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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心理学新编》

前言

　　刑事心理学是一门研究犯罪人（个体和团伙）与实施犯罪行为有关的心理情况及其规律和预防、
惩治犯罪的心理对策的学科，它包含了整个法律心理学领域中与刑事司法工作有密切关系的理论和知
识体系。具体来说，它既包括有关犯罪心理的基础理论，又涉及指导刑事司法工作的应用性理论和技
术，重点在于研究和探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根源和心理机制、犯罪人的一般心理特征、各类
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特征和人格特征以及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心理对策（策略和计谋）等内容。因此，刑
事心理学对于法律类高校学生将来从事刑事司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既注重理论研究的深度，充分反映当前国内外有关刑事心理学领域
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又注重加强对应用性策略和方法的研究，以便使刑事心理学能真正起到指导刑
事司法实践的作用。当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本书的撰写分工如下：陈和华（
第一、二、三、四、五、六章）、冯琦媛（第七、八章）、潘恒（第九、十一章）、叶利芳（第十章
）。全书由陈和华拟定大纲和指导思想，并负责统稿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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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心理学新编》针对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和接受审讯、审判的过程中有关的心理情况及其规律
，以及侦查人员、证人等在审判活动中的各种心理现象进行了研究，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了刑事心理
方面的科学知识。《刑事心理学新编》重点研究和讨论了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根源和心理机制
、犯罪人的一般心理特征、各类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特征和人格特征，以及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心理对策
等内容，对于法律专业学生将来从事刑事司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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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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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犯罪心理的概念    第二节  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因素    第三节  犯罪心理形成的相关理论第三章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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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变态人格与犯罪    第三节  精神病与犯罪第七章  侦查心理对策    第一节  犯罪人的反侦查行为及心理
   第二节  犯罪现场勘查、分析    第三节  缉捕心理    第四节  犯罪人特征描述第八章  审讯心理对策    第
一节  犯罪人在审讯中的心理和行为    第二节  犯罪人供述真伪的判断    第三节  审讯的一般心理对策    
第四节  审讯的特殊心理对策    第五节  心理学的审讯方法第九章  审判心理对策    第一节  被告人在审判
过程中的心理    第二节  公诉人在审判过程中的策略    第三节  刑事审判心理与策略    第四节  刑罚心理
效应第十章  证人心理及其对策    第一节  证人的积极作证心理    第二节  证人的消极作证心理    第三节  
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第四节  询问证人的心理策略第十一章  罪犯心理矫治    第一节  罪犯服刑期间的心
理特点    第二节  罪犯的心理诊断    第三节  罪犯的心理矫治    第四节  社区矫正中的罪犯心理矫治参考
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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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反社会意识　　反社会意识是指违背社会发展要求和社会规范、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相对立
、以极端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各种错误观念。形成反社会意识是个体社会化偏离的突出表现。虽然，
在不同类型的犯罪人身上，反社会意识在其所表现的范围、具体内容、稳固程度、系统化、理论化、
自觉性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只要某些错误观念在主体的个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必然导致主体
错误的社会态度、社会动机和对现实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的否定与蔑视，成为个体实施反社会行为
的精神支柱。反社会意识对个体的某些低层次欲求起着定向作用；对犯罪动机起着促进和加固作用；
对犯罪行为起着支配作用。　　犯罪人的反社会意识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极端个人主义的
人生观（意识）　　首先，犯罪人缺乏正确的政治观念和远大理想，特别表现在青少年犯罪人身上。
具体地表现为理论上的虚无主义，政治上的不信任主义，对现实社会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其次，犯罪
人没有集体主义精神，而是充满了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尔虞我诈、唯利是图、争权夺利的思想。他
们主张个性极端自由，个人欲望不受任何社会约束与强制。违法犯罪就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
在腐朽的剥削阶级人生观的支配下，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企图在不向社会提供任
何东西的情况下从社会获得物质财富，崇尚“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们的生活逻辑和
人生哲学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犯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与常人不同的特点，如精神
空虚、认识浅薄、粗俗无礼、自私自利、缺乏正确的理想和信念等，这一切的本质其实就是极端的个
人主义。　　2.腐朽没落的道德观（意识）　　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
规范的总和。道德观主要表现为道德认识以及相应的道德义务感、责任感，它对个体的行为起着自觉
而不是被动的调节作用。它几乎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调控范围远较法律意识为广。犯罪人缺
乏基本的道德观念，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没有起码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义务感，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方面也没有传统的道德原则。以青少年犯罪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标准来看，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耻
辱的；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他们的认识和评价标准都与一
般人不同。　　他们的“幸福观”，并不是把追求个人幸福和追求集体幸福统一起来，并不是把追求
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崇高的精神生活统一起来，并不是把幸福的享受和幸福的创造统一起来。在他们的
心中，根本不想尽公民的义务和对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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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刑事心理学新编
2、买回来，看了会，没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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