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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选编的20几篇文章，多数为我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高校从事心理学教学和青少年心理咨询及
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学术成果，现结集于此。
　　这些文章大体分为四类：一是对青少年心理特征的概括论述，主要选自本人编撰的两部心理学教
材，属于心理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二是围绕青年求学、求职、求偶三大主要需求的心理健康知识的
论说；三是有关防止青少年滑落犯罪泥坑的实证研究；四是就心理咨询活动中所发现的某些突出问题
的解说。
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健康，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本书就是作者就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从多方面探索实践、多年积累的成果，但愿它能为今天的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957年我在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毕业后，即赴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从事心理学教学工作
，1978年至1980年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进修，1984年底调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除讲授公共心理学
之外，还承担了新开设的青年心理学的教学任务，并兼任85级心理学系的班主任和新开设的华中师范
大学心理咨询保健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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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编的20几篇文章，多数为作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高校从事心理学教学和青少年心理咨询及研
究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学术成果，现结集于此。
本书就是作者就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从多方面探索实践、多年积累的成果，但愿它能为今天的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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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丽梅，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江西樟树市大桥乡人，1934年5月生，195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
学院教育系。
长期从事高校“普通心理学”、“公共心理学”、“青年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及心理咨询工作。
参加编著《心理学》，与人合著《家长学》、《人格心理学》，发表论文2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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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兴趣与成才谈青年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谈女大学生自信力的培养谈中学生的心理卫生保健中学12岁
～15岁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非智力个性心理特征比较研究谈当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大学生的性格测
查与心理保健师范大学新生性格特点的调查分析青少年的性教育与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谈女青年的性心
理保健大学生恋爱行为偏差犯罪女青年性格特点研究女青少年两性关系罪错的初步分析及预防青少年
的不良习惯与犯罪当前武汉市青少年犯罪特点的分析中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与教育（上）——语言与
智力中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与教育（中）——情感与意志中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与教育（下）——个
性与品德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青年期心理发展的基本特征及教育青年的交往及其辅导青年恋爱和婚姻
问题的辅导青年异常行为与心理调适论人格障碍论人格矫正注意“转学”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廉政建
设与干部子女教育有益于心理健康的一本新书——日本畅销书《钝感力》读后感附录    一、不可忽视
你的非智力因素    二、访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保健所    三、冠军和心理学教师    四、关于赤颜恐怖
症的心理咨询通信    五、她重新燃起生命之火    六、陈丽梅的心理测查大受欢迎    七、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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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谈青年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大批的开拓型人才。
人才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创造性，能在各个领域大胆进行创造，开拓新的局面，创造前人未曾提供的物
质产品与精神产品。
这就要求在教育工作中，重视发展青年学生的创造能力，培养创造型的学生。
　　一、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不是一种单一的思维活动，而是多种思维活动的综合
表现。
其中，人们特别注意发散性思维，国外研究者甚至认为它是一种解放的、范围广泛的、质疑的和想象
的创造性思维活　　动。
对集中性思维，则认为它是一种习惯性的、封闭式的和因循守旧的思维活动。
把这两种思维活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但重视发散性思维在人们创造力结构中的地位还是有道理的
。
发散性　　思维要求思维具有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即思维一要快，二要活，三要新。
旧教育制度下的教育活动，却常常不注意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有些方面甚至起着扼杀创造性思维
的作用。
德　　国戈特弗里德·海纳特在《创造力》中论及创造型学生时，就感慨地说：“在自发能动性受阻
障，分数、成绩成为唯一的标准时，在学生感到上学即意味着不断的紧张刺激，不允许有放松和幽默
的情况下，是决不会培养出具有自发、独创灵感的创造型学生的。
他不得不使自己去适应、顺从，难堪地服从权威的意志。
这些陈旧的标准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在各地消失。
听话的、在思维和行动上服从和完全服从的学生至今仍受欢迎。
”①他认为，这些学生将来走向社会之后，不会发挥自己的主动创造性，只能唯唯诺诺地生活。
他并不主张对学生放任自流，走向另一极端，而是严肃地提出：“我们今天特别的无疑的也是相当困
难的任务是，在极端的清规戒律和彻底的放任自流之间去寻找一条中间的道路，这条道路应该是现实
的和有建设性的。
换句话说，创造力意味着从复述和反应式的狭隘思维和态度中解放出来，向灵活性、自发性和独创性
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走到新的绝对自由的极端上去。
”目前我们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都存在这种弊病，只注重灌输各门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现成结论，而不
注意培养学生敏捷、灵活、独特的思维能力。
中学里以提高升学率为目的，频繁考试，不仅造成对学生的紧张刺激，更是窒息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活动。
这是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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