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届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国

旗纠纷

第 届 阿姆斯特丹奥运会风波

导致文化部部长辞职

第 届 罗 马奥运会 的兴奋剂

死亡事件

第 届东京奥运会足球外围

赛惨案

第 届 墨西哥奥运会开幕式

前的血战

第 届慕尼黑奥运会的恐怖事

件

第 届蒙特利尔奥运会非洲

集体抵制事件

第 届 汉城奥运 会前航班爆

炸的阴影

第 届 巴塞罗那奥运会前的

大火敲响警钟

第 届亚特兰大奥运会公园爆

炸案
。

这些都是历届奥运会的突发事

件
,

那么
,

怎么预防和应对第 届北

京奥运会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呢

犯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

在即
,

北京市政府在硬件建设方面的

成效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和赞

许
,

但是
,

奥运会期间民众的健康文

明行为能否保障大会的圆满成功
,

也

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
。

奥运安全与民众行为

和谐奥运首先在 于参与奥运

的人 包括 管理者
、

运动 员和 广

大观 众 的心理行为和谐
。

民众

的健康行为应该是保障奥运安全

的重要方面
,

根据 民众心理行为

规律来调整管理对策
,

这是奥运

成功举办的关键问题之一
。

近年来
,

北京市政府在各个

领域相继建立 了应急管理系统
,

为保 障社 会 安 全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但是
,

由于应急管理体系主

要按政府职能部 门归 口 管理
,

各

部 门 的 通 信平 台 尚缺 乏 统 一 标

准
,

自成体系
,

无 法 实 现互联互

通
,

这样
,

在关键时刻往往难 以

发挥作用
,

这也是世界各国应急

管理系统存在的共性问题
。

奥运安全确实涉及 天气
、

食

月月 生命世界



品
、

植物
、

水 电
、

交通
、

赛场等

诸多环境 问题
,

我们需要 采取多

种措施来预 防不测事件的发生
,

但是
,

所有这些事件 的预 防以及

一旦 发生 的应对都涉及到对于 系

统 中人 的心理行为的预测
、

识别

与引导
。

与奥运 安全有关的 民众行 为

有 道路交通 安全与民众心理行

为
、

赛 场 的 群 体 行 为 与应 急 管

理
、

国际交流与文化 冲突和突发

事件中的领导决策与应对
。

道路交通安全与民众心理行为

年第 届亚特兰大奥运会
,

交

通无序让观看 比赛的观众吃苦不

少
。

组委会采取了一种
“

接力
”

方

式
,

即通过市中心的一个巴士中转

站
,

运送观众往市中心以外的各分

赛场
。

由于车辆通过频率低
,

观众

在路上通常需要花两个多小时
,

极

大地干扰了比赛进程
。

为 了确保奥运 安 全
,

北 京市

试行单双号 限行 和交通 文 明规则

教 育
,

以 保 证 比赛期 间 畅 通 无

阻
,

是非常必要 和行之有效 的
。

根据悉尼 奥运会 的成功经验
,

把

心理学有关道路安全 的成果运用

于交通管制人员
、

行人和驾驶人

员 的心理行为培训
,

也是改善道

路管理的有效方法
。

目前
,

中国科学院 已将澳大

利亚用 于奥运会道路安全管理 的

全套培训手册 翻译成 中文
,

并进

行 了修订
,

总计 个课件
,

可 以

提供给北京市交管部门交通 民警

和广大市 民学习和培训
,

也可 以

为北京宣传媒体提供宣传资料
,

这些资料更加符合受众的心理需

求
,

可为改善奥运道路交通提供

服务
。

心理学家建议 针对历届奥运

期间道路交通 出现 的各种 问题
,

口 , 门‘ 洲 、

在交管人 员 中进行开展交通管理

心理学培训 此外
,

通过北京电

视 台
、

北 京交通 台和北 京报刊
,

配合市 民交通规则
、

文 明驾驶 和

行走 的公益性宣传教育
,

普及文

明行为的心理学知识
,

营造和谐

文 明道路氛围
,

为改善奥运期间

的交通状况服务
。

赛场 的群体行 为 与应 急管理

从历届 奥运 会来看
,

这类事件主

要涉及输赢问题
。

从普通 观众的

一般社会知觉来讲
,

他们对 己方

和对方运 动员带有 明显偏见
。

对

这种情况仅仅采用瞥方制约是不

够的
,

应加人科学 的心理行为辅

导
,

培养观众的理性思维习惯
,

以达到有效预防冲突的 目的
。

从心 理学角度来看
,

影响赛

场观战行为的心理 因素主要包括

从众心理
、

交往 中的心理倾向
、

团体声誉
、

面子效应等
。

心理学家建议 通过奥运赛场

可能发 生 的冲突预兆进行分析
,

根据运 动员
、

场馆人员
、

防暴人

员 和普通 观众的行为特征
,

编制

各种应急预案
,

开展针对性心理

健康教育
,

培养普通观众健康的

心态
,

预 防不测事件的发生
,

一

旦有意外情况
,

能理性地应对
,

把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
。

国际交流与文化冲突 奥林匹

克是全世界共同的盛会
,

文化差

异是我们举办奥运会务必关心 和

应对的关键问题
,

这是促进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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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奖国
、

法国
、

巴西
、

韩

国
、

波兰
、

波利维亚
、

纳米比

亚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运

动员
、

教练员在北京志愿服务

标识旁写下了自己祝福北京奥

运
、

向往微笑北京的文字
,

不同

语盲
、

不同字体
、

不同风格的文

字与北京奥运志愿服务标识融

合在一起
,

表达了每个人对北京

奥运会的期盼和对北京志愿者

的真诚赞许
。

增进相互 了解
,

倡导相互尊

预防冲突
,

和谐相处
。

训重

突发事件的领导决策与应对

理解与和谐交流 的基础
。

年

第 届 伦敦奥运 会规定
,

各代表

团在开幕式上通过英国国王爱德

华七世观礼台前
,

要将旗帜下垂

以示致敬
,

引起 了一些 纠纷
。

此

外
,

美国
、

瑞典代表团发现会场

没有悬挂他们的国旗
,

向组委会

提出抗议
,

而担任美国旗手的美

籍爱尔兰人不愿 向爱德华七世致

敬
,

引起骚动
。

所 以
,

大会 的任

何安排必须充分考虑各国的文化

和习俗的差异
。

文化差异是成功举办奥运务必

应对的关键问题
,

让奥林匹克进社

区
,

可以为相关志愿人员提供有关

文化差异及适应的心理辅导
。

我们

与欧洲心理学家合作编制的跨文化

心理行为诊断问卷和培训手册
,

可

以帮助各国运动员了解各国文化的

差异
,

同时帮助我国志愿者
、

管理

人员和社区民众为外国朋友提供更

好的差异服务
。

心 理学家建议 对 于奥运 志

愿人员
、

社 区工作人员和旅游服

务人员进行针对性文化差异及心

理应对策略的教育培训
,

同时
,

开 展 不 同文 化 背 景
、

不 同种 族

人员的心理测验和合作性 团队培

奥运 也 可能会成为各种政治

力量对抗的场所
,

我们对于突发

事件的领导决策与应对是非常必

要 的
。

年第 届慕 尼 黑 奥

运会
,

名以色列运 动员和教练

员被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绑架并杀

害
。

一些敌对势力
、

政治派别可

能利用奥运举办进行恐怖活动
。

年第 届亚特兰大奥运会
,

奥林匹克公园的爆炸导致两人死

亡
,

上百人受伤
。

作为东道 主
,

我们应该从各

个方面做好准备
,

将各类突发事

件 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

但即便如

此
,

还是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来应对临场突发事件
。

保证有全

面的监控
,

有处理 问题 的人 和渠

道
,

还有尽快拿出可行性处理意

见 的办事程序
。

这类突发事件主

奥运志愿者文化差异测查 表的维度

文化的移情作用 测量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感情
、

思想和行为

的移情能力
。

思维开放性 涉及到面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文化规范和价值观时开放和无

偏见的态度
。

情绪稳定性 测 在压力情景下继续保持镇定的行为和倾向
。

灵活性 涉及在外国文化背景下不同或更受限制的环境中个体调整行为策

略的倾向和能力
。

女往主动性 在社会女往的情景中 倾向于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采取主

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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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自杀
、

突 发性

的意外事故
、

性

侵犯或其它 方 面

的侵害
、

抢 劫
、

劫持事件 等
。

可

以通 过 虚 拟 现 实

等认知实验 室 技

术
,

探 索领 导 者

团体决 策特 征
,

在模 拟 实验 中记

录群 体决策形 成

的 动 态 过 程
,

探

讨领 导 者 风格类

型
、

决 策 群 体构

成 和信 息 共享 程

度 等 因素对 团体

危 机 决 策有 效 性

的影 响
,

获得危机情境下团 体决

策模 型
。

同时
,

采用群体研讨的

技 术平台对危机决策的文本资料

进行进 一 步的质性分析
,

应 对这

类突发事件
。

心 理学家建议 建立北 京

区县 民 众心 态调查 网络
,

及时提

供北 京 市民心理行 为状 况 的调 查

结 果
,

为 领 导 决 策提 供 预 测 依

据
。

开展高层领 导决策会商培训

和反恐人 员 的心理训练
,

提高应

急反应能力
。

作者简介

时勘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

员
,

博士 生导师
,

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 院

管理学院副院长
,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

会长

责编 潘亚 文 胡艳

要 涉 及 自然 灾 害
、

恐 怖 攻 击

等突发 性传染性疾病
、

员

总体建议

第一
,

成立北京奥运应急评估与咨询专家小组
。

由 年北京奥运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中心牵头实施
,

组织北京奥运应急评估专家小组 奥组委
、

北京市应急

办
、

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专家以及本次会议参会多学科专家
。

专家组定期进行会商
,

为政府提供综合性咨询意见
。

第二
,

实施安全评估和民众文明行为调查与应对
。

主要针对奥运期间可能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时影响奥运场馆内外安全问题的核心要素进行问卷设计
。

调查分为两个方

面
,

一方面为奥运场馆应急管理
、

应急能力评估
,

可以从城市生命线
、

天气
、

植物
、

交通
、

食品
、

民众心理行为等多方

面设计
,

分别于今年底一一最迟 年 月底前后进行
,

以利于及早准确摸清各场馆 包括新建和改造的 应急情景的实

况
,

提升各比赛场馆的应急能力
。

另一方面
,

针对赛场外的环境
、

北京市民的文明行为和奥运意识
,

开展 区县的民众

心理行为的抽样调查
,

及时为市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

使量化的应急评估成为可能
。

其评估系统指标
,

力争与中国科学院

社会安全时空祸合预警与决策平台对接
。

第三
,

成立奥运专家宣讲团
,

编辑系列奥运安全科普宣传材料
。

针对奥运期间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和市民文明行为的问题
,

编制奥运安全科学普及教材和宜传材料 北

京科协科普系统为此专门立项
,

充分利用北京市多渠道媒体
,

进行符合民众心理铸求的宣传活动
、

系列专家讲座 以

提高民众的素质
,

促进和谐奥运
。

同时
,

针对高层管理者危机决策
、

反恐防攀人员
、

交管人员
、

场管人员
、

社区服务人

员的危机应对和跨文化沟通
,

开设针对性的培训班
,

与目前进行的专业人员训练结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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