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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建青教授作为我国学校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的开拓者之一，取得了一系列探索性的成果。
本书撷取了他1987-2003年年17间在该领域内独到的理论思考、丰富的实证调查和开拓性的实践探索的
结晶，展现了他的研究之路和学术思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的发展历程。
    本书可供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卫生等多种学科的专业人员参考，也适宜对心理卫生、心
理咨询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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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戈尔曼教授的著作《情感智商》在国内翻译出版时，他在《致简体中文版读者》一文中说：“中国的
父母向来擅长督促子女在学习与事业上取得好成绩。
但在现代社会中，人生成功所需的不仅仅是学业优异，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能力。
当代中国正在开辟一条迈向成功的新道路，高情感智商将帮助人们在这条成功之路上遥遥领先。
”他说，美国的学校已开设了情感教育课程，在向儿童青少年进行有关数学与语言的传统教育的同时
，教给他们最基本也是最必要的情感技巧。
若中国的学校也能将情感教育整合进常规教育中，则中国儿童也必将从中获益。
”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曾指出，在人的教育上，认知领域与情感领域的相互关系是重要的。
“融合教育”(confluent education)即是一种主张在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中，将认知性、情绪性诸领域
相结合的观点。
美国教育家布朗(G．I．Brown)认为，融合教育指的是个人的、集体的学习中情感性、认知性诸要素的
整合。
然而，目前情感领域的研究和教育远远落后于认知领域。
目前在美国，与情商相关的情感教育课程、培训计划已在不少学校进行。
情感教育与美国60年代的以情感促教育的运动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指教育的过程中，应动之以情，才
能晓之以理，抽象的、概念性的理论如果能从心理和动机激发的角度让学生有亲身体验和感受，就能
更深刻地掌握。
而情感教育活动除了原有的含义以外，更强调要教育情感本身，即情感就是教育的对象。
比如，美国的“自我科学”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自我意识：观察自己，认识自己的情绪，积累情绪
词汇，了解思维、情绪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个人决策：检查行动，了解行动结果，思考自己是理智决策还是冲动行事，进而抵制不适当的诱惑。
控制情绪：思考自我内心对话，看有无自我压抑的消极想法；寻找情绪产生的原因；找出减少恐惧、
焦虑和悲伤的方法。
 减轻压力：学习运动、想象、放松等方法。
共情：了解他人的感受，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对事情的不同看法和感受。
交流：学习沟通感情，既善于倾听又善于提问；能区别他人言行与自己对其言行反应或判断之间的差
异，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指责他人。
自我表露：了解坦诚和建立亲密人际关系的重要意义；知道可吐露个人隐私的时机。
领悟力：学习辨认情感及情感反应的模式；学习识别他人的同样反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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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心理健康问题，十分重要。
因为心理疾病会使人丧失正常人的能力。
我曾接待过一位大学生来访者，他向我叙述：“我的头脑里反复出现‘真该死’，‘没出息’，⋯⋯
‘真该死’，‘没出息’⋯⋯这不是我要想的，但就是要反反复复出现，我努力设法摆脱，都无济于
事。
我上楼就数楼梯，老觉得没有数对，三番五次来回检查，快上课了，还是不放心，来回检查。
我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想摆脱，也无法摆脱⋯⋯。
”可以想见，这种强迫状态的心理疾病给患者带来多么巨大的痛苦!不少心理疾病初次发病大多在青年
期，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心理疾病较为少见。
由于这一时期精神发育尚未成熟，易受环境的影响，因此儿童青少年时期的神经机能失调、心理和行
为问题仍相当常见，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们都希望心理健康。
那么，什么是心理健康呢?对于这个问题，各家的说法各不相同，见仁见智。
我想听听大学生们对心理健康的看法。
2003年5月，我曾在大学生中做过一个开放式问卷调查：“你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是心理健康者的特征性
行为?依据你的看法请写出5至10条。
”收回问卷49份，提出的特征性行为共计393条，经内容分析可分为12类，按百分比多少依次排列如下
：爱学习、乐于工作，积极上进，对生活充满希望(20．5％)；尊重他人，帮助他人，人际关系好(15
．7％)；能正确认识自己，有自信心，不自卑(11．8％)；能客观地看待事物，能适应新环境(11．5％)
；能调整自己的心态，情绪较稳定(11．4％)；意志坚定，遇困难不退缩(10．2％)；行为举止合乎情
理(9．7％)；有忠心、良心、爱憎分明(2．8％)；无人格障碍、无精神病(2．6％)；有理想、有抱负和
责任心(1．4％)；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帮助弱小(1．4％)；身体健康无疾病(1．0％)。
从这个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们的心理健康观念就不仅仅是指没有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而是指
最佳的心理健康行为。
其实心理健康是一个连续体。
连续体的一端是最佳的心理健康行为，另一端是最差的心理健康行为——也就是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
。
    仔细分析大学生们所说的心理健康的特征性行为，我发现，大学生们的心理健康观与我提出的健全
人格者的特征有着不少相似之处。
这一方面反映了大学生对高标准心理健康的追求，也反映了他们对健全人格的渴望。
我认为健全人格者应具有以下特征：    对世界抱开放态度，乐于学习和工作，不断吸取新经验；    以
正面的眼光看待他人，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精神；    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自己，能自知、自尊、自
我悦纳；    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追求现实而高尚的生活目标；    以正面的态度对待
困难和挫折，能调控情绪，心境良好。
    总之，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世界、他人、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顺境与逆境，是一个自立、自信、
自尊、自强、幸福的进取者。
    自立、自信、自尊、自强是健全人格的基础。
只有人格健全，学生的德、智、体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只有人格健全，学生今后才能适应社会激烈的
竞争并立于不败之地。
《马建青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丛书》的出版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好事。
这不仅是马建青教授个人的事，也反映了我国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助于学生
健全人格养成教育的开展。
    马建青教授是我国高校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二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为探索我国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的模式做了不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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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又开始从事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其进取精神令人称赞!我与马建青教授是在课题研究
中相识的。
1992年，他申报的全国教科学规划课题“中国特色的高校心理咨询研究”经规划办协调，纳入我主持
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当代大学生心理特点与教育对策研究”中，成为子课题
，从此我们有了多次合作。
1996年，我和其他几位专家赴浙江大学为他主持完成并申报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
十年探索”作现场鉴定。
他和他的同仁们在这一领域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套丛书凝聚了马建青教授等人在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领域中的多年探索成果，涉及的内容涵
盖了心理咨询的理论、内容、方法、技能、案例，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教师的心理卫
生和辅导。
这套丛书中既有科学性、基础性较强的著作，也有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著作，内容丰富，有较强
的时代特点和应用价值。
我相信，它对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丛书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我期望马建青教授和丛书的作者们继续努力，为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
贡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心理科评议组召集人                                     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
长                                                             黄希庭                                              谨识于西南师范大学窥渊斋                              
                 2004年4月9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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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