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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心理学》

内容概要

本书整合了哲学、认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科学心理学和艺术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概
念理论、思想方法与实证方法，深入全面地介绍了千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人类知识世界的探讨成果；结
合当代知识创新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新进展，基于科学人文内在统一的大知识观坐标，对人类知识
的结构类型、生成机制、传播方式、转化途径、进化规律、心脑系统的知识化重构逻辑、学习主体成
才创造之知识策略、社会组织及国家关于自主创新工程的战略设计与思想路径等多元内容，进行了多
学科层面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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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峻，1958年生。杭州师范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科学技术
哲学、艺术认知心理学及符号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主持完成了国际基金项目“认知的双元解码与意象
形式”、国家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心身关系与进化动力论”及教育部科研规划项目“创造性
想象与推理的脑电特征、心理表征结构、认知发展层级及思维教育的应用创新研究”等多项课题。
是1995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994年
获“首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6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发
展论坛”论文一等奖，并多次获省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优秀成果奖。迄今在一级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18篇，出版专著6部。

Page 3



《知识心理学》

书籍目录

致读者第一章  当代知识论    第一节  定义大观：知识的特性是什么    第二节  知识的分类与构成    第三
节  知识生成论    第四节  知识传播观    第五节  价值转化论    第六节  当代知识发展规律与自主创新的路
径第二章  知识内化论    第一节  表象生成与感性塑造    第二节  经验的历时空建构    第三节  感性一知性
学习：镜像体验与知识内化    第四节  概象化合与知性塑造    第五节  内外世界的规则范式廓出方式    第
六节  科学文化对人类思维与行为的变构影响第三章  本体价值力量打造论    第一节  有序构筑三级精神
平台    第二节  素质与能力之互动互补建构方式    第三节  精神世界生成的主体性产品    第四节  内外世
界的对称创变与认知错位    第五节  量子学争论所蕴含的深刻启示    ——兼论思想坐标对学术创新的重
要影响第四章  对象化价值产品创造论    第一节  透视高阶客观性智慧的创新产物    第二节  广义的学习
行为及对象化产物    第三节  爱情对象所折射的主体审美品格    第四节  艺术作品及鉴赏对象所折射的
主体价值    第五节  科技活动所传递的主体知识能力价值    第六节  宗教文化所寄托的人类情感与意象
价值    第七节  伦理之风与自然之韵所洋溢的人性爱心与诗意光辉    第八节  语言魅力所映射的人格智
慧光泽    第九节  文学世界所转化的价值“黄金律”    第十节  天才遭遇多元时空的新“马太效应”    第
十一节  主体身心价值的代际转移及生育文化传承方式第五章  心脑进化论    第一节  心脑进化的内容与
形式    第二节  多维时空文化的三元内在表征    第三节  历时空的信息摄取及人的感性进化方式    第四节
 共时空的知识整合与思维进化方式    第五节  超时空的理念统摄与人格意识之进化方式    第六节  内在
审美的“心眼”与虚拟认知的“心机”    第七节  心理活动的神经生物学世界观    第八节  心智进化与
思维腾飞的新动力第六章  英才塑造论    第一节  面向知识创新的内功修炼    第二节  学科创新——贯通
知识创新与教育创新的思想阶梯    第三节  大中小学的教学创新    第四节  打造人才创造性思维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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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整合了哲学、认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科学心理学和艺术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概
念理论、思想方法与实证方法，深入全面地介绍了千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人类知识世界的探讨成果；结
合当代知识创新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新进展，基于科学人文内在统一的大知识观坐标，对人类知识
的结构类型、生成机制、传播方式、转化途径、进化规律、心脑系统的知识化重构逻辑、学习主体成
才创造之知识策略、社会组织及国家关于自主创新工程的战略设计与思想路径等多元内容，进行了多
学科层面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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