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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学术界对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性的研究不断增多。在总结了该领域研究的总体思路后，

文章从受教育程度与社会适应、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情绪状态与压力以及环境因素四个方面对该领域主

要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最后，针对提高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能力的干预和心理咨询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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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是指个体逐步接受现存社会

的生活方式、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过程，

对个人的成长和未来生活有重要意义。以往

许多研究发现，由于在读、写、推理和数学

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或障碍，学习不良儿

童社会适应能力普遍较低，具体表现在情绪

表达、社会知觉、交往技能、同伴关系等不

同方面。尽管学术界很早就发现，学习不良

也存在于成人群体当中，但是与儿童和青少

年学习不良相比，对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

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却相对缺乏。⋅ 

1 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研究的基本

思路 

1999年，美国成人读写与学习不良中心
（National ALLD Center）从毕生发展的角
度，对原有学习不良定义重新做出了阐释，

明确指出“成年学习不良者可能在自我行为

调节、社会知觉和社会交往能力方面存在问

题，其功能上的困难和障碍会对家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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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就业造成不利的影响。[1]”该定义在一定

程度上强调了社会适应在成人学习不良研

究中的重要性。 
近几年，西方对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

的研究不断增多。这些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

考察和分析哪些因素影响成年学习不良者

在社会适应的过程当中获得成功。整个研究

体系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成功标准的

界定；其次是按照成功的标准对成人学习不

良社会适应能力进行调查；第三是对影响成

人学习不良的成功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是针

对影响因素所进行的干预和心理咨询。对成

功因素的研究，又可以进一步综合为三个方

面：首先是教育背景因素，具体包括：是否

完成高中学业，后高中阶段受教育的质量，

接受培训、继续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的机会和

状况等；其次是个人因素，主要包括：情绪、

压力调节、自我意识、社交技能和人际关系

等；第三是环境因素，具体包括家庭、工作

和社区环境对学习不良成人的影响。为了便

于我们对西方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研究

有一个总体的轮廓，这里拟就以上四个方面

对该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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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研究现状 

2.1 成功标准的界定与成人学习不良社会

适应能力调查 

由于成功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

此在同等条件下的正常人成为衡量成人学

习不良成功与否的重要参照之一。此外，成

年学习不良者对成功的自我评价也成为重

要的参考信息。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衡量

成功的标准是多方面的，而且还需结合不同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来综合加以界定。

较为一致的看法大致包括：受教育水平、工

资收入、就业层次、独立生活能力、个人和

社会交往、工作与生活的满意程度等不同方

面。 
根据这些标准，相当数量的研究集中在

对成人学习不良者受教育程度、就业和生活

状况的调查和分析上。美国学习不良联合会

（LDA）对成人学习不良的一项内部调查发
现，约有 24%的成年学习不良者在高中毕业
后辍学，有接近 50%的人进入了正规大学继
续深造；超过 50%的成年学习不良者就业后
的年薪低于 20，000美元，其中约 33%低于
12，000 美元；40%的成年学习不良者对所
从事的工作和生活表示不满意。此外，调查

还发现，社会交往、就业、教育成为成年学

习不良者感到困难最大的三个领域。也有研

究[2]在对高中毕业 5年后的学习不良者的就
业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与其非学习不良的同

伴进行匹配比较后，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数

字。Scuccimmarra和 Speece的研究表明[3]，

成年学习不良者的就业范围一般仅限于知

识和技能含量较低的行业，例如服务、文秘、

销售岗位等。Reder 和 Vogel 在对全美成人
读写能力测查数据的分析过程中，对 16 岁
至 64 岁年龄段自我报告为学习不良者和那
些没有报告自己为学习不良的被试进行了

比较，发现自我报告为学习不良的人获得全

职工作的比率低于没有报告的人（分别为

39%和 51%）；然而，他们的失业率却高于
非学习不良报告者（分别为 16%和 6%）。此
外研究还发现，学习不良者每年工作的周数

少于非学习不良者，而且工资和职位均低于

非学习不良者[4]。对学习不良成人独立生活

能力的调查显示[3,5]，仅有 22%的成年学习
不良者在毕业后能够独立生活，近 80%依靠
父母供养，原因包括失业以及较低的工资收

入等。 

2.2 影响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能力的因

素 

2.2.1 学习不良成人受教育程度与社会适

应能力的关系研究 

绝大多数对学习不良成人受教育程度

的调查集中在后高中教育阶段。西方后高中

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是指高中毕
业后包括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社区学

院、大学、研究生院以及特殊教育在内的不

同层次的教育。研究表明，因学习不良而导

致的辍学或学业失败是造成日后学习不良

成人处于不利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

之一。Wagner 和 Shaver 曾经对 245名学习
不良高中生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当中有

10%毕业后进入职业学校或旅游学校，7%进
入 2 年制社区学院，仅有 1.8%进入 4 年制
正规大学继续深造。这一数字与 Fairweather
和 Shaver等 1991年调查的数字基本接近，
分别为 8.5%、7%和 2%[6，7]。Werner 1993
年的调查[8]表明，学习不良高中生毕业后的

辍学比率为 60%，而非学习不良生的比率仅
为 21%。Vogel 和 Reder所报告的学习不良
高中生的毕业比率在 32%到 66%之间，并且
学业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高中

毕业后接受高等教育和获得事业成功的机

会[9]。也有研究对取得成功的学习不良大学

生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普遍具有较长时

间，甚至重复接受大学教育的经历。研究还

发现，他们在高中阶段接受了较多的语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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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训练，并且在学习方法上善于寻求他人的

帮助[10]。 
2.2.2 学习不良成人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

研究 

对学习不良同伴关系和社会交往能力

的研究表明，学习不良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

过程当中存在一定障碍，而这种障碍可能会

延续到其成人阶段，并对其社会交往和人际

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有研究发现[11]，成年学

习不良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知觉缺陷，对

言语信息的加工障碍会影响其有效地理解

来自同伴的话语，甚至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

所要传达的信息，从而造成社会交往困难。

Fafard等的研究[12]表明，一些成年学习不良

者在语言信息加工上与正常人并无差别，但

在非言语信息加工方面，如面部表情、语调、

姿态、眼神等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可具体

表现为无法对某一交流的话题表现出应有

的关注和兴趣，不知道选择合适的时间和方

式进行反馈，对交际场合的判断缺乏灵活

性，不明白某种合适于自己的情境可能对他

人并非如此等。还有部分成年学习不良者在

社会交往上的缺失，并非是信息加工障碍造

成的，而是表现在情绪、情感和逻辑思维的

不良发展上，如无法有效控制冲动、注意力

不集中、理性思维和判断能力差，特别是对

因果关系的分析或对某一问题的判别上严

重不足，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其不能正确判断

自己行为的后果，严重的还会引发犯罪。 
另有研究发现[13]，许多成年学习不良者

存在交友困难，其社会交往和娱乐的范围也

比正常人小，例如，患有阅读困难或言语障

碍的成年学习不良者无法参加拼字游戏等。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成年学习不良者

本身并不存在情感障碍，其社会交往能力的

低下是由于缺乏甚至没有学习社交技巧的

机会造成的。由于在学业成绩和能力上的滞

后，他们在学校或工作中处于孤立的环境当

中，大部分时间被用来弥补能力上的不足，

而参加社会活动和交往的时间被缩短。 
Miller的一项研究[14]分析了成年学习不

良者与其同伴间的关系，发现来自同伴的过

多的程式化的帮助会使成年学习不良者感

到自卑和压抑，最终导致其对人际关系产生

错误的知觉。反之，成年学习不良者也会对

其同伴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和厌烦情

绪。有关家庭资源的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

帮助和支持对有学习不良的成人取得成功

至关重要。Powell等曾比较了学习不良和非
学习不良成人对社会适应能力自我评价的

差异。203名社区学院的毕业生（其中学习
不良 86 名，非学习不良 117 名）填写了问
卷，内容包括个人背景信息、在校学业、家

庭支持等。结果表明，在家长期望维度上两

组被试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15]。 

2.2.3 学习不良成人压力与情绪调节研究 

学习不良产生的种种认知缺陷以及记

忆、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低下等原因，导致

了成年学习不良者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得不

经受更多挫折和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

研究发现，与同等条件的正常成年人相比，

成年学习不良者的社会交往较少，而且社会

情感调节能力明显偏低[16]。Rapport等对 28
名患有注意力缺失和多动症的成年学习不

良者与正常人进行了比较，发现他们对自觉

情感的识别能力较正常人差[17]。Friedman
等采用自我报告和行为测量的方法分析了

学习不良成人社会情感调节能力，发现成年

学习不良者对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比正常

人更敏感，但在社会适应性上的自我评价却

比正常人低[18]。Raskind 和 Goldberg 等对
41 名曾经被诊断为学习不良的儿童进行了
20年的追踪研究，并根据成功标准比较了成
功与不成功者的差异，结果表明，成功的学

习不良者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发展起一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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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压力和挫折的有效策略，而且在困难面

前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与同伴

之间关系融洽，在需要时善于寻求同伴和社

会的支持，因此情感和压力调节成为其成功

的主要因素之一[19]。还有研究集中在因学习

不良而导致的自卑心理和所引发的社会问

题上。调查发现，被诊断为学习不良的成人

群体当中普遍存在对自身功能障碍的掩饰

倾向。许多具有学习不良问题的成人在与人

交往和求职过程中，对自己在语言、逻辑、

数学、推理等方面的困难或障碍加以掩盖，

而这种自卑加上惧怕失败的心理往往导致

成年学习不良者为避免过多暴露自身的不

足，而得不到应有的帮助和理解，从而远离

正常群体。 
2.2.4 影响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能力发

展的环境因素 

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趋势使人们比以往

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要求具备处理更为繁杂

事物的多种技能和团队合作精神。技术进步

促使人们的工作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

二十一世纪的工作环境对成年学习不良者

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挑战。Brown等的研究
发现，有些成年学习不良者不能准确理解非

言语线索，或者在和同事与上司的交流和沟

通过程中出现困难；还有的难以正确理解和

对待来自他人对其工作所做出的建设性批

评和反馈[20]。Blalock 的研究分析了办公环
境对成人学习不良所产生的影响。例如，电

话和有声邮件的接收要求具备准确处理声

音刺激信息的能力，而这对于听觉编码能力

缺失的成年学习不良者而言，无疑是巨大的

压力和挑战。此外，有短时记忆障碍的成年

学习不良者会经常忘记工作是否已经完成，

而组织协调能力较低的学习不良成人则往

往不能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等[21]。 
此外，家庭环境对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

应能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Morrison 和

Cosden 对学习不良可能引发的风险因素进
行了分析，认为家庭结构、父母对学习不良

的理解和认识水平、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交

际模式、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期望都会对其心

理和行为发展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有学

习不良子女的家庭冲突和家长焦虑程度比

没有学习不良子女的家庭明显偏高。然而，

家庭对压力和焦虑的消解能力对成年学习

不良者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此外，对成人

学习不良特点的分析也表明，成年学习不良

者离开家庭自立的时间通常较晚，对家庭的

依赖程度明显高于正常人[22]。Gerber于 1996
年 曾 经 提 出 了 对 环 境 的 重 构 能 力

（Reframing），即以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方
式对所处的环境进行重新建构的能力。该理

论还主张从积极的角度重新界定、接受和理

解学习不良，承认学习不良者的能力和智

慧，强调制定明确的目标和在能力、环境和

责任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重要性[23]。 

3 针对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的教育

干预和心理咨询 

在对学习不良成人进行广泛调查和深

入研究的同时，西方学术界根据所获得的成

果也总结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并建立了学校、社区、医疗机构和法律等多

元化心理咨询和干预体系。绝大多数针对成

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性的干预集中在元认

知和自我决定的培养上，即有针对性地提高

成年学习不良者的自我知觉、自我调节、计

划、行动意识、从经验当中学习、对环境的

适应能力以及成功与失败的正确归因等。 
由于自身能力的缺陷，成年学习不良者

不得不经常依靠他人，经历挫折与失败，从

而进一步导致其心理上的依赖性和缺乏自

信。研究表明[24]，自我决定的培养可以有效

地帮助成年学习不良者通过自身努力在教

育、就业、家庭以及社区生活当中摆脱依赖

心理，恢复自信与自尊，从而有效地增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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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能力。Field 等曾提出了自我决定
的个体干预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五个基本

要素：自我知识，计划的能力，建立在知识

和能力基础上的行动空间，从经验当中学习

的能力以及对环境的重构能力。在重视个体

知识和信念的同时，该模型还强调包容

（inclusion）性的教育环境、榜样以及来自
家长和朋友的鼓励对非学习不良学生产生

的积极影响[25]。Martin等考察了自我决定对
8名学习不良高中毕业生在计划、行动、自
我评估、调节以及学业成就方面的作用。研

究采用与学习不良学生订立自我决定契约

（self-determination contracts）的方式进行。
学生每天必须完成契约所规定的内容，包括

根据学习任务制定计划、安排学习时间、对

学习效果和进度进行评估、对第二天的活动

做出调整等。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
[26]，自我决定契约模式在学习不良者计划、

行动、评估以及调节各个环节上作用显著。

t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前后测成绩差异显著。 
针对成年学习不良者在升学和就业方

面的困难，西方许多高校纷纷为即将毕业或

就业的成年学习不良生提供各种形式的服

务和咨询，如专门为这些学生提供升学和就

业指导，包括如何提前计划，如何表达自己

的需要，如何选择学校或就业岗位，如何获

取申请表、准备面试以及如何寻求辅助技术

和行政支持等。在美国，对于不能从高中正

常毕业的学习不良生，可以凭诊断证明选择

参加由普通教育发展考试中心组织的一般

教育发展测试（GED），并获得相当于高中
毕业证书的资格证。该考试根据成人学习不

良功能缺失提供了必要的辅助措施。 
此外，学校、社区、医疗和科研机构针

对成人学习不良的不同类型提供了不同形

式的心理咨询。这些服务涵盖面很广，涉及

学习不良的概念、筛查、诊断标准、学业困

难、情绪和压力调节、就业帮助、人际关系、

家庭婚姻、自卑心理等。美国成人读写和学

习不良中心、美国、加拿大、欧洲学习不良

联合会，以及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为有这方

面需要的成人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帮助。 
近几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立法进一步

加强了对学习不良成年群体的保护。如，

1997年美国残障者教育法案（IDEA）、1992
年美国学习不良法案（ADA）以及 1973 年
复员法案 504条款，均明确禁止对学习不良
者的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歧视。然而，调查

发现，法案仅仅对明确表示出自己有学习困

难的人员有效。许多成年学习不良者选择隐

瞒自己的缺陷，原因包括学习不良者的自卑

心理、管理人员对学习不良错误的认识和评

价、不健全的服务体系等。因此，如何提高

公民权利、法律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将成

为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干预研究和心理

咨询的又一新的课题。 

4 几点启示 

西方针对成人学习不良社会适应能力

的研究与对儿童的研究有着较为明显的区

别。研究从思路上改变了传统以差异比较为

主的出发点，取而代之的是首先对成功的标

准进行明确界定，继而对影响成功的因素开

展调查和分析，最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这样更加突出研究和干预的目的性，而且在

操作上强调积极意义，也更适合于成年群

体。在对成功因素进行分析时，个体与环境

对社会适应能力的综合影响成为研究的重

要领域，其中教育背景因素占有相当比重。

以上做法均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

借鉴。 

然而，从已取得的成果来看，大多数研

究停留在行为层面，研究方法也主要以观

察、问卷调查和访谈为主，对造成社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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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缺陷的机制研究相对薄弱。其次，

对于导致社交障碍的原因究竟来自于外部

环境，还是存在于内部认知环节，或者取决

于二者的交互作用，结论并不一致。今后应

当以长期性的追踪研究为突破口，注重对个

体与环境间交互作用的探讨。在对成功案例

进行分析的同时，能够有针对性地结合成人

学习不良的干预，以便从正、反两个方面获

取证据，对所获得的结论进行全面评价。第

三，尽管对成人学习不良受教育程度与社会

适应能力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

然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回答，例如，究

竟是学习技能导致了社会适应能力降低还

是与之相反，如何解释取得成功的学习不良

成人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是否存在不同社

会适应能力的成人学习不良亚类型，这些都

需要今后更多研究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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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djustment of Adul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 Review of the West Literature 

Yan Rong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ttentions have been paid to social adjustment of adul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world.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framework 

employed by the western academy, the paper made an analytical re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in four 

different aspects. Finally, an introduction was made to the west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counseling services in 

response to the social adjustment of adul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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