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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心理学是医学院校各专业本科医学教育的公共必修课程。
我们是遵照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会议的精神进行编写的。
本书的编写是围绕着我国“十一五”期间医学各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进行的，努力体现教育部提出
的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的要求。
全体编者在医学心理学（第1版）的基础上，吸纳了近年来国内外相关著作和教材的精华，参考了各
院校教学经验和建议，始终坚持“构思严谨，重点突出，内容新颖，资料翔实”的编写原则。
在编写过程中，以要求医学生掌握的医学心理学“五大理论”、“五大技能”为脉络，力求层次清晰
地反映出医学心理学的基本内容和前沿进展。
在总结多年来医学心理学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充分考虑了教材的启迪性与可操作性，在编写策划
上基本保持了第一版各医学院校比较熟悉的框架，在内容上进行了部分调整和充实。
紧扣医学心理学教学大纲，保持本版教材在内容上与第一版的连续性，将易于教师讲授和便于学生自
学作为本部教材的编写要旨。
考虑到医学心理学是医学课程中的一门医学公共基础课程，因此在加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疗
法方面，本版教材加强了“心理学基础”和“心理社会因素与健康”的有关内容，并在第二章仍然对
五种心理学理论做了重点介绍。
强化了心身统一、心理与环境统一的观点，密切联系医学实践，加深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将“
心身疾病”单独列为一章进行编写。
教材对“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适当的更新和调整，合并在“
心理干预”一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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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心理学是医学院校各专业本科医学教育的公共必修课程。
我们是遵照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会议的精神进行编写的。
本书的编写是围绕着我国“十一五”期间医学各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进行的，努力体现教育部提出
的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的要求。
　　全体编者在医学心理学（第1版）的基础上，吸纳了近年来国内外相关著作和教材的精华，参考
了各院校教学经验和建议，始终坚持“构思严谨，重点突出，内容新颖，资料翔实”的编写原则。
在编写过程中，以要求医学生掌握的医学心理学“五大理论”、“五大技能”为脉络，力求层次清晰
地反映出医学心理学的基本内容和前沿进展。
在总结多年来医学心理学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充分考虑了教材的启迪性与可操作性，在编写策划
上基本保持了第一版各医学院校比较熟悉的框架，在内容上进行了部分调整和充实。
紧扣医学心理学教学大纲，保持本版教材在内容上与第一版的连续性，将易于教师讲授和便于学生自
学作为本部教材的编写要旨。
　　考虑到医学心理学是医学课程中的一门医学公共基础课程，因此在加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
本-疗法方面，本版教材加强了“心理学基础”和“心理社会因素与健康”的有关内容，并在第二章仍
然对五种心理学理论做了重点介绍。
强化了心身统一、心理与环境统一的观点，密切联系医学实践，加深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将“
心身疾病”单独列为一章进行编写。
教材对“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适当的更新和调整，合并在“
心理干预”一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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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心理学基础第一节 心理学概述一、心理现象（一）心理现象的结构心理现象本是每个
人在生活中都切身经历到的最熟悉的现象。
人们对周围世界要听、看、嗅、尝和用手摸等，就会产生感觉和知觉。
时过境迁仍会留下一定的经验或能唤起当时的情景，这就是记忆。
为了解周围某事物的特点、本质和规律，还会进行一番思索，这就是思维和想象。
这些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心理现象都是为了弄清客观事物，在心理学中统称为认识过程
。
人在认识周围事物的过程中，对它总持有一定的态度并产生喜、怒、哀、乐等体验，这就称为情绪和
情感过程。
人们还为满足某种需要而产生一定的动机，自觉地确定目标，力求达到目的，这样的心理活动就是意
志过程。
认识、情绪和意志过程之间既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统称为心理过程（menta process）。
它是在客观事物的作用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大脑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
亦是人的心理活动发生、发展的过程。
这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心理过程在每个人身上表现时总带有个人特征。
每个人由于先天素质不同，后天的生活条件和所受的教育影响有差别，各自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又不尽
相同，致使每个人的精神面貌各具特色。
关于这些个体差异性的规律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心理学中称之为人格或个性。
它包括个性倾向性（如兴趣、需要、动机、理想、信念等），还包括个性心理特征（如能力、气质、
性格）以及自我意识系统（自我认识、自我体验、自我调控）。
人的心理过程和人格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心理过程是从心理现象的组成来看，它有发生、变化的过程并具有共性规律。
人格则从心理现象在个体的表现来分析，它较稳定、经常地表现出有别于他人的特征，并具有差异性
规律。
对它们的分析研究是为了深入了解人的各种心理现象；将它们结合起来考察，则是为了掌握人的心理
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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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心理学(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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