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残疾学生自我决定能力发展的教育策略

暴占光 　张向葵 　(东北师范大学心理系 ,长春 ,130024)

摘要 　　在国外特殊教育领域 ,促进残疾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 ,使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实

现从学校到毕业后的生活和职业过渡 ,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实践。研究者通过一些方

法和策略促进残疾学生自我决定所需要的技能、知识和态度 ,使其更好地控制他们的

生活并承担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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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international special education , promoting self - determined ability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has already become very important practice , in order to make them experiencing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

Som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can be used to promote abilities to decide the required knowledge , skills , and atti2
tudes. So that , they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ir life and under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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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年以来 ,国外特殊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们

一直关注残疾学生自我决定方面的研究[1 ] 。自我

决定对于一个人的发展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完成

初中教育以后 ,残疾学生进入上一级学校或走向

社会 ,这时他们都会面临新问题 ,需要新技能。一

旦走上工作岗位 ,他们又会面临一些更为复杂的

选择和决定 ,如找一个理想的工作、在工作岗位获

得成功、对工作满意、保证工作、生活的质量以及

有效地进行管理 ,等等 ,这些都需要一个人只有良

好的自我决定能力[2 ] 。既然自我决定对于一个人

的发展如此重要 ,那么 ,什么是自我决定 ,如何促

进残疾学生自我决定能力的发展呢 ?

1 　自我决定的涵义

1. 1 　自我决定的定义

关于自我决定 ,有以下一些定义 :“自我决定

是选择并使这些选择成为行动中决定因素的能

力”(Nirje ,1972) ;“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 ,自由

确定自己的命运和行动的步骤”(Berlin ,1975 ;Freed2
berg ,1989) ;“个体在内在动机的驱使下 ,自主选择个人

生活的能力 ,自主和能力是自我决定的两个基本成

分”(Deci ,Ryan ,1985) ;引导人们确定一个目标并使自

己实现这一目标的态度、能力和技能 ,自我决定的特

点是自我实现 (Self - actulization) 、肯定 (Assertive -

ness) 、创造(Creativity) 、自尊以及自我拥护 (Self - advo2
cacy) (Ward ,1988) ;根据对自己的了解和估价来确定

和实现目标的能力(Field ,Hoffman ,1994) [3]。”

以上定义的相同要素为 :自由、选择和控制。

此外 ,还包括行为利结果。美国教育部特殊教育

和训练服务局 (0ffice of Speciai Education and Reha2
bilitative Services ,0SERS) 1993 年给自我决定作如下

定义[3 ] :在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基础上 ,以及在追求

自己的需要、利益和价值中最大可能地选择和制

定选择来驾驭自己的生活。

1. 2 　自我决定的步骤

Wolman , Mithaug ,el (1994) 编制美国研究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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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量表 (AIR’s 　Scale)时提出自我决定过程分

为三步 ,每一步都由两个环节组成。第一步是思

考 :识别和表达自己的需要、兴趣和能力 ;设置能

满足那些需要和兴趣的期待和目标。第二步是行

动 :做出能满足目标和期待的选择和计划 ;采取行

动完成计划。第三部是调节 :评价行动的结果 ;为

了更有效的满足目标需求 ,如果有必要可以修改

计划和行动[4 ] 。

2 　自我决定的理论模型

2. 1 　Field 和 Hoffman 的个体模型

Field 和 Hoffman 强调个体的信念、知识和技能

在自我决定发展中的重要性问。他们经过三年的

实验 ,其中包括对 1500 名学生的观察和与其中 200

个学生的访谈 ,于 1994 年建立了自我决定的理论

模型。模型包括发展个体信念、知识和技能的五

个基本要素 ;了解自己、评价自己、计划、行动以及

经验的结果和学习。前两个要素强调个体内部机

制 ,是自我决定的基础 ;计划和行动是在这一基础

上采取行动所需要的技能 :而经验的结果和学习

可以强化自我决定所需要的技能。

2. 2 　Mithaug 等的基于自我调节理论的学习模型

Mithaug、Campeau 和 Wolman 提出自我决定其

实就是自我调节的特殊形式[6 ] 。他们认为自我决

定的人能比其他人更自我调节他们的选择利行

动 ,较少受其他人和环境的影响。据此 ,他们提出

一个人的它我决定包括 6 个步骤 : (1) 确定和表达

自己的需要、兴趣和能力 ; (2) 确立实现需要和兴

趣的目标和期待 ; (3) 选择和计划如何实现预期和

目标 : (4)采取行动 ,实施计划 ; (5)对行动和结果进

行评价 ; (6)调整计划直至达到目标。

2. 3 　Wehmeyer 基于成年人结果的自我决定模型

Wehmeyer (1992) 指出自我决定是教育目的概

念化的最佳结果 ,是到达成年并实现成年人作用的

生命过程中学到的一系列的态度和能力[8]。Wehmey2
er (1994)认为自我决定有四个重要特点 : (1)个体自主

行动 ; (2)行为自我调节 ; (3)主动“心理授权”并且对事

件作出反应 ; (4)以自我实现方式行动。

2. 4 　Deci 和 Ryan 的内在动机理论模型

Deci &Ryan(1985)的自我决定理论模型是从人

类动机研究发展而来的。它侧重于三个重要的心

理需求 ———自主、能力和交往。个体为了体验一

种成就感 ,这三种基本需要就必须被满足。对能

力的需要暗示人们在与环境的互相作用中寻求高

效。具体来说 ,个体在进行一项活动时需要体验

能力知觉。人多数使用这个理论体系的研究已经

通过个体察觉他们在各自的活动中都是有能力的

和自主的程度米测量这些心理需要的满足[9 ] 。

3 　残疾学生自我决定的特点

大量研究表明 ,残疾学生比其他人面临着更

多、更特殊的障碍 ,影响他们的自我决定。首先 ,

许多残疾学生不了解自己的心理能力 ,而知道自

己的长处和不足并接受自己是自我决定的基础。

其次 ,残疾学生还往往缺乏自我意识和自尊心 ,同

时还伴随习得的无能为力和消极的归因 ,这些都

会严重影响他们的自我决定[10 ] 。另外 ,许多与自

我决定有关的技能 ,如计划、行动和反应的灵活性

等 ,对残疾学生来说也都比较难于掌握。这些技

能与每个人的组织能力和计划能力以及人脑的灵

活性等有密切关系[11 ] 。既然自我决定对于一个人

十分重要 ,残疾学生的自我决定水平又比较低 ,对

残疾学生自我决定的深入研究 ,并制订相应的干

预计划就十分重要。

4 　促进残疾学生自我决定的教育策略

促进自我决定的课程和策略侧重于心理授

权、选择和决定。干预研究包括帮助学生发展导

致自我决定的信念、知识和技能的课程和策略。

4. 1 　促进残疾学生自我决定的课程

Field和 Hoffman 提出如下的课程设计来帮助

残疾学生提高他们的自我决定。首先是环境 ,提

供一个合理的环境是实施干预的基础。Field 和

Hoffman 把残疾学生和普通学生放到一起 ,由教师

提供学生学习的榜样 ,形成班上的合作气氛。家

长和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也属于课程设计中的重要

成员 ,他们的作用是对学生的努力提供支持。在

课程设计中 ,研究者强调整个教学应贯彻以下 10

点 ,Field 和 Hoffman 称之为 10 个“奠基石”,即 : (1)

教师加入教学环境 ,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 (2) 把

上述研究模型作为实施教育策略的依据 ; (3) 使用

合作学习的方式 ; (4) 鼓励各种有效的经验学习 ;

(5)采用一体化环境 ,即把所有学生放入同一教学

环境 ; (6)实施家庭和朋友的支持 ; (7)在教学中 ,强

调听讲的重要性 ; (8)非合作、非纪律的教学 ; (9)适

当的幽默 ; (10)利用教学中的有效时段。通过对两

所高中学校学生 (47 %是学习困难学生) 的实地研

究 ,对比实验前后两组不同处理 (实施课程利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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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课程) 的学生的自我确定水平 , Field 和 Hoffman

证实上述的课程设计效果显著[5 ] 。

Mithaug 等人设计了“选择者自我决定转换课

程”,以帮助学生获得个别化教育计划 ( Individual2
ized Education Program ,简称 IEP)所需要的知识和技

能。这一课程包括以下内容 :通过课堂教学和录

相帮助学生熟习 IEP 的过程 ,让学生自己决定他们

是否喜欢投入进课程 ,领导或参与 IEP 会议。在

IEP中 ,学生学会选择目标、表达目标和采取行动

三步骤 ,每个步骤都分成员体的指标。例如将“选

择目标”分成二部分 :表述目标确立的目的和成分、

确定学生的权利、确立目标确定的角色和时限[6]。

Abery认为课程应围绕个体特征的不同方面

来设计 ,针对学生在能力、知识和动机上的不足进

行各种训练 ,训练的方法和前两者不同[7 ] 。

在具体的每一个有针对性的课程中 ,有研究

建议要重视学生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例如 Van2
Reusen 和 Bos 的课程设计里[2 ] ,安排学生在两个星

期内每天学习 45 分钟的教学内容。在这 45 分钟

的时间里 ,要求学生完成以下 5 个步骤的工作 : (1)

“I”( Inventory) —编入你的长处、需要提高的弱点、

目标和兴趣以及对学习的选择。 ( 2)“P”( Pro2
vide) —提供你编入的信息 ; (3)“L”(Listen and re2
spond) —听和反应 ; (4)“A”(Ask question) —提问 ;

(5)“N”(Name)一给目标命名。缩写 IPLAN 将做为

对学生记忆的一个提示。现场实验研究证实应用

IPLAN 对学生的自我确定的提高效果显著。

4. 2 　促进残疾学生自我决定的策略

Wehmeyer ,Hughes(2002) 调查了 1 ,200 位从事

特殊教育的教师 ,了解教师对自我决定的意义和

指导的认识 ,调查结果反馈一线教师需要具体指

导。下面提供了 4 个有针对性的促进残疾学生自

我决定的策略[8 ] :

4. 2. 1 　评估兴趣、爱好并促进选择制定

促进积极的选择制定是教师引导残疾学生自

我决定的主要途径。做出选择实际上是对一种偏

好的识别和交流。对于多数残疾学生来说 ,要做

出选择有许多障碍。因为残疾学生几乎没有选择

的机会 ,他们不知道在这种技巧的赢接指导下怎

样制定选择和需求目标。Hughes ,Lorden (1998) 归

纳子残疾学生偏好选抒策略文献 ,他们发现包括

以下几种策略 :

(1)当学生要对选择情况做出反应时 ,从学生

的行为推断他的偏好。

(2)使用计算机和迷你显示屏技术能使学生

表明偏好。

(3)当他被要求作山选择时 ,观察学生是否接

近目标。

(4)用口头或手势以及其他的交流作为决定

偏好的方法。

(5)记录学生参与特殊活动所花费时间的数

量。

另外 ,学生的家庭应该重视学生的偏好 ,在日

常生活中给他们提供参与选择的机会。[9 ]

4. 2. 2 　参与教育计划和教育目标制定

自我决定行为是一种被指导的目标。残疾学

生有能力并且应该参与目标设定。Agran ,Wehmey2
er (2000)辅导 19 名特殊教育的教师设定并实现相

关的目标转换。他们为学生提供支持 ,学生依次

回答四个问题 ,最终能设定一个教育目标 :我想要

学会什么 ? 我现在对此知道什么 ? 要学习我不知

道的知识 ,我必须改变什么 ? 要使他成为现实我

该怎么做 ? 虽然许多学生不能明确表达对各个问

题的直接反应 ,为了促进在目标设定过程中学生

韵积极参与 ,教师使用问题作为活动计划的重点。

例如 ,当教师提出问题“我想学会什么 ?”教师帮助

学生在转换中识别个人偏好 (工作、生活、休闲) 。

在目标没定过程中 ,学生成为积极的合作伙伴 ,教

师和学生努力确保那个目标是与学生的偏好、兴

趣和能力紧密相连的。然后教师教学生自我指导

学习策略以便使他们参与训练过程。

通常适用于残疾学生的教育计划是个别教育

化计划 ( IEP) ,与典型的教育计划相比 ,个别教育化

计划强调识别学生和他们的家庭的联系 ;学生、家

庭成员、和教育者以及在学生生活中的重要他人

(邻居、雇主)都可能成为教育计划中的重要资源 ;

并且教育计划中强调学生的能力和偏好 ,在社区

内寻求与这些教育计划相关的支持来实现目标。

学生在目标设置 ,教育问题解决 ,决策制定活动中

的积极参与会促进他们的自我决定能力。

4. 2. 3 　参与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

一般来说 ,解决问题和做出决定要求只有复

杂的认知技能。但是 ,这些任务都可以被划分成

更小的步骤 ,残疾学生能学会那些技能。因此 ,提

高他们在复杂任务中的参与度 ,他们可以更加独

立地完成任务的各步骤。决策过程包括识别选

择、从各个选择中识别后果、评估与后果相关的风

险、审查每个选择如何与个人偏好、兴趣和需要保

38促进残疾学生自我决定能力发展的教育策略/ 暴占光 　张向葵



持一致并且做出优化选择的判断。残疾学生可以

通过角色塑造和其他策略学习 ,优化一般选择的

过程 ,并能通过个人的经验和指导 ,增加他们有关

选择后果方面的知识。所有的学生都有偏好 ,所

有的学生都能参与更多的决策选择和个人偏好。

4. 2. 4 　学生指导学习策略

学生指导学习策略 ,是指自我凋节学习或自

我管理策略 ,包括教学生规范和调控他们自己的

行为。这样的策略能使学生在没有外部控制的情

况下调节他们自己的行为 ,允许学生在他们自己

的学习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Agran (1997) 研究表

明许多残疾学生能够学会用自我指导学习策略促进

独立性利激发任务操作 ,主要的策略有以下几种 :

(1)用一套图片或其他的视觉或听觉线索独

立地执行一项任务 (线索暗示)

(2)执行任务前人声地制定具体任务声明 (自

我指导)

(3)观察和记录自己的目标行为或行动的操

作 (自我监控)

(4)对任务的成功完成提供强化(自我强化) [10]

这些策略要互相结合使用。例如 ,教一名残

疾学生通过一个简单的白我指导策略更独立地去

执行一个任务 ,诸如“过去 ———接下来 —现在”策

略 ,陈述他或他刚刚完成的反应是什么 ,其次需要

做什么 ,然后揩导他自己去执行这个反应 ,学生学

会了如何完成任务的顺序。然后 ,当这项任务被

完成时 ,再教这个学生制作一张带有下项任务图

片的检查单 (自我监控) 。

三周以后 ,教学生数所有的检查单 (自我评

价) 。

5 　国外残疾学生自我决定研究的趋势

美国特殊教育和训练服务局在 1990 年代对自

我决定研究进行了经验总结。首先旨定了自我决

定的重要性 ,并且需要通过一种特殊课程系统地

提出。从研究项目初步数据表明 ( Ward , Kohler ,

1996 ,Wehmeyer ,1999) ,当学生学会做出决策、判断

和自我拥护时 ,学生的自我能力决定增强[11 ] 。其

次强调学生应该在学校接受训练 ,发展促进他们

自我决定能力的技巧 ,并且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

会去练习那些技巧 (Ward ,Kohler ,1996) 。许多父母

很难把他们的儿女看成有自由权并能够自我决定

的成年人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附庸于别人的生

活周期将是从父母到老师、工作教练和福利救济

系统。最后呼吁自我决定技能训练需要从幼儿开

始。一直以来 ,研究项目侧重于大约 14 - 21 岁的

有缺陷的年轻人 ,一些报告认为 ,14 岁对于习得的

无助感和无能感的转换为时已晚[12] ,应该从早期教

育开始注重对有缺陷儿童进行自我决定能力的培养。

6 　对我国特殊教育的启示

6. 1 　学习自我决定的理论和实践并树立学习榜样

国内特殊教育领域应该通过学习自我决定的

定义并推崇它的重要性 ,并尝试在学校中进行实

践。目前国内教育对与特殊个体相关的需要、兴

趣和选择考虑得很少 ,致使特殊学生群体与普通

人群相比辍学率很高。教育部门需要提供财政支

持 ,促进教师、家长和学生了解自我决定的价值并

树立学习榜样。

6. 2 　把自我决定作为对所有学生教育课程的整合

理解了自我决定的价值以后 ,教育部门和学

校应该把门我决定作为对所有学生教育课程的整

合部分进行实践。能力和自主是自我决定的两个

基本因素 ,日常生活中个人需要和兴趣的满足需

要个体具有自我决定能力。因此 ,对于所有学生

来说 ,自我决定能力都很重要 ,而特殊学生由于受

能力和机会的影响自我决定能力更弱一些。教育

者和家庭应该进行教育观念和课程的整合 ,在教

育实践中为学生提供策略训练和练习机会促进学

生自我决定能力。

6. 3 　在自然环境中为学生提供自我决定的机会

教育者和家庭可以通过各种环境 (如家庭、学

校、医护中心、社区) 和多元化的日常生活 (如教室

中的间点时间利家中进餐时间) 促进自我决定行

为。教育者和家长应注意为特殊学生提供自我决

定的机会 ,让他们积极参与活动计划制定和实施。

6. 4 　早期教育开始实施为特殊儿童带来积极成年

结果的干预

自我决定的技能训练可以增加特殊学生积极

的成年结果 ,如更加自信 ,获得更好的雇佣机会和

提高薪水的机会等。我们应该对特殊学生进行早

期诊断 ,并在早期教育中对影响儿童自我决定的

因素进行干预 ,探索促进儿童自我决定的有效指

导利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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