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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高职生的心理卫生问题已经逐渐引起社会，特别是高职院校教育
工作者的重视。
关注和解决高职生所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造就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是我们当今所要进行研究和探
索的重要课题。
    本书系高职高专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教材，主要介绍了高职生的心理发展特点与心理维护、高职生的
适应心理、高职生的个性心理、高职生的人格、高职生的自我意识、高职生的情绪与情感等内容，并
提供了相关的案例分析及多种心理测试。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从实际出发，对高职生在学习期间可能面临的各种心理冲突，在方法上加以指导，
以提高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素质。
    本书共分为14章。
其中第1章、第6章、第13章由黑龙江农垦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高美华编写；第2章、第3章、第4章、第14
章由黑龙江农垦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孔玉芝编写；第7章、第8章、第9章由黑龙江农垦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孟探宙编写；第10章、第11章、第12章由黑龙江农垦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郭爱英编写；第5章由黑龙江农
垦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赵东风编写。
全书由孔玉芝统稿；由黑龙江农垦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于淑芳主审。
    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农垦职业技术学院焦丽、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陈彦彦、佳
木斯大学刘禹宏等老师的大力支持，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本书还借鉴了国内外有关心理专家的学术观点和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和经验不足，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及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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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当代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本书是专门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情况所编写的一本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主要介绍了高职生的心理
发展特点与心理维护、高职生的适应心理、高职生的个性心理、高职生的人格、高职生的自我意识、
高职生的情绪与情感等内容，并提供了相关的案例分析及多种心理测试。

本书可作为学校进行高职高专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材和指导书，也可供广大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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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适应，可以看到适应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步骤：一种需要(或动机)的存在，阻止这
种需要得到满足的阻碍存在，个人提供的一个又一个克服这些阻碍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反应方式，最后
有一种反应导致了减轻紧张即解决问题的结果。
    (1)需要的存在    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指出，人的需要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分为5个层次：生理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人的各种需要如果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心理平衡，反之人就会感到紧张、失望、恐惧、不安，产生情
绪波动。
适应过程首先是一种需要的存在，为了需要的满足而去适应。
    (2)阻挠    阻挠是指个体不能利用其现有的习惯机制来满足它已产生的需要(动机)。
如果人们对某种环境已经建立了某种可以适应的机制，这就是习惯性机制；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
这一套习惯性机制解决不了问题时，就发生了阻挠。
面对阻挠，人们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与焦虑。
    阻挠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大致有三种：一是环境的阻挠。
比如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学习内容、日常接触的社会群体都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还用以前的生活方式就很难适应了。
二是个人的缺陷，即个人生理上、智力上、能力上的某些缺陷。
比如，一位大学生很想竞选学生会主席，但表达能力欠佳，使他的动机实现受到了阻挠。
三是一些相反需要的冲突。
比如，一个新人学的学生，一方面需要马上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学习，另一方面又非常思念父母，这两
种需要相互冲突，使他产生紧张不安的情绪，他需要寻找一种新的适应机制来适应新学校的新生活。
    (3)反应    当人们面临一种新的情况时，用以往习惯的反应方式尝试解决问题失败时，就会主动寻找
一种新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反应方式，这就是寻找成功的反应。
人适应环境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不断变更自己的反应，直到取得成功为止。
当人们尚未找到一种成功的解决问题的反应方式时，常常在情绪上表现出紧张、焦虑、沮丧。
因此，人们在面对不适应时，既要积极尝试，寻找成功解决问题的反应方式，又要保持一种积极解决
问题的心理状态。
消极的心态不利于思考和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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