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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心理学专家向世界讲述法律心理学，反映中国学者的在该领域的重要贡献。
法律心理学是用心理现象来解释法律问题的一种学问或一门科学，它是心理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在
我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社会环境下，在强调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的国际学术背景下，“法律
心理学”成为了当前“最 具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之一。本书是《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中的《法
律心理学》分册，其内容包括法律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行为模式、证言、辨认、讯问和供述、犯罪
人特征描述、司法决策、测谎、法律相关心理的评估、罪犯心理矫正与治疗、受害人的心理创伤和恢
复等议题。本书尽可能全面而深入地阐述法律心理各个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系统介绍了心理学的基
本理论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同时也展现了心理学的技术方法如何回答法律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本
书可供高校法学和心理学的本科生、研究生、法律心理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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