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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在部分公安院校进行的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已全面展开。
为了规范和加强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公安部印发了公政治[2008]355号文件《关于制
定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专业培养方案的意见》（以下简称《培养方案》），进一步明确了
各试点专业（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办学层次、课程设置、培养模式、考核办法等教学要求，为组
织教学活动、规范教学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基本依据。
    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各公安院校推进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需要，由公安部群众
出版社组织，邀请了浙江警察学院、广东警官学院、江苏警官学院、云南警官学院、四川警察学院、
山东警察学院、福建警察学院、河南警察学院、江西警察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广西警官高等专
科学校、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重庆警官职业学院、贵州警官职业学院、
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青海警官职业学院、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等18所试点公安院校，联合编写了
“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专业系列教材”，现已正式出版发行，供各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
改革试点教学中使用。
    这套“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专业系列教材”，是以公安部制定的《培养方案》为依据，
结合各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教学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的实际情况，经过各参编院校共同
研讨后编写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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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心理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与学习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道路交通环
境也日益复杂化，特别是由于道路交通事故不断增加，每年都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
。
显然，单纯依靠技术的改进已无法应付这一严峻的现实，而必须进行道路交通的综合治理，也就是说
，要考虑到影响道路交通的全部因素，即整个交通体系中各要素（人、车、路、环境及其他交通元素
）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道路交通中交通参与者的心理与行为因素。
由此，产生了交通心理学。
　　（一）交通心理学的概念　　交通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依据心理学的理论、原则
和方法来研究道路交通系统中有关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的一门科学，其可分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
究两大部分。
具体地讲，它从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出发，研究如何改进交通行为以减少事故保证安全
，如何充分发挥道路交通的功能；研究交通安全教育和训练问题；纠正道路交通参与者的意识与行为
中的许多不安全因素；教育和纠正交通违法；研究如何减少和预防道路交通的过失犯罪问题；等等。
　　（二）交通心理学的性质　　1.交通心理学属于应用心理学的范畴　　回顾交通心理学发展的历
史可以发现，实践问题的研究要早于科学理论的探讨。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了涉及道路交通心理的实际问题，如在电车、马车等交通工具的操纵
方面相对于人有何生理、心理的要求，如何适应这种劳动等问题。
虽然当时尚未建立交通心理学的学科体系，但是这一最初的发展阶段对于交通心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仍
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它奠定了交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应用学科的基础。
随着道路交通的发展，交通心理学无论在科学理论还是在实践应用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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