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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我国老年心理学既古老又年轻。要说“古老”, 古藉中已有

大量关于心理活动随年老而变化的记载。例如: 孙思邈生动地
描述了记忆随年老而减退; 孔子提出了心理发展阶段论的思
想, 精辟地刻画了从少年至老年认知功能和适应能力的发展变
化特点。古藉中富有哲理的养生学指出了修身养性和心理调适
对健康的重要性, 充分阐明了“心”与“身”的关系。近代, 我国老
年心理学仅有一些零星研究。20 年代初, 陈鹤琴对老年人的学
习和理解能力进行了研究。之所以说我国老年心理学“年轻”,

是因为直到 80 年代初它才从发展心理学中涌现出来, 并开展
了系统研究〔1〕, 主要包括两部分工作——认知功能和心理健
康。首先探讨成年至老年认知功能的特点和发展变化 (如: 记
忆、智力和思维等) , 认知功能的可塑性及其储备能量, 以及改
善老年认知功能的策略等。在老年心理健康方面也进行了大量
调查研究, 如: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心理幸福感、离退休的心理
变化与适应, 以及婚姻、家庭和活动对心理健康的作用等。10

余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老年心理学的发展较快, 社会的
需要推动了学科发展。21 世纪我国的老年心理学将在此基础
上深入发展。

2　我国人口老龄化
纵观世界人口发展趋势, 20 世纪人口激增, 是人口老龄化

的起步阶段, 一些发达国家率先成为老年型国家。21 世纪人类
全面进入老龄化, 我国在新世纪钟声敲响时, 也将进入老年型
国家的行列。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下列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
庞大, 占世界首位。预测 2000 年全球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共 519

亿, 我国将占 22% ; (2) 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迅猛, 属于高速型
发展, 并在未来 40 年仍将持续地高速发展, 其中以 80 岁以上
高龄老人的比例增长最快, 我国将逐渐人口高龄化; (3) 老年人
口急剧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 我国在成为老年型国家时经济
尚不发达。发达国家都是“先富后老”, 而我国“先老后富”或“未
富先老”, 经济基础差; (4) 大约 3ö4 老年人口在农村, 由于经
济、医疗和教育条件较差, 致使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较差。基于
以上特点, 我国老龄问题更多, 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为严
峻。

3　21 世纪我国老年心理学的研究与应用
作为一门应用基础学科, 它将在基础研究和应用两个方面

开展工作, 而且均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相联系。
311　研究工作　总的来说, 将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入,

巩固已有结论, 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 (如: 情绪、个性) , 并扩展
新领域, 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31111　主要特点
3111111　从横向研究转入多维纵向研究, 这对于发展心理学
是十分必要的, 并从实验性研究提高到理论性研究, 建立自己
的理论。
3111112　将认知功能和心理健康的研究结合起来, 并探讨两
者的关系。
3111113　与其他学科结合, 开展跨学科的协作, 在更高层次上
发展, 探讨生物 (如: 遗传、应激)—心理 (如: 情绪、个性)—社会
(如: 社会认知和适应) 三因素对认知功能老化的作用, 并重视
心理社会因素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例如: 与老年医学协作, 开展
老年性痴呆早期诊断的心理学研究, 提出早期认知功能障碍的
心理评估指标, 探索正常年老化与病理性老化的分界线, 并在
治疗中采取心理干预, 以提高疗效; 与神经科学协作, 研究认知
功能老化的心理和生理机制; 探讨我国健身益智和抗衰老的传
统方法对促进身心健康的独特作用 (如: 气功、太极等)。
3111114　深入研究老年人的日常认知功能。已有研究表明, 老
年人的日常认知功能比实验室认知功能的减退少些, 年龄差异
小些〔2, 3〕。这提示它可以作为一种补偿, 对老年人具有实际意
义, 使认知功能得以保持。
3111115 　从已有的认知训练改善认知功能的研究〔4〕, 扩展到
非认知因素 (如: 情绪、个性、动机和自我效能等) 对认知功能的
作用研究, 并探索非认知干预改善认知功能的新途径和对认知
功能年老化的代偿机制。
31112　研究目标——实现健康老龄化　自 1993 年第 15 届国
际老年学学术年会提出“科学为健康老龄化服务”, 我国老年心
理学正朝此目标努力。从毕生发展的观点来看, 健康老龄化与
全民的健康相关, 必须从小抓起, 它是一项全民性保健的社会
系统工程〔5〕。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 主要有两大任务。
其一, 进行心理教育——使老年人了解自己的心理特点和

变化规律, 并逐步掌握这些规律; 以自我调节为基础, 提高心理
调适能力; 同时增强自我独立意识, 能够达到“三自”, 即: 经济
自立 (自养)、生活自理 (自我照料) 和心理自慰 (自我调适) , 并
且有继续贡献的意识。通过老年自助 (减少依赖)、互助 (老帮
老)和社会交往, 他们可以获得因退休而失去的东西, 同样可以
与社会联结, 感到自己有用。要教育老年人认识到老化过程中
个体差异很大〔6〕, 年老不等于全面衰退, 可在不同的水平上出
现老化, 变异性很大。老化出现时间有早晚, 发展速度有快慢,

程度有轻重, 甚至发展方向完全不同, 有正常的年老化或病理
性老化, 后果完全不同。应该采取措施延缓老化过程, 其中需要
老年心理学的参与。

其二, 开展“预防为主”的工作——要增强自我保健意识,

尤其是心理自我保健意识, 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 预防老年性
疾病, 减少病理性老化, 以实现健康老龄化。
312　应用方面　主要围绕“五个老有”, 这是解决我国老龄问
题的工作目标, 其中均涉及老年心理学, 需要我们积极参与,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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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符合老年心理特点的对策及其科学依据; 要不断推广研究成
果, 应用于老年人实际生活中, 使他们真正获益。
31211　老有所养, 生活保障　养老问题是我国老龄问题中最
为重要的, 它是老年保障系统之核心。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 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 由主干型向核心
型转化, 照料老人的子女减少, 大大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但
根据目前国情和我国传统思想, 仍以家庭养老为主; 加强社区
服务和社会支持, 发展老年社会化服务, 作为补充家庭养老的
有效手段; 逐步建立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相结合的综合养老
保障体系。由于老年人对传统养老观念和养老方式的转变需要
一段适应过程, 其间将会出现一些不良心理反应, 如: 孤独、焦
虑和抑郁等。因此, 无论在家庭养老或社会养老, 以及社区服务
中均需要老年心理学工作者的参与, 促使老年人在转化过程中
能很好地自我调整, 更快地适应转换。预测 21 世纪我国对老年
人的照料问题将会比经济上的供养更为突出。因为 80 岁以上
的高龄老年人口比例迅速增长, 需要长期照料者人数增多, 他
们还需要精神慰藉, 必须重视精神养老, 以提高老年人的心理
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31212　老有所医, 健康长寿　当前, 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健全
医疗保险制度, 提出合理对策, 以解决老年人关注的医疗保健
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改革, 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由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轨, 竞争激烈, 生活节奏加快, 心理压力加大, 人们将
持续处于应激状态, 因此心身疾病将逐渐增多, 成为 21 世纪医
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将日益明
显, 必须引起人们重视。老年心理学应跨入临床医学, 发挥其独
特的作用。要与老年医学相结合, 研究“老有所医”问题, 针对主
要的老年病,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 增强老年人自我保健意识, 提
高心理调适能力, 重视致病的危险因素。这对于促进身心健康
至关重要, 也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花钱少而获益大的有效途
径。
31213　老有所为, 再作贡献　首先要改变对老年人的消极态
度 (如: 年龄歧视、角色偏见)和老年人自己对老化的态度。情绪
和自信心等也会影响认知功能和健康水平。“老而无用”的看法
是错误的, 老年人有经验, 有知识, 他们是国家的财富, 而不是
包袱。应积极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这不是单纯为了养老
或应急, 而是使老年人树立积极的形象, 增强自信, 参与社会,

这是促使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的研究
已表明, 继续工作或参加活动的老年人认知功能较好, 从心理

学角度肯定了老年人参与工作的积极意义。
31214　老有所学, 不断进取　从毕生发展观点看, 老年人需要
继续学习, 他们有自己的优势, 可以发挥潜力, 学会新东西。我
国应发展老年教育, 办好各类老年学校, 目前各地举办的老年
大学具有特色——“学”与“乐”相结合, 不但能满足老年人的
“四求”(即: 求知、求健、求乐和求雅) , 并促进老年人的交往, 有
利于提高身心健康水平。这是综合解决老龄问题的积极途径之
一, 老年心理学工作者也应参与。
31215　老有所乐, 生活多采　我国的传统观念“知足常乐”对
老年人有积极作用。总的看来, 他们虽然收入不高, 但心理幸福
感却并不低,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观念缓解了“未富先老”之矛
盾。老年人退休后往往会出现一些心理反应, 如: 失落感、孤独、
焦虑等, 必须提出积极对策, 促使他们尽快适应。从心理学角度
看, 应鼓励老年人参加各种活动或锻炼, 不但丰富了生活, 而且
提高了身心健康水平, 我们的研究已证明了这一点〔7〕。

21 世纪是高科技应用于实践的世纪, 基础科学将与应用科
学相结合, 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我国的老年心理学也将体现这
一特点。21 世纪对于老年心理学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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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曲　莉)

第四届中华老年肾脏病学术会议征稿通知

中华老年医学会肾病学组于 2000 年 9 月在滨海城市大连召开第四届中华老年肾病学术会议。征稿内容: 肾
小球肾炎、泌尿系统感染的诊治、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损害、急慢性肾衰等肾脏疾病的中西医诊治和护理, 以及
包括血液净化、腹膜透析治疗的进展等。

凡参加学术会议的代表, 需要时可由学会颁发大会宣读交流的论文证书, 并由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授于 1

级医学继续教育学分。投稿论文全文一式二份并请附详细地址和邮编。请于 2000 年 4 月 15 日前寄北京市复兴
路 28 号解放军总医院新南楼老年心肾科周桂芳收 (信封上请注明老年肾病稿件, 邮编 10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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