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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社会环境纷繁复杂及学业压力大、就业
难等使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日益严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对青少年犯罪心理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青少年犯罪心理研究已成为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部分。
    近30年来，有关犯罪心理学的著作很多，这对犯罪心理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专门介绍青少年犯罪心理的读本却寥寥无几。
这就影响了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的普及和发展。
为了丰富这一领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和掌握青少年犯罪心理产生的原因、特点及规律，同时也为学
校、家长、司法、劳教机构提供预防青少年犯罪、改造罪犯的办法和途径，在皖南医学院心理教研室
刘新民教授的组织下，作者们编写了这本《青少年犯罪心理》。
    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作者参考了近年来青少年发展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及青少年犯罪心理方面研
究的最新理论、方法，力求做到：较为完整地介绍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青少年心理发展理论，系统地
阐述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基本原理，比较全面地反映近年来国内外青少年犯罪心理研究的最新成果。
我们同时引用了一些近年来发生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犯罪心理学的理论与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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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涟水县人。
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研究生学历。
现任全军心理疾病防治中心主任，全军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常州市解放军第一○二
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第二军医大学及江苏大学硕士生导师。

    兼任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IACMSP）专业委员、国家卫生部心理卫生咨询专家、中华
临床医学会理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担任《中华医学杂志》、《中国行为医学科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等11个杂志的编委。

    从事医学心理学、精神医学37年，擅长心理测量、心理咨询、心理治疗。
先后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心理测量技术7项。
共获得科技进步奖31项。
其中省级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16项。
主编或参与著书《临床心理学》、《心理医生手册》等26部，发表论文300余篇。
先后被南京军区表彰为“科技干部”、“科技英才”、“医学专家”等；1996年被国家表彰为“全国
百名科技之星”，是我国心理学领域唯一的获得者；1997年获“比利时保罗、吴阶平医学研究二等奖
”。
是部队中唯一的获得者；先后在部队荣立三等功3次。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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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青少年犯罪动机的形成和类型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个体身上都具有不止一个动机，
这些复杂而多样的动机以一定的相互联系构成某种动机体系。
应该说，各种不同的动机在这一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
其中，一些被称为主导动机的比较强烈和稳定，是优势动机；另一些被称为非主导动机的则比较微弱
而不稳定，是辅助动机。
由于个体不同需要都有要求得到满足的趋势，各种动机之间必定会发生相互冲突，这就是动机斗争。
不过，主导动机和非主导动机是相对而言的，表现在个体身上，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随着个体所处情境的变化，主导动机和非主导动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青少年犯罪动机的形成，是主导动机与非主导动机在动机体系中斗争的结果。
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犯罪预备的过程中，也体现在犯罪实施的过程中，甚至犯罪结束以后。
通常，违法犯罪青少年慑于法律的威严、道德的谴责、失去亲友尊重的孤独、对被害人的同情等，往
往会产生强烈程度不一的反对动机，这种反对动机就是非主导动机。
一般来说，在青少年初犯中，这种动机斗争尤为激烈。
在斗争的过程中，如果反对动机成为主导动机，则犯罪动机就会减弱或消失；而当不良的反社会动机
成为主导动机时，非法欲求会十分强烈，犯罪动机也就逐渐形成甚至趋向强化。
那么，在基于形形色色反社会性需要基础之上的犯罪动机都有哪些种类。
有关学者从需要的角度对其作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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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少年犯罪心理》是张理义编写的，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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