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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学习及教学的过程中，总不断自问：书上呈现的各概念间，有何关联？
如何形成有关联的意义架构？
问题与现象的背后机制是什么？
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才能将知识意义化，使其跟生活联结而成为智慧，并激发进一
步的学习动机。
目前市面上有关青少年心理学或青少年发展的书籍颇多，内容广度虽丰富，但深度不够，学习者容易
流于“知其然”的记忆知识，而无法有“知其所以然”的融会贯通。
学习者虽然拥有“青少年发展知识”，却无法将这些知识实用化，进而衍生出促进青少年发展的策略
，或跟生活联结而成为催化自我成长的工具。
这是本书目的之一。
“学生辅导工作”是教师工作之一。
依据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大会考考试范围，“青少年发展与辅导”领域涉及“青少年发展、咨询
理论或学派、辅导伦理、团体辅导、学习辅导、行为辅导、生涯辅导、青少年适应问题诊断与个案研
究、心理与教育测验”，期望未来教师有能力负起辅导学生的重责大任。
但是，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确订的教育专业26学分中，扣除必修课程后，大会考三大领域课程每一领
域分配到的学分数只有3至4学分。
因此，在整个学程中学生很难从3至4学分中，学习到“青少年发展与辅导”所有科目的精髓，以及形
成辅导青少年的架构。
即使通过大会考的幸运者，将来到中学任教，仍然不具备辅导学生的实力。
就目前任教于中学的教师来说，如何辅导学生，往往是其工作难题之一。
或许一些教师曾参加过次数不等的辅导研习，但是无法将零碎片段的知识，组织成有用的辅导架构。
因此，教师与受辅学生，虽然花时间、花力气，但是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导致双方都感到压力，对
彼此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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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适应行为背后机制以说明如何促进青少年的发展与适应，并详细介绍了影响青少年
发展与适应的家庭、学校及社会因素。
    第二部分，结合理论及研究实践，谈青少年期各方面发展及影响发展的因素，包括青少年生理、认
知、自我统一性、情绪、人格、道德、社会关系(亲子、同伴)等，并提出促进青少年发展的方法。
    第三部分，重点有二：第一，依据自我调适历程、青少年发展理论及辅导理论，综合形成一个辅导
架构，作为教师辅导青少年适应问题的参考。
第二，阐述常见的青少年问题及其成因，包括自伤、自杀、飙车、药物滥用、辍学、犯罪、饮食异常
、网络成瘾，并且依据所提的辅导架构，说明如何进行诊断分析及辅导。
    本书适用于教师、父母以及以青少年为工作对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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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影响青少年发展与适应的机制与因素第一章 适应与自我调适历程第一节 适应与自我调
适历程二 适应模式之所以称为“模式”（mode），是因为适应已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自动化的反
应，例如有些人倾向于悲观思考，不论发生何事，大都从负面角度来看；有些人容易被某些类似的言
语所激怒，而出现固定的行为反应。
在心理学上，“模式”通常由“图式”（schema）组成。
图式是一个人面对内在或外在刺激时，用来诠释、预期及回应刺激的依据。
图式就如同一出戏的“剧本”（script），规定了演员在不同情境下，该表现的思考、情绪及行为。
当一个人不断以类似的适应方式适应环境后，这种适应方式便会被定型，发展成某种适应模式。
只要个人处于类似情境下，相关的图式便会被运作，而强制个人依据图式规范的剧情演出，这便是日
常生活中所谓的“习惯性行为模式”。
要改变一个人的适应模式，就必须改变与之相关的图式。
改变图式并不容易，这是因为：（1）“图式”的形成，大部分是通过无数次类似经验所塑造的，因
此坚固不易动摇；（2）图式会抗拒改变，因为改变会带给个人恐惧及害怕。
个人之所以恐惧及害怕，是因为改变熟悉的习惯后，个人将失去行为依据。
这也就是为什么辅导者要以鼓励、接纳、不批判、同理的态度对待受辅导的学生，受辅导的学生才有
意愿、有勇气改变行为。
图式抗拒改变的方式包括：（1）图式会过滤信息，让人只注意跟图式一致的信息，忽略或遗忘不一
致信息，例如若一个人内心认为他人不好，当同时看到该人的优缺点时，缺点容易被记住，而优点容
易被遗忘；（2）图式会扭曲事实，作错误的诠释，例如将别人的善意，诠释为不怀好意；（3）个人
会根据图式内的信息，对外在信息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使之符合图式所要的样子（亦即符合个人之
期望）。
适应模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图式的改变也非一蹴而就，因此每位老师须有这样的认知：学生
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及老师的耐心、鼓励、同理与接纳，才能促使适应模式改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少年发展与适应问题>>

编辑推荐

《青少年发展与适应问题:理论与实务》：创智学习·学校心理学丛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少年发展与适应问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