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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供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法医学、妇幼保健以及临床护理专业的五年制、七年制
学生使用。
为了保持教材所固有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同时为学生课外的学习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编者认为没有
必要将医学相关专业五年制和七年制所使用的教材分开编写，至于该课程对各层次和各专业学生学习
的具体要求可以通过教学大纳的制定来解决。
    本书分为四篇，包括基础心理、发展心理、临床心理和康复心理等方面的内容。
编者编撰的基本构思是先从学习基础心理开始，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学习与医学，特别是和临床医学有
关的内容，使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更具系统性。
本书除包括医学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外，还加入诸如医疗行为中的人际关系，躯体疾病患者的心理问题
及其康复方面的心理问题等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内容。
为了让学生加深理解，书中还提供了一些有关患者心理问题的实际例子。
这些是本书的特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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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第四节  意志过程一、意志概述    (一)意志的概念    意志(will)是指个体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
的支配、调节行为，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
    人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不仅产生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对它们形成这样那样的情感体验，还有
意识地对客观世界进行有目的的改造，这种最终表现为行为的、积极要求改变现实的心理过程便是意
志。
意志集中体现了人的意识的能动性，意志行动是人所特有的。
人的意志表现为人不仅能适应客观世界，而且能积极主动、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影响和改造客
观世界。
动物虽然也作用于环境(如挖洞、放臭气迷惑敌人等)，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动物的一切有
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打上他们的意志的印记。
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人总是在不断地追求目标中改造着世界，人的生活意义正是在追求和改造之中得以体现的。
    意志对行为的调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意志能发动行为，推动个体去从事达到一定目的所
必须的行动；另一方面是意志能抑制行为，制止个体与预定目的相矛盾的愿望和行动。
意志调节作用的这两个方面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统一的。
例如，为了成就事业，人们可以抑制自己的惰性、控制自己享乐的欲望而发奋图强、不懈学习和工作
。
正是通过发动和抑制这两方面的作用，意志实现着对个体活动的支配和调节。
意志不仅调节个体的外部行为，还调节着个体的认识活动和情绪状态。
    (二)意志的特征    意志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3点。
    1．意志行动有明确而自觉的预定目的  目的是意志行动的方向和结果，离开了自觉的目的，就没有
意志行动可言。
个体的任务、目的越明确，越能意识到该目的的社会意义，他的意志就越坚定。
可见，对目的的认识是意志的前提。
意志行动的目的是在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中产生的，是根据对客观现实的认识而确定的。
它的确定始终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意志行动依存于个体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非可
以为所欲为。
    2．随意运动是意志行动的基础  所谓随意运动是一种受主观意识调节的、具有一定目的和方向性的
运动，是学会了的、较为熟练的动作。
如学生弯腰做操，画家持笔作画，战士射击，医师为患者查体等等都属于随意运动。
它们都是在生活和工作实践过程中逐渐学习获得的。
随意运动是意志行动必要的组成成分，意志行动表现在随意运动中。
人们正是根据目的去组织、支配和协调一系列的随意运动，组成复杂的意志运动，从而实现预定的目
的。
人们掌握随意运动的程度越高，意志行动就越容易实现。
    3．意志行动往往与克服困难相联系  简单的意志行动往往不需要克服困难，但复杂的意志行动是与
克服困难相联系的。
例如，在寒冷冬天的早晨按时起床，在“非典”流行时医护人员坚持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面
对歹徒的凶器英雄见义勇为等。
意志的水平往往以困难的性质和克服困难的难易程度为其衡量标准。
困难包括内部困难和外部困难：前者是指主观障碍，如消极的情绪、犹豫不决的态度、懒惰的性格、
没有独立克服困难的习惯、知识经验的不足、能力有限或对采取的决定表现出怀疑等；后者是指来自
客观条件方面的阻挠，如政治上、气候上、工作学习上的条件的障碍或对某种活动要求太高，以及受
到他人的打击、讽刺等。
一般来说，外部困难必须通过内部困难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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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志行动的这三个基本特征是相互关联的：明确而自觉的目的是意志行动的前提，随意运动是意志
行动的基础，克服困难是意志行动的核心。
二、意志行动的心理过程    意志行动是复杂的自觉行动，其心理过程包括以下5个环节：①动机斗争；
②确定行动的目的；③选择行为方式和方法；④做出实现意志行为的计划；⑤通过意志努力实现所做
出的决定。
前四个环节是意志行动的准备阶段，是人脑做出决定的阶段。
在此阶段中，个体预先决定意志行动的方向和结果，规定意志行动的轨道，故该阶段是完成意志行动
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开端。
最后一个环节是意志行动的执行和完成阶段，在此阶段中，意志由内部意识转化为外部行动，个体的
主观目的转化为客观结果，观念转化为行动。
    (一)意志行动的准备阶段    工。
动机斗争与目的确定  人的行动总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并指向一定的目的，但由动机过渡到行动
的过程可能是不同的。
在简单的意志行动中，动机几乎是直接过渡到行动的。
这时，行动的目的是单一的、明确的，通过习惯了的行为方式就能实现。
而在较复杂的意志行动初期，人的动机往往十分复杂，同时可能引起不同行为的多种动机。
这时，如果这些动机彼此是对立的，或只能在同一时刻实现，而事实上又不可能同时实现，那么就会
发生动机斗争。
人在动机斗争中需要权衡各种动机的轻重缓急，反复比较各种动机的利弊得失，评定其社会价值。
因此，动机斗争过程可以明显地显现出一个人的意志是否坚强。
如果个体相互斗争的动机都很强烈，而且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对个体具有原则性意义，动机斗争就
会异常激烈。
这种动机斗争检验着一个人意志水平的高低。
只有当某种动机通过斗争居于支配行动的主导地位时，行动的目的便确定下来，动机斗争也才告结束
。
个体业已形成的信念、理想、世界观和道德品质对其动机斗争的过程起着制约的作用。
    2．选择达到目的的行为方式和方法和拟出实现意志行动的计划  行为方式和方法的选择和行动计划
的拟定是解决意志行动的决策步骤。
通常在熟悉的行动过程中，随着目的的确定，行为方式、方法、行动计划就随之确定。
但在许多情况下，达到同一目的的方式、方法和方案不只一种，这时就需要进行选择。
行为方式和方法的选择以及行动计划的拟定就是了解、比较、分析各种方式、方法和方案的优缺点和
可能导致的结果，周密思考、权衡利弊而加以抉择的过程。
    (二)意志行动的执行和完成阶段    经过动机斗争，明确了行动目的，选择好行动的方式和方法并拟定
出行动计划方案后，接下来就是要实现所做出的决定。
行动的动机再高尚，行动的目的再美好，行动的手段再完善，行动的计划再精密，如果不付诸实际行
动，这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不能构成意志行动。
因此，意志行动的执行和完成是意志行动的关键和最重要的环节。
    人在行动中，必然伴随着种种肯定和否定的情感体验。
而要想使自己的行动始终瞄准预定目的，随时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自我调节，就要积极参与认识活动。
因此，意志行动的执行和完成是意志、情感和认识活动协同作用的过程。
    人们在实现决定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有内部的、主观的困难，也有外部的、客观的困难。
这些困难主要是：①与预定目的不符的动机可能重新出现，引诱个体，使其行动脱离预定的轨道；②
出现意料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个人缺乏应对它们的现成手段，从而造成个体行动犹豫、踌躇、徘徊
；③在行动尚未完成时，产生了新的动机、新的目的和手段，使个体心理上出现新目的与既定目的的
竞争而干扰其对既定目的的执行；④个体个性中原有的消极品质和由行动或行动的环境带来的不快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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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志品质及其培养    (一)意志品质    1．意志品质  所谓意志品质是指个体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比
较明确的、稳定的意志特点。
评价一个人的意志品质，应当与意志行动的内容和意识倾向联系起来。
坚强的意志品质只有在具有社会价值的意志行动中才能表现出来。
    2．意志的基本品质    (1)自觉性：是指个体在行动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并充分认识行动的社会意义
，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社会、集体利益。
该品质反映着个体的坚定立场和信仰，它贯穿于意志行动的始终，是产生坚强意志的源泉。
具有该品质的人，能够自觉地、独立地、主动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动，在行动中一方面不轻易被外
界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拒绝一切有益的意见，为实现预定的目的倾注全部的热情和力量，即使在遇到
障碍和危险时，也能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与自觉性相反的特征是受暗示性和独断性。
受暗示性较强的人缺乏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对自己的行动缺乏信心，容易轻信别人，容易屈从于环
境；独断性较强的人往往固执己见，常常毫无理由地拒绝别人的批评、劝告。
    (2)果断性：是指一种明辨是非，迅速而合理地采取决定，并实现所做决定的品质。
具有果断性的人能全面而深刻地考虑行动的目的及其方法，懂得所做决定的重要性，并能清醒地了解
可能出现的结果。
意志的果断性以正确的认识为前提，以勇敢和深思熟虑为条件，它还和智慧的批判性、敏捷性有着密
切的联系。
在复杂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高水平的果断性并非每个人所固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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