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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心理学》

内容概要

《医学心理学》主要内容：自1980年起，我国各类医药院校陆续开设了医学心理学课程。为满足教学
的需要，由卫生部组织，以李心天教授为主编，编写了供高等医药院校使用的《医学心理学》统编教
材。该书于1991年出版后，又重印了8次，满足了教学的需要，受到师生们的欢迎，但在使用中也发现
，由于受到学时的限制，教材内容需要压缩和精炼，使其重点突出。所以，改版是必要的，但另一方
面，为适应深入研究和临床应用，又需要一本内容更为详尽具体的参考书，如能把近十几年来我国医
学心理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整理和总结进去，也许更加适合我国国情。为此，1995年暑
假在山西太原举行的第七届医学心理学教学会议上，与会代表倡议，动员全国各医药院校从事医学心
理学教学工作的教授们以及他们带领的年青教师、博士、硕士生们一起参与《医学心理学》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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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心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概述一、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的概念及性质二、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和任务三、医学心理学的相关学科及其分支四、医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原则年基本理论观点第二节 
医学心理学与医学模式一、医学模式及近代医学模式类型二、医学心理学与医学模式的关系第三节 医
学心理学发展概况一、国外医学心理学发展概况二、我国医学心理学发展概况第二章 心理学基础知识
第一节 心理实质一、心理是脑的功能二、心理活动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反映三、大脑两半球双势理
论第二节 心理过程一、认识过程二、情绪与情感过程三、意志过程第三节 人格一、人格概述二、人
格理论三、人格倾向性四、人格心理特征第四节 挫折和心理防御机制一、挫折二、心理防御机制第三
章 医学心理学主要学派的理论观点第一节 精神分析理论一、潜意识学说二、人格结构学说三、性动
力学说四、释梦学说五、心理防御机制六、精神分析理论的评述第二节 行为学习理论一、行为学习理
论的主要观点二、行为学习理论对心理疾患发病机制的解释三、行为学习理论评述第三节 心理生理学
说一、情绪生理学二、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和皮层内脏相关学说三、心理生理学说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
四节 人本主义理论一、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理论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三、人本主义理论的实践意
义第五节 认知学说一、基本观点二、理论和实践意义第六节 祖国传统医学的心身思想及我国心理学
的基本观点一、祖国传统医学的心身医学观二、我国近代关于医学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观点第四章 心理
卫生第一节 概述一、心理卫生的概念和意义二、心理卫生的研究范围和任务三、心理健康的判断标准
四、心理卫生的原则第二节 个体心理卫生一、个体心理发展概述二、胎儿期心理卫生三、乳儿期心理
卫生四、婴儿期心理卫生五、幼儿期心理卫生六、童年期心理卫生七、少年期心理卫生八、青年期心
理卫生九、中年期心理卫生十、老年期心理卫生十一、学习个体心理卫生的意义第三节 群体心理卫生
一、家庭心理卫生二、学校心理卫生三、社区心理卫生第四节 性心理卫生一、性、性心理卫生与性心
理健康的概念二、性心理的发展三、性心理成熟及性健康教育第五章 心理应激与心身疾病第一节 心
理应激一、心理应激的概念二、应激源三、心理应激的中介因素四、应激反应五、心理应激与健康六
、影响应激反应强度的因素七、应激的应对第二节 心身疾病一、心身疾病的概念和范围二、心身疾病
的主要理论三、心身疾病的发病机制四、心身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原则第三节 常见的心身疾病一
、原发性高血压二、冠心病三、消化性溃疡四、支气管哮喘五、癌症第六章 医患关系第一节 人际交
往和人际关系的基本理论一、人际交往二、人际关系第二节 医患关系及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一、医患
关系的概念二、医患关系模式及运用三、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第三节 协调医患关系的原则和沟通技巧
一、协调医患关系的原则二、医患关系沟通的技巧第四节 医务人员应具备的心理品质及培养一、医务
人员应具备的心理品质二、医务人员心理品质的培养第七章 心理诊断第一节 概述一、心理诊断的内
涵与特点二、心理诊断的过程三、心理诊断的方法第二节 心理测验一、概述⋯⋯第八章 医学心理咨
询第九章 心理治疗第十章 心理障碍第十一章 心理护理第十二章 患者心理及应对措施第十三章 康复心
理医学心理学实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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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心理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咨询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医学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区别我国由于
一些历史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原因，医学心理咨询起步较晚，发展迟缓，以至于目前对医学心理咨询
仍存在较多的模糊认识。许多政工人员，甚至医务工作者仍把医学心理咨询当作做思想工作，尽管两
者都是以面谈为主和做人的转变工作，但内涵相差甚远，它们有重叠和交叉，可以相互补充，但不可
替代。其区别如下。1.工作目的不同思想政治工作在于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保证执政党和国家各
项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直接目的是维护信仰、观念、道德、社会秩序、国家和集体利益。而医学
心理咨询强调帮助求询者克服心理障碍，促进自强自立的成长，直接目的是维持求询者的身心健康
。2.人际关系和工作身份不同思想政治工作者是代表组织对个人实施说服教育，以教育者或领导者的
身份出现，思想政治工作者与个人构成师生关系或教育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医学心理咨询则是求询者
与咨询者间一种平等、相互信赖的良好人际关系，是一种双向信息交流、洽商的形式，双方都是主动
投入的状态。3.工作原则和内容不同思想政治工作者是以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为准则。
而医学心理咨询的咨询者则站在求询者的角度，保持中立原则（无对或错之分），就求询者的日常生
活问题的调查，人际关系的调整与改善，学习与工作效率的提高，心理困扰的消除或缓解，与求询者
进行客观的讨论，以寻求解决的方法和途径。4.理论基础和学科性质不同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党的纲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基础，纯属社会科学范畴，有鲜明的阶级性、政策性、时代
性；而医学心理咨询是以各种不同心理学派的理论为依据，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的“边缘科
学”。5.工作方式与结果不同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是个别谈话或集体座谈的形式，对受教育者的帮助主
要是公开的、制约性的、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其结果只允许向“正确”转变；医学心理咨询也可以
是个别或集体医学心理咨询的形式，是咨询者与求询者在保密的状况下共同讨论、协商，预防和治疗
心理困扰，主要是认识全面的问题，结果可以是多种，无对错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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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心理学》

编辑推荐

《医学心理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高等专科学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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