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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普及和影响日益广泛，《医学心理学》在医学教育和实践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日显突出，已成为各医学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中医学专业也不例外。
学习并掌握好医学心理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将为学好包括中医药学专业在内的各医学专业课程打
下坚实的基础。
根据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教材第2版编写要求》、教材编写委员会《全国中
医药高职高专教材编写基本原则》以及教学大纲的要求，本教材的编写遵循中医药专业高职高专人才
培养目标，即培养适应21世纪医疗预防保健和其他卫生服务岗位需要的实用型技能型高级专门人才。
这一目标与当今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紧密联系。
建国6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成就，各类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
控制，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3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但随之而来却是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及慢性疾病对健康的危害日益严重。
包括行为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心理社会因素在这些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要面对这些新挑战，必然要求医学生全面了解和深刻领会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认识其规律及各类
影响因素，尤其心理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高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适应我国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
本教材是在张伯华教授主编的第1版教材基础上的修编，编写力求遵循原版风格和“基础理论适度、
技术应用能力较强、知识面较宽、综合素质较高”的基本原则，突出教材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思
想性、科学性、先进性。
同时本教材特别保留了中医心理学内容及其近年研究成果的介绍，增加了心理和行为的生理基础和心
理发展和心理健康等章内容，将绪论中的医学心理学的主要流派独立出来专章介绍，目的是让初次接
触医学心理学的医学生和其他读者对这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有较全面的了解。
全书共分10章，各章之间有机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绪论介绍医学心理学概况，第一章为医学心理学基础知识，第二～十章内容按先基础后专业的设计展
开，便于读者对知识结构的理解。
书后附有教学大纲及参考文献，以帮助把握全书知识要点，指导教学及把握每章学习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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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心理学（第2版）》是在张伯华教授主编的第1版教材基础上的修编，编写力求遵循原版风
格和“基础理论适度、技术应用能力较强、知识面较宽、综合素质较高”的基本原则，突出教材内容
的针对性、实用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
同时本教材特别保留了中医心理学内容及其近年研究成果的介绍，增加了心理和行为的生理基础和心
理发展和心理健康等章内容，将绪论中的医学心理学的主要流派独立出来专章介绍，目的是让初次接
触医学心理学的医学生和其他读者对这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有较全面的了解。
全书共分10章，各章之间有机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绪论介绍医学心理学概况，第一章为医学心理学基础知识，第二～十章内容按先基础后专业的设计展
开，便于读者对知识结构的理解。
书后附有教学大纲及参考文献，以帮助把握全书知识要点，指导教学及把握每章学习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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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一、遗传的物质载体二、心理的遗传研究第三章 医学心理学的主要学派第一节 精神分析学派一、
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内容二、精神分析理论的后续发展三、精神分析理论述评第二节 行为学习理论一
、行为的概念与学习理论二、经典性条件反射三、操作性条件反射四、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五、行
为学习理论述评第三节 人本主义理论一、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心理学二、罗杰斯的人格自我心理学第四
节 心理生物学理论一、心理生物学研究的历史二、心理生物学研究的现状三、心理生物学研究述评第
五节 认知心理学一、认知理论的主要内容二、认知理论述评第四章 心理发展与心理健康第一节 概述
一、人的发展与生命周期二、健康与心理健康第二节 个体心理健康一、孕期心理健康二、儿童期心理
健康三、青少年时期心理健康四、中年期心理健康五、老年期心理健康第三节 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一
、家庭心理健康二、大学生心理健康第五章 心理应激与心身疾病第一节 心理应激一、应激源二、影
响应激的中间因素三、应激反应四、心理应激与健康第二节 心身疾病一、概述二、心身疾病的发病机
制三、常见心身疾病第三节 心理危机干预一、概述二、心理危机干预的原则三、心理危机干预技术四
、影响心理危机反应的因素五、心理危机的结局第六章 心理障碍第一节 概述一、心理障碍的概念二
、心理障碍的判断标准三、心理障碍形成的原因四、心理障碍的分类第二节 神经症性障碍一、概述二
、焦虑性神经症三、抑郁性神经症四、强迫性神经症五、疑病性神经症六、恐怖性神经症七、神经衰
弱八、癔症第三节 人格障碍一、心理社会因素与人格障碍二、人格障碍的类型三、人格障碍的心理干
预第四节 性心理障碍一、性心理障碍概述二、常见的性心理障碍及心理干预第五节 物质相关障碍一
、酒瘾(酒精使用障碍)二、烟瘾(尼古丁使用障碍)三、药物依赖第七章 临床心理评估第一节 概述一、
心理评估的概念二、心理评估的方法三、心理评估者的条件第二节 心理测验一、心理测验的概念二、
常用心理测验的分类三、标准化心理测验的基本特征四、心理测验的选择原则与合理使用第三节 智力
测验一、智商和智力⋯⋯第八章 心里咨询第九章 心理治疗第十章 患者心理与医患关系附录一 心理测
量表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附录三 《医学心理学》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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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医学模式转变的意义医学模式转变是应医学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及患者对医学的新需求而
出现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扩展、丰富了以往医学的服务内容和方式，这就需要医学心理学参与
。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完整定义：“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
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进一步丰富了医学模式转变的意义。
于是，伴随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心理学及其分支和相关学科，如心
身医学、行为医学、临床心理学、心理治疗学、神经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也获得迅速发展。
同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还可引导医学心理学正确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消除“精神万能、心理
至上”观点，使医学心理学既看到心理社会因素在健康、疾病中的作用，又不过分夸大。
全面了解患者是诊断治疗的重要前提。
疾病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病理室中的一个标本，而是发生在活生生的人身上的一种过程。
所以，离开患者的抽象的疾病是不存在的。
从事创造性劳动并身处复杂社会生活之中的人，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
因此，医学研究必须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面去了解患者，才能对他们作出合乎实际的诊断与处
理。
医学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医学模式转变，而且在医学模式转变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医学心理学将心理学知识、理论介绍到医学界，使生物医学界了解了人的心理行为活动规律及
心身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改变心身分离的二元论生物医学观。
其次，医学心理学可将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评估、心理干预技术介绍到医学界，使之与生物医学有
机结合，提高医学研究水平及临床服务质量，满足医学发展需求与人们提高健康质量的需求。
第三，医学心理学拓展了医学服务的范围和方式。
个人、家庭、社区和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是医学心理学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在以往并不列入生
物医学服务范围，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然要拓展医学服务范围，并出现心理咨询门诊之类新的医学服
务方式。
第三节医学心理学发展简史医学心理学是医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心理学自然结合而形成，但若论医学
心理学思想，中西方都可上溯到几千年前。
我国两千多年前成书的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记载了丰富的医学心理学思想。
在西方，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希波克拉底提出了气质的体液学说，论及体液与疾病及其心理
活动的关系，形成了医学心理学的雏形。
一、西方医学心理学发展简况在西方，医学心理学出现于19世纪中叶。
1852年德国的洛采（L.otze B.H.）提出“医学心理学”概念并以此命名自己的著作。
1896年美国的魏特曼（Witmer L.）提出临床心理学概念，建立了心理门诊。
美国的霍尔（Hall G.S.）和卡特尔（Cattell J.M.）分别在心身医学、变态心理学（1887）及心理测验
（1890）领域进行了开拓性工作。
法国的比奈（Binet A.）和西蒙（Simon T.）编制了“比奈-西蒙量表”，后被引进美国修订成“斯坦
福-比奈量表”，用于临床心理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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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心理学(第2版)》：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
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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