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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应用性的分支学科，它是心理学和医学结合产生的一门交叉性学科；是把
心理学的理论原理和方法技术运用到医学临床实践中，以阐明心理因素在各种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
、康复中的作用。
医学心理学的基本观点认为人体内部进行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且相互转化。
这两方面在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疾病问题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共同起作用的。
医学心理学将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应用于临床实践，研究心理因素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相互关系
，直接服务于疾病的临床诊断、治疗、护理、预防和康复的整个医疗卫生保健事业。
进入20世纪以来，在人类健康和疾病的领域中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死亡的疾病谱和死因顺位都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当今社会人类死因的头几位不再是各种劣性传染病，如伤寒、霍乱、天花、肺结核等，而是心理、社
会因素所致的疾病，如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以及意外事故死亡等。
由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领域所发生的这些巨变迫使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卫生组
织成立大会上对健康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把原来普遍认为人体没有病就是健康，改变为“健康不仅是
没有疾病和缺陷，而是在生理、心理、社会适应三个方面都处在完好状态”。
随着世界科学，特别是医学的发展，为了更有效地应对人类的这种疾病谱和死因顺位的变化，医疗实
践所遵循的医学模式也由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新的综合性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
无论是健康新概念还是新的医学模式，都特别突出了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
因此可以说医学心理学在心理学和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首先，它促进了医学界去了解和熟悉心理学的理论与知识，认识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以及心身之间的
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为新的医学模式开辟道路。
其次，医学心理学为医学界提供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以及对人的心理进行评估和干预的手段和
措施，从而有助于促进医学临床实践，并全面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这本《医学心理学》是我1960年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后，针对本科生的应用心理学课编写的教程，教
材曾反复修改，后来又成为北京考试院心理学自学考试的一门课程的教材。
第一次于1990年由光明日报社出版，第二次在1996年经修改后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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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心理学是心理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心理和生理，即心身关系方面的概念、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重点介绍了心
理学的理论原理和方法在临床各科医学实践中的应用，以说明心理因素在各种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
、康复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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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医学心理学与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往的西方医学是在实验生理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实验生理学主要用动物实验的方法研究人体各器官的生理功能；而细胞生理学则把人体当做细胞的“
联合王国”。
由于他们把人看作是由不同细胞组成的各种巧妙地构筑在一起而成的生物体。
因此，就认为任何疾病都是某一器官或某一团细胞发生器质性或机能性病变的结果。
也就是说，疾病是由特异的病原体所致，都具有异常生理解剖基础，如生化异常、组织病理改变或神
经生理异常等。
在医学模式指导下，以往医学确实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源源不断的新药的合成和医疗技
术的革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高速发展，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曾经肆虐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性传染病
，如天花、麻疹、伤寒、结核和疟疾等。
在非传染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也取得了巨大功效。
由于生物医学模式对医疗技术发展的巨大贡献难免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和片面的认识，认为人体
疾病完全能用生物医学方法和技术去治愈，而完全忽视了人的心理活动和社会生活环境与人体生理活
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实，在人的健康和疾病问题上，与人有关的生理学、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因素往往是密不可分地结合
在一起，共同在起作用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而且相互转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统一的整体。
然而，过去遵循着生物医学模式的现代医学，固守着自身的陈旧观念，无视这个活生生的事实，结果
它越是向前发展，就越背离真理。
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对人的本质、人和环境的关系、心理和生理的关系等问题的认
识越来越深化。
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人体健康和疾病问题上，在疾病的发生、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中的作用的
重要性，也越来越被临床医学各科所认识、理解和接受。
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社会上的种种事件和情境，往往通过人的心理活动反映到个体身上，引起个体的
各种心理的、生理的和生物化学的复杂变化，从而影响到人的健康状况，也会影响到人的疾病发生、
发展、转归和康复的整个过程。
很显然，如果单纯使用药物、理疗或外科手术来治疗疾病是远不够的；还必须从病人的整体（躯体和
精神的统一体）来考虑其治疗方案，即需要从病人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生活环境、家庭关系、经
济状况、工作性质、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状况等综合地考虑，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使病人获得较理想
的医疗效果。
很明显，现代医学必须从原先的医学模式的固有观念中解脱出来。
因为，旧的医学模式的固有观念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必须而且也可以在器官、细胞或生物分子上找到
特异的治疗手段。
它将人的生物方面和心理社会方面割裂开来，把疾病看做是独立于社会行为的实体，认为用化学的、
物理的术语就足以解释生命现象，甚至试图仅仅依据躯体过程的紊乱来解释人的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障
碍（G.L.恩格尔，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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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心理学》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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