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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探索和研究交流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交流的心理基础和心理机制，
从更深的心理层面认识和运用具有实用价值的人际交流策略和方法，系统地介绍交流心理学的本质与
功能，以及人际交流的心理前提、心理特征、心理倾向、心理定势、心理表现、心理沟通、心理影响
和交流过程中的问题。
并就现实中的家庭交流、职业场所交流、面试应聘和公共演讲等方面的交流心理学的应用问题进行探
讨，以帮助人们认识有效交流在个人成长和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意义，了解交流心理学的本质和要求，
掌握一些有效交流和沟通的策略和方法，提高适应社会和成功发展的能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交流心理学>>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交流心理学概述　第一节　交流的时代特征　  一、人们对文化、团体和个人之间差异的
宽容明显增强　  二、文化间和文化内的相互依赖日益增强　  三、传播工具的效率不断增强　  四、尊
重差异作为协调行动的前提日渐重要　第二节  交流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  　一、交流与人的基本需要
　  二、交流与人的社会化　  三、交流与自我认识　  四、交流与个人才能的发挥　  五、交流与现代
人的身心健康　第三节  交流是生活与交往的艺术　  一、交流的本质　  二、交流的特性　  三、交流
的实现　第四节　人际交流的目的与功能　一、人际交流的目的　  二、人际目的特性　  三、人际交
流功能第二章  人际交流的心理前提——感知　第一节  感  知　  一、什么是感知　  二、感知的过程　
第二节  自我感知　  一、自我概念　  二、自我形象  　三、自我概念与自我形象在交流中的角色 　 四
、自尊　第三节　他人感知　  一、什么是他人感知　  二、他人感知的影响因素　  三、改善对他人的
感知第三章　人际交流的心理特征　第一节　心理特征概述　  一、人际关系的心理成分　  二、人际
关系心理成分的作用　第二节　个性心理特征　  一、个体在能力上的特征　  二、个体在气质上的特
征　  三、个体在性格上的特征　  四、个性心理特征与人际交流　第三节　角色心理特征　  一、不同
性别的心理特征　  二、不同年龄的心理特征　  三、不同职业的心理特征　  四、不同文化的心理特征
　  五、角色心理特征与人际交流　第四节　群体心理特征　  一、群体心理的一般特征　  二、群体领
袖的心理特征　  三、群体心理特征与人际交流第四章　人际交流的心理倾向　第一节　兴趣倾向　  
一、兴趣的一般含义　  二、兴趣的个别差异　  三、兴趣倾向与人际交流　第二节　需要倾向  　一、
什么是需要　  二、需要的类别　  三、需要的层次　  四、需要倾向与人际交流　第三节　价值观倾向
　  一、价值和价值观　  二、价值评价体系　  三、价值取向类型　  四、价值观倾向与人际交流　第
四节　自我倾向第五章　人际交流的心理定势　第一节　性理定势概述　第二节　微观心理定势　第
三节　宏观心理定势　第四节　流行心理定势第六章　人际交流的心理认知　第一节　个体心理认知
　第二节　群体心理认知　第三节　心理变化认知　第四节　克服心理认知障碍第七章　人际交流的
心理表现与冲突应对　第一节　人际交流的心理表现　第二节　人际交流冲突及其应对第八章　人际
交流的心理沟通　第一节　信息交流　第二节　意见交流　第三节　感悟交流　第四节　与特殊交流
对象的交流第九章　人际交流的心理影响　第一节　心理劝导方法的运用　第二节　心理暗示方法的
　　第三节　心理感染方法的运用　第四节　心理透引方法的运用第十章　人际交流的应用　第一节
　日常人际交流　第二节　家庭中的交流　第三节　面试交流　第四节　领导方式　第五节　演讲附
录：人际交流能力测试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交流心理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交流心理学概述　　第一节　交流的时代特征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麦基翁指出，未
来的历史学家在记载我们这代人言行的时候，恐怕难免会发现我们时代专注于交流的盛况，并将它置
于历史的显著地位。
其实交流并不是在当代新发现的问题，而是现在流行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我们时常用它来解
释一切问题。
当代人如此热衷于交流绝非偶然因素所致，而是当代社会四大趋势汇合的反映。
　　一、人们对文化、团体和个人之间差异的宽容明显增强　　我们所说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为国家
和地区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
曾几何时，人们对他国和地区的政治抉择、意识形态采取势不两立的态度，而今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
的交往早已延伸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有交往就有渗透，这种实质上的融合又会促进人们
在态度上的宽容。
中国的“一国两制”是文化宽容的最好例证，我们不仅在一国范围内实现了两种制度的并存，而且在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还直接从香港特区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人才担任国务院部委的领导
，如香港的史美伦女士和梁定邦先生就分别担任了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和顾问。
尽管“海归派”与本土文化的接轨还需要一个磨合过程，但是相互宽容本身一定会加快相互的适应。
　　同样的宽容也体现在人际关系领域。
人们结交的朋友中有些可能是与自己在观念上大相径庭者，虽然俗话说“物以类聚”，但是交流心理
学的研究结果却发现，每个人都确实会有几个与自己想法迥然相异的好友。
整个世界都在增进宽容，我们当然也要学会接纳各执己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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