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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四大部分：总论、驾驶员心理、乘客心理、驾驶员与乘客心理关系。
第一部分总论主要介绍心理学的相关基础知识，驾驶员与乘客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及意义。
第二部分驾驶员心理主要包括驾驶员一般心理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动机与心理需要等。
第三部分乘客心理主要包括乘客一般心理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动机与心理需要等。
第四部分驾驶员与乘客心理关系包括驾驶员与乘客的人际关系、驾驶员与乘客的心理冲突、驾驶员与
乘客的心理管理等。

　　本书设置有学习目标、导入案例、补充资料、小案例等栏目，每章末设置了本章小结、练习题等
。
这样设置既有利于学生对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又可以提高学生的操作
技能，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为了使本书更加通俗易懂，书中还大量使用了图、表、例，尽可能地做到既有知识性，又有趣
味性。
各章节教学内容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典型的实际案例为载体，形成循序渐进、种类多样的案例群，创
新了课程教学内容模式。
教师可针对各专业教学的需要，对相关知识模块进行局部选择、扩充、删选，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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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性格。
性格是一个人在对现实的态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
它在人的个性中具有核心的意义，人的个性差异首先表现在性格上。
每个人对现实态度的稳定性及行为方式的恒常性，鲜明地反映出个人独特的性格特征。
人的性格是后天获得的，是现实社会关系在人脑中的反映。
一个人做什么，怎样做，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连，并受一定道德规范约束。
性格标志着某个人的行为方向和其行为结果。
它可能有益于社会，也可能有害于社会。
因此，性格有好坏之分，并具有道德评价的意义。
　　③能力。
能力是一个人顺利完成某种活动的潜在力量。
它是在人的先天素质基础上形成和后天的生活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
人们要顺利地完成某种活动，常常需要有各种能力的结合。
能力分为一般能力，例如，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和注意力等；特殊能力，例如
，视昕能力、运算能力、鉴别能力、组织能力等。
由于人的能力形成和发展的一般条件（即人的素质、社会实践、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和主观努力等
）不完全相同，因而人们不仅存在着一般能力与特殊能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差异，而且还有发展水
平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人们能力上的不同。
　　个性心理特征是人的个性差异中经常的、稳定的特征和品质，它使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区别于他人
，决定个性的差异性。
　　（2）个性倾向性。
人在动机、需要、兴趣、信念、世界观等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它们使人的行为有着不同的倾向性，
对人的心理活动起着动力作用。
这些心理现象统称为个性倾向性。
　　①动机。
动机是个体发动和维持其行动并导向某一目标的直接内在驱动力。
动机的基础是需要。
当某种需要不能满足时，人就会感到紧张和不安，产生采取行动、满足需要的心理，即动机。
动机会驱使人去活动，并把活动引向一定目标。
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动机支配。
动机驱使人追求某一事物，从事某一活动；或驱使人避开某一事物，停止某一活动。
根据需要不同，可把动机分为生理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两大类，它们分别是在生理性需要、社会性需
要基础上产生的动机。
前者如觅食、喝水、睡眠等动机，后者如成就、交往、社会尊重、努力等动机。
　　②需要。
需要是个体生理或心理的匮乏状态及由此产生的平衡驱动力在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匮乏感及由此产
生的平衡驱动感的总和。
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内在推动力之一，按其来源划分包括生理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两大类；按其对
象划分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大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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