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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理康复是智力残疾者康复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着他们的生存质量。

但是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还相对薄弱，智力残疾者的心理康复需求尚未得

到充分满足。心理康复在此领域尚存在专业化诊断标准和效果评估工具滞后、

干预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不足、严重智力残疾者心理康复关注度低、知识普

及和专业化培训匮乏以及研究和实践的伦理性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个人设

想和思路，希望可以为促进行业发展，并最终为智力残疾者心理康复贡献绵薄

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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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tal rehabilit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habilitation,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Howeve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is field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and the mental rehabilitation 

needs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have not been fully me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is field, such as the lag of professional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effect evaluation tools, the lack of appl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 low attention to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for people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the lack of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and specialized training, and 

the ethics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Some personal ideas and ideas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hope of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eventually the mental 

rehabilitation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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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世界范围内，智力障碍的患病率约为 1%，其中约有 0.6% 是严重智力

障碍［1］，他们在认知能力、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等适应性能力上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缺陷，这将显著降低他们应对生活事件的能力。Bigby 等人发现随着医疗

水平的进步智力残疾者的预期寿命在逐步增加［2］［3］，然而他们还要面临

就业困难、婚姻家庭、社会支持和接纳等带来的心理问题和精神压力［4］。有

研究发现焦虑、抑郁、恐惧、攻击性自闭和愤怒等心理问题在智力残疾群体中

也是比较常见的［5］［6］。此外，Cordeiro 等人的研究发现智力残疾者的焦虑、

抑郁问题与某些遗传综合征具有显著的共病率，即遗传因素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一些智力残疾者的心理脆弱性［7］［8］［9］。Henderson 及其同伴的研究证明，

智力残疾者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是普通人的 7 倍［1］。

智力残疾曾被认为是一种永久性疾病，然而 Smith 等人发现，随着时间的推

移，智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可以通过人类发展培训、特殊

教育项目、生活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等策略来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10］［11］。

心理康复可以帮助智力残疾者恢复身体功能、克服障碍，以健康的心理状态充

分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在高层次的功能康复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但是，

正如 Gallagher 所指出的，关于心理康复在智力残疾群体中的实践，几乎没有有

效的研究或资源［12］。文献的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科的发展［13］，

我国学者邱卓英、张爱民、蔡飞鸣等人对 1989 至 2009 年心理康复的相关研究

进行关键词词频分析后发现推动我国心理康复领域文献增长的十个关键词分别

是“心理问题”“心理反应”“精神病人”“情绪障碍”“A 型行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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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SCL-90”“心理护理”和“精神医学”［14］［15］，这其中并没有

智力残疾相关的研究。进一步进行文献检索发现心理康复在我国智力残疾群体

中的研究和实践仅在个别领域有尝试，因此本文拟就心理康复在智力残疾群体

中发展应用不足的原因、问题和未来发展进行分析和探讨。

2  心理障碍的评估和诊断

心理学专业已经在智力残疾领域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深入探究［16］，

心理学家也长期致力于提高智力残疾者的生存质量，并在智力残疾者的评估治

疗和教育规划中发挥了极大作用［17］［18］。但是心理康复在智力残疾群体

中的研究和实践却很少，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明确诊断和评估智力残疾者

的心理障碍是很困难的［19］［20］［21］［22］ 。传统环境中，心理学工作

者很少有机会评估智力残疾者的心理障碍。普通临床医生虽然可以接触到相对

较多的智力残疾者，但是他们往往会因为缺乏专业的心理技能而仅仅关注生理

健康忽视心理障碍。早在 1982 年 Reiss 等人就发现临床医生有将共存的心理健

康问题解释为智力残疾者的所固有特征的倾向［23］，他们将其称之为“诊断

性遮蔽”。遗憾的是，现在这种困境仍然无法有效避免［19］［20］［21］［24］。

在《残疾人评估和干预指南》［19］中，诊断性阴影被公认为是智力残疾者心

理康复的持续性障碍。

目前国外虽然有一些评估智力残疾患者心理问题的量表，但是他们的有效

性和临床价值仍然很有限［25］。在我国诊断和评估智力残疾者心理问题的大

多数研究都是使用的 SCL-90［14］，作为一个仅具有筛查功能的量表其内容和

评价标准很明显不适用于认知能力存在的缺陷的智力残疾者。

3  心理干预方法

很多研究曾质疑心理康复对于智力残疾者的有效性和适用性［20］［26］，

但是目前对智力残疾者心理问题进行干预的方法主要有系统疗法、群体疗法、

行为放松、正念疗法、认知分析疗法、叙事疗法［27］［28］和认知行为疗法

等［29］。这些干预方法都注重结合参与者的实际情况，干预的过程中个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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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心理康复注重的不仅仅是恢复本身，

更重要的是在恢复的过程中相互合作，为个体成长提供支持。

考虑到严重智力残疾者在沟通技巧和理解上的局限性，Whitaker 和 Hassiotis

等人对叙事疗法、认知疗法等方法对严重智力残疾者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结

果表明这些方法在严重智力残疾者心理康复中的作用似乎并不明显［30］［31］

［32］。Wark 曾在 2012 年使用叙事疗法对四名患有不同程度智力残疾的人士进

行干预，干预效果比较理想，但是该研究对叙事疗法在严重智力残疾者心理康

复的有效性上还是模棱两可［33］。Nicoll 和 Unwin 等人分别在 2013 年和 2016

年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说明这些干预方法的普适性和可及性尚未得到很好的解

决和验证［34］［35］［36］。其实早在 2005 年的时候，Willner 就注意到咨询

技术的有效性问题并提出对于严重智力残疾者，可以通过使用替代通信系统来

提高认知行为疗法等方法的有效性［37］，可惜这一方法似乎尚未得到验证和

支持。

游戏治疗法是我国儿童智力残疾者心理康复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方法

［38］［39］［40］。王顺妹的研究认为游戏不仅具有诊断作用还在智力残疾

儿童安全需要满足、认识和情感矛盾调节、不良情绪宣泄、获得快乐感和成功

感上具有重大作用。王利平等人的研究也肯定了游戏的诊断和康复作用，但是

这些研究都是理论叙述，缺乏实证研究和证据支持，而且仅凭游戏就确定诊断

结果似乎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另外，一些研究表明，艺术化治疗手段如舞蹈、

音乐、戏剧、绘画、运动等对智力残疾者的长期持久改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41］

［42］［43］［44］。

4  严重智力残疾者的心理康复

据报道，严重智力残疾者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几率为 22.4%［45］，高患病

率和潜在的持续心理健康问题需要我们给予特别关注，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似

乎并不容易。其一，一项对儿童和青少年智力残疾者心理健康跟踪调查 14 年的

纵向研究表明，严重智力残疾者的康复能力可能较差，因此常规化干预方法可

能不是最佳选择［46］。其二，上述关于心理干预方法的论述中曾提到诸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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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为疗法等相对有效的干预方法似乎并不适用于严重智力残疾者，而且目前

尚未有有效的方法或措施来替代或弥补这一缺陷。其三，严重智力残疾者可能

对干预方法的感受性更敏感，但是介于表达能力的限制他们在产生不适时或许

很难及时地给出报告，因此与其他人相比，对严重智力残疾者的干预强度和方

法上可能要更加慎重。第四，虽然很多临床医生和心理工作者对严重智力残疾

者的心理健康需求有一定的认识，但是针对严重智障患者心理健康需求的研究

和实践依然少的令人担忧。突破这些问题，找到有证据支撑的干预措施来治疗

严重智障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是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的责任。 

5  心理康复的专业化水平

虽然很多心理学家在干预心理障碍方面接受了广泛的培训，并利用这些专

业知识为智力残疾者提供心理服务［17］。但是，他们接受的教育或培训中，

很少有涉及残疾问题的，因而有很多心理工作者表示在面对智力残疾和其他残

疾患者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46］［47］［48］。据报告，英国现行政策认为，

智力残疾者与没有智力残疾的人同样有享受心理服务的权利，同时他们也指出，

这项工作得以落实的最大障碍就是心理治疗师缺乏与智力残疾者一起工作的经

验和专业技能［47］。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 Jessetal 也表示，他们通常“没有受

过训练，没有经验”［49］。Muni 认为美国心理医生也同样缺乏类似的培训和

实践［50］。他指出，美国为智力残疾者提供咨询服务的能力明显不足，心理

障碍的治疗在某种程度上也仅限于精神药物治疗和 / 或行为干预。《心理学研究

生研究》( 美国心理学协会，2010) 显示［19］，在列出的 468 个研究生心理学

课程中，只有 32 个提供了一些与智力残疾有关的培训。而且，这些培训的途径

绝大多数是通过实践经验而非学术课程。在我国，此类的培训和课程更是鲜有

耳闻，很少有研究生心理课程提供残疾服务培训。

6  心理康复伦理问题

目前，智力残疾者的心理康复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很多可能公开讨论

的案例和研究往往会因为智力残疾者缺乏同意权而涉及伦理问题［51］。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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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尚未有较成熟的技术和方法，针对智力残疾群体的心理康复可能会出现一

些尝试和探索，但一些严重智力残疾者往往因为缺乏表达和表现能力而无法及

时报告不适，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造成二次伤害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

题。 

7  心理康复发展的展望和启示

心理康复在智力残疾领域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未来我们的研究和实践方向

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开发具有实践价值的专业化评估和测量标准，这是心理康复在智力

障碍领域顺利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可以借鉴 ICF 使用“生物 - 心理 - 社会”

模式从多个维度评估被试的心理健康状况。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尝试通过特定的

变量来预测心理康复水平，例如通过焦虑水平、抑郁程度、自我效能、康复动机、

心理易感性、信任感、自尊水平等不同变量的变化确定预测某种心理问题的最

强因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智力残疾者的心理康复往往很难与临床

治疗效果相分离，如何独立预测心理康复的治疗效果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之一。

第二，因时因事因人制宜，确定恰当的心理干预方法。智力残疾群体具有

敏感性和脆弱性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在选择心理干预方法时必须慎之又慎，

既要考虑到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又要兼顾到安全性和可操作性。另外，已

有的心理干预方法对严重智力障碍患者的心理康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何结

合现代技术改良干预方法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之一。心理康复具有不可重复性，

因而，即使是相同的心理问题也不可能采用完全相同的干预方法，如何根据具

体环境和个体差异选择适合的干预方法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第三，促进行业专业化，提高心理康复的专业化水平。有限的培训和经验

可能使许多心理学家没有准备好向智力残疾者提供专业和道德上健全的服务，

包括提供评估和干预。这不仅会妨碍心理康复在智力残疾领域的发展更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一部分智力残疾者的痛苦。因此我们建议应该鼓励从事智力残疾

相关研究的心理学教师开发和教授这方面的课程，不要让这种培训成为少数高

度专业化的行为，应该向心理学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开放普及这一课程和相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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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同时，应将这种培训变为一种双向培训，可以接触到智力残疾患者的从业

人员，特别是临床工作者，都应该具备相应的心理诊断和鉴别技能。将智力残

疾患者的心理康复重点放在研究、培训和临床实践上并增加对相关结果研究的

支持力度。

第四，将智力残疾者的生存质量和康复提高放在首位，稳中求进。即使目

前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资源有限，我们也不能盲目追求发展而忽视智力残疾者的

主观意愿和体验。我们的初衷是为智力残疾者的康复带来福祉，如果单纯为了

发展给他们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就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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