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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人主要有犯罪嫌疑人、证人、受害人三种类型。因此

，警务心理学主要研究警察、犯罪嫌疑人、证人、受害人的

心理活动。 第一节 警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一、什么是

心理学 心理学（psychology）一词，最早是由希腊语中

的psykhe(灵魂)和logos(学问)两个词构成的，意思是“灵魂”

，指人的精神或心理活动。 19世纪以后，由于物理、化学和

生物学的发展，许多学者开始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心理

活动特点和规律，使人类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

台阶。 由于世界各国心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人们在对心理现

象的研究方面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提出了许多理论，使心理

学的研究脱离了主观思辩的方式，而逐渐成为一门内容丰富

，体系完整的学科。 总之，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心理现象

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 二、警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

一）关于警务心理学对象的界定问题 1．警务心理学应当以

与警务活动相关的正常人的心理活动特点为研究对象； 2．

警务心理学既要研究个体心理、自我心理，又要研究群体心

理； 3．警务心理学既要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又要研究人的

行为。 因此，可以把警务心理学规定为是研究与警务活动相

关的正常人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行为规律的科学。具体包括：

正常人的一般心理活动特点与规律、警察心理活动特点、犯

罪嫌疑人的心理活动特点、证人的心理活动特点、受害人的

心理活动特点。 三、警务心理学的任务和意义 （一）警务心



理学的任务 具体来讲，警务心理学的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揭示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 2．研究警察的心理活动与行为

特点 3．揭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特点 4．探讨目击

证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特点 5．探讨受害人的心理活动与行

为特点 （二） 警务心理学的理论意义 警务心理学是一门基础

理论学科，其理论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拓展了

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2．使心理学的研究日益深入 （三）警务

心理学的实践意义 1. 学习警务心理学有助于警察提高自身的

心理素质 2. 学习警务心理学有助于警察了解和理解其他相关

人员的心理活动特点与规律 3. 学习警务心理学有助于警察提

高工作效率, 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第二节 警务心理学产生的

必然 一、心理学发展的历史 （一）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德国

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说过：“心理学有一个有一个悠久的

历史，但只有一个短暂的现在。”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84322）的《灵魂论》一书， 是人类文明史上较早

的有关心理现象研究的专著。 从亚里士多德起，在长达十几

个世纪的时期内，心理现象大多是由哲学家作为哲学问题来

加以研究。 1825年，德国哲学心理学家赫乐巴特（17661841

）的巨作《作为科学的心理学》问世，第一次庄严宣布心理

学是科学，同时，他还主张将心理学与哲学，生理学区别开

来。1876年，英国心理学家培因（18181903）创办了世界上第

一份心理学杂志《心理》，为发表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提供

了一个专门场所。培因是心理学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在他之前的所有心理问题，都是以思辨的方式论述的，所

以称之为“思辨心理学”。 19世纪生理学和物理学的发展，

为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心理学从哲学中真



正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主要由德国生理学家冯

特（18321920）完成。1879年，冯特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创立

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用实验的手段来研究心理现

象，被公认为心理科学独立的标志。 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由于人们对心理研究对象和方法

的看法不同，加之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心理学领域出现了

许多流派，它们研究的重点不同，观点各异，争论不休。直

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各个学派之间才开始形成了相互学习

，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积极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比较有

代表性的学派有行为主义学派、格式塔学派、精神分析学派

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迅速

发展，成为现代心理科学发展的新趋势。 以上这些学派统称

为现代主义心理学或科学主义心理学。 近年来，随着心理科

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把目光逐渐从现代主义心理学转向了后

现代主义心理学，更加强调了心理研究中的定性分析问题、

本土化问题、妇女心理学、范式论等问题。 （二）心理学在

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哲学中，很早就有关于身心关系的论述

。旬况（公元前298238）认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

、怒、哀、乐藏焉。”王充认为：“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

。” 关于心理与脑的关系，中国古代也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就已经断言：“诸髓者，皆属于脑

。” 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从19世纪

末和20世纪初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心理学思想开始

传入中国。1889年，颜永京（18381898）翻译出版了美国海文

的《心灵学》；1907年，王国维（18871927）翻译出版了丹麦

雷普斯丁的《心理学概论》；1917年，陈大齐（18861983）在



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并于次年编写出版

中国第一本心理学教科书《心理学大纲》；1920年南京大学

设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1921年中国成立了心理学会

。1977年以后，我国心理学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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