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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老年心理学发展背景关于老年心理学，在西方，霍尔最早对该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在《衰老》一书中，他以毕生发展心理学的思想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他反对把老化仅仅看作是人退回早期阶段的一种返归，强调人在老化过程中显著的个别差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率迅速增加，对心理活动老年化的实验研究及其他研
究也急剧增多。
据报道，在1951年-1980年这30年间发表的7篇有关老年心理研究的综述，共引用了247种杂志，1571篇
论文。
而1983年发表的一篇综述中，于1975年-1981年，仅六年间就查阅到4057篇有关成年发展和老年心理的
文献。
在中国，心理学界一度出现过只重视儿童发展而忽视成年与老年心理的倾向。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毕生发展心理学观点逐步被人们所接受以后，老年心理学才成为发展心理学
的一个重要部分。
50年代以来，有关老年智力问题的研究最多，其次是老年记忆和学习问题。
总的说来，老年心理学集中注意于认知过程老年化的研究，然后是个性、社会适应和态度的研究。
此外，有人强调心理生物学的研究，强调社会心理过程的研究；也有人把感觉和知觉与健康和生存的
年龄变化联系起来研究。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对老年认知的训练研究。
当然，有关老年心理学和养生学的思想在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调摄情志以益寿延年方面就有不少著述。
如孔子强调“仁者寿”、“智者寿”的思想，提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
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见解。
在《道德经》和《庄子》中，明确提出了无欲、无知、无为的“返璞归真”思想。
这对中国历代养生学有重要影响。
又如唐代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载：“论日：人年五十以上，阳气日衰，损与日至，心力渐退，忘
前失后，兴居怠惰，计授皆不称心，视听不稳，多退少进，日月不等，万事零落，心无聊赖，健忘嗔
怒，情性变异，食饮无妙，寝处不安⋯⋯”生动地论述了人在年老过程中的记忆、视觉、听觉、味觉
以及性格、情绪状态等的一系列变化。
二、懂得老年心理学的意义人是不可能“长生不老”的。
衰老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心理活动的衰退是个积累的过程。
完全不服老，不承认衰老是生物规律之一，是不对的。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学点老年心理学，及时了解老年心理的知识和特点，是有利于正确处理家庭生活
，有利于增进生活情趣，有利于防止身心疾病，有利于延年益寿，防止和延缓衰老过程的到来。
在心理活动一旦出现衰退、偏差、障碍时，可及时通过自我调节得到纠正，指导自己过好晚年生活，
并增强心理健康的因素和信心。
如果对老年人的心理变异缺乏预先的思想准备，其危害性不亚于体力衰退，常常成为脑溢血、脑血栓
、心肌梗塞的始动因素，又会成为老年精神病的基础。
三、老年人如何克服心理上的变异近代老年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起步较晚。
因此，如何面对心理上的变异问题呢？
专家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正视自己性格有变异的可能性。
要有自知之明。
弄清楚可能出现的病理、生理原因以及变异的表现和趋向，自我克制、自我纠正，遇事三思。
其次是自我宽慰。
承认衰老是人生必由之路，体力与智力不能与青年人相比。
社会在前进，科学在发展，思想上难免有落后的一面，想法和看法与社会潮流可能有一定距离。
这是客观存在，不必自卑、自弃，不要勉强做力不从心的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心理>>

三是积极生活，丰富人生，寻找精神上的寄托。
克服不良情绪，有意识地充实生活内容，并结识一些老年和中青年朋友，生活在群体的友爱之中。
留心别人衰老后的性格变异，然后再反躬自省，就能克服变异。
保持心理、精神上的卫生，才能有益健康长寿。
四、本套丛书的功能和特点(一)立意本套丛书针对现代社会中老年人心理方面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进
行适当的诠释，并配以合理的建议，帮助老年朋友对老年心理学有充分兴趣的朋友和关心老人的广大
中青年朋友来了解老人，关爱老人，陪伴老人度过心理转变期，祥和幸福地度过晚年生活。
(二)内容根据互联网上热点讨论的老年话题以及社会上对于引起老年心理疾病的各种原因的日益关注
，本套丛书分别从孤独、老年学习、情绪、性格、离退休心理、人际关系、交往心理、老年期性心理
、审美心理、长寿心理和心理卫生等热点话题切入。
通过本套丛书，指出当今社会出现的种种老年心理问题：黄昏恋、空巢老人、老人的心理需求和心理
慰藉、癔症、抑郁症、老夫少妻、临终心理等等，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保健措施。
(三)叙述方式每本书以几个话题的方式着笔，通过实例开启并提供相关的专家分析和心理学测评，帮
助老年人科学合理地掌控自己的心理。
以极强的故事性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以理论的剖析来进行疏导，以心理学测评来让读者进行反观
，加强其实用性，来达到真正为读者服务的目的。
总之，本套丛书坚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和老年朋友进行心理交流，让他们通过阅读解决心理困惑，
降低心理疾病的危害，并帮助自己防止心理疾病的产生，从而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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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学点老年心理学，及时了解老年心理的知识和特点，是有利于正确处理家庭
生活，有利于增进生活情趣，有利于防止身心疾病，有利于延年益寿，防止和延缓衰老过程的到来。
在心理活动一旦出现衰退、偏差、障碍时，可及时通过自我调节得到纠正，指导自己过好晚年生活，
并增强心理健康的因素和信心。
如果对老年人的心理变异缺乏预先的思想准备，其危害性不亚于体力衰退，常常成为脑溢血、脑血栓
、心肌梗塞的始动因素，又会成为老年精神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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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享年85岁。
他之所以得此高寿，除了养生有道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一颗童心。
“整出拂几时闲嬉，时放曾孙竹马骑。
”从这首诗文中不难看出，陆游到了老年阶段，还经常和他的孙儿们一起作骑竹马的游戏，可见陆游
的童心之盛。
如果一个人老来能富有童心，乐于童趣，“随心所欲而又不越规矩”，就会少烦恼而豁达乐观，就会
像孔夫子说的那样“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那么老年人如何才能富有童心，乐于童趣呢？
常忆童年往事。
老年人随着岁月的递增与记忆力的衰减，新近的记忆易于淡化，而最为清晰的记忆往往是童年往事。
因此，老年人不妨经常追忆童年时代捉迷藏、放风筝或外出游玩等各种趣事，追忆那逝去岁月中的生
活。
如果身体条件许可的话，还可回到童年时代居住、生活过的地方，故地重游，可以使童心再度萌发。
多交童年友。
老人喜欢小孩的言谈举止，喜欢和孩子一起嬉戏玩耍，而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是让自己保持童心童
趣的良方。
老年人会从小孩的神态和言谈举止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温童年的时光，使心灵感受到极大的快慰。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能使老人感到年轻。
这样既能消除老年人的心理压抑，又能驱散老年人的烦恼，减少孤独和寂寞，增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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