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心理健康
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

第十五条：用人单
位应当创造有益于职工
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
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
对处于职业发展特定时
期或者在特殊岗位工作
的职工，应当有针对性
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第十六条：各级各
类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
精神卫生知识教育；配
备或者聘请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辅导人员，并可
以设立心理健康辅导
室，对学生进行心理健
康教育。学前教育机构
应当对幼儿开展符合其
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

发生自然灾害、意
外伤害、公共安全事件
等可能影响学生心理
健康的事件，学校应当
及时组织专业人员对
学生进行心理援助。

教师应当学习和
了解相关的精神卫生
知识，关注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正确引导、激
励学生。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
学校应当重视教师心
理健康。

学校和教师应当
与学生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近亲属沟通学
生心理健康情况。

齐鲁晚报携手华夏启航
举办大型公益心理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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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法

你了解心理学吗？心理学一词

最早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关于灵魂

的科学。灵魂在希腊文中也有气体

或呼吸的意思，因为古代人们认为

生命依赖于呼吸，呼吸停止，生命就

完结了。随着科学的发展，心理学的

对象由灵魂改为心灵。

直到 19 世纪初，德国哲学家、

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才首次提出心理

学是一门科学。而原先，心理学、教

育学都同属于哲学的范畴，后来才

各自从哲学的襁褓中分离出来。科

学的心理学不仅对心理现象进行描

述，更重要的是对心理现象进行说

明，以揭示其发生发展的规律。

心理学是一门涵盖多种专业领

域的科学，但就其根本而言，心理学

是一种研究人类行为和心理过程的

科学。

心理学研究涉及知觉、认知、情

绪、人格、行为和人际关系等许多领

域，也与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

家庭、教育、健康等发生关联。心理

学一方面尝试用大脑运作来解释个

人基本的行为与心理机能，同时，心

理学也尝试解释个人心理机能在社

会的社会行为与社会动力中的角

色；同时它也与神经科学、医学、生

物学等科学有关，因为这些科学所

探讨的生理作用会影响个人的心

智。

心理学除有助于对心理现象和

行为做出描述性解释外,它还向我

们指出了心理活动产生和发展变化

的规律。人的心理特征具有相当的

稳定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塑

性。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

自身和他人的行为进行预测和调

整,也可以通过改变内在外在的因

素实现对行为的调控。也就是说,可

以尽量消除不利因素,创设有利情

境，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积极行为。例

如,当我们发现自己存在一些不良

的心理品质和习惯时，就可以运用

心理活动规律,找到诱发这些行为

的内外因素，积极地创造条件改变

这些因素的影响,实现自身行为的

改造。再如,奖励和惩罚就是利用条

件反射的原理，在培养儿童的良好

习惯和改造儿童的不良行为与习惯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系统排列」是最新的家庭治疗

方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

德国心理治疗家伯特海灵格先生总

结廿五年的使用心得而创出。它已

成为欧洲治疗界中最热门的话题和

研究对象，同时正在用一个很快的

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系统」是一

些人事物根据某些性质而构造或积

聚而成的组合。世界上所有事物，皆

是某个系统中的构成单元。一件事

物，可以同时是多个系统的构成单

元；一个系统也可以是一个更大的

系统中的一个部份。一个人亦是一

样，他可以是一个家庭中的丈夫，同

时是一个更大的家庭中的儿子。而同

时，他也是某间企业的一个员工、某

个团体的会员、某个城市的市民、和

某个国家的国民。海灵格先生发现

到,家庭系统有一个隐藏的规律在运

作着，海灵格先生称它为爱的序位。

家庭中发生了许多负面的事件，包括

家庭失和、身心疾病、伤害、自杀、意

外、犯罪等，这些常常都是因为抵触

了这个隐藏的规律所导致的，甚至有

些问题还会重复地发生着。

2013 年 6 月 23 日聊城华夏携

手齐鲁晚报举行大型免费心理公益

讲座活动，给聊城市民带来一场心

灵碰撞的飨宴，在这里你会得到心

灵上的升华，你能得到幸福指数的

提升，你能正确的面对困扰你的亲

子关系，家庭关系、同事关系。

秉承“与爱同行，和谐共荣”经

营理念的，聊城市肿瘤医院为此次

活动提供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咨询报名电话：2928516

听课地点：聊城市肿瘤医院科技

楼多功能厅（三楼，8 点半-5 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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