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百科全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百科全书>>

13位ISBN编号：9787310016853

10位ISBN编号：7310016858

出版时间：2002-11

出版时间：南开大学出版社

作者：梁宝勇 编

页数：65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百科全书>>

前言

　　早在上个世纪中叶，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宪章中便明确提出，健康是指身体上、心理上
和社会功能上的一种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身体不虚弱而已。
按照这个定义，健康涉及人的三个方面的重要的功能活动，即生理或生物学功能活动、心理功能活动
和社会功能活动。
只有当这三种功能都处于完好状态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一个人是健康的人。
后来有人又将心理功能细分为情绪、智能和精神（道德）等方面，更加强调心理或精神成分在健康中
的重要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健康的诸多方面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仅仅从生理（身体）、心理和社会这三个方面来看，生理方面的异常变化有时会损害人的心理和社会
功能活动。
例如，患有躯体性疾病可以使人在情绪上变得焦虑和忧郁，造成认知功能下降，甚至不能正常的工作
和学习。
社会功能的异常也会影响人的心理状态，并间接地损害人的身体健康。
例如，工作失败可以使一个人悲观绝望，长期地处于这种情绪状态则会进一步导致身体的不适症状。
心理功能的异常变化，则会同时对人的身体和社会功能产生负面的影响。
例如，焦虑和抑郁可以转换成为身体的症状表现出来（一个长期焦虑的人可能出现心慌、气短和多汗
等躯体症状），或同其他致病因素一起导致新的疾病的发生；心理不健康的人也难以保持正常的社会
功能，从而便会使他们的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等受到负面的影响。
　　在健康所涉及的三种基本功能活动中，心理功能活动状况在一个人的健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心理健康不仅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和减少精神疾病与心身疾病的发生，而且有益于工作、学习和家庭生
活的幸福美满。
因此，同身体健康一样，心理健康也成为人人都要追求的一个人生目标。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变革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已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工业化、都市化造成人口过于密集，交通与住房过于拥挤；工业生产的现代化大大地改变了人在劳动
中所起的传统作用。
正如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DuBois所言：“现代人已经⋯⋯不太需要去对抗饥寒交迫的窘境和其他有
伤身体的危险，但是他们必须对付排得满满的日程表、（繁忙的）交通、噪声、拥挤、竞争和其他人
为的紧张情境。
”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的加剧等，都
会加重人们适应生活的压力和应对的困难。
在这些情况下，要始终保持健康的心理绝非易事！
研究表明，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中都难以完全免除心理障碍的困扰，精神疾病绝非少见。
据美国几年以前的一个全国采样调查资料，48％的25至49岁的成年人曾经或正在患有经医学诊断证实
的精神疾病；这个数字不包括那些尚未满足医学诊断标准、但已有较明显心理痛苦或行为适应不良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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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八篇三十六章，涵盖心理卫生和心理咨询的基本内容。
第一篇分为两章，重点了关于人的心理发展的主要理论观点，心理卫生的基本概念，各个年龄阶段个
体心理发展的特点以及心理保健要点。
第二篇由5章组成，重点阐述了心理障碍产生的原因。
“心理障碍”是一个使用广泛但定义多样的术语，不仅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同非专业人有很不同的说法
；就是在专业人员内部，也有不一致的看法。
因此，我们在第二篇中利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
从整体上可以说，心理障碍是多种多样的生物学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
用的结果。
因此，第二篇余下的4章分别讨论了这三种因素的重要作用以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理论模式。
第三篇为心理障碍的评定，利用4章的篇幅分别介绍了会面诊断、物理检查、临床常用的评定量表和
心理测验。
第四篇包括6章，涉及人生各个阶段的一些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这些问题大多尚不足以构成精神障碍或精神疾病的诊断，它们大多数属于发展或适应中的问题。
我们简要地介绍了这些问题的产生和持续不能得以解除的可能的原因，了它们各自的表现形式，并指
出减少的摆脱它们的策略与方法。
第五篇分3章介绍了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第四篇中没有专门讨论过的学生群体中的某些带有共
性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职业群体和残疾人群体的一些心理问题与心理保健原则。
第六篇分12章介绍了精神疾病的基本知识，包括常见精神疾病的病因与发病机理，临床表现与诊断，
以及预防和诊断和基本原则与方法。
心理卫生工作者应当比较熟练地掌握和应用这些知识，非心理卫生专业人员也可以从本篇中查阅到许
多有用的心理健康相关知识。
第七篇讨论心身障碍和心身疾病。
“心身障碍”和“心身疾病”又分别被称作“心理生理障碍”和“心理生理疾病”，是两大类同心理
因素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身体异常情况。
本书的最后一篇为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分两章重点介绍了这两种相互重叠的心理健康的服务形式，
特别是它们的技巧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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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心理发展的概念　　人的心理健康与其心理发展水平有密切的关系。
人的心理发展水平制约人的心理适应能力，决定人对各种生活事件的应对方式。
心理障碍的类别和程度与其心理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
因此，揭示人的心理发展规律和各年龄阶段的心理的特点对心理保健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所谓发展就是有机体或是它的器官在体积和重量上的增长，在构造上更加精密，在机能上更加具
有能力。
人从小到大总处在发展中：身体不断长高，体重不断增加，各种器官和神经系统也都是由简单到复杂
。
心理水平也在发展。
心理的发展指个体在遗传、环境和教育影响下由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转化的过程。
　　心理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心理发展是连续的。
心理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既不会无缘无故地停顿，也不会跳跃。
发展的速度并不一致，有时快些，有时慢些。
　　发展有一定的方向和顺序。
如儿童思维的发展就是从动作思维到形象思维再到抽象思维。
　　发展存在着个别差异。
心理发展存在速度和水平的差异。
如能力的发展，有的人快些，有的人慢些。
　　人的心理与人的身体结构、生理变化一样，是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不断地发展的。
这个发展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其中，既包含着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也体现了自然成熟的结果。
　　（2）影响心理发展的因素　　影响心理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和教育因素。
　　①遗传因素　　人的心理是在一定的生物遗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遗传因素是心理发展的内部条件和自然前提，它为心理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遗传素质给心理发展设置了内部限制，使人不可能任意向某个方向发展其心理品质；同时又给心理发
展带来了某种内部倾向性，使每个人具有和遗传素质最相适应的心理品质的发展方向。
它不仅是心理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心理发展的潜在因素。
　　遗传为心理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先天素质。
素质是人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
大多数人的遗传条件是差不多的，但各人的素质也存在一些差异。
遗传因素通过素质对人的智力发展造成影响。
例如，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类型学说指出人的高级神经类型可以分为偏抽象型、偏形象型和中间型。
偏抽象型有利于发展数理能力，偏形象型则有利于从事文艺创作。
这就要求教育者有的放矢地加以引导和培养。
遗传对智力发展的影响存在着年龄特征。
总的趋势是，遗传因素对智力的影响随着年龄增大而减弱。
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了中学的高年级，遗传因素的作用不如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那么明显和直接
。
　　遗传因素还通过气质影响性格的发展。
气质是人高级神经系统类型在个性心理特征上的表现。
气质主要表现在情绪情感经验与动作发生的速度、强度、灵活性和隐显性上，它给性格的态度特征和
相应的行为方式带上一定的色彩，影响着性格。
气质本身是先天与后天的“合金”。
从这个意义上说，气质类型是性格的机制或基础，反映了遗传因素在性格发展中的作用。
然而，气质本身不等于遗传素质，气质在后天条件下得到改造，受到人的整个个性心理特征与个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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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倾向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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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精神障碍正成为当前我国疾病分类中较为严重的一类疾病。
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年指标（DALY）评价各类疾病的总体负担，精神障碍在我国疾
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以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据预测，进入21世纪
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
在2020年的疾病总负担预测中，精神卫生问题仍将排名第一。
因此，加强精神疾患的防治，预防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一项重要和十分紧迫的
任务。
　　——殷大奎（卫生部部长）：《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第14卷第1期　　世界上前十种致残或使
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主要疾病中有五种是精神疾病。
它们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又相情感障碍、酗酒和强迫性神经症⋯⋯正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目前
也面临着精神疾病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负担。
根据我们的估计，精神疾病在中国占所有疾病负担的14.3%，到2020年，预计有六种精神疾病将进入前
二十种主要疾病的行列中，占所有疾病负担的17.4%。
　　——布伦特兰（世界卫生组织干事）：《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年第14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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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理发展与心理卫生、心理障碍产生的原因、心理障碍的评定、人生各阶段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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