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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为蓝本，紧贴课堂教学实际，力求达到以“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基础知识”为主要内容，并体现最新的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
在形式的设置上，坚持形式服务于内容、教材服务于学生的理念。
采取灵活多样的体例形式，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通过学习目的与要求、思考题、资料链接、案例精选
等多种形式阐释教材内容，争取使教材功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优化，便于在校生掌握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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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特聘博士生导师，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法律
心理学分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中国犯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中国监狱学会
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心理咨询师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多年从事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罪犯改造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著作（含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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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改造心理学》、《证人证言心理》、《法制心理学词典》、《中国法制心理科学研究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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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民（1935～2007），湖北武汉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心理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专业技术一
级警监，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安徽、浙江省警官职业学院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犯罪心理学、罪犯改造心理学、监狱学。
曾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工具书、论文集（含合著）25本。
主要著作有：《犯罪心理学》、《罪犯心理矫治》、《罪犯改造心理学》、《司法心理学》、《民事
司法心理学理论与实践》、《法制心理学词典》、《中国法制心理科学研究十年》等。
曾获得河北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司法部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及金剑文化工程优秀论文一
等奖、中国监狱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两次获得司法部部级优秀教师称号。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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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个粟研究和成组研究 这是根据研究对象数量的多少来区分的。
个案研究(case study)就是对一个或少数几个犯罪人进行的研究。
例如，对某个或某几个犯罪人犯罪心理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的研究。
这种研究类型的优点是便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缺点是取样少，代表性较小，因而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学性。
成组研究(group study)就是对一组或多组犯罪人进行的研究。
例如，对某监狱或几个监狱所有罪犯进行重新犯罪原因的研究等。
这种研究类型因为取样较多，可以作统计处理，科学性较强，但不便于作个别深人的研究。
因此，在研究中，要把个案研究和成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理想的结论。
 四、自我观察研究与客观观察研究 自我观察法又称内省法，即要求被试把自己的心理活动报告出来
，然后通过分析报告资料得出某种心理学结论的方法。
构造心理学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直接经验，内省法便成了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行为主义心理学否定对意识经验的研究，把心理学定为研究行为的科学，主张用刺激一反应方法进行
研究，完全否定了内省法。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意识又被带回到心理学中，自我观察法重新受到心理学
家的重视，并获得了新的发展。
客观观察法即观察法，是指研究者通过感官或借助于一定的科学仪器，在一定时间内有目的、有计划
地考察和描述客观对象（如人的各种心理活动、行为表现等）并收集研究资料的一种方法。
客观观察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客观观察研究包括自然观察研究和实验室观察研究，狭义的
客观观察研究主要是指自然观察研究。
两种研究方法各有优缺点，自我观察研究的优势在于获取资料的便捷性，但相对的，其获取的资料更
容易失实。
客观观察研究收集的资料比较客观、全面和准确，但会花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较多的时间。
 五、常规研究和采用现代方法技术的研究 常规研究的方法技术是指观察、谈话、调查、活动产品分
析等。
这种研究简便易行，投资少，便于更多的人掌握，但统计处理比较费力。
现代技术方法的研究，主要是采用电子技术进行某一个或某几个省、市、地区社会犯罪原因的调查统
计分析，对心理测量数据的统计处理，对重新犯罪预测的研究等。
这种研究比较准确，统计处理的速度快，特别适用于大批量数据的统计处理。
又如，录像技术可用于对犯罪现场、讯问过程、证言可靠性等做心理分析。
但现代技术投资多、技术性强，推广普及有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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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犯罪心理学(第2版)》由著名心理学家罗大华与何为民教授担
任主编。
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实际情况，不仅文字深入浅出，而且随时标注文中的注意事项
和相关知识，非常适合读者阅读和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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