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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城市轨道交通凭借快捷、准时、舒适、运量大、能耗低、污染小、占地少等优点，日益

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城市轨道交通涉及面广、综合性很

强，其发展状况已被当成一个城市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评判指标。由此，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正在我国兴起一个新的浪潮，社会对城市轨道交通专业人才的需求巨大，给城市轨

道交通类专业的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良好契机。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与国内诸多交通院校一直保持友好往来，并整合他们在轨道交通领

域的尖端科技优势和人才集成优势，致力于为国家轨道交通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形成了以

“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出版特色，在教育界、学界都拥有良好的口碑和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本套丛书从满足快速增长的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实用型人才培养需求出发，从校企结合教

学直接面向岗位需求这一特点出发，精心组织国内相关专业优秀教育工作者或优秀教育工作

高校，分“运营管理”“工程技术”“车辆”“控制”“供电技术”五大类，系统地为读者呈现

城市轨道交通教育课程全景。在编写时，力求体现如下特点：

◎ 适用性

理论知识够用即可，在讲述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突出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注重岗位关

键能力的培养。

◎ 专业性

图书的顶层设计从国家高职高专专业目录规范出发，内容编排紧密结合岗位应用实际，

体现专业性和主流设备前沿特征，体现教学实际需求。同时，在编写或修改时，尽可能地让

一线用人单位参与进来，根据生产现场实际提出建议。

◎ 生动性

在架构设计和版式设计上，力求简洁生动，图文并茂；努力体现二维码技术等移动互联

网时代元素在图书中的应用，尽可能把生产实际和研究成果，用立体生动的形式予以表达，

便于读者理解掌握。

这套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城市轨道交通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

为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新职工的培训教材。有关教材的课件资料等，可以联系我社使用。

联系电话：028-87600533

邮箱：swjtucbsfx@163.com

http://baike.haosou.com/doc/61359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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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断进步，心理学知识已经渗透到许多学科和社会

实践的各个领域，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交通运输业，特别是以铁路和城市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运输业

迅速发展，成为社会的重要交通工具。交通运输业以安全第一为宗旨，始终把运输安全作为

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和保障。为了更有效地保证运输安全，人们从各个方面对安全问

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运用一般心理学原理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运输作业过程

及运输安全管理活动中企业员工心理现象的规律性及其与运输安全关系的学科——运输安全

心理学也就应运而生。它的研究和应用，对于提高运输企业员工安全至上的理念和素养，提

高安全管理的科学性，从而预测和预防运输事故的发生，确保运输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进入21世纪，我国的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建设规模走在世界的前列，技术和

设备也在不断更新，但由于运营经验不足，安全问题也比较突出。如何多渠道、多形式地加

强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是我们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安全意识的教育应从准员工开始，我们编写了本教材。本书在讲述普通心理学知识

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心理学的内容及应用。本书用心理学的原理和

分析手法，分析探讨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的安全问题，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为适应不同层次教学的需求，编者在选材及文字上都做了不少努力，力求使内容简洁明

了，文字通俗易懂。在每章章后还配有适量的复习思考题，以便让学生复习巩固。

本书由苏颖（第一篇）、龙叶明（第二篇）编写，钱传贤统稿。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

阅了大量相关专业书籍，书末列出了参考文献，在此我们谨对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

谢。

本书编成后，虽经反复修改和校对，但由于编者水平和时间有限，不足甚至是遗漏之处

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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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心理学概述

第一节 心理学的主要特征

一、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广阔的莫过于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莫过于天空，比天空

更广阔的莫过于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是世界上最广阔、最复杂的，又是最抽象、最

难以把握、难以控制的。直接研究人的精神现象的学科，就是心理学。当人们初次接触心理

学时，往往会产生某种神秘感，一些人还常常把心理学与相面、算卦等同起来。其实，这是

一种误解。事实上，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各个领域密切相关的系统

科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广泛的实用性。

心理学（psych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是由“灵魂”（psyche）和“讲述”（logos）
两个词组合而成的，意思是关于灵魂的学问。灵魂在希腊文中也有气体或呼吸的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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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人们对心灵的研究包含在哲学中，因此心理学属于哲学的范畴。直到

19世纪中叶，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Wundt，1832—1920）（见图1-1）把实验法引进心理学，

并于 1879 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实验室，对感觉、知觉、注意、

联想和情感开展系统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才

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

对象，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发生、发展规

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心理现象。心理现

象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大，人有心理现象，动

物也有心理现象，我们所要学习的心理学主

要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心理学。人的心理

现象也就是心理活动是大家熟悉的，无论

学习、工作还是娱乐、休息，都与心理活动相关，其行为都是在心理活动的支配与调节下

进行的。

心理现象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诸如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脑子想到的、

现在的、未来的……心理学将人的心理现象分为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即心理过

程和个性心理。它也可以说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

图 1-1 冯特

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
为科学心理学的创始者，实验心
理学之父，创建了一支国际心理
学专业队伍，奠定构造主义心理
学派的基础；是感情“三度说”的
倡议者，也是使心理学脱离哲学范
畴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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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过程

心理过程是人对现实的反映过程，是一个人心理现象的动态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

感过程和意志过程。

认识过程是人最基本的心理过程，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从认识过程开始的。我们闻到

气味、听到声音、看见颜色；用手触摸物体时，感到物体是冷的、热的、硬的、软的、光滑

的或是粗糙的，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感觉。感觉是一种最简单的心理现象，它是人脑对直接作

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在感觉的基础上，人能分辨出整个物体，如火车和

汽车、花草和树木，这就是知觉。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的整体的反映，

它比感觉要复杂一些。人们把感知的事物和个人的活动、体验保留在头脑中，产生如话语犹

在耳、情景历历在目等心理现象，即接触过的事物再度出现时，我们能够认出它，或者事物

虽然没有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可以回想起它，这就是记忆。记忆是比感觉和知觉更

为复杂的一种心理现象。人们不仅要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还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变化

的规律，认识事物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不但要直接依靠感觉认识具体事物，还要依靠判断、

推理间接地、概括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思维。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

规律间接地、概括地反映，是一种更为复杂的、高级的心理现象。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

不仅能认识现实中存在的、被自己感知过的事物，而且能想象出现实中尚未存在或者根本不

可能存在且自己未感知过的事物，如科学家的发明创造、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就是依靠人们

的想象。想象和思维一样，也是一种高级的心理过程。

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时候，常常不是无动于衷的，总是根据事物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

而产生一定的态度，自己对这个态度加以体验就是情感过程，如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

革命先烈的崇敬，对罪恶的愤怒，对不道德行为的憎恨，对下流作风的鄙视，学习成功时的

喜悦，失去亲人时的悲伤等，这些心理现象都属于情感过程。

人们不仅能认识客观世界，还能改造客观世界。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就必须有计划、

有目的地进行工作。在完成某些任务的时候，常常需要忍受艰苦，战胜挫折，克服困难，以

期达到预期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行为过程，就是意志过程。

人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三个方面相辅相成。认识过程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基

础，在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情感过程、意志过程。因为情感是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态度体验，认识深刻，情感深刻；认识肤浅，情感肤浅。在认识的基础上，在情感

的鼓励下，才能形成意志过程。情感、意志又影响着认识的发展。例如，学生明确学习目的

以后，就会以饱满的热情下决心去克服各种困难实现目的。同时，这样的学习活动，也会

让学生不断增强对专业的学习兴趣和爱好，加深对学习目的的认识，从而又促使他们更加

刻苦地去学习。

（二）个性心理

人们在现实环境中，每时每刻都受到社会的、自然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他们的思想、

行为也在不断地影响着环境和其他人。由于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经历不同，人的心理活

动就必然具有各自的特点。例如，人的能力有高有低，人的脾气有急有慢，人的性格有襟怀

坦荡和阴险狡诈的区别等，这就是人的个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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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心理是一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包括个性倾向

和个性特征两个方面。人在各自的生活中，形成了各自的不同追求，诸如需要、动机、兴趣、

理想、信念、世界观等，心理学上把这些统称为个性倾向，它是关于人的行为活动动力方面

的特征，决定着人对认识和活动对象的趋向和选择，是个性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个性特征

是个人身上经常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集中反映了人的心理活动的独特性。个性特征包

括能力、气质和性格。性格是区别一个人与众不同的最明显的特点，它是个性的核心。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人在感知某一事物、回忆一件往事、思考一个问题、想象一个形

象、体验一种情感的思维过程中，必须把自己的心理活动有选择地指向和集中在特定的对象

上，这样才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看清它、记忆它、思索它、体验它，这就是注意。感知觉、记

忆、思维、想象、情感、意志都属于心理过程，而注意是伴随在心理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心

理现象。它既不属于心理过程，也不是个性心理，但是人们从事任何活动、获取新的信息和

提高工作效率的必要的心理条件或心理状态。心理现象示意图见图1-2。

图 1-2 心理现象示意图

二、人的心理实质

人的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其实质。人的心理现象的物质

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脑、神经系统，这是人的心理现象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器官；

另一方面是客观现实，包括人类的周围事物，乃至自身、社会生活、物质环境等，这是人的

心理现象产生的源泉。

（一）心理是人脑的机能

脑是心理活动的器官，没有脑的心理，或者说没有脑的思维是不存在的。相当长一个时

期，人们曾认为心脏是产生心理活动的器官，心理是心脏的机能。随着事实和经验的积累，

人们逐渐认识到心理活动不是与心而是与脑联系着的。如人在睡眠和酒醉时，心脏活动与清

醒时并无太大的差别，而精神状态却大不相同。一些精神病人心跳正常，但神志不清。正常

发育的大脑为心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心理现象随着神经系统的产生而出现，又随着神经系统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才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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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不断发展到高级。无机物和植物没有心理，没

有神经系统的动物也没有心理，只有有了神经系

统的动物才有心理。无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非常

简单。例如：环节动物只有一条简单的神经索，

它们只具有感觉的心理现象，只能认识事物的个

别属性；脊椎动物有了脊髓和大脑，它们有了知

觉的心理现象，能够对事物外部的整体加以认

识；灵长类动物，像猩猩、猴子，大脑有了相当

高的发展，它们能够认识事物的外部联系，有了

思维的萌芽，但是还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只有到了人类，才有了思

维，有了意识。人的心理是心理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人的大脑是最复杂的物质，是神经系

统［神经系统分为中枢神经系统（见图1-3）和周围神经系统两大部分］发展的最高产物。

心理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说明了心理是神经系统，是大脑活动的结果。

（二）心理是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

就其产生的方式来说，心理是脑的反射活动。如果没有客观刺激，就不可能引起大脑皮

层的神经活动以及相应的心理活动，无论是简单的心理现象还是复杂的心理现象，其内容都

来自客观现实。客观现实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还包括人类自己。20世纪20年
代，印度发现的两个狼孩——让狼叼走养大的孩子，他们有健全的人的大脑。但是，他们脱

离了人类社会，是在狼群里长大的，只具有狼的本性，而不具备人的心理。所以，心理也是

社会的产物，离开了人类社会，即使有人的大脑，也不能自发地产生人的心理。

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具有主观性，个人的知识经验、个性差异和年龄特征以及当时所

具有的不同心理状态都会对客观现实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对同一客观事物的反映有所不

同，造成了人对客观现实反映的主观性。

（三）心理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的

心理是在人的大脑中产生的客观事物的映像，这种映像本身从外部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但是，心理支配人的行为活动，又通过行为活动表现出来。因此，可以通过观察和分析人的

行为活动来客观地研究人的心理。

第二节 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

一、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比较独特，不了解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则难以对心理学的整体面貌有全面

的把握。在学科的分类时，人们通常将其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由于心理学既具

图 1-3 中枢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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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然科学的性质，又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因而是一门边缘科学。这是由人的心理现象的高

度复杂性决定的。一方面，心理学要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及心理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在这

个意义上，心理学的研究目标和手段都与自然科学一样，因而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另一方面，

人又是社会的实体，人的心理的发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心理学还研究团体心理和社会心理，

这些心理现象更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的研究又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

二、心理学研究的原则

人的心理现象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现象。要科学地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对心理事件、规律、

机制和机能进行实证研究，就必须遵循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针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做好

研究设计。心理学研究一般采用以下原则。

（一）客观性原则

所谓客观性原则，就是对任何心理现象都必须按它的本来面貌加以研究和考察，不附加

任何主观意愿的原则。

人的心理虽是在头脑里进行的活动，但它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一切心理活动都是由内外

刺激引起的，并通过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在人的外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研究人的心理，就是

要从这些可以观察到的、可以进行检查的活动中着手。人的心理活动无论如何复杂或做出何

种假象与掩饰，都会在行动中表现出来或在内部的神经生理过程中反映出来。因此，在心理

学的研究中切忌采取主观臆测和单纯内省的方法，应根据客观事实来探讨人的心理活动规律。

（二）联系性原则

人生活在极其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所以心理现象的产生都要受自然和社会

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们对某种刺激的反映，在不同的时间、环境和主体状况下，反应

往往不相同。因此，在对人的某种心理现象的研究和实验中，要严格控制条件，不仅要考虑

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要在联系和关系中探讨心理活动的真正规律。

（三）发展性原则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心理现象也是如此。这就要求心理学的研

究也要从心理史前发展、意识发展、个性心理发展以及环境和教育条件变化等不同方面，揭

示人的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

（四）分析与综合的原则

首先，心理、意识虽然是很复杂的现象，但可以通过剖析将其分解为各种形式进行专门

的考察研究，而后通过综合将其看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理解；其次，在研究某一种心理形

式与现实条件的依存关系时，也可以分别考察某一条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后将其揭示的



0010

各种规律加以综合运用。综合的观点在心理学中也可以称之为系统论的观点，因此这个原则

也被叫作系统性原则。

三、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这里仅介绍四种基本的研究方法。

（一）观察法

观察法就是在自然情景中对被观察者的行为做系统的观察记录以了解其心理的一种方

法。例如，观察学生听课时的表现，以了解其注意的集中情况。观察法通常是在由于无法对

被观察者进行控制，或者由于控制会影响其实际行为表现或有碍于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而采用

的方法。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来看，观察有两种主要形式：参与观察和非参与观

察。前者是观察者成为被观察者活动中一个正式的成员，其双重身份一般不为其他参与者所

知晓。后者是观察者不参加被观察者的活动，不以被观察者团体中的一个成员而出现。无论

采用哪种形式，原则上都应在被观察者不知晓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观察为宜。这样，被观察者

的行为表现才自然真实。例如，通过单向透光玻璃或闭路电视录像装置进行观察，因被观察

者觉察不到有人在观察，就可以观察到其自然真实的行为。

（二）调查法

调查法的主要特点是，以提问题的方式要求被调查者就某个或某些问题回答自己的看法。

调查法可以用来探讨被调查者的机体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经济状况等）、

反应变量（即他对问题的理解、态度、期望、信念、行为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根

据研究的需要，可以向被研究者本人做调查，也可以向熟悉被研究者的人做调查。

调查法可分为书面调查和口头调查两种。

书面调查即问卷法，是研究者根据研究课题的要求、设计出问题表格让被调查者自行填

写而用以搜集资料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具有向许多人同时搜集同类型资料的优点，其缺点

是发出去的调查表难以全部收回，只能得到被调查者对问题的相对完整的答案。

口头调查即晤谈法，是研究者根据预先拟好的问题向被调查者提出，以一问一答的方式

进行调查。要使晤谈法富有成效，首先应创造坦率和信任的良好气氛，使被调查者做到知无

不言；同时，研究者应当有良好的准备和训练，预先拟好问题，尽量使谈话标准化，与记录

指标的含义保持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对结果进行客观的分析和概括。

与问卷法相比，晤谈法有如下优点：①可以直接向被调查者解释晤谈的目的，提高他们

回答问题的准备程度。②研究者可以控制晤谈进程，使调查中的遗漏大为减少。③可以用不

同的方式考察被调查者回答问题的真实程度。④可以根据被调查者的反应提出临时应变的问

题，有可能获得额外有价值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