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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心理健康研究的新视角 
陶  莉 

（山东省军区济南第二离职干休所  山东省济南市  250014） 

摘要：当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针对这样的情况，各个国家越来越着重关注健康老龄化，而这也是WHO 所提出

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目标，同时在我国养老问题方面也是我国老年心理学的一个关键的工作目标。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老

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必须着重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视角着重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深入细

致的研究和分析。现阶段，在老年心理健康研究方面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就是代际关系研究。针对这样的情况，本文重点分析和探讨在老

年心理健康研究过程中的代际关系研究的相关内容，希望本文的简要分析能够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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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常情况下我们所称之为的代际关系，主要指的是老年人和青

年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日常生活和家庭生

活中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成

年期的亲子关系。在生命进程中，亲子关系是不断动态变化的，呈

现出十分典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发展特征。从最初的子女依赖父

母，到子女成年独立于父母的平行的关系，再到父母转为依赖成年

子女的关系，这样的发展方向是由纵到横向，再到纵向的关系，在

这个过程中，代际关系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不同阶段都有着至关

重要的关键影响，所以针对老年心理健康进行研究时，着重考虑到

代际关系这样的核心因素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理论观

点。 

1代际关系的基本理论观点分析 

针对代际关系的相关核心理论观点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分别是代际团结理论和代际矛盾情感理论。代际团结理论普遍认为

团结和凝聚力是代际关系的核心所在，主要指出代际团结所涉及的

内容有联系性团结、情感性团结、一致性团结、功能性团结、规范

性团结和结构性团结。代际矛盾情感基本理论观点认为矛盾情感是

代际关系的核心特点，也就是说父母和成年子女对于双方的关系本

身的态度矛盾以及情感矛盾，也就是说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普遍

存在，互相共存的，主要指的是认知动机和感情中有着比较典型的

主观上的矛盾。从整体上来看，这样的两种普遍的理论观点都从不

同的方面对于代际关系的原貌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解读，代表着代

际关系不同的层面，都有着各自的道理和优缺点。 

2进一步有效关怀老年心理健康，构建和睦代际关系的基本策略 

2.1针对老年人的自我调试能力进行根本上的增强 

从根本上来讲，老年人的心理痛苦的最重要根源就是代际冲突

和矛盾情感，所以要针对老年人的自我调试能力进行根本上的增

强，使其心理层面可以实现自我安慰，增强其自我独立意识，这是

至关重要的。在实践的过程中，要从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

进行分析并着重了解，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掌握相关规律，这

样可以使其进行更好的自我心理保健和心理调试等等。老年人可以

通过自我帮助的方法，在更大程度上有效减轻对于成年子女的依赖

程度，并且更有效的利用老帮老的互助形式以及社会交往过程中的

人际资源以及支持，使代际冲突和矛盾的心理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从而在更大程度上确保和睦的代际关系得到充分的确立。 

2.2确保成年子女真正意义上传承孝道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都是特别注重情感联结的，特别是中国传

统家庭文化中进一步着重强调，以孝作为核心，在最大程度上继承

和发扬孝道的精神，这就需要当前的人们对于老人进行更好的安

顿，使其能够在社会环境中被充分尊重和爱戴，受到关照，具备相

对应的优越地位，这有着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建立孝道要以互相

平等和尊重为前提和基础，成年子女要自觉自愿的树立养老敬老爱

老的责任意识，并且积极主动地履行孝道的义务，对于老年人进行

更好的反哺义务，这样能够充分确保抚育和赡养之间的内在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只是关注物质养老，更要关注精神养老，对于

老年人进行心理的安慰和精神的慰藉，以此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升。 

2.3确保亲子关系得到及时有效的沟通和协调 

我们都知道，和睦的亲子关系得以构建起来的最重要途径就是

确保亲子之间能够实现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实现有效平衡，这对于

树立代际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沟通机制，有着十分关键的

作用。要保持平等尊重的沟通理念，构建更和谐信任友善的沟通机

制，进一步有效确立代际宽容，互相接纳的沟通方法，并且对其进

行不断的创新和完善。从实践中来看，两代人在价值观以及情感态

度等相关方面都有着巨大差异，针对同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思考

角度和行为倾向，要深刻认识到相关方面的差异，成年子女要多多

学会换位思考，用老年人的角度和立场进行问题的思考和衡量，针

对父母的心理感受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虑和关心，针对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知识等相关内容进行着重研究和了解，对于父母感受方面的衰

退变化和相应的心理感受进行充分的理解和体会，通过亲情的方式

使老年人的孤独感和丧失感得到充分的弥补，从心出发，更好的理

解和关怀，以此使代际的隔阂得到充分的消除，从而有效达成代际

之间的和睦关系，以此真正确保老年人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2.4在社区层面积极有效的开展预防为主的代际沟通工作 

在社区要积极有效的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举行各种类型的老年

活动和讲座等，使老年人的心理保健意识和相关知识技能得到充分

的增强，构建更加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模式，使老年人的歧视和

自身老化的消极态度得到有效的改变，进一步有效引导和鼓励老年

人多多参与各类锻炼和活动，使其晚年生活得到极大的丰富，使心

理健康程度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并且鼓励老年人打造积极向上的

形象，更加自尊自信，积极融入到社会生活中，使家庭的负担和忧

虑有效减轻，从而能够更加幸福的度过晚年。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上面的分析和探讨，我们能够充分看出，在老

年心理健康与研究中，一种全新的视角就包括代际关系的相关因

素，在实践的过程中，要构建更加团结和睦的代际关系，这样能够

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从而进一步增强老年人的

满意度和幸福感，使其自尊自信，自爱，且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感到

充分的满足，使其心理的孤单和痛苦得以充分消除，进一步提升自

我调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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