损失原

因来分析，有一半的学生是因为后天疾病或者

以外导致听力损失，表现出基层医疗环境的薄

弱。从家庭环境来看，七成的听障学生来自农

村，父母学历以初中及以下为主（父亲 75.6%，

母亲 81.2%）。社会资源与家庭支持能力的明

显匮乏，促使听障学生在社会参与的初始不利

处境
[3-9]

。

5.2 听障学生社会参与呈现“结构性失衡”

的特性

听障学生文化生活参与度（均值 26.22）

略高于理论中值，但公共事务参与（均值16.12，

P<0.001）与政治参与（均值 5.66，P=0.06）

显著偏低，同时，网络社会参与中的政治参与

均值（5.53）也低于理论中值，这些数据反映

出听障学生群体在公共决策领域处于边缘状

态，并且，目前的信息技术并未促进听障学生

的政治参与。

本研究对听障学生社会参与情况进行了

调查研究，并结合数据分析了听障学生社会参

与目前存在的问题。但本研究依旧存在局限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集中于中专与大专

阶段学生，未能拓展到更广的年龄范围与教育

阶段。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范围，

跟踪智慧城市对听障学生社会参与的长期干

预效果。

6 建议

6.1 加强智能技术支持，优化社会参与基

础环境

积极推动智能化辅助工具开发与普及，研

发适配听障群体需求的多模态交互系统，进而

公共服务场景中的实时信息转化能力。通过优

化智能设备在政务服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应

用场景，降低沟通成本。针对听障学生教育滞

后现状，构建虚实融合的教育支持体系，开发

沉浸式学习资源库，加强职业体验与技能培训

的数字化衔接，缩小教育资源配置差距。

6.2 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拓宽社会参与路

径

建立覆盖职业培训、岗位适配、在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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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链条支持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优化无障

碍工作环境，探索残健融合的就业促进模式，

增强听障群体的职业发展可持续性。在公共事

务参与中嵌入无障碍设计理念，构建多元主体

协同的参与平台，完善听障群体意见表达与反

馈渠道，提升公共服务对特殊需求的响应效率。

6.3 构建包容性文化生态，消除社会参与

认知障碍

开展常态化公众教育活动，通过媒体传播、

社区实践等方式增进社会对听障群体的理解。

鼓励文化机构开发手语文化产品，促进社会文

化符号的包容性表达。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

同网络，建立特殊教育机构与社区联动的支持

机制，为听障学生家庭提供专业化指导，整合

社会资源构建心理支持、技能培训等综合服务

体系。

6.4 建立动态监测机制，提升政策实施效

能

构建社会参与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开

展追踪研究，动态监测智慧城市建设对听障群

体的赋能效果。通过数据分析优化资源配置，

形成“评估-反馈-改进”的闭环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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