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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暥护理心理学暦的配套教材暎全书分棻椀章棳配
合规划教材章节的内容棳以暟教学目标暠暟要点提示暠暟练习题暠暟练习题参考答案暠等项

目进行编排棳归纳总结重要知识点并进行强化棳辅以大量的精选练习题棳帮助学生进

行知识的消化吸收棳将理论转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暎可供高职高专护理暍助产及

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棳也可供教师备课参考暎



使 用 说 明

本书是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暥护理心理学暦棬供高职高专护

理暍助产及其他相关专业使用棭的配套辅助教材暎正确使用本书有助于学生课后复习棳加深理

解棳强化记忆棳提高学习效率暎
为提高本书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棳本书设计了四个实践指导棳以便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

力棳更好地做到暟工学结合暠暎各章的学习指导包括暟教学目标暠暟要点提示暠暟练习题暠暟练习题

参考答案暠暎
暟教学目标暠根据国家教育部相关教学大纲棳参考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棳按掌握暍熟悉暍了

解三级要求编写暎
暟重点提示暠归纳总结了各章的重点暍难点内容棳帮助同学掌握教学要点暎
暟练习题暠基本题型有椇选择题暍名词解释暍简答题和案例分析题棳个别章节有填空题暎其中

选择题包括 斄棻暍斄棽暍斄棾棷斄棿暍斅棻暍斬型等多种题型暎各种题型特点如下椇
斄棻 型题椇单句型最佳选择题暎每一道试题题干下有 斄暍斅暍斆暍斈暍斉五个备选答案暎只选择

一个最佳答案暎
斄棽 型题椇病例摘要型最佳选择题暎每道试题题干为一个小案例棳其下有 斄暍斅暍斆暍斈暍斉五

个备选答案棳只选择一个最佳答案暎
斄棾棷斄棿 型题椇斄棾 型题为病例组型最佳选择题暎先提供一个案例作为共用题干棳以下设若

干道试题棳每一道试题下面有 斄暍斅暍斆暍斈暍斉五个备选答案棳只选择一个最佳答案暎斄棿 型题为

病例串型最佳选择题暎题型基本同前棳但下设的若干道试题中有资料的补充或变化暎
斅棻 型题椇标准配伍题暎先提供 斄暍斅暍斆暍斈暍斉五个备选答案棳以下设若干道试题棳每一道试

题只能在备选答案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棳备选答案可能被选择一次暍多次或不被选择暎
斬型题椇多项答案选择题暎每一道试题题干下有斄暍斅暍斆暍斈暍斉五个备选答案暎正确答案棽

个或棽个以上暎
暟练习题参考答案暠给出试题中选择题的参考正确答案棳包括名词解释暍简答题和案例分析

题的答题要点棳供学生课后自学及复习巩固暍强化重要知识点使用暎
本书还提供了教学大纲棳对教师教学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暎
本系列书可以作为护理暍助产类高职高专教材的教学辅助用书棳也适合护理人员作为自学

考试暍执业考试和继续教育的参考用书暎

刘大川

棽棸棻棽年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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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护理心理学绪论

一暍教 学 目 标

棬一棭掌握

棻棶心理学暍护理心理学概念暎
棽棶心理现象的主要内容暎
棾棶心理护理的程序暎
棬二棭熟悉

棻棶护理心理学对护理模式转变的作用暎
棽棶护理心理学发展的简史暎
棾棶护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任务暎
棬三棭了解

棻棶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标志暎
棽棶利用所学知识论述学习护理心理学的意义暎
棾棶心理护理的作用暎

二暍要 点 提 示

棻棶护理心理学的概念暋护理心理学是在护理工作中研究与心理和行为相关问题的一门应

用学科棳即心理学在护理专业中的应用棳其理论暍方法和技术均与心理学内容密切相关暎
心理学是关于个体的行为及心理现象的科学暎行为包括可观察的外显行为棳如各种动作暍

表情暍语言棳还包括看不见的内隐行为棳如记忆和思维暎
棽棶护理心理学的任务

棬棻棭探索有效的心理护理方法并应用于临床实践暎
棬棽棭研究患者心理特征影响健康和疾病的作用机制暎
棬棾棭探索护患关系及其改善暎
棬棿棭研究优秀护理人才的心理特点棳探索培养途径暎
棾棶心理现象的分类暋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现象暎心理现象分为心理过程和人格两大

部分暎心理过程包括认知过程暍情绪和情感过程暍意志过程暎认知过程包括感知觉暍记忆暍思维

和想象棳它是个体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暎人格也称个性棳分为意识倾向性暍个性心理特征和

自我意识暎意识倾向性包括兴趣暍需要暍动机暍理想和信念等棳个性心理特征包括能力暍气质暍性
暘棻暘



格棳自我意识或自我概念包括自我认识暍自我体验和自我调控暎
棿棶护理心理学在护理模式转变中的作用

棬棻棭有助于全面提高临床护理质量暎
棬棽棭有助于系统化整体护理的实施暎
棬棾棭为护理学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暎
棬棿棭有助于我国医学模式的转变暎
椀棶心理护理的作用

棬棻棭满足患者的需要棳增加患者的依从性暎
棬棽棭调整患者的认知和情绪暎
棬棾棭调整患者的角色棳增强患者的适应与应对能力暎
椂棶心理护理的程序暋包括评估暍计划暍执行和评价暎
棬棻棭评估椇躯体评估暍社会评估暍情绪评估暍智力评估暍心灵评估暍环境评估暎
棬棽棭计划椇根据心理护理诊断制定实现目标和设计行动步骤暎
棬棾棭执行椇指按计划进行护理干预棳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棳针对情绪或行为问题采取相应的

措施暎
棬棿棭评价椇评价方法可以采用评估环节中介绍的方法棳观察暍谈话暍心理测验也是评价心理

护理质量的重要技术暎
椃棶心理护理应遵循的原则

棬棻棭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暎
棬棽棭改善环境暎
棬棾棭心理干预暎
棬棿棭健康促进暎
椄棶护理心理学简史

棬棻棭棻椄椃椆年棳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暏冯特棬斪旈旍旇斿旍旐 斖斸旞旈旐旈旍旈斸旑 斪旛旑斾旚棳棻椄棾棽棴棻椆棽棸棭棳
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棳标志着科学的心理学诞生暎

棬棽棭棻椆世纪中叶棳南丁格尔最早提出了护理心理学的思想暎
棬棾棭棻椆棿椄年棳斪斎斚对健康的定义中提出棳健康乃是暟身体暍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完好状态棳

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暠暎
棬棿棭棽棸世纪椀棸年代棳美国人阿仆杜拉棳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引入护理学棳把满足患者

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当做护理的重要目的暎
棬椀棭棻椆椃椃年棳恩格尔提出了生物灢心理灢社会医学模式棳促使护理模式向整体护理模式转变暎
椆棶护理心理学的相关学科

棬棻棭医学心理学棬旐斿斾旈斻斸旍旔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旟棭椇医学心理学中的应激理论是行为与健康和疾病关

系的核心理论棳是护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椈它的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的理论和方法既是护理心

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棳也是临床心理护理的手段暎
棬棽棭普通心理学棬旂斿旑斿旘斸旍旔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旟棭椇普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基础学科棳其内容概括了各

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棳同时又为各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基础暎因此棳学习护理心理学首先应从普

通心理学入手暎
棬棾棭社会心理学棬旙旓斻旈斸旍旔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旟棭椇社会心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人际关系棳人际关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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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沟通技能对护理心理学影响深远暎
棬棿棭管理心理学棬旐斸旑斸旂斿旐斿旑旚旔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旟棭椇管理心理学是护理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棳在临床

护理中棳为患者康复提供良好的环境棳建立个人或社区健康行为暍改变疾病易患行为棳激励个体

或群体等都需要运用管理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暎
棬椀棭发展心理学棬斾斿旜斿旍旓旔旐斿旑旚斸旍旔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旟棭椇发展心理学阐明了人类毕生发展的心理特

征和规律棳护理心理学应用其知识为患者提供初级心理保健棳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患者的心理特

点开展护理棳因此棳发展心理学也是护理心理学的重要基础学科暎
三暍练暋习暋题

棬一棭选择题

斄棻型题

棻棶提出生物灢心理灢社会医学模式的学者是棬 棭
斄灡威廉暏冯特暋暋暋暋暋暋斅灡马斯洛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斆灡奥勒姆

斈灡南丁格尔 斉灡恩格尔

棽棶心理过程包括 棬 棭
斄灡能力暍气质和性格 暋暋暋暋暋暋斅灡认识暍人格和意志

斆灡认知过程暍情绪情感过程和意志暋暋暋暋暋暋斈灡动机暍情绪情感和意志

斉灡需要暍动机和行为

棾棶以人际关系理论贡献于护理学的护理心理学相关学科是棬 棭
斄灡管理心理学暋暋暋暋暋暋斅灡社会心理学暋暋暋暋暋暋斆灡医学心理学

斈灡发展心理学 斉灡咨询心理学

棿棶与护理心理学关系最密切的心理学学科是棬 棭
斄灡心理测量学 斅灡行为医学 斆灡医学心理学

斈灡环境心理学 斉灡咨询心理学

椀棶我国护理心理学最早存在于棬 棭
斄灡心理测量学 斅灡社会心理学 斆灡心身医学

斈灡医学心理学 斉灡咨询心理学

椂棶科学心理学从哲学分离出来棳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是棬 棭
斄灡棻椃椄椆年暋暋暋斅灡棻椃椆椄年暋暋暋斆灡棻椆椃椄年暋暋暋斈灡棻椄椆椃年暋暋暋斉灡棻椄椃椆年

椃棶关于护理心理学的表述不正确的是棬 棭
斄灡交叉学科 暋暋暋暋暋暋斅灡边缘学科

斆灡护理学的重要分支 暋暋暋暋暋暋斈灡护理学在心理学中的应用

斉灡心理学在护理专业中的应用

椄棶关于护理心理学的任务棳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棬 棭
斄灡探索有效的心理护理方法并应用于临床实践

斅灡研究患者心理特征影响健康和疾病的作用机制

斆灡探索护患关系及其改善

斈灡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的心理特点及心理卫生

斉灡研究如何培养优秀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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椆棶心理护理的程序顺序依次是棬 棭
斄灡评估暍计划暍执行和评价 暋暋暋暋暋暋斅灡评价暍评估暍计划和执行

斆灡执行暍评价暍评估和计划 暋暋暋暋暋暋斈灡计划暍执行暍评价和评估

斉灡计划暍评价暍执行和评估

斅棻型题

斄灡恩格尔暋暋暋暋暋暋 暋斅灡威廉暏冯特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斆灡南丁格尔

斈灡马斯洛 斉灡美国人阿仆杜拉

棻棸棶最早提出心理护理思想的是棬 棭
棻棻棶与科学心理学诞生关系最密切的学者是棬 棭
棻棽棶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引入护理学棳把满足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当做护理的重要

目的的学者是棬 棭
斬型题

棻棾棶决定护理心理学诞生的重要因素有棬 棭
斄灡躯体化护理模式暋暋暋斅棶生物灢心理灢社会医学模式暋斆灡人本主义学说

斈棶整体护理模式 斉灡自护概念

棻棿棶与科学心理学诞生有关的人和事件是棬 棭
斄灡威廉暏冯特 斅灡近代哲学思潮 斆灡南丁格尔

斈灡实验生理学 斉灡化学

棻椀棶护理程序中的评估和评价采用的方法有棬 棭
斄灡心理测验 斅灡观察法 斆灡会谈法

斈灡个案法 斉灡心理评定量表

棻椂棶实施心理护理的措施有棬 棭
斄灡支持性心理治疗 斅灡建立良好护患关系 斆灡转变疾病相关行为

斈棶建立良好医疗环境 斉灡调动患者家属的支持

棻椃棶心理护理评估的内容有棬 棭
斄灡躯体评估 斅灡社会评估 斆灡心灵评估

斈灡情绪评估 斉棶环境评估

棻椄棶心理护理应遵循的原则包括棬 棭
斄灡人文关怀 斅灡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斆灡改善环境

斈灡心理干预 斉灡预防为主

棬二棭简答题

棻棶心理护理的作用是什么椏
棽棶护理心理学包括哪些主要任务椏
棬三棭案例分析题

请使用护理程序整理下述案例暎
患者王某棳男棳椃棻岁棳已婚棳棽旇前突然感到右侧肢体麻木棳言语不清棳摔倒在地棳被老伴发

现请邻居帮助用担架送来医院棳诊断为高血压性脑出血暎患者患高血压病史棻棸年暎检查发现

患者意识清醒棳左侧咀嚼肌无力棳咀嚼困难暎右侧肢体瘫痪棳肌力棻级暎躯体移动困难棳自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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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全部丧失暎语言表达不清暎情绪不佳棳经常哭泣棳表情淡漠棳拒食棳入眠困难暎对该患者的护

理诊断是椇焦虑椇与瘫痪暍失语和担心预后有关暎对该患者采用的心理护理措施主要有椇栙向患

者介绍同类疾病已治愈的典型病例椈栚教患者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感情和需求椇点头或摇头暍摆
手表示接受或不接受棳是或不是棳手指某物表示需要某种物品椈栛定时帮助患者活动肢体暍翻
身暍拍背暍喂饭暍排便暍清洗卫生椈栜观察病情变化棳向患者传达积极信息暎经实施上述措施后棳
患者情绪明显好转棳不再哭泣棳配合治疗护理棳开始用手势和表情进行沟通棳每天进行流质饮食

棿次棳牛奶暍稀饭暍蒸鸡蛋羹暍水果汁棳量适中暎睡眠较好暎
四暍练习题参考答案

棬一棭选择题

棻棶斉 棽棶斆 棾棶斅 棿棶斆 椀棶斈 椂棶斉
椃棶斈 椄棶斈 椆棶斄 棻棸棶斆 棻棻棶斅 棻棽棶斉

棻棾棶斅斆斈斉 棻棿棶斄斅斈 棻椀棶斄斅斆斈斉 棻椂棶斄斅斆斈斉 棻椃棶斄斅斆斈斉 棻椄棶斅斆斈
棬二棭简答题

棻棶见教材第棿页暎
棽棶见教材第棽页暎
棬三棭案例分析题

答椇心理护理包括评估暍计划暍执行和评价棿个环节棳根据案例提供的材料棳整理如下椇
棻灡 评估暋收集患者的资料

基本情况椇王某棳男棳椃棻岁棳已婚暎
现病史椇棽小时前突然感到右侧肢体麻木棳言语不清棳摔倒在地棳被老伴发现请邻居帮助用

担架送来医院暎
既往史椇有高血压病史棻棸年

医疗诊断椇高血压性脑出血暎
查体椇意识清醒棳左侧咀嚼肌无力棳咀嚼困难暎右侧肢体瘫痪棳肌力棻级暎躯体移动困难棳

自理能力全部丧失暎语言表达不清暎情绪不佳棳经常哭泣棳表情淡漠棳拒食棳入眠困难暎
护理诊断椇焦虑棬与瘫痪暍失语和担心预后有关棭暎
棽灡 计划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棳研究制订方案棳作出计划暎
棬棻棭预期结果椇患者愿意接受护士或家属提供的生活照顾暎
护理措施椇向患者介绍同类疾病已治愈的典型病例暎
棬棽棭预期结果椇患者用手势和表情进行非语言沟通棳表达情感和要求暎
护理措施椇教会患者用手势或表情表达自己的感情和需求暎
棬棾棭预期结果椇患者保持稳定的情绪暎
护理措施椇提供良好的生理护理服务棳多与患者沟通暎
棬棿棭预期结果椇增强治愈的信心暎
护理措施椇观察病情变化棳向患者传达积极信息暎
棾灡 执行暋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棳改善环境棳按计划实施心理干预暎每棽旇巡视棻

次棳每次检查实施护理措施暎
棬棻棭向患者介绍李暳暍张暳等已治愈的典型病例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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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棽棭教患者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感情和需求椇点头或摇头暍摆手表示接受或不接受棳是或不

是椈手指某物表示需要某种物品暎
棬棾棭定时帮助患者活动肢体暍翻身暍拍背暍喂饭暍排便暍清洗卫生暎
棬棿棭观察病情棳向患者传达积极信息暎
棿灡 评价暋患者情绪明显好转棳不再哭泣棳配合治疗护理棳开始用手势和表情进行沟通棳每

天进行流质饮食棿次棳牛奶暍稀饭暍蒸鸡蛋羹暍水果汁棳量适中暎睡眠较好暎
棬刘大川暋周暋英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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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护理心理学基础理论

一暍教 学 目 标

棬一棭掌握

棻棶人本主义自我实现论的基本观点暎
棽棶正强化与负强化的概念暎
棾棶健康信念的理论结构暎
棿棶自我效能的概念暎
椀棶激励的概念暎
棬二棭熟悉

棻棶班杜拉的观察学习观暎
棽棶公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暎
棾棶双因素理论的基本观点暎
棿棶期望灢效价理论的基本观点暎
棬三棭了解

棻棶顶峰体验的概念暎
棽棶人本主义心理学对护理学的影响暎
棾棶行为主义心理学对护理学的影响暎

二暍要 点 提 示

棻棶人本主义暋人本主义心理学兴起于棽棸世纪椀棸年代的美国棳椂棸年代盛行于全世界暎它

的形成受当时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棳在批判和继承行为主义心理学暍精神分析心理

学等学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暎与其他心理学派不同棳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研究

人的本性暍潜能暍经验暍价值暍创造力和自我实现棳特别强调人的正面本质和价值棳而并非集中研

究人的问题行为棳并强调人的成长和发展棳称为自我实现暎
棽棶自我实现论的基本观点暋自我实现论是人本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棳它是指个体的各种

才能和潜能在适宜的社会情境中得到充分发挥棳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的过程暎自我实现的过

程可以被视为个体发展的过程棳在这个过程中棳促进和指导个体正确发展的棳就是自我实现暎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者或心理健康者的特征有椇栙能认清现实棳并保持与现实的良好关系暎不

是按照自己的愿望看世界棳而是按照它的本来面目看它暎栚能接受自然暍他人和自己暎知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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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棳承认自己的缺点棳不护短和遮掩暎同样他也能容忍他人的缺点棳承认这是人性的自然暎但

对于妨碍人性发展的缺点如懒惰暍无思想暍妒忌暍偏见等十分敏感棳总是引以为耻棳力求改过暎
栛自发和单纯暎栜以问题为中心棳能献身于事业暎栞有独处和独立的需要暎栟自主而不依赖

环境暎栠能欣赏生活棳有持续的新鲜感暎栢顶峰经验的发生比一般人多暎栣关心社会暍他人棳
有强烈的同情心暎栤能发展起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棳但深交有选择暎能区分手段和目的棳不会因

目的而不择手段暎民主棳虚心向别人学习暎富有哲学幽默暎富有创造性暎重大问题上不信奉

权威棳能坚持自己的观点棳顶住压力暎
棾棶顶峰体验暋顶峰体验指自我实现者在人生历程中曾有过体验到欣喜感暍完美感及幸福

感的经验暎顶峰体验多在人生领悟暍苦尽甘来或宗教悟道等情境下产生棳是人生难得的经验棳
只有实际经历过的人才会有此体验暎顶峰体验时棳人有一种返归自然的或与自然合一的欢乐

情绪暎自我实现者能更多地体验顶峰时刻的出现暎
棿棶人本主义心理学对护理学的影响

棬棻棭主张暟性本善暠棳以暟复杂人暠认识人性棳促使护理模式从以疾病为中心的护理转变到以

患者为中心暍以人为中心的护理暎
棬棽棭人本主义模式的护棬医棭患模式视护理人员与患者是合作者暎患者作为参加者棳与护理

人员分担权利与责任棳共同决策棳成为自己疾病的暟专家暠棳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自己的护理活动

中去暎
椀棶班杜拉的观察学习观暋班杜拉认为行为习得有两种不同的过程椇一种是通过直接经验

获得行为反应模式的过程棳班杜拉把这种行为习得过程称为暟通过反应的结果所进行的学习暠棳
即我们所说的直接经验的学习椈另一种是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而习得行为的过程棳班杜拉将

它称之为暟通过示范所进行的学习暠棳即我们所说的间接经验的学习暎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所强调的是这种观察学习或模仿学习暎在观察学习的过程中棳人们获得了示范活动的象征性

表象棳并引导适当的操作暎观察学习的过程有棿个阶段椇注意过程暍保持过程暍动作再现过程暍
动机过程暎

椂棶正强化与负强化的概念暋正强化与负强化是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的形成操作性条

件反射的条件棳通过奖赏来增加行为或反应发生的频度暍速度和强度的过程棳称为正强化暎在

特定反应后跟随呈现适当的刺激棬电击暍催吐等棭而减少此反应发生的频度暍速度和强度的过

程棳称为惩罚暎在特定行为或反应发生时棳一个令个体厌恶的刺激便被撤除棳从而导致该行为

或反应增强的过程棳称为负强化暎
椃棶行为主义心理学对护理学的影响

棬棻棭为心理护理提供行为棬认知棭治疗棬咨询棭方法暎
棬棽棭为促进患者行为转变的重要理论基础暎
棬棾棭是激励理论的组成部分暎
椄棶健康信念的理论结构暋健康信念理论棬旇斿斸旍旚旇斺斿旍旈斿旀旐旓斾斿旍棳斎斅斖棭指建立在心理学理

论基础之上的暍用于解释和预测健康行为的理论暎斎斅斖 建立在需要和动机理论暍认知理论和

价值期望理论之上棳关注人对健康的态度和信念棳重视影响信念的内外因素暎其理论假设是椇
个体感觉可以避免患病棳积极看好采取的行为有助于避免患病棳相信自己能成功地采取推荐的

行动暎包括椇易患感暍威胁感暍感知到的益处暍觉察到的阻碍暍行动线索暍自我效能等要素暎
椆棶自我效能的概念暋自我效能棬旙斿旍旀斿旀旀旈斻斸斻旟棭是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能力及行为能否产生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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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结果所抱有的信念暎由班杜拉在社会认知理论中提出暎自我效能是个体在面临某一活动任

务时的胜任感棳及其自信暍自珍暍自尊等方面的感受暎在个体决择时棳自我效能激发个体为达到

目标付出持久的努力棳不怕困难和失败暍勇于面对各种挑战棳力图实现成就目标暎高自我效能

者采纳建议暍实施有益于健康的行为转变的可能性高暎通过提供训练和指导能提高个体的自

我效能暎
棻棸棶激励的概念暋激励是指激发人的动机棳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棳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

进的心理活动过程暎简而言之棳激励就是调动积极性的过程暎
棻棻棶公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暋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公平理论棳他认为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不仅受绝对报酬的影响棳更重要的是受相对报酬的影响暎报酬的包括工资水平暍机会暍奖励和

表扬暍提升和地位等暎每位工作者都有一种倾向棳将自己的投入和所得与他人的投入和所得进

行比较暎如果当事人在与他人进行比较后感觉到暟公平暠棳则相安无事暎如果他感到暟不公平暠棳
就会产生一种恢复暟公平暠的愿望棳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暎如不努力工作棳改变自我认知棳改变对

其他人的看法棳选择另一参照物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暎
棻棽棶双因素理论的基本观点暋双因素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提出棳他将激发动机的

因素分为两类椇第一类是防止人们对工作产生不满作用的因素棳称为保健因素棳例如棳企业政

策暍工资暍工作环境暍福利等外在因素暎满足保健因素棳对人没有激励作用棳但有预防性棳能消除

人的不满情绪棳保持人的积极性棳维持原来的工作效率暎第二类是能激发人们做出最好表现的

因素棳称为激励因素棳主要包括椇工作表现机会和工作带来的愉快棳工作上的成就感棳由于良好

的工作成绩而得到的奖励棳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和职务上的责任感暍晋升暍赞赏和发展暎如果上

述几方面能得到满足棳则促使人进取棳提高生产效率棳若得不到满足棳也不能产生像保健因素那

样的不满暎
棻棾棶期望灢效价理论的基本观点暋由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提出暎他认为可以用 斊椊斨暳斉

表示其理论暎即动机激发的力量取决于预期目标的效价乘以对实现目标的期望概率所得乘积

的总和暎斊是激励力量棳即动机强度棳斨代表效价棳斉代表期望概率暎
效价是指达到目标对满足个人需要的价值棳或者说是个人对一个预期目标对自己有多大

作用的评价暎期望概率指的是个人对实现目标可能性的估计暎根据期望理论棳个体动机的活

动过程是椇个人努力曻个人成绩曻组织报酬曻个人目标暎即个人努力的大小取决于他对成绩

的期望值的大小暎在取得成绩后棳他还期望能得到一定的报酬暎人们之所以重视报酬棳是为了

满足他们在某方面的最终需要棳也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暎所以棳只有那些与个人目标相一

致的报酬才有激发力量暎
三暍练暋习暋题

棬一棭选择题

斄棻型题

棻棶人本主义把个体的各种才能和潜能在适宜的社会情境中得到充分发挥棳称为棬 棭
斄灡成功的体验暋暋暋暋暋暋斅灡自我发展暋暋暋暋暋暋暋斆灡自我完善

斈灡自我实现 斉棶顶峰体验

棽棶行为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棬 棭
斄灡华生 斅灡坎农 斆灡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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