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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人际交往问题日益受到广大家长和教师的关注，人际关系问题已成为儿童、
青少年继学习之后的主要问题之一。许多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这个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书将儿童、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分成亲子交往、师生交往和同伴交往三个方面
，以年龄发展为主线，阐述了儿童、青少年各个阶段人际交往的基本特点，并结合各阶段容易出现的
问题，向广大教师、家长提出了科学的指导意见和提供了适合的培养、教育策略。全书共5章。
    本书可供广大中小幼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心理学工作者、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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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沃建中，浙江省富阳人，1996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
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的副所长，兼认知发展研究室主任，《心理发展与教育》编委；中国心理学会学
校心理学分会副主任；主要从事认知发展和脑功能研究、思维发展的应用研究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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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很不错。
2、理论好多。。。如何做比重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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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人际篇》的笔记-第184页

        改善小学生同伴交往的方法：

社会技能训练：1行为塑造法（强化）2榜样引导法3角色扮演4系统训练（1学习有关交往的原则和概念
，如合作、参与2帮助儿童将原则和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特殊的行为技能，如亲社会行为3在同伴交往
中树立新的目标，如交到新朋友4促使已获得的行为保持或在新情景中的概化，5增强儿童与同伴交往
的信心。）
集中在影响社会交往的言语和非言语层面行为上，使儿童懂得适当反应方式，如目光接触，声调友好
，向他人提出合理要求，对他人的不合理要求作出恰当反应，倾听从而改善儿童的同伴关系。

教授给儿童一些具体的社会技能和社会问题解决策略

对小学同伴关不要过于直接

让交往不良的儿童多参加合作活动，合作学习、同伴辅导、相互指导

让学生考虑他们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效果，告诉他们那些行为是不被人接受的。澄清攻击行为

发展一个同伴作为人际活动的调解者：界定问题，解释各自观点和需要，确定至少三个可能矛盾方法
，达到能满足双方需要的协议。

案例：
运用认知改变、行为指导与体验学习的策略方法：1树立自信心，提高自我接纳程度。

2、《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人际篇》的笔记-第192页

        选择朋友的标准：共同兴趣，烦恼，性格相近，在许多方面能互相理解。出于分享秘密的需要。
初中生面临的不确定性、动荡性更强，困惑、迷惘更多。一方面独立，摆脱对成人的依赖，一方面寻
找新的归属于依恋对象。同伴群体和亲密朋友恰好满足了这一需要。平等的同伴关系不同于成人的权
威和保护关系，给了一个表达新观念，尝试新技能，展示新行为的宽松、自由、平等的氛围，也提供
了社会比较的参与框架
青少年需要与群体取得认同。这种认同感也减弱了青少年面临的不确定性、困惑和不安全感。

虽然中学生的自我意识、批判性和独立性在不断增强，但由于他们的不成熟，使得他们对事物的概括
和判断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容易出现主观性、片面性和极端化。

交往策略：1先入为主，重视首因效应2，掌握好交往媒介，送小东西3，冷静处理和同学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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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人际篇》的笔记-第152页

        影响同伴关系的因素。
社会交往目标、策略，知觉、归因偏见，归因风格和社会信息加工的微观过程、社会交往经验。

Page 7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人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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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