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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跨学科是指超过一个学科范围的研究活动 [5]，能够实现两个

以上不同学科的整合，促进学科之间方法论的共通和人才培养的

整合 [6]。随着交叉学科实践研究的不断增加，对跨学科的研究已

经从定性的探讨逐步走向了定量的研究 [7]。在交通领域，学者们

提出应重视跨学科教育，以培养复合型交通人才 [8]。王强 [9]等人

构建了新工科背景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体系；

史磊 [10]提出具有学科交叉特征的交通安全心理学实验课程设计，

对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协同创新能力具有积极作用；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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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1]等人探讨了学科交叉融合驱动下的水路交通领域高层次人才

培养改革创新。

为此，本文以福州大学交通专业研究生为例，通过问卷法、

实验法和访谈法充分收集学生对于人因学和交通心理学结合的主

观感受和建议，为交通研究生教育改革提出更好的方案。

二、方法

本文以福州大学交通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为主要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法 [12]、实验法和访谈法 [13]以分析现状、剖析不足、探

引言

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模式正在从单学科“孤军奋战”转变为交叉学科“联合作战”[1]，跨学科创新逐渐成为创新的主要方式 [2]。人因

学是一门以心理学、生理学、人体测量等多学科的科学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3]，交通中的人因分析主要是对人的生理、

心理等特性进行分析 [4]。为促进人因学、交通、心理学学科交叉融合，培养跨学科创新型人才，将人因学融入交通心理学课程的可行性

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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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成因，针对性地为人因学更好地融入交通心理学的探索提供 

路径。

（一）问卷调查法

本文从人口学变量、现状调查两个模块来进行问卷的编制。

人口学模块主要是关于性别、年级等方面的内容，共7题。现状

调查模块主要是关于人因学与交通心理学结合的相关问题，共

17题。

为保证问卷的可靠性，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本文

采 用 Cronbach α系 数 来 进 行 信 度 分 析 [14]，Cronbach α系 数

为0.815， 故具有较好的信度；采用 KMO来衡量效度 [15]， 为

0.789，且显著性检验的 p值小于0.05，故具有较高的效度。

（二）实验法

从填写问卷的三个年级的在读研究生中各招募5名被试（共

15名）进行驾驶模拟实验。目的是让学生感受人因学与交通心理

学的密切性，评估驾驶模拟实验对人因学融入交通心理学的帮助

程度。

（三）访谈法

在实验结束后对15名被试进行单独访谈，访谈内容有关人因

学融入交通心理学的教学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三、分析

（一）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1.概况

本次研究共回收问卷120份。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

所示：

表1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73 60.83%

女 47 39.17%

年级

准研究生 30 25.00%

研一 20 16.67%

研二 20 16.67%

研三 20 16.67%

毕业生 30 25.00%

2.对人因学的了解情况、兴趣程度和态度调查情况

福州大学交通专业研究生开设了交通心理学课程，但是并没

有开设和人因学相关的课程。在调查问卷中，74.17%的被试都

认为交通领域内人的因素相较于其他因素较重要。大多数被试都

不太了解人因学，仅7.50%的学生比较了解，但绝大部分学生对

人因学感兴趣。83%的被试对将人因学融入交通专业相关课程持

支持态度，但是不会主动学习，因此将人因学融入课程是有必

要的。

 > 图1“您认为在交通中哪个因素比较重要？”调查结果统计图

3.人因学融入交通心理学现状调查情况

87.50%的学生认为交通心理学课上不太重视人因学的教学，

仅12.50%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视。而对于交通心理学课程是否涉及

人因学相关知识来说，14.17%的学生认为比较多，40.83%学生认

为一般，30.83%学生认为不太涉及。而人因学的教学频次和丰富

程度上，少部分同学认为课上人因学的涉及较为频繁和丰富，多

数人认为涉及频次较少，内容一般丰富。

授课形式分为课本、PPT、视频等案例分析、实验法等形

式。通过问卷得知，在交通心理学课上，老师授课的形式主要是

通过 PPT的形式。对学生们来说，实验法是最受欢迎的教学方

式，其次是视频等案例分析。

（二）访谈结果分析

1.驾驶模拟实验访谈结果分析

对于驾驶模拟实验，大多数学生认为其能够模拟真实的道路

场景，且较为安全，也有少数学生认为驾驶模拟器相对于真实小

汽车来说过于灵敏。多数学生认为增加驾驶模拟实验来促进人因

学与交通心理学的学习是有帮助的，能够帮助更好地掌握相关理

论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为人因学和交通心理学学科交叉的研究

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因此，大多数学生都希望老师能够新增实

验法作为一种教学方式。

2.对人因学融入交通心理学及其教学的建议和意见

将人因学融入交通心理学，学生们都持支持的态度。而在人

因学融入交通心理学的教学方面，学生们表示相关内容零散、缺

乏系统性，授课方式单一，太注重理论教学。为此学生建议增加

实践环节、多样化教学形式，希望有机会和人因学专业的老师进

行交流讨论。

四、结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实验法和访谈法，以福州大学交通专业

的硕士研究生为对象，基于学科交叉的新工科背景下，首先对人

因学融入交通心理学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了人因学融入交通

心理学的相关问题；其次选取部分学生进行了驾驶模拟实验和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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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使其感受驾驶模拟实验并调查人因学融入交通心理学现状的

想法。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

（1）虽然大多数学生对人因学不太了解，但都认为人因学和

交通心理学关系十分密切，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充满兴趣。

（2）大部分学生认为交通心理学的课堂上不够重视人因学相

关知识的传授，因此应增加人因学的讲授频次、内容丰富性和教

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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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部分同学希望实验法成为人因学融入交通心理学的学

习过程中一种新的方式，故建议未来增设实验法作为一种新的教

学方式。

（4）在人因学融入交通心理学的教学现状上，学生们表示相

关内容零散、缺乏系统性，授课方式单一。应逐步完善人因学融

入交通心理学的机制体制，不断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增加实验

法等丰富教学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