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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监狱学学科成为司法部重点学科；2007年，矫正教育学学科也成为司法
部重点建设学科。
矫治心理学作为监狱学、矫正教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对该领域的专业教学与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
加强矫治心理学的研究，对于促进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理论创新、制度进步与司法警官人才培养也具
有重要意义。
这本《矫治心理学》，是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为适应教育学（矫正教育）、社会学（社会工作与社区矫
正）等本科专业的教学需要而组织开发的核心专业教材。
同时，也是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的成果。
实事求是地讲，矫治心理学是一门历史不长、发展不很成熟的学科。
从目前能够查阅到的文献资料来看，矫治心理学在西方国家还不能说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较为成熟
的学科。
但是，在西方国家，涉及罪犯心理与矫治问题的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这类研究是在人类社会刑罚思想的不断进步、监狱行刑制度和观念的变革、对犯罪人进行改造或者治
疗观念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
目前，西方国家监狱关于罪犯心理矫治的实践和探索已经非常普遍了。
与这一领域有关的学科名称多种多样，如“监狱心理学”（psychology in prison），“监禁心理学”
（psychology of imprisonment），“矫正心理学”（correctional psychology）等。
我国矫治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
主要是源于当时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的现实需要和各方面对运用心理学原理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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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的编写主要着眼于司法警官院校人才培养的需要和实际工作的要求，较为全面地反映我国矫治
心理学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成果，同时在教材结构和编写体例上做了创新性安排。
作者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我国矫正领域的实践为依据，阐述了矫治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方法和技术，在吸收、借鉴国外该领域的先进理论和有益经验，继承新中国教育改造违法犯罪
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引用了我国近年来矫治心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之更能适应当前形势发
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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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矫治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一、矫治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一门学科的存在与发展，是基于
它特殊的研究对象。
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划分，首先是因为对客观现象要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比如就物理学来说，天体物理学研究天体运动的规律，这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大自然界的探讨；普
通物理学则研究物质的结构以及物质运动的最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又可以用精确的数学语言加以表达
。
其次，还可以把客观现象分为不同水平，从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研究，从而出现了许多研究对象范围相
对较小的学科。
比如，物理学根据所研究的物质运动的形态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许多分支，如力学、电磁学、原子物理
学、粒子物理学等，这些都是从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上对同一自然界的物理现象进行研究。
显然，矫治心理学属于后一种情况。
矫治心理学是研究矫治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及心理学方法和技术的一门学科。
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矫治对象心理；二是矫治活动中的心理学方法和技术；三是矫治工
作者心理。
矫治心理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得到发展，是基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如下。
（一）矫治对象心理的特殊性矫治心理学所研究的矫治对象心理是违法犯罪者的心理。
研究违法犯罪者心理的学科有很多，如犯罪心理学、侦查心理学、审判心理学、矫治心理学，等等。
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矫治心理学研究的是处于矫治阶段的违法犯罪者，也就是那些因违法犯罪被判
刑入狱、被送劳动教养、被判执行社区矫正的人员，他们在心理问题和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上不同于
常人，也不同于其他违法犯罪者。
其特殊性表现为：1．矫治对象心理与其被矫治的客观现实相联系。
人的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客观现实是人的心理的源泉和内容。
因此可以说，矫治对象心理是一种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心理。
违法犯罪者无论过去有什么样的经历，无论他已经形成了怎样的心理，当他成为被矫治的对象后，其
心理内容及其发展变化必然与这种特定的时间——被矫治阶段，以及与特定的空间——矫治环境有着
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因违法犯罪被判处刑罚或被送劳动教养，在人的一生中都是重大的挫折，矫正机构（特别
是监狱）是一种特殊环境，使违法犯罪者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由。
这种特殊经历和特殊环境会在他们心理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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