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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定义
焦虑是一种情绪体验，表现为对未来潜在威胁的过度担忧和紧张，常伴随身体

不适症状。

焦虑分类
根据焦虑对象和持续时间，可分为广泛性焦虑、社交焦虑、特定恐惧等。

焦虑定义与分类



持续担忧、紧张不安、易怒或暴躁、

注意力不集中等。

心慌、胸闷、呼吸急促、出汗、颤抖、

失眠等。

焦虑症状表现

身体症状

心理症状



长期焦虑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症、强迫症等。

焦虑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通过心理咨询、认知行为疗法等手段，可改善焦虑症状，提

高心理健康水平。

心理健康对焦虑的缓解

焦虑与心理健康关系



护理心理学中焦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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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焦虑源于潜意识中的冲突，

这些冲突可能与个体的本能欲望、社会道德规范

和自我认知等方面有关。

焦虑是潜意识中冲突的结果

焦虑可以被视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当个体面临

威胁或挑战时，焦虑情绪能够激发个体的警觉性

和应对能力。

焦虑是一种防御机制

精神分析学派还强调童年经历对焦虑形成的影响，

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家庭氛围等因素。

焦虑与童年经历有关

精神分析学派观点



行为主义学派认为，焦虑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反应，当个体
经历到某些不愉快或威胁性刺激时，会形成焦虑的条件反
射。

焦虑是学习得来的

焦虑情绪的形成与强化过程密切相关，如果某种行为或情
境多次导致焦虑情绪的出现，那么这种行为或情境就会被
强化，从而更容易引发焦虑。

焦虑与强化有关

行为主义学派强调通过行为疗法来缓解焦虑症状，例如系
统脱敏、暴露疗法等。

焦虑可以通过行为疗法缓解

行为主义学派观点



焦虑是自我实现受阻的结果01

人本主义学派认为，焦虑是个体自我实现受阻的结果，当个体的潜能无

法得到充分发挥或自我认知受到威胁时，就会产生焦虑情绪。

焦虑与人的存在状态有关02

人本主义学派还强调人的存在状态对焦虑的影响，例如孤独、无助、空

虚等感受都可能导致焦虑情绪的出现。

焦虑可以通过自我探索解决03

人本主义学派提倡通过自我探索来解决焦虑问题，例如通过反思、冥想

等方式来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和价值观，从而找到缓解焦虑的方法。

人本主义学派观点



焦虑评估与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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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量表得分越高，表示焦虑症状越严重。根据得分情况，可将焦

虑症状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

01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是一种广泛

应用于临床和科研的焦虑症状自评工具。

02
SAS包含20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法，用于评估焦虑症状的频率

和严重程度。

焦虑自评量表介绍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应用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是一种他评量表，

由专业医生或心理评估师对患者进行评定。

HAMA包含14个项目，涉及焦虑的心境症状、躯体症状和行为表现等方面。

量表得分越高，表示焦虑症状越严重。HAMA可用于评估焦虑症的治疗效

果和病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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