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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621857.htm 六、安全行为科学的

应用 安全行为科学首先应用于深入、准确地分析事故原因和

责任，以使人们科学、有效地控制人为事故。同时，安全行

为科学可应用于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安全宣传、安全文化

建设等，也可以为提高安全专业人员和职工的素质服务。 1

． 用行为科学分析事故原因和责任 （1） 事故原因的分析 行

为科学的理论指出：人的行为受个性心理、社会心理、社会

、生理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而，生产中引起人的不安全

行为、造成的人为失误和“三违”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了这

样认识，对于人为事故原因的分析就不能停留在“人因”这

一层次上，应该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例如在分析人的不安

全行为表现时，应分清是生理或是心理的原因；是客观还是

主观的原因。对于心理、主观的原因，主要从人的内因入手

，通过教育、监督、检查、管理等手段控制或调整；对于生

理或客观的原因，除了需要管理和教育的手段外，更主要的

是从物态和环境的方面进行研究，以适应人的生理客观要求

，减少人的失误。 行为科学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影响人行为

的因素分析、挫折行为研究、注意心理与安全行为、事故心

理结构、人的意识过程等理论和规律都有助于研究和分析事

故的原因。 （2） 分析事故责任 根据心理学揭示的规律，人

的行为是由动机支配，而动机则是由于需要引起。需要、动

机、行为、目标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例如安全管理

中开办的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学员来自各个企业，都



表现出积极的学习热情。这种热情是来源于其学习的动机，

因为在工作中，一个特种作业人员，缺少应用的安全技术知

识和技能，就不可能胜任工作，甚至会引发事故。就是这种

实际工作的需要产生了学习的动机，进而导致了学习的热情

。动机和行为有复杂的关系，安全管理中在对待事故责任者

的分析判断上，要从分析行为与动机的复杂关系入手，为此

，可从三个方面考虑：首先，在分析事故责任者的行为时，

要全面分析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任何行为

都是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结合效

应”。因此，事故责任者的行为与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有关

。分析个人因素时，要同时分析外在表现与内在动机。动机

和行为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主要表

现在：1）同一动机可引起不同的行为。例如，想尽快完成生

产任务，这种动机可表现为努力工作，提高效率；也可能出

现盲干违章，不顾操作规程等等。2）同一行为可出自不同的

动机。例如“三违”这类不良行为，有的是有意为之，明知

顾犯：也有是无意失误的情况；3）合理的动机也可能引起不

合理甚至错误的行为。例如要提高工效，可能会忽视了劳逸

结合，造成疲劳工作，从而导致事故。因此，在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人的动机入手，实事求

是地进行分析处理，这样才能既符合实际，又切中其弊，使

事故责任处理准确合理。 2． 在安全管理中运用行为科学 （1

） 用行为科学指导合理安排工作 根据人的个性心理合理选择

工种在国外得到了普遍应用。在我国对专业司机进行心理咨

询也有成功的实践。对于一些特殊的工种或岗位，应该利用

行为科学中对于性格、气质、兴趣等个性心理行为规律研究



的成果，进行合理的工种和工作的指导安排。在生产安排上

，为减少可能的行为失误，要分析情绪、能力、爱好、生理

等特点和状态作出合理的协调。 （2） 科学应用管理手段 安

全管理中要善于应用激励理论进行科学管理，如科学运用激

励理论激发安全行为，抑制“三违”行为；利用角色作用理

论，调动各级领导和安全兼职人员的积极性；应用领导理论

进行有效的安全管理等。 （3） 进行合理的班组建设 在考虑

班组人员的搭配上，为使团体行为安全协调，要研究人员结

构效应。如需要考虑班组中的职工气质互补、性格互补、价

值观倾向性搭配等。 3． 安全宣传与教育中用行为科学 安全

教育和安全宣传的效果往往与其方式有关。从行为科学的角

度，利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的方法和的技巧

，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如：利用认识技巧中的第一印象作用

和优先效应强化新工人的三级教育；应用意识过程的感觉、

知觉、记忆、思维规律，设计安全教育的内容和程序；研究

安全意识规律，通过宣传的方法来强化人的安全意识等。 4

． 安全文化建设用行为科学来指导 安全文化建设的实践之一

就是要提高全员的安全文化素质。显然，不同的对象（决重

者、管理者、工人、安技人员等）对其安全文化的内容和要

求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对象需要采取不同的安全文化建设（

管理、宣传、教育等）方式。 行为科学的理论还使我们认识

到：人的行为受心理、生理等内部因素的支配和作用，也受

人文环境和物态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和作用，因而人的行为

表现出其动态性和可塑性，这样，对于行为的控制和管理需

要动态、变化的方式相适应，还要求艺术、形象、美感的技

巧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安全文化活动需要定期与非



定期相结合；安全教育在必要的重复基础上，需要艺术的动

态；安全宣传有技巧与关键；安全管理要从简单的监督检查

变为艺术的激励和启发等。 5． 塑造良好的安全监管人员心

理品质 安全管理和监察人员工作对象和方式的多样性、复杂

性与重要性，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思想品质和能力素质。一

般来说，一个安全监管人员的个性品质，思维能力都是在进

行有关工作的实践中形成的。在工作实践中他们考虑多种多

样的事物，遇到并解决着多种多样的问题，逐渐地便形成所

从事的职业的心理品质。这些心理品质表现在：安全监管人

员应当具有工作所必需的道德修养，这是由于作任务来决定

的；他们要对生产过程中事故责任者进行处理、教育，只有

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的人，才能对人的处理

产生良好的影响。其次，安全监管人员必须要有良好的分析

问题的能力，如处理事故时对其原因的分析和责任的处理都

需要有分析和结合能力。所以对一个安全监管人员还需要有

思维的敏捷与灵活性，善于综合处理问题，在分析事故时，

需要设想肇事的行为，这要求安全监管人员具有空间想象的

能力；还要求具有果断、主见、耐心、沉着、自制力、纪律

性和认真精神等个性品质，以及较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艺术。

只有在实践中锻炼、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和品质

。在安全管理的监察活动中，创造性的活动是经常和必然碰

到的，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基本条件是对本职工作的兴趣和热

爱。良好的修养、合作精神，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

的利益，完成任务的纪律性，自我牺牲精神等等，都是安全

监管人员应具有的品质。安全认识活动的复杂结构要求掌握

心理学知识；思维的高度和深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独立



性和批判性；善于根据个别事实和细节复现过去事件的模型

；思维心理过程的状态应当保证揭示信息的系统性与完备性

；保证找到为充分建立过去事件模型所必需的新信息的途径

等，这些都要求具有行为科学的知识。安全管理与监察工作

者在完成自己职责时，还需要适应各种不利的条件，善于抑

制各种消极心情，只有建立在对智力、意志和情绪的品质进

行训练基础上的适应性，才能很好完成复杂和多种的安全分

析，事故处理等活动。通过对安全行为科学的研究和掌握，

对提高安全监管人员的全面素质具有现实的意义。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