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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节奏不断加快，迫使人们格外注重身体健康，特别是
日益关注如何增强心理健康、矫正和治疗心理疾病，王颖群、于新恒、王飞、韦灵玫编著的《心理健
康教育与治疗》一书正是为适应心理健康与心理治疗这一新形势而写作的一本力作。
本书深刻地揭示了当前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挑战，以及治疗心理疾病存在的误区及成因。
本书重点论述了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疾病治疗的技巧、方法和艺术，为我国开展心理教育、咨询及矫
治心理疾病探索了一些新途径和新模式。
本书是一本集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务于一身的力作，可读性和实际操作性极强。

《心理健康教育与治疗》一书是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的必读教材，更是大学及专科院校
心理学专业难得的辅助教材和参考书籍，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难得的教材，也是所有爱好心理健康
教育的有识之士的最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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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情绪的功能 （一）情绪的适应是人的心理工具 情绪是动物繁殖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
人类集成和发展了动物情绪这一高级适应手段。
人类个体发育几乎重复了动物种系发生的过程。
人类的婴儿在出生时，由于脑的发育尚未成熟，还不具有单独行动和觅食等维持生存的基本能力，他
们靠情绪信息的基本传递，得到成人的哺育。
适应正是通过婴儿的情绪反应体察他们的需要，并及时调动他们的生活条件的。
因此，情绪的适应功能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改善和完善人的生存和生活条件的。
无论是儿童或成人，通过快乐表示情况良好；通过痛苦表示继续改善不良的处境；通过悲伤和忧郁表
示无奈和无助。
 通过愤怒表示将进行反抗的主动倾向。
同时，由于现代人生活在高度人文化的环境中，情绪的适应功能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人用微笑向对方表示友好，通过移情和同情来维护人际联结，掩盖粗鲁的愤怒行为等，情绪起
着促进社会亲和力的作用。
但是人们也看到，在个人之间和社会上挑起事端引起的情绪对立，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
总之，各种情绪的发生，时刻都在提醒着个人和社会，去了解自身或他人的处境和状态，以求得良好
适应。
社会有责任去洞察人们的情绪状态，从总体上做出规划去适应人类本身和社会的发展。
 （二）情绪是激发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机 情绪构成一个基本的动机系统。
它能够驱策有机体发生反应、从事活动，在最广泛的领域里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提供动机。
一般来说，生理内驱力是激活有机体行为的动力。
但是情绪的作用则在于能够放大内驱力的信号，从而更强有力地激发行动。
例如，人在缺水或缺氧的情况下，血液成分发生变化，产生补充水分或氧气的生理需要，但是这种生
理驱力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驱策行动。
而这时产生的恐慌感和急迫感起着放大和增强内驱力信号的作用，并与之合并而成为驱策人行动的强
大动机。
 情绪的动机功能还体现在对认识活动的驱策上，这一点通过兴趣情绪明显地表现出来。
严格说来，认识的对象并不具有对活动的驱策性；促使人去认识事物的是兴趣和好奇心。
兴趣作为认识活动的动机，导致注意的选择与集中，支配感知的方向和思维加工，从而支持着对新异
事物的探索。
基本上，任何一种情绪都是促使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动力。
“情绪”一词源自拉丁动词“行动”，意指采取趋吉避凶的行动。
观察动物或孩童的举止，最易看出情绪与行动的关系，事实上，也唯有在文明化的成人身上，才看得
到情绪与行动分离的特例。
也就是说，任何情绪都可能促使我们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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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社会节奏不断加快，迫使人们格外注重身体健康，特别是日益关注如何增强心理健康、矫正和治疗心
理疾病，《心理健康教育与治疗》正是为适应心理健康与心理治疗这一新形势而写作的一本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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