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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

前言

　　心理学是一门揭示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是一门让人变得更聪明的学问。人际关系中各种问
题都与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掌握了相关的心理学知识，许多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就能迎
刃而解。本书让你掌握一系列可以立刻派上用场的心理学知识和策略，使你能够迅速地提高说话办事
的眼力和心力，掌控人际交往主动权，避免挫折和损失，一步一步地落实自己的人生计划，获得事业
的成功和生活的幸福。　　凡成功人士都必须具备以下三点：对自己有一个清楚定位；积极面对生活
；精于为人处世。只有具备了这起码的三点，才有可能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心理学与人们的生活紧
密相连。语言通俗易懂，道理却深刻实用。在以简单、有趣和轻松的方法了解心理学的同时，你会发
现你的心灵在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你开始对自己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习惯性的消极思维方式渐
渐离你远去，并且你发现原来你也可以变得人见人爱。这就是心理学的魔力，让你获得属于你自己的
成功。这个时代，到处充满喧闹与浮躁，你是否关注过你的心灵？请你试着把这本书放在枕边，在闲
暇的时候，打开它，它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发掘自身的心灵潜力，让生活更轻松
，也让你在职场、商场、朋友圈中行走得更加游刃有余。　　本书尝试从心理的角度，运用心理学原
理，结合实际生活案例，对为人处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心理现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提供了操
作简便的解决思路与方法。帮助人们在了解各种人际关系现象背后的深层心理原因的同时，也帮助人
们成为职场上、商场上、亲友圈中最有分量、最受欢迎、最能呼风唤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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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理学》尝试从心理的角度，运用心理学原理，结合实际生活案例，对为人处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
心理现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提供了操作简便的解决思路与方法。帮助人们在了解各种人际关
系现象背后的深层心理原因的同时，也帮助人们成为职场上、商场上、亲友圈中最有分量、最受欢迎
、最能呼风唤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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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性别角色教育缺失　　个案一　　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整理资料，伴着轻轻的敲门声，进来
一位瘦弱、腼腆、声音纤细的男孩儿。他叫尔冬，15岁，从小在外婆家的一群女孩儿中长大。他说他
有病，去看过医生了，还花了一百多元钱，但未见效，在医生的再三建议下来寻求咨询。沉默许久，
他断断续续地说他喜欢上了一个比他大一岁、高大、英俊的男孩儿，但这个男孩子最近不愿意和他一
起玩了，说他不正常，有病。他十分痛苦，无法学习，食不香，寝不安。　　个案二　　波，女，16
岁，身着西装，头发很短。一个周末的下午，她向我讲述了她最好的女友涛的故事。她说涛在初中时
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妹妹，两个人几乎是同吃同住，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波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
篇关于同性恋方面的文章，对照涛的所作所为，觉得涛也得了这种“病”，甚感焦虑，才产生了找我
聊聊的念头一⋯聊着聊着，波哭了，哭得十分伤心。凭我的经验和直觉，涛可能就是我面前的波⋯⋯
　　我对尔冬和波的经历感到同情，也为他们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受到的不良影响深感悲哀。同
情与悲哀之余，我思考着一个问题：性别角色教育不容再忽视了！　　在一般人眼中，男女之别是生
而俱有的，但性与性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英国社会学家S.德拉梅特指出，性是指男性与女性的生物
特征：是天生的；性别是指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一切非生物方面的差异，诸如在衣着、兴趣、态度、行
为、才能等方面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把“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方式区别开来。性别角色是后天
形成的，是学习得来的。性别角色发展有一个过程中，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将文化所要求的性别角色
属性纳入自身。但这一过程不是人自发完成的，它受环境的影响。当环境影响出现偏差时，就可能产
生性别角色障碍，出现“女性化”的男孩儿、“男性化”的女孩儿、同性恋者、性变态者和异性装扮
癖患者等。个案一中的尔冬把自己当成女孩儿，想按照女人的方式去生活，对自己的生殖器官和性别
特征产生仇视，因此产生了自卑、自贱的心理。个案二中的波把自己当成男孩儿，她深深地爱着“妹
妹”，尽一个男孩儿的责任和义务。他们以违背自然规律、不符合社会期望、不合乎社会规范的行为
方式，影响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因此，从小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性别角色教育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
题。　　（一）父母的错误观念　　儿童时期是性别角色形成的关键时期。儿童早期形成的性心理定
式和不同的性推测及性观念，是成年人高度明确的性概念和信念的前身，也是影响成年性行为的主要
因素，甚至是成人各种性问题和心理病症的基础，婴幼儿时期种下的倒错的性心理定式和错误的性观
念有可能毁掉一个人此后一生的正常生活。可以说，早期所接受的性教育，对人生的性特征具有深刻
影响，这种影响无论好坏都将扩展到一个人的身份、性角色行为、性反应以及性对象选择等方面。　
　社会学习理论特别强调在性别角色学习中，父母作为榜样和强化者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年幼的孩子
而言。因为孩子的理智判断力还很低，外界的引导对他们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孩子出生后，父母通
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周围的亲戚朋友更是重复着这样的问题。父母一
旦知道了孩子的性别，孩子的性别角色社会化便开始了。同样是哭叫，父母会认为男孩儿哭是因为饿
了，而女孩儿哭是因为害怕与恐惧；父母总喜欢说他们的儿子是如何活泼淘气，他们的女儿是如何乖
巧、漂亮。　　生儿育女本是繁衍人种和传承文明的一种方式，当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后，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便成为人们必须恪守的一种规则。但父母膝下“儿女双全”的旧观念在一些人
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尤其在农村特别严重。当生了个男孩儿时，他们便想有个女儿该多好啊；当养了
个女儿时，他们又想有个儿子该多好啊。当愿望与现实不能画等号时，父母们、爷爷奶奶们的心态便
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们便按照与孩子生物学性别特征完全相反的抚养方式来抚养孩子，即把男孩儿
当女孩儿养或把女孩儿当男孩儿养。从起名字到买玩具，从服饰打扮到行为教育，都以相反的性别来
要求。如给男孩儿取名为“秀”、“敏”、“兰”、“芳”等，让男孩儿留长发，梳辫子，穿花衣，
鼓励男孩儿撒娇发嗲、文静好哭的行为，从而把男孩儿培养成女孩儿性格，或把女孩儿培养成男孩儿
性格，于是，这些孩子对自己的性别认识与自己实际的生物学性别相反，而把自己认同为异性，造成
无法挽回的损失。为此，我们要奉劝那些年轻的父母们、年老的爷爷奶奶们，改变你们“儿女双全”
的旧观念吧，文明传承何须儿女双全。　　（二）幼儿园缺少男教师　　在大部分幼儿园中，教师几
乎都是清一色的女性。诚然，女教师以她们特有的美丽善良、温柔贤惠、耐心细致、热情奔放等个性
色彩影响着孩子们，给孩子们以母亲般的照顾与关怀。但孩子们很快会发现，园里缺少像父亲那样的
人同他们游戏玩耍。据研究，男性在游戏中会比女性更多地鼓励孩子的独立自主精神和从事探索活动
；男性擅长帮助孩子掌握技巧、获得经验，培养他们观察与思考的能力。这既可以培养男孩子的阳刚
之气，也可以使女孩子逐渐摆脱传统束缚，在温顺性格中增添开放、果敢和自信等优良品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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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在孩子眼里往往是社会秩序和纪律的象征，是社会力量的象征。男教师向男孩子提供了一种男人
的基本行为模式，为女孩子今后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参照点。男性的这种性别行为榜样的作用和象征意
义，是儿童性别社会化发展的根本保证。缺乏男性教师的幼儿园对孩子施加的教育影响是有缺陷的，
是教育尤其是性别角色教育中的一大败笔。因此，从孩子的未来着想，我们的幼儿园迫切需要“叔叔
”加盟，需要男“阿姨”。　　（三）小学课本中的英雄性别　　儿童进入小学后，正处于儿童性心
理发展分期中的“同性依恋期”，这一阶段的孩子有同性结交的倾向，东一堆、西一片都是同性同伴
。这种选择同性同伴现象，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同性别的儿童具有共同的活动方式，便于相互
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同性同伴交往有利于巩固儿童的性别认同，为儿童最终能适应社会生活打下
基础。在这一阶段中，教师、家长在性别角色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　　此时，儿童的主导性活动已
由游戏转向学习活动，学习方式与学习内容的选择对儿童的性别角色教育具有巨大影响。教学内容实
质上是文化的一种选择结果，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对人的发展的要求。教学内容不仅向儿童揭示了社
会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更重要的是为儿童提供了学习仿效的模式，自然包括性别角色行、为仿效
模式。1982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分析了五个国家的初级教育课本，发现各国根据各自的传统，使男
女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据统计，在我国的教材中，男性多数以领导人或救人解困的英雄角色
出现，而女性则多从事服务性工作或扮演被救护、被帮助的角色，几乎没有男女共同活动一起成为英
雄的范例。这种教学内容的选择对加强男性的果敢、女性的温柔无疑具有促进作用，但在无形中会加
强孩子同性依恋的倾向。倘若对小学儿童的同性依恋不给予多方面、多角度的正确引导，这种同性依
恋就可能发展为同性恋倾向。因此，教师应告诉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有“英雄男儿”，还有更
多的“英雄女儿”为孩子提供性别角色模仿的参照，这对同性依恋的转化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
四）青春期的迷茫　　到了青春期，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特征更加明朗化，在这一时期，凡是性心
理健康的青少年，自我意识到的性别角色应同生物学上的达到同一，而且能愉快地接纳自己作为女性
或男性的角色身份；他们能与异性大方、坦然而不失分寸地交往，能客观地评价异性和自己；能正确
对待自己的生理欲望，有强烈的理智感和性抑制能力，能用妥善的方法缓解自身的性的冲动，使其得
到良好的转移和升华。这有助于更进一步巩固其性别角色，最终适应社会生活。但在性别角色社会化
过程中出现偏差的青少年，在交往中往往对异性感到无端的畏惧、反感，或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或将
性对象指向同性。因此，教师要鼓励这样的少男少女勇敢地走出封闭的自我，大胆、大方地同异性进
行交往；对有性心理障碍的青少年，教师要及时发现，及时进行矫治，进一步提高禁区门前的少男少
女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综上所述，从小对孩子进行性别角色教育不容忽视
，尤其是在早期教育阶段，父母和教师应在自己的言行中有意识地体现性别角色教育的观念，对孩子
有意识地进行性别角色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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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万事皆有因果 行为可窥心理 似乎和佛学的理念相一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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