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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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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积极心理学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在 2020 年 5 月到 2022
年 4 月前来我院就诊的心理疾病患者共计有 84 例，随机的分为两个组别，分别是普通干预组（常规干预）和特

殊干预组（积极心理学），每组 42 例，对照干预结果。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精神病性评分、健康状态评分和

负性情绪评分比较，无差异（P>0.05），经干预，特殊干预组各项评分比普通干预组优，相关数据有明显差异（P<0.05）；
特殊干预组复发率比普通干预组低，患者满意度比普通干预组高，相关数据有明显差异（P<0.05）。结论 将积

极心理学理论运用在临床中对改善患者的病情症状，提高其的身体健康状态，降低病情的复发率，提升患者的满

意度有积极的作用，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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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Methods: A 
total of 84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0 to April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the general intervention group (routine intervention) and the special intervention group (positive 
psychology), with 4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scores of psychosis, health status and negative 
emotion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the special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ordinary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relevant data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special 
interven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intervention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levant data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ory in clinical practi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patients' symptoms, 
improving their health status, reducing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disease, and improving patients' satisfaction. It is worth 
promot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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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现在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加，导致很多人都患

上了心理疾病，一旦患病后不仅会对自身产生一定的

影响，也会威胁到身边人的安全[1]。患心理疾病后很

难治愈，需要长时间的进行药物和心理治疗，随着患

者临床症状不断改善后，既往的扭曲认知并未改变，

对患者的心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随着现在医学的进

步，精神科患者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已经逐渐得到了

关注[2-3]。此次就 2020 年 5 月到 2022 年 4 月前来我院

就诊的心理疾病患者共计有 84 例，探析积极心理学在

临床中的应用价值，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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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 2020 年 5 月到 2022 年 4 月前来我院就诊的

心理疾病患者共计有 84 例，随机的分为两个组别，分

别是普通干预组（常规干预）和特殊干预组（积极心

理学），每组 42 例；特殊干预组年龄在 21 岁至 65
岁，平均年龄为（43.25±6.09）岁，男 27 例，女 15
例，病程 0.9 年至 7.7 年，平均（3.36±1.08）年；普

通干预组年龄在 22 岁到 67 岁，平均年龄为（43.37±
6.22）岁，男 26 例，女 16 例，病程 1.2 年至 8.2 年，

平均（3.70±1.13）年。纳入标准：患者均掌握此次研

究目的且签署同意书；依从性高。排除标准：严重器

质性疾病；精神疾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两组基线

资料比较，无差异 P>0.05。 
1.2 方法 
普通干预组实施常规干预措施，按照患者的年龄、

文化水平等实施疾病知识教育，为其讲解疾病的诱发

因素、治疗和预后状况等，提升其的认知水平；组织

患者积极的参加娱乐活动，比如读书、聊天、下棋等；

同时安排病友讨论会，引导患者积极的进行沟通，相

互帮助，消除心理的负担。特殊干预组在上述的基础

上实施积极心理学理论，方法：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

估后为其制定科学的心理康复干预计划。（1）自我认

知：为患者讲解疾病的知识，开展心理干预及健康宣

教等，促使患者能够掌握自身的病情，提高认知水平，

干预患者的自我心理障碍；促使其能够正视自己的病

情，缓解对疾病治疗的不良表现，促进疾病的好转。

（2）感恩情怀：可以选择唱歌、读书等形式促使患者

有感恩的情绪，再次激发其对别人的情感，对其回到

社会生活打下基础。（3）分享感悟：运用正能量、感

染等实施沟通及条轮，为患者创建舒适、温馨的治疗

环境，引导患者讲出自身的感悟，包括人生价值、责

任感等；可以选择相互交流、创作诗歌等方式，促使

患者可以提高对生命的关注程度，积极的引导患者相

互之间进行交流，通过环境、心理、生理等结合起来，

提高自身的情感状况。（4）建立希望：指导家属主动

参加至患者的治疗中，积极的配合参与各项活动，促

使患者感受社会、家庭的温暖、支持，提升其的自信

心；安排患者定期观看比较励志的电影等，促使其能

够再次获得希望，可以尽快回归社会生活。 
1.3 观察指标 
（1）精神病性评分：利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BPRS）评定患者精神病性症状，主要为关心身体健

康、焦虑、感情交流障碍等 18 项，分数高证实精神病

性症状更严重[4]。 

（2）健康状态评分：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

（SRHMS）评定患者自身健康，主要为身体症状和器

官功能、日常生活功能、正向情绪等 48 项，分数高证

实自身健康状况好[5]。 
（3）负性情绪评分：用焦虑（SAS）、抑郁自评

量表（SDS），SAS：50-59 分轻度，60-69 分中度，>70
分重度；SDS：53-62 分轻度，63-72 分中度，>73 分

重度[6]。 
（4）统计两组患者病情复发情况。 
（5）患者满意度：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非常

非常满意（大于 85 分），满意（65-85 分），不满意

（低于 65 分），总满意度为前两者之和。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利用软件 SPSS25.0 处理，计量、计数资料用

x s± 、（n，%）表示，差异性对应 t、χ2 检验；依据：

P＜0.05 有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精神病性评分、健康状态评分对比 
干预前，两组患者精神病性评分、健康状态评分

比较，无差异（P>0.05），经干预，特殊干预组各项

评分比普通干预组优，相关数据有明显差异（P<0.05），
见表 1： 

2.2 两组负性情绪评分对比 
干预前，两组负性情绪评分比较，无差异（P>0.05），

经干预，特殊干预组评分比普通干预组优，相关数据

有明显差异（P<0.05），见表 2： 
2.3 两组复发率、患者满意度对比 
特殊干预组复发率比普通干预组低，患者满意度

比普通干预组高，相关数据有明显差异（P<0.05），

见表 3： 
3 讨论 
临床心理疾病属于比较多见的疾病，多数患者因

为心理障碍原因，会出现抵触治疗的情况，进而会影

响病情的康复效果；因为该类疾病患者病情改善的预

后特征比较特殊，所以对其的康复治疗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7-8]。临床中在治疗心理疾病中，不光需要为患者

改善临床症状，也要积极的调节患者的心理状况，减

少疾病的复发[9]。 
既往临床中大都是为患者提供科学的治疗措施，

其对于缓解患者的病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患者病情

容易复发，对其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10-11]。积极

心理学理论属于传统心理学的新型治疗方式，其比较

重视患者的心理积极的取向，主要是关注患者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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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精神病性评分、健康状态评分对比（ x s± ，分） 

组别 n 
BPRS SRHM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特殊干预组 42 20.14±1.41 11.51±1.29 257.01±1.38 325.17±1.96 

普通干预组 42 20.19±1.47 16.82±1.60 257.22±1.59 289.51±1.25 

t / 0.159 16.743 0.646 99.413 

P / 0.874 0.000 0.519 0.000 

表 2  两组负性情绪评分对比（ x s± ，分 ） 

组别 n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特殊干预组 42 65.10±7.14 31.23±3.71 68.53±7.53 32.34±4.30 

普通干预组 42 65.36±7.12 42.32±5.22 68.24±7.33 43.23±5.51 

t / 0.167 11.222 0.178 10.097 

P / 0.867 0.000 0.858 0.000 

表 3 两组复发率、患者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复发率 

特殊干预组 42 29（69.04） 11（26.19） 2（4.76） 40（95.23） 4（9.52） 

普通干预组 42 18（42.85） 15（35.71） 9（21.42） 33（78.57） 13（30.95） 

χ2 / / / / 5.126 5.974 

P / / / / 0.000 0.015 

 
和幸福指数及心理状况[12]。上述研究结果是，经干预，

特殊干预组各项评分比普通干预组优，复发率比普通

干预组低，患者满意度比普通干预组高，相关数据有

明显差异（P<0.05）；证实为心理科患者实施积极心

理学理论对改善患者的精神症状和健康状况有积极的

作用，运用意义重大。积极心理学理论是经过优化和

改进传统心理学而出现的，是通过合理的干预措施，

引导患者调整心理及健康状况。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康

复治疗中，开展积极心理学理论能够促使患者将负面

情绪发泄出，促使其树立乐观的治疗心态。该理论的

施行步骤包括自我认知、感恩情怀、感悟分享、建立

希望几个环节，经过不断的宣讲、娱乐活动、分享感

悟等，促使患者的情绪有所改善。积极的关心自身病

情、健康、情绪管理，尽早使病情好转。 
按照上述所讲，将积极心理学理论运用在临床中

对改善患者的病情症状，提高其的身体健康状态，降

低病情的复发率，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有积极的作用，

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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