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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教材包含老年心理认知、老年人心理评估、老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老年心理咨询
技术训练、老年情绪调节、老年家庭心理慰藉、老年婚恋心理慰藉、老年人社会适应、
老年期痴呆照护、老年死亡心理慰藉十个项目。全书案例丰富，写作风格简明易懂，既
符合主题教学的需要，又体现了严格的专业水准，可作为职业院校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的教材，也可作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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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1项，其他横向项目若干。在国内外科技期刊发表论文12篇。曾参与编写《老年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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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媒体评论

评论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老年个性心理倾向
个性心理倾向是指人们在客观事实的相互作用中，对现实事物持有的一定的看法、态度
和倾向性，主要表现在心理活动的选择性和行为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对客观事物不同的
态度体验和个体行为模式上，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等。个性心
理倾向是以需要为基础，以世界观为最高指导地位的动力系统。老年人个性心理倾向主
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需要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老年人的安全需要主要表现为对生活保障与安宁的
要求，他们普遍对养老保障、患病就医、社会治安以及合法权益等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
。此外，老年人希望从家庭和社会获得更多精神上的关怀，并且仍有很强的参与社会活
动、融入各种团体的要求，以满足其爱与归属的需求。尽管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
位有所改变，但他们对于尊重的需求并未减退，要求社会承认他们的价值，维护他们的
尊严，尊重他们的人格，在家庭生活中也要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过自信、自主、自立的
养老生活。为使自己的价值在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老年期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实现的
需要。总之，进入老年后，人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需求变化不明显，在心理方面需
求较大。
2.兴趣兴趣是个体积极探究事物的倾向。老年人的兴趣指其在老龄化过程以及老龄活动
基础上产生的力求探索新兴事物、方法和鼓励的特殊心理倾向。老年人兴趣方面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对事物的淡化上，对事物的关注面趋于狭窄，对新事物缺少激情，表现出心
理上的“惰性”。老年人的兴趣是同自我需要、社会需要和家庭责任感密切联系在一起
的。当他们把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家庭需要统一起来时，便能够产生稳定、持久、高
效能的兴趣。若能培养广泛的、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如钓鱼、养花、下棋、旅游等，
既能陶冶情操，又能排解孤独，对老年生活产生积极意义。
3.自我意识老年人的自我意识指的是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确变老了的意识状态，包括态度
、情感、信仰和价值观等，蕴含着各种特定习惯、能力、思想以及观点。在回顾自己的
一生时，有些老人非常自豪，有些老人却万分遗憾。有些老年人在青壮年时期曾有过辉
煌成就，生活道路非常顺利，在离退休后仍希望社会、周围的人们一如既往地尊重自己
，自尊心较强，不爱听逆耳之言;还有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生活的变化，生理功能的衰
退，他们开始产生消沉、悲观感，寡言少语，生活抑郁，整日闷闷不乐。总之，老年人
的自我意识是一个矛盾复杂的心理过程。
（二）个性心理特征（一）老年个性心理倾向



个性心理倾向是指人们在客观事实的相互作用中，对现实事物持有的一定的看法、态度
和倾向性，主要表现在心理活动的选择性和行为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对客观事物不同的
态度体验和个体行为模式上，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世界观等。个性心
理倾向是以需要为基础，以世界观为最高指导地位的动力系统。老年人个性心理倾向主
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需要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老年人的安全需要主要表现为对生活保障与安宁的
要求，他们普遍对养老保障、患病就医、社会治安以及合法权益等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
。此外，老年人希望从家庭和社会获得更多精神上的关怀，并且仍有很强的参与社会活
动、融入各种团体的要求，以满足其爱与归属的需求。尽管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
位有所改变，但他们对于尊重的需求并未减退，要求社会承认他们的价值，维护他们的
尊严，尊重他们的人格，在家庭生活中也要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过自信、自主、自立的
养老生活。为使自己的价值在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老年期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实现的
需要。总之，进入老年后，人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需求变化不明显，在心理方面需
求较大。
2.兴趣兴趣是个体积极探究事物的倾向。老年人的兴趣指其在老龄化过程以及老龄活动
基础上产生的力求探索新兴事物、方法和鼓励的特殊心理倾向。老年人兴趣方面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对事物的淡化上，对事物的关注面趋于狭窄，对新事物缺少激情，表现出心
理上的“惰性”。老年人的兴趣是同自我需要、社会需要和家庭责任感密切联系在一起
的。当他们把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家庭需要统一起来时，便能够产生稳定、持久、高
效能的兴趣。若能培养广泛的、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如钓鱼、养花、下棋、旅游等，
既能陶冶情操，又能排解孤独，对老年生活产生积极意义。
3.自我意识老年人的自我意识指的是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确变老了的意识状态，包括态度
、情感、信仰和价值观等，蕴含着各种特定习惯、能力、思想以及观点。在回顾自己的
一生时，有些老人非常自豪，有些老人却万分遗憾。有些老年人在青壮年时期曾有过辉
煌成就，生活道路非常顺利，在离退休后仍希望社会、周围的人们一如既往地尊重自己
，自尊心较强，不爱听逆耳之言;还有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生活的变化，生理功能的衰
退，他们开始产生消沉、悲观感，寡言少语，生活抑郁，整日闷闷不乐。总之，老年人
的自我意识是一个矛盾复杂的心理过程。（二）个性心理特征
个性心理特征是个性结构中比较稳定的成分，表明个人典型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方式，是
一个人在固有的生理基础上，在能动地反映和积极地改造客观现实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
稳定的心理构成成分。个性心理特征主要包括一个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的特征
，是个性差异的主要方面。性格是个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与之相对应的习惯化的行为
方式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诚实或虚伪、勇敢或怯懦、谦虚或骄傲等都是人的性
格特征。它既体现了一个人对现实的态度，即对现实的认识和看法，也代表着一个人从
事某种活动的行为方式，即行动的方法和形式。这些态度和行为方式是相互联系的，具
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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