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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史上的76个经典故事》

内容概要

目前，社会竞争激烈，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每人都处于一种紧张的工作学习状态。如何放松心情，如
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保持心理健康，这就需要我们关心心理学的一些知识，了解人的一些心理现象
。　　本书由76个经典故事组成　　人有没有灵魂?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世界上先有精神还是先有
物质?灵魂和肉体能否分离?梦和神灵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人类有智愚之别?人可以貌相吗?自从人类有了
自觉或者说自从人类成为人类以后，作为主体的人，便产生了诸如此类的困惑。随着社会的发展，这
些问题越来越困扰着人们，早日揭开自身思维的神秘面纱，成了人类的强烈渴望。　　2600多年前，
古埃及国王萨姆提克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心理实验。从此，人们对心理世界的探索进入到一个实
质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讲，征服心灵世界比征服物质世界要困难得多。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既留下
了诸如泰勒斯、希波克拉底、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洛克、贝克莱、康德、穆勒
、韦伯、冯特、詹姆斯、弗洛伊德、巴甫洛夫、皮亚杰、罗杰斯、斯金纳等思想大师和文化巨匠的足
迹，也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心理学工作者的汗水。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努力，一个个心理世界的
谜底和面纱被揭开，为人类的未来发展展示了更加美好的前景。同时，他们对人类心理世界的探索过
程，也构成了一个个引入入胜的心理学故事。本书就是将这些故事讲给读者听，引领读者进入神秘的
心理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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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史上的76个经典故事》

书籍目录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心理实验磁石也有灵魂？精神失常是魔鬼附体吗？知识来自于我们自身概念永生不
死灵与肉不可分离我思故我在庄周梦蝶，抑或蝶梦庄周神奇的梅斯梅尔疗法人可以貌相？眼睛可否聆
听音乐富人和穷人同时得到1英镑的感觉狗是如何变疯的被小鹅当作母亲的动物学家我们为谁而学习
“囚犯二难”游戏屈从多数得寸进尺假病人与真医生社会投机潜势猩猩如何学会应付考试一只母鸡的
思想功能性粘滞愈加坚定的错误信仰有趣的工作绅士看守温文尔雅的刽子手旁观者效应多伊奇游戏冲
突解决漂亮女人也温柔？复明后的盲人世界颠倒的世界眼睛是某种相机？眼见为实？错觉是怎样产生
的昨日已然再现如何看见物体外形运动知觉丧失双眼差异对深度的表达格式塔定律饥饿的驱动力应激
状态下的情绪反应认知对情绪激励的影响人类将被机器人征服？思维不是串行处理器精神病动物和精
神病人的脱敏疗法如果你能改变思想说服的说服力自恋与自恋型人格障碍自卑与自信的心理转换人死
灵魂何往大脑的功能解密诺曼底登陆的心理学决策合群是人的天性注意的心理品质弱者，你的名字是
女人十二层被褥下的一颗豌豆他为什么总是冯红灯皮格马利翁效应奖惩的适度原则日有所思，夜有所
梦？寻找记忆的胶片兴趣是成功之母我自信，我成功走过独木桥母亲的怀抱霍桑实验习得无助偏差的
记忆苹果的两种分法两只小猴的不同命运你对自己生命的主宰权巴纳姆效应百枚铜钱与神相约被人相
信是一种幸福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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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史上的76个经典故事》

章节摘录

　　精神失常是魔鬼附体吗?　　他说，所有的疾病都不是神灵的作用，而是有其自然的原因。　　古
代的某一天，一位精神病患者被高高地吊在古希腊雅典市政广场的一根立柱上，几个巫医正在对他施
以种种酷刑。广场上观者如潮，人头攒动。患者撕心裂肺的呼叫声不仅没有招来他们的同情，反而激
起他们更大的痛骂声。原来，古希腊人认为精神紊乱或精神失常的人是由于魔鬼附体，对患者动刑实
际上是对魔鬼动刑。因此，很多精神病患者就这样被折磨而死甚至被活活烧死。　　无独有偶，在我
国民间也有人认为精神失常或精神紊乱是由于魔鬼附体的结果。所以，在病人发作期间，往往请和尚
、道士烧符念经，驱鬼辟邪。小孩子夜里出门摔着、吓着了，半夜睡觉说胡话，家长也以为是中了邪
，丢了魂，不管时间有多晚，也一定要打上灯笼去给孩子“招魂”。　　古希腊哲学家希波克拉底则
坚决反对精神失常是由于魔鬼附体。他认为，人的精神因素包括快乐、喜悦、欢笑和玩笑，以及悲伤
、痛苦、哀伤和眼泪来自大脑，而且只来自大脑，有的人精神失常、情绪紊乱是由于大脑受伤的结果
，和魔鬼或神灵无关。因此，希波克拉底多次勇敢地走向广场，不顾有神论者和巫医们的极力诋毁和
诽谤，将好几个无辜的精神病人解救了下来。　　希波克拉底最大的贡献是把医学从宗教和迷信当中
分离出来。他说，所有的疾病都不是神灵的作用，而是有其自然的原因。按照这个理解，他教导人们
说，大多数病人的肉体和精神疾病都有其生化基础。虽然他还无法解释清楚这个“生化”基础，但就
他所处的时代而言，能够把人的疾病和人自己的肉体相联系，而不是从神灵或上帝那里找原因，已经
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Page 4



《心理学史上的76个经典故事》

精彩短评

1、要么你去驾驶生命，要么是生命驾驶你。你的心态决定谁是坐骑，谁是骑师。
2、第二孩子比第一个更不易依赖人。
3、还行。比较通俗易懂的心理学科普读物。
4、没什么意思
5、2009.12
6、囚犯二难游戏有点意思
7、浅显易懂，就是封面太丑。
8、通俗易懂，随便翻翻就看完了
9、故事过去简单。阐述的观点不够明确
10、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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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史上的76个经典故事》

章节试读

1、《心理学史上的76个经典故事》的笔记-第304页

        &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1、第一次心理实验：埃及国王萨姆提克为了验证埃及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民族。
2、希波克拉底，认为所有疾病都不是神灵的作用，有其自然原因。其最大的贡献是把医学从宗教和
迷信中分离出来。
3、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通过提问题，引导弟子自己一步一步地发现真理。他认为只是存在于
我们自身，只需要我们通过正确的推理就可发现观点。
4、柏拉图。唯心主义者。认为肉体是腐朽堕落的，灵魂是不可沾污的，是纯洁的。欲望和饥饿是麻
烦和罪恶的源泉，而哲学的苦行生活是通往至善的道路。
5、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的高足，认为灵魂无法摆脱肉体而单独存在。
6、梅斯梅尔疗法：暗示是其魔力之源。
7、俄国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
8、印刻，是动物的一种生存本能，发生于生命诞生初期，不同的动物，其时间有区别。
9、行为主义：斯金纳；人本主义：卡尔.罗杰斯。
10、依从---屈服于实际或想象的压力而与本集团成员中大多数人保持观点的一致性的倾向。
11、认同较小请求的人往往将自己看做是一个乐于助人或乐善好施者，而这种自我感觉使其在下一次
要求更多的情况下人愿意提供帮助。（《影响力》：人又承诺与保持一致的倾向）
12、在生活中，一旦认定某人具有某种行为特征，那么，在人们眼中，他的一切行为就都具有了这类
特征。（中国古代寓言“疑人偷斧”）
13、社会投机潜势：指人们在集体中不发挥最大能力的倾向，除非自己所作的贡献能够让人一目了然
地分辨出来并得到认可。（设置团体奖项和个人奖项？）
14、按照心理学术语，感悟式学习能进行“积极传递”。（猩猩应付考试实验）
15、功能性粘滞：如果认定某种物体具有专门用途，人们就很难看出它还有其他用途。
   （think out of the box )
16、旁观者效应：不是在于旁观者的“病态人格”，而是在于旁观者对观察者的反应。
17、归因现象。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对实际的刺激产生反应，而是对我们认为引起这些现象的愿意原因产生反应。
   原因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人们习惯于将顺利归因于内部原因，而将不顺利归因于外部原因。
18、格式塔定律：感知原理。
     闭合律：我们在审视一个熟悉或连贯的东西时，如果某个部分缺失了，我们则会下意识地把它加上
去，并以最简单和最优秀的格式塔对它进行感知。
     尺寸衡定律：一个已知尺寸的物体，拿到远处去的话，会给视网膜留下较小的图像，但我们感知到
的却是它的真实大小。
19、思维不是串行处理器，而是可以同时进行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索，一种是有意识的，另外是无意
识的。
20、精神病的“脱敏疗法”。主要是消除个体对于某种因素过于敏感而产生的不良行为表现。
     沃尔普  发现如果在病人身上诱发出一种近乎昏迷的状态，并通过联想式的培训使病人的愉快感觉
与引发恐惧的刺激联系起来，然后克服恐惧，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但如果这种恐惧来自生活中
的真实危险，则不起作用。
21、两千多年，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说：困惑人们的不是事物，而是看待事物的方式。
    你在很大程度到感受的是你的思想，如果你能改变你的思想，你就可以改变感受。（改变思想，换
个角度看问题）
22、自恋：一种心理上将兴趣集中在自身的注意力。  关注自我，自我欣赏式的自恋是健康的自恋，对
于一个人的情感发育和增长具有总要作用。
   自恋性人格障碍：self-centered.
     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中谈到：自恋有两种：原始性自恋和继发性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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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史上的76个经典故事》

   原始自恋是一种未区分的精神能量，一开始投射在自我和母亲身上，将母亲和自己当做一体来爱，
爱母亲就是爱自己。随着孩子长大，逐渐意识到自己和母亲是两个个体，原始自恋进一步转化为对自
己的爱和一种有别于自己的客体的爱。但是一旦投向别的客体的爱受到挫折，这种朝向外的爱就会折
回到自我，假如这种挫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人就会失去爱别人的动力，只能爱自己，只能从自
我欣赏和自我迷醉中得到满足。
23、自卑与自信的转换
    当厄运快要扼住你的喉咙的时候，你选择了自卑和屈服，就等于选择了100%的失败，你选择了自信
和抗争，可能就争取到了那0.01%的希望。原来自信和自卑只有一步之遥。
     个体心理学创始人，人本心理主义哲学家和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之称的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
。对“自卑”进行研究。
      他认为，自卑并不是坏事，相反，他认为软弱、无能、绝望和自卑的情感及其他由弱者变成强者的
强烈愿望。他称这种机制为“心理补偿机制”。
      一个人的缺陷感越大，自卑感越重，就会越敏感，个体寻求补偿的愿望也就越迫切。
      当正常的自卑感发展为“自卑情结”时则会成为正常生活和发展的一种障碍。
23、弗洛伊德“心理动力理论”本我，自我，超我。
    自我调节这本我与超我，当本我与超我差距越大，其人格扭曲也就越大，必然使得本我通过某种途
径来减轻这种痛苦。
24、合群是人的天性。恐惧是引起合群的主要原因。
25、注意：是心里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指向性和集中性是注意的两大特征。注意的广度、
稳定性，注意的分配，注意的转移。
26、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莎士比亚。
   文化和社会因素在促成性别角色分化上有重要作用。
    婴儿性别主要由男性决定。人都有23对染色体，第23条染色体决定着人的性别。女性为XX，男性
为XY。母亲提供X染色体，父亲提供的染色体决定婴儿性别。
27、皮革马利翁效应（罗森塔尔效应）：期望。
28、心理学上说奖励的本质就是强化。强化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
     强化疗法：操作条件法。分为正强化、负强化、正惩罚和负惩罚。
     正强化是给予好的刺激。负强化是去掉一个坏的刺激，从而引发好的行为的出现而建立。如减刑。
正惩罚，施加一个坏的刺激。负处罚。是去掉一个好的刺激，当不适当的行为出现时，不再给予原有
的奖励。
     心理学家实验证明，来自外部的报酬会削弱一个人的内在动力。将兴趣转化为一种工作，反而会使
兴趣下降，而来自外部的诱因消失，工作效率会直线下降。因大力提倡精神奖励。
29、人的记忆分为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30、一位哲人说：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
  一位伟人说：要么你去驾驭生命，要么让生命来驾驭你，你的心态决定谁是坐骑，谁是骑师。
31、习得无助：学习而来的无能为力。
     多次遭遇失败后，表现出来的怀疑、否定、沮丧的态度和遇到挫折就退缩、放弃的现象。
32、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人老师。（苹果的两种分法，两种不同的人生）
33、长期处在紧张忧郁的状态会使人的机体状态受到影响。
    学会给自己的心灵一个放松、别让太多的忧郁、太多的烦恼、太多的失落，太多的凄苦来占据我们
脆弱的心灵。
34、巴纳姆效应：人们常常以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心理
上将这一现象称作“巴纳姆现象”。
24、一个人能被他人相信是一种幸福，而他人在绝望时想起和相信你会给予拯救，对于你来说，更是
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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