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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心理学界出现了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热潮。
心理学家纷纷意识到了以欧美白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理论离开本土后的局限性，认为主流心理学，
即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没有考虑文化差异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在心理学研究中把文化这一
重要变量忽略了。
所以，本土化浪潮被看作是心理学研究向文化的转向。
文化转向的出现受到了心理学家的高度关注与积极评价，甚至被誉为心理学中平行于认知革命的一场
“文化革命”。
本土化的问题实质，实际上是科学心理学一系列局限性的暴露。
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
冯特在他开创的心理学中考虑了文化的问题，他在建构科学心理学的思想体系时，把自己的心理学分
为个体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
个体心理学，主要采用实验内省法，研究个体心理活动的过程和规律，开辟了心理学的实验科学的传
统；民族心理学，通过研究语言、艺术、神话、宗教、风俗、习惯等历史文化资料来研究人类共同生
活为基础的高级神经活动的过程，是人文取向的研究。
不管这种划分是否科学，毕竟，文化因素的特殊性被考虑进去了。
但科学心理学从建立开始，为了努力让自己在科学界获得一席之地，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积极向自然
科学靠拢，模仿自然科学的可操作性、可量化性，强调心理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力图将心理学建设
成一门像物理、化学一样的自然科学，这导致心理学研究走入了实验科学的轨道，而放弃了对人文科
学取向研究的努力。
而由此得来的研究结果也被认为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是普遍适用的。
这就导致了把在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中诞生的心理学，看成是具有超越文化的心理学的偏向。
而实际上，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是深受所处环境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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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主要以本土化为线索，从心理健康教育的历史出发，系统地分析了心理健康教育本土化的理论
前提、方法论前提、途径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本土化的模式。

全文主要由5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回顾心理健康教育的历史，一方面阐明了有关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概念；另一
方面，说明心理健康教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揭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第二部分
，通过对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正反两方面的阐述，指出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困境与本土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部分，通过对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的全面阐述，指出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的局限性和本土化的发展趋
势；第四部分，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较深入和全面的探讨，阐明了心理健康教育本土
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我国古代心理健康教育的文化资源进行了较全面而深入的挖掘；第五部分，
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本土化模式问题作了较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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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凤兰，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心理咨询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发展与教育专业研究生班学员。
先后承担普通心理学、心理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旅游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
课程的主讲任务，并兼任誉校心理咨询工作。
先后在学术刊物发表“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把心理健康教育与专业知识
教育相结合，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网文化影响的关系”、“论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与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关系”、“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创新”等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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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超我，是人格中理想自我、自我典范，是从自我中发展起来的一部分，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由环境因
素、家庭教养、社会习俗、道德、文化陶冶而形成的，按照社会道德标准监督自我的活动，是一种道
德检察官，是事先禁止和事后内疚等心理特质的动力，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受道德原则支配，是最文
明的一部分。
超我在五岁以后开始形成，是人格的最后形成部分。
本我、自我、超我简单地可称为“本能的我”、“现实的我”、“理想的我”。
从健康观点看，三者协调是健康的表现。
在这里，“自我”是核心，它一方面处理本能欲望，另一方面要符合超我的标准，一旦这两方面任何
一方占了统治地位，人就出现不正常的行为，甚至心理问题躯体化，出现身体上的毛病。
（二）经典精神分析学派对意识的基本看法意识分3个层次，即无意识（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
无意识（潜意识）是人们根本意识不到的部分，它意味着人们对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和动机不能意识
到，但它在清醒的意识状态下还潜在地活动着；前意识是指此刻不能意识，但是集中注意、排除干扰
后能够回忆起来的经验，介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意味着有些观念暂时不属于意识，但随时可转变成
意识；意识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心理活动部分。
“无意识”、“曾经的意识”、“前意识”等，因为不符合现实和超我的要求被压抑到无意识中，对
“无意识”和“前意识”的“意识”，必须经过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等方法进行分析性探察才能进入
意识。
本我完全在无意识中，处于无意识的底层；超我大部分在无意识中，小部分在意识中；自我在无意识
和意识中各占一半。
从“前意识”到“意识”的转换相对容易，而从“无意识”到“意识”的转化要困难得多。
人的心理活动是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
（三）经典精神分析学派对个人性欲发展的基本看法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两种本能，以食欲为基础的
自我保存本能和以性欲为基础的种族保存本能，统称为性本能；在晚年又发现了一种本能——死本能
，生命中要求恢复到无机状态的本能。
其理论的核心部分是性本能。
他认为人的性欲为基础的种族保存本能背后有一种叫力比多（Libido）的内驱力，它为人的行为提供
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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