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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辅导心理学》

内容概要

《文艺辅导心理学》作者从大家熟悉的文艺心理学出发辟出一个与其相近而又不相同的文艺辅导心理
学命题，是因为群众文化工作中，在群众性的文艺实践与创造中，始终存在着辅导者与被辅导者，他
们各自具有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规律，影响着有时甚至于决定着辅导活动的成效和结果。在阐述过
程中，作者视野开阔，注意吸收融汇国内外相关学科一些新的学术成果，不乏创见，这对我们进一步
理解辅导工作，了解和掌握辅导活动中双方的心理状况，是很有帮助的。作者如能将研究进一步定位
在群众文艺辅导心理上，更加紧密联系于群众文艺辅导实际，则其作用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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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辅导心理学》

作者简介

方晨光，1959年11生，浙江省萧山市人。系中国文化管理、中国群众文化、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员，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和省博物馆协会会员，省文艺心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参与中央电大《群众
文化辅导学》等三部教材的编写，出版论文集《文化步履》，主编论文集《文化思絮》、文学作品集
《一窗风景》。荣获文化部“群星奖”群文科研成果银奖，十六篇论文被编入国家级论文集和入选全
国文化研讨会，《挖掘保护建设萧山历史文化的调查与建议》等两篇论文先后荣获全国文化管理研究
成果一等奖。现任萧山市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Page 3



《文艺辅导心理学》

书籍目录

序导言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文艺辅导心理学的理论范畴一 建立文艺辅导心理学的条件二 文艺辅导心理
学的研究对象三 文艺辅导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第二节 文艺辅导心理学的研究一 文艺辅导心理学研究价
值二 文艺辅导心理学研究原则三 文艺辅导心理学研究方法四 学习研究文艺辅导心理学的意义第二章 
文艺辅导的心理基础第一节 文艺辅导心理结构类型一 辅导心理的结构二 辅导心理的类型第二节 文艺
辅导个性心理特征一 辅导能力二 辅导性格三 辅导气质第三节 影响文艺辅导心理的因素一 沟通因素二 
感情因素三 组织管理因素四 社会背景因素第三章 文艺辅导主体的心理定势第一节 辅导主体的意识倾
向一 辅导兴趣爱好二 辅导态度三 辅导价值观第二节 辅导主体心理定势及其特征一 辅导主体心理定势
的作用二 辅导主体心理定势的成因三 辅导主体心理定势的特征第三节 辅导主体心理定势的表现形态
一 辅导需求心理定势二 辅导教学心理定势第四章 文艺辅导的群体心理第一节 文艺辅导群体心理及其
特征一 辅导群体心理的内涵二 辅导群体心理归类三 辅导群体心理特征四 辅导群体心理模式第二节 文
艺辅导群体的心理机制一 辅导群体的规范二 辅导群体的凝聚力⋯⋯第五章 文艺辅导认知心理第六章 
文艺辅导审美心理第七章 文艺辅导消费心理第八章 文艺辅导传授心理第九章 文艺辅导学习心理第十
章 文艺辅导鉴赏心理第十一章 文艺辅导创作心理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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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辅导心理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智能又是掌握知识的基础和条件。一定的知识信息传递和转换，要以一定的智力功能作为载
体。心理学研究表明，知识的获取，离不开大脑的直觉；知识的储存，离不开大脑的记忆；知识的分
析，离不开大脑的判断；知识的创造，离不开大脑的想象。如果有一个智力功能受到破坏，都会直接
影响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另一方面，在学习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智能，又对知识的学习起能动的作用。
一般说来，智能愈高，愈有助于知识的掌握；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智能发展水平，就难以掌握一定的知
识。因此，辅导对象要在学习过程中重视自己智能的培养和发展，以形成学习知识与能力发展的一致
性。三、循序渐进与艺术感悟相结合作为一个完整的文艺学习过程，具有自身严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首先，文学艺术的每一门学科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的结构方式组织起来的知识体系，所学的文艺
知识都是整个学科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其次，人的知识积累，智能的发展也体现着有序性，是从具体
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从简单到复杂，逐渐深化。其三，人的认识过程也呈现出由低到高的顺序性
，只有先学好容易的、浅显的、简单的知识，才能逐步学好较难的、深奥的、复杂的知识。循序渐进
，就是要按照知识、智能、认识的有序性规律，从点滴学起逐步结累，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的学习过
程。艺术感悟是文艺学习中受到某种因素的触发而迅速领悟到艺术真谛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或
是受辅导老师的指点迷津，或是在艺术欣赏中受某个情节、细节、人物的启迪，或是在文化生活中一
下体会到了以前难以了解或难以掌握的精髓。这种现象产生沿续的时间往往较短，但它是一种厚积薄
发的现象，没有日久的积累，不可能有一朝一夕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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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辅导心理学》

编辑推荐

《文艺辅导心理学》：萧然文丛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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