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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心理学》

内容概要

《交流心理学》在探索和研究交流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交流的心理基础和
心理机制，从更深的心理层面认识和运用具有实用价值的人际交流策略和方法，系统地介绍交流心理
学的本质与功能，以及人际交流的心理前提、心理特征、心理倾向、心理定势、心理表现、心理沟通
、心理影响和交流过程中的问题。并就现实中的家庭交流、职业场所交流、面试应聘和公共演讲等方
面的交流心理学的应用问题进行探讨，以帮助人们认识有效交流在个人成长和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意义
，了解交流心理学的本质和要求，掌握一些有效交流和沟通的策略和方法，提高适应社会和成功发展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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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交流心理学概述　　第一节　交流的时代特征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麦基翁指出，未
来的历史学家在记载我们这代人言行的时候，恐怕难免会发现我们时代专注于交流的盛况，并将它置
于历史的显著地位。其实交流并不是在当代新发现的问题，而是现在流行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
，我们时常用它来解释一切问题。当代人如此热衷于交流绝非偶然因素所致，而是当代社会四大趋势
汇合的反映。　　一、人们对文化、团体和个人之间差异的宽容明显增强　　我们所说的文化差异主
要体现为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曾几何时，人们对他国和地区的政治抉择、意识形态
采取势不两立的态度，而今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交往早已延伸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有
交往就有渗透，这种实质上的融合又会促进人们在态度上的宽容。中国的“一国两制”是文化宽容的
最好例证，我们不仅在一国范围内实现了两种制度的并存，而且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还直接
从香港特区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人才担任国务院部委的领导，如香港的史美伦女士和梁定邦先
生就分别担任了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和顾问。尽管“海归派”与本土文化的接轨还需要一个磨合过程
，但是相互宽容本身一定会加快相互的适应。　　同样的宽容也体现在人际关系领域。人们结交的朋
友中有些可能是与自己在观念上大相径庭者，虽然俗话说“物以类聚”，但是交流心理学的研究结果
却发现，每个人都确实会有几个与自己想法迥然相异的好友。整个世界都在增进宽容，我们当然也要
学会接纳各执己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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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心理学》

精彩短评

1、在购书中心我爱的那格柜子里...

某些段落写得人血脉沸腾...越看越觉得坑人血汗钱...
2、能够教人如何去与别人交流。
3、帮同学买的，他说不错！
4、这本书还是不错的，建议专业人士看一看
5、内容太学术了，不是专业人员不太合适，枯燥。
6、书不错 有空可以看看
7、看过已忘记
8、还没有看  要找老师一起吧
9、教科书式的理论，但是有一点我很庆幸自己看到了，就是自我感知的过程中会对信息进行删除、
变形、归纳，之所以接受不了别人的信息或者是事后觉得对，是因为自己潜意思就曲解了别人的意思
。
10、觉得还挺好的，告诉读者在交流沟通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11、这是属于系统性的入门级读物。偏见是不管对交流效果或是创意的产生都有不小的影响。每一本
心理学相关书籍都是一次对自己自我防御机制和内倾型人格的加强，不知会不会成为永远的标签。
12、书讲的很专业，完全需要自己去认真，细心的理解，如果理论结合实际，我想你会有意想不到的
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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