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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心理学在西方兴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开始正视这门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只有十几年的
历程。
这门学科从产生以来，就有它自己的传统课题，然而，随着研究人员的兴趣逐渐扩大，新的研究领域
进入了这门学科。
随着社会发展和需要，全国许多医学院校增设了心理学专业，为了适应这一需要的发展，满足学生学
习，2002年6月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了全国医学院校心理专业教材编写会议，并成立了“全国医学院校
心理学专业教材编写委员会”、“全国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教材审定委员会”，确定了编写大纲和编
写人员。
2002年12月底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召开了定稿会议，并确定了出版单位。
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安徽大学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及各作者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表
示感谢。
社会心理学是作为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学生学习社会心理学的入门教程，目的是在一种或多种有关理
论的背景下，让学生对此学科的主要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有一个全面了解。
这些内容主要包括有社会化、社会动机、社会知觉、社会态度、社会压力、自我意识、人际关系、团
体心理与行为、团体凝聚力等方面。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方法，为今后开展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
。
这本教材不仅要把某个学科的重要理论概念及研究结果告诉读者，而且还要把这一学科部分实践的方
向告诉读者。
此书由下列人员负责撰写：李建明、李玉荣（第一、四章）、邱瓞曾（第二章）、刘娜（第三章）、
张丽宏（第五章）、张殿君（第六章）、张敬录、吴宪（第七章）、张建英（第八章）、韩新民（第
九章）、刘瑶（第十章）。
本书不但用于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也适用于其他院校心理学专业学生阅读。
由于时间短，水平有限，书中还存在缺点和错误，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再版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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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心理学是作为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学生学习社会心理学的入门教程，目的是在一种或多种有关理
论的背景下，让学生对此学科的主要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等有一个全面了解。
这些内容主要包括有社会化、社会动机、社会知觉、社会态度、社会压力、自我意识、人际关系、团
体心理与行为、团体凝聚力等方面。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方法，为今后开展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打下一个基
础。
这本教材不仅要把某个学科的重要理论概念及研究结果告诉读者，而且还要把这一学科部分实践的方
向告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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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第十章  社会压力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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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社会环境因素的对老年人社会化的积极作用和个人早期的社会化一样，老年人社会化的场所或途
径主要是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播媒介。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环节进行继续社会化，加强角色学习和掌握，加快心理适应，保持心理年轻
。
1.同辈群体能为老年人提供有益经验，帮助尽快熟悉新角色的行为规范。
老年人在未离、退休之前，如有意识地向已经离、退休的老年朋友咨询，了解他们如何安排离、退休
生活，如何克服心理不适感，如何把握新的角色行为和角色准则等经验及教训，就能帮助他做好离、
退休的心理准备，并对未来生活有一个大致的估计。
2.家庭的温暖、理解与帮助。
老年人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包括种花、养鱼、观鸟等，也可以调节性情，激发生活情趣。
老年人在行将离开工作岗位或刚退休回到家庭之际，配偶及子女应尽量多地与老人沟通交流，了解老
人的烦恼、心理波动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给予理解、支持，可以帮助老年人尽量缩短心理适应期，
尽快找到新角色的感觉，从而能够安然地接受愉快、休闲的晚年生活。
面对家庭变故，如老年丧偶或晚辈的亡故，这时，亲人的关爱、亲情的满足，可以解脱老人的悲伤。
3.老年文体活动或老年大学学习，充实晚年生活的内容。
老年人参加健身、旅游、读书、休闲等文体活动，也是老年人退休后的职业取向。
多参加一些集体文体活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既可以从同辈群体的交往中获得情感上的帮助和支
援，学习其他老年人角色扮演和角色行为的经验，又可以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尽可能地多一些色彩、多
一些信心，振奋精神。
许多老年人在各类老年学校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这对老年人克服消极心理，正确面对未来的人
生有积极的作用。
4.大众传播媒介，帮助不断更新。
报纸、广播、电视、图书、杂志等媒介为老年人提供了关心和了解国家大事、社会新闻、经济热点、
政治改革、世界动态的窗口，学习和掌握一些老年人衣食住行和养生保健的方法，从而使老年人不断
地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始终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5.社会发展活动与创造性活动有益于老年健康。
老年人退休了，但事业并没有结束，应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参加与过去职业相关的技术协会，利用
各种机会把自己的经验和技能贡献给人类。
积极从事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争取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使自我价值继续得到体现，从中获得他人的
尊重，有利于保持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
老年人从事绘画、书法和写作等创造性活动，可以陶冶情操，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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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心理学》：全国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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