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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心理学研究的本质、内容、科学方法和社会意义，它以深入浅出、充满睿智的论述去纠正
人们对心理学的误解，帮助读者了解心理学的真相。可以说它是一本引导“消费者”认识心理学“文
化产品”的指南，故定名为《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本书对揭开人们对心理学之误解的面纱做了很大的贡献，让读者看清心理学的真面目。强力推荐这本
书给所有想知道心理学是怎么样一回事以及心理学知识是如何累积起来的读者。它指出心理学虽是一
门新兴的科学，但是却拥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因此人们对它的误解也很深，以为对心理学研究所
累积的知识，可以不用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及评价。
本书则告诉我们，判定心理学知识的好坏，是和其他的科学一样，一定要用“科学”的标准。书中用
了许多精彩的例子说明这些标准是什么，以及要如何用之来分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知识与迷域大众的
伪科学心理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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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精彩短评

1、超级棒！超级棒！超级棒！
与其说是心理学扫盲书籍，不如说是科学扫盲书籍：如何鉴别科学/伪科学。
书中对科学的认真专业让人击节赞叹，拍手称快。
在“人人都是心理学家”的时代，在媒体甚喧尘上娱乐至死的年代，有人清醒且坚持科学精神，这是
怎样的一种励志。
世界吊诡的地方在于，有专业意见的人不敢妄断，而无能“专家”言之凿凿。
所以，“多谢世间险恶，才显得你们分外难得”。
2、区别伪科学与心理学的方法在此。
3、绝对不可以光看书名，虽然主要是说心理学，可是也论述了许多，思维，方法论，思考误区，非
常棒！
4、/20160215/   看完才知道《对伪心理学说不》是此书的第八版，以后再看时，便直接看第八版了。
后及，现在新版叫《这才是心理学》人民邮电，已标记。
5、（有些地方的翻译有点繁琐）   同行评审制、可证伪性、操作性定义、证据集中、概率性结论
6、翻译实在太晦涩，希望看看另一个版本的
7、人人都该学点心理学 还有概率知识 hoho
8、第一次知道了 可证伪性。一步一步走进COGNITIVE SCIENCE.
9、可证伪性、概率推理（人类认知死穴）、相关不代表因果⋯⋯这些概念很实用。
10、和老弗爷挥手再见
11、对科普心理学很有帮助！
12、非常好的心理学入门书。心理学与生活那本太厚了
13、读的版本名字叫《这才是心理学》，讲的是怎么样才能算科学，为什么心理学是一门科学。
14、心理学的入门书籍，心理学专业同学推荐的。还是看不懂
15、一版一个译名，真是醉醉的⋯⋯
16、其实和心理学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讲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15.12.1
17、略受启发 
18、这才是真正的心理学，拒绝伪科学！
19、告诉你什么是“科学”
20、自己的第一本心理学课外读物，对我影响很大，作为女生喜欢各种占卜、星座，自从看完这本书
取关了各种星座的微博，也因为这本书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路！虽然是讲科学方法论的，但是并不
枯燥，各种生活例子很生动的诠释了作者的观点！虽然已经读完快一个月了，但是回想起来依然有如
沐春风的感觉！
21、不得不说，由于媒体的宣传和市场上充斥大量伪心理学书籍，使得大众对心理学普遍有一种抵触
甚至是鄙视的情绪。这本书正是来纠正人们对心理学的误解，从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讲起，并且介绍心
理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试图让人们了解真正的心理学与我们认识的“心理学”的差距。
22、带有怨妇感的一本介绍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科普图书。
23、读此书，增强判断力，对媒体的喋喋不休和吸引眼球都可理性对待。诸如韩春雨老师事件等等，
都可一笑了之。
24、说是心理学。结果一翻开让我觉得这是一本实践性科学入门书籍，只不过举的是心理学的例子。
因为之前看过类似讲述科学的著作以及批判性思维，逻辑等方面的书籍，所以惊喜不够。但是从内容
上来看确实很扎实。
25、falsification.科普性读物，言浅意深
26、大脑这部机器，不是为了理解他自己的，而是为了延续他的生命。
27、了解心理学的入门书籍
28、纠正了对心理学的一些错误认识。
29、还好，其实就是让人用数学逻辑和分析方法看有些心理结论。
30、信仰科学，带有立场
31、科学思维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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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32、越往後越精彩，值得我反復品味。
33、学好统计的思维绝对是研究心理学的基础。通篇都在阐释“科学”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保持理
性，隔绝情绪与经验的干扰，才能窥见“科学”之门。研究人类（必然包含感情）的学科却要完全摒
除感情的干扰，这可能也是让大众误解的原因。
34、要是早几年看到就好了，就不会去傻乎乎地看那么多错误的东西，还想那么多
35、第一遍只是快速读了一遍，仍然有所收益。如今啊！太能三人成虎了。抽空再读一遍
36、大部分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没有读到想要的内容
37、实在是太棒了
38、挺不错的科班心理学入门书。方法论讲的多一些，心理学现象讲的少些。然而现象都是有应用范
围的。
39、与其说是心理入门，不如说是人人都应该读的科普读物，特别是大爷大妈们。
40、和大多数学科一样，心理学研究所得出的是概率式的结论——大多数情况下会发生，但并非任何
情况下都发生。
41、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
42、這本書就是在說為甚麼心理學是科學的。對專業生作用不大。
43、说得很清晰，心理学是科学，可以证伪。惊喜的是，心理与统计联系紧密，学好统计，涉猎心理
，挺好。
44、心理学的科学体系介绍。特别对我有价值的是临床式与精算式预测，别认为这次有所不同。
45、心理学入门读物 充斥着医学物理学等大量科学知识 完全体现了心理学的关联性 但阅读体验并不
愉快
46、心理学是科学，等同于物理等其它学科。
47、这才是科学，像某神棍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以及催眠师手记就是个笑话，然而国内大部分的人
就是相信笑话也不愿去理解科学
48、不错的科学方法论
49、不限于心理学的好书，在中国，居然出一版就绝了。每个人都需要批判性思维～
50、心理学与物理医学等科学比起来，常常会受到些“不公正”的待遇，本书就是为了说明在思维上
研究方法上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心理学。里面有些例子蛮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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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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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章节试读

1、《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51页

        心理学不会去寻求由事后可以解释一切，但事前作不出任何预测的解释系统所提供的安逸感。

2、《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0页

        事实上，现在心理学研究完全没有被弗洛伊德的思想所左右，更没有被他的想法所限定。只有媒
体和一些人文学科领域才会这么认为。在种种现代心理学研究的论题、数据和理论中，他的工作只不
过是沧海一粟罢了。更不幸的是，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的过分认同，给这门学科带来的是夸张和曲解。

3、《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212页

        那些无法在模糊的氛围里工作的人通常都不会从事科学工作，因为科学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它
所呈现的模糊幻灯片可以破坏了某些人的美感。然而，科学家应有的态度是，对那些目前还很模糊但
最终将会变为清晰的影像保留一种强烈的好奇心。这就是布朗诺斯基所描绘的那种“科学是对我们可
能知道的东西的一种奉献，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可能犯错误”。

4、《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51页

        ⋯⋯也不接受那些永不需要更新，并可从一代转给另一代的世俗智慧系统

5、《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60页

        大脑这部机器，不是为了理解它自己的，而是为了延续生命。这两个目的在根本上完全不同，如
果没有从科学中所获得的事实知识的帮助，大脑也只能看到世界的一些小碎片。为了要考虑明天如何
能继续生存，它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它必须知道的世界的一角⋯⋯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到了今天，人们了
解他们的汽车比了解他们的大脑还要多——以及为什么对于人类思维的基本理解还是停留在是一中##
实征性的层次##，而并没有上升到哲学的或宗教的层次（Wilson,1998,pp.96~97）

6、《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52页

        允许“承认错误” 和开放性思维

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思维的人是那些愿意跟随者证据走的人。这种人尊重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而不是
受制于个人的偏见。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与跟随世界的真相来调整自己，而不是要与我们个人的想法保
持一致性。

7、《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39页

        可证伪性标准是：要说一个理论是有用的，那么根据它所作的预测必须是具体的。也就是说，理
论在告诉我们如果它是对的话，哪些事情应该发生的同时，还必须说清楚哪些事情不会发生。一旦后
者发生了，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理论有些地方出错了。这时就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修改，或
者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来取代原来的理论。这两种做法都会使我们提出的理论更接近真实情况。相反
地，如果一个理论的预测包括了所有可能观察到的数据，那么这个理论就如张五常所讽刺的“套套理
论”，套套逻辑永远不需要也不会修改。因此，一个成功的理论并不是那种可以解释或预测任何一个
可能出现的事实或现象的理论，因为这样反而恰恰丧失了该理论的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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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233页

        当我们面对和过去持有的观念相矛盾，同时又是强有力的统计数据时，无所不在的“张三李四”
总是会立刻跳出来否定这些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说，实际上人们比我们想象的知道的更多，他们只
不过顺手把“张三李四”当做一个工具，来把与他们观念相违背的事实给否拒掉而已。然而，研究人
类决策和推理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之所以使用“张三李四”，不仅仅只是因为它在
争论时是一个很有用的战略手段。反而，这一错误的争论模式之所以被应用得如此频繁，主要在于人
类不知道如何处理概率信息。决策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表明，概率推理可能正是人类认知的死穴。

9、《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204页

        这个现象（“袖手旁观现象”）是指，在紧急事件发生时，人们不向受害者施助的现象。拉坦和
达利（1970）发现，在许多紧急事件发生时，旁观者会向受害者施助的可能性，会因为有其他旁观者
在场而降低。

10、《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20页

        有相关并不表示一定有因果关系。

11、《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7页

        其实只有两件事可以让心理学有成为是一门独立学科的理由。那就是，用科学的技术手段来研究
人或非人的所有行为，以及把这些研究成果在付诸应用时，也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达成，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心理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12、《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57页

        用普通大众的话来说，开放性就是指，为了追求真理，对一个现象的所有可能解释，都持容忍及
开放的态度。但是对科学而言，开放性思维不仅仅意味着开放的态度，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哲学
家乔森纳.阿德勒这样教导我们：科学更看重开放性思维的另一面，即“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思维的人
是那些愿意跟随着证据走的人。这种人尊重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受制于个人的偏见⋯⋯科学的
研究方法是与跟随世界的真相来调整自己，而不是要与我们个人的想法保持一致性”
————————————————————————————
太糟心了，这几天才看了几页。太慢了！！！

13、《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28页

        对宇宙的任何一方面的研究都可以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当然也包括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科学方法
绝非是指一套生硬的规则，而是指一些非常通用的原则。最重要的三点是：①科学采用了系统实证主
义的研究方法；②它是以可以公开验证的只是为研究目标；③它努力寻求实证方法可以解决的，而且
可以发展出可以付诸验证之理论的研究课题。1.实证主义意为「基于观察的做法」，系统的实证主义
即为「有结构地去观察」，所以其结果能够解释世界运行的规律。
2.可公开验证的知识，具有重验性和能同行评审，即能让其他科学家重复相同的实验，并得到相同的
结果。
3.能用实证方法解决的问题。「无知」分为问题（problems）和谜团（mysteries）两类——史蒂文·平
柯。如果是问题，就有可能找到答案；而谜团，我们就无法预想会找到答案。我们可以把科学看作是
把谜团转变为问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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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8页

        心理学试图给公众两方面的保证。其一是心理学研究所得的有关行为的结论是从科学实征（证之
误？）中得来；其二是心理学的实际应用都源于科学方法。心理学之所以为心理学，就是因为它是一
门以数据为根基的行为科学。

15、《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88页

        历史上提供了许多事实，显示公众对科学知识是有抗拒的。也就是说，公众更倾向于用哲学的思
辨，神学的预言或是民间的常识来解释世界。每个学科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过这一抗拒阶段。
例如，与伽利略同一时代的其他学者，居然拒绝使用他发明的新式望远镜来观测星空，因为有环绕着
木星运行的卫星存在，这一事实冲击了他们的哲学和神学信念。

心理学是一个主题非常广泛，但相对松散的学科。它包括一些不能用同一个内容来概括的众多研究主
题。然而它可以通过“都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行为”这一标准被整合为一门学科。

16、《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9页

        公众更倾向于用哲学的思辩、神学的预言或是民间的常识来解释世界。

17、《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87页

        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与先前已建立的实证数据相挂勾。只有在解释新现象的同时又能很好地兼
容原有的事实证据，这一理论才会真的被认为是一个进展。新的理论可以用与先前理论截然不同的观
点来解释旧证据，但是它必须能解释得通。这一要求确保了科学能够不断地积累、向前发展。除非一
个理论的解释能力所适用的领域能被大大拓宽，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步。如果一个新理论能够解释新
观察到的现象，但却无法与大部分的旧事实兼容，那么人们不会承认它是对旧理论的全面更新，也因
此不会立刻用它代替旧理论。相反地，在这种情况下，旧理论合新理论会在观念的角斗场上继续搏杀
，知道有一个可以整合两者的新理论出现，从此两个较力者都被淘汰出局。

18、《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71页

        本质主义认为能称之为好的科学理论必须根据现象背后的本质或内在属性对现象做出终极性的解
释。事实上，真正的科学家从不认为自己是在追求本质主义论者孜孜以求的那类知识。本质主义者喜
欢咬文嚼字只有在广泛地研究了与某个术语相关的现象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才能确定相应科学概
念的含义。对概念性术语之定义的修正源自于科学研究过程中所积累的、具有内部一致性的数据和其
理论基础之间的互相修正，而不是源自对词语用法的争论。简言之，科学家的目的是解释现象而不是
分析语言。操作主义者将概念和可观测的事件联系起来操作主义就是指科学理论的概念必须以某种形
式植根于，或可联系于，可以通过测量而观察得到之事件的那种观点。将理论概念与可观测事件相联
系就是这一概念的操作定义，同时也使得这个概念公开化了。科学概念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的，而忽
视随着对其观测的不断积累、丰富而逐渐在演变。

19、《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6页

        对于跨度如此之大的心理学，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理论基础确实是相当困难的。实际上，许多心理
学家都认为这种建立大一统理论体系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划分一个学科的领域范畴往往是历史的
偶然，与学科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例如大学的院系很多时候并不是按照知识的本身结构来设置的，
而忽视按行政管理上的方便来划分的。⋯⋯而心理学系居然还能存在下去，恐怕更多是处于管理上的
方便，或者只是为了能让系内成员方便地接收自己的邮件罢了。  ：）一旦我们理解了决定学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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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的社会和历史因素，我们iu可以认识到，要求所有领域完全统一整合并不合乎逻辑。

20、《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208页

        向更精确的方法前进
研究从有趣的个案研究转化为相关技术（通过统计技术等排除其他因素干扰），再到更复杂的相关技
术，最终达到可操纵变量的实验研究。科学构念在不断向前发展之中，趋向不断发掘具体、精确的关
系，理论构念被不断细化和发展。

21、《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56页

        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思维的人是那些愿意跟随着证据走的人。这种人尊重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而
不是受制于个人的偏见⋯⋯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与跟随世界的真相来调整自己，而不是要与我们个人的
想法保持一致性（Jonathan Adler,1998,p.44）

22、《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50页

        波普尔经常谈到“这些（不可证伪）理论之所以会在理论上对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其奥就
在于它们能够解释一切。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事先都可以找到解释它的答案，不仅让你觉得你
掌握了知识，更重要的，它还给了你应对这个世界所需的安全感，”然而，获得这种安全感并不是科
学研究的目的，因为它是以知识发展的停滞为代价所换取来得。科学是一个不断挑战先前存有观念的
机制，通过实征研究来设法证明前有理论的缺陷。这一个特点常常使科学，尤其是心理学，与所谓的
世俗智慧或一般常识发生冲突。

23、《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29页

        我们前面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两变量的相关常常涉及的两类问题：第一类叫做方向性问题，当变
量A与B有相关时，在下结论这一相关是由A导致B之前，必须想到这种因果关系的方向很可能是相反
的。第二类问题是第三变量问题，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或许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一方是另一方的因或果，
很可能只是由于两个变量均与第三变量有相关而导致的。所谓选择偏差就是指：某些人与某些环境存
在着一种关系，是由于具有某些特定生理、行为、心理特征的人会选择生活在具有某一特定的环境居
住。

请你很快地告诉我们美国哪一个州，由呼吸道疾病导致死亡的人数最多。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亚利
桑那州啰！为什么呢？亚利桑那州的空气不是已经净化得很好吗？⋯⋯或许亚利桑那州的空气也很清
新，或许只是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喜欢移居到那里，然后就在那里去世。

24、《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0页

        中文名应该直接叫《为心理学正名》

一个假说、理论、说法或疗法，如果不能在学科内部经过同行评审发表出来，那么它就是有问题的。

这些（不可证伪）理论之所以会在心里上对人们长生这么大的新引力，其奥秘就在于它们能够解释一
切。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事先都可以找到解释它的答案，不仅让你觉得你掌握了知识，更重要的
它还给了你应对这个世界所需的安全感。

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思维的人是那些愿意跟随着证据走的人。这种人尊重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而不是
受制于个人的偏见。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与跟随世界的真相来调整自己，而不是要与我们个人的想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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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持一致性。

在现代思潮中有一股危险的趋势认为：我们要力量避免让一般大众知道事实的真相——在大众面前遮
上一层无知的面纱是必要的，因为他们不曾学会如何处理事实真相。

科学的独特力量并非在于它是一个与错误绝缘的过程，而在于它提供一个途径以消除存在于我们知识
体系中的误区。科学也从来不试图去回答关于宇宙的“终极”问题。科学家们认为这类“终极”问题
是科学研究无法回答的，所以一贯质疑那些声称已经发现终极答案的说法。

所有科学发展的关键都在于抛弃本质主义而采纳操作主义，而这在心理学中尤其明显。

江湖郎中的骗术往往得逞，是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找到一些病人愿意为他们做见证，这些病人总是满怀
诚心地，告诉他人自己的确在治疗中有所康复。

有人曾经这样说：“在这个世纪以前，医学史只能说是安慰剂效应的历史罢了。”

巴楠姆效应：每一秒就有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出生。
绝大多数人认为泛化的人格特征描述都是正确的，并把这些特征视为是自己所独有的。这一巴楠姆效
应令制造见证式证据变得非常容易，所以手相占星术才会广为流传。

实验法的中心思想：用操纵和控制分离变量。

由触摸所带来的舒适感远比温暖感更重要。

用一个简单道理来总结：在评估心理学的实征证据时，心中要想的是“科学共识”，而不是“重大突
破”，是“逐渐集中”，而不是“飞跃进步”。

虽然我们生活在“有时”和“也许”的世界里，而我们的愿望却是要生活在“总是”和“一定”的世
界里。
概率推理正是人类认知的死穴。

基于群体的特征所做的结果预测常常称为是总体统计数字(aggregate)或精算预测(actuarial prediction)。

个人的经验不足以让人们获得对世界的基本理解。
当一个社会变得越复杂时，我们就越需要概率思维。如果一个普通市民想要对其生活的社会有一个基
本的理解，那么，他在最低的限度上，必须具备可以运用统计思维的最基本能力。

每18250包烟中有一包是与众不同的——里面装满了炸药（这个很形象）

尽管大量的证据表明，个别面谈这一考试方法实际上事无效的，但在入学，应试，保释等选拔等方面
，还是有许多人在使用这一方法。

25、《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38页

        可证伪性原则：从理论推导出的各种预测要有被证伪的可能性。在评价某一理论的新证据时，必
须看在收集该新证据时，是否有可能也证实该理论是错的。

01-02年在厦大读书的时候，上过周昌乐老师的一门课，当时周老师就提及科学和伪科学的差别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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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可证伪性，印象深刻。时隔10余年后带着多年工作经验读这本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26、《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20页

               许多行为和认知疗法，都曾通过相当严格的心理学检验程序来支持其有效性，但是有关这些疗
法的书籍却很少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电子传媒的情况就更糟糕了，电台和电视台几乎没有任何正儿
八经的心理学报道。相反地，他们总是请来许多伪"疗法"的散播者和爱出风头的媒体名人来上它们的
节目，而这些人与心理学这个领域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媒体之所以会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正规的
心理治疗法从来都不会声称自己能令病人马上痊愈，甚至不会担保治疗一定成功，或者夸大其治疗的
范围(例如，"你不仅会把烟戒掉，而且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得到改善! ")。同样地，现在互联网上也
出现了类似的情形一一缺乏严格的同行评审，在网上推销的治疗方法通常都是不可靠的。
⋯⋯
      最后，自助类的读物使公众棍淆了心理学的目标和多数心理学研究所追寻的知识类型O 心理学家利
·夏法( LeighShaffer) 认为这种读物留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印象，认为心理学研究者所追求的是那种"食
谱"式的知识(Shaffer ，1981 )。食谱式的知识是指那些只知道如何去使用某物，但对其背后运作的基本
原理一无所知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的知识。
⋯⋯
      多数自助读物只提供关于人类行为的食谱知识，它通常是以下面这样的形式来呈现的，"你只要做X
，你就会变得更加Y 了"，或者"做A ，其他人会对你更B" 。

27、《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16页

             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在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初期是有用的。因为那时我们去发现
可以进行研究的现象和变量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个案研究在早期的、理论形成前的科学研究阶段是有
用的，但是在研究的后期，亦即对提出的理论进行特定检验时，它就变得毫无用处。在心理学中，个
案研究和见证叙述对理论检验没有价值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有安慰剂效应在作祟。安慰剂效应是指人们
有报告任何治疗对他们都有帮助的倾向，不管这种治疗是不是真的有疗效。安慰剂效应的存在使我们
不可以采用疗效见证来作为支持一个心理学（或医学）治疗的有效性。原因是安慰剂效应保证：不管
什么治疗方法，都有可能获得有关它的疗效的见证资料。
     尽管见证证据对理论检验毫无用处，心理学研究还是发现：这类证据犹豫鲜活性效应而被人们格外
看重。鲜活性效应是指：人们过分看重更鲜活和更容易从记忆中提取出来的证据。对大多数人来说，
见证证据就是一种极具鲜活性的信息。这带来的后果是：人们在验证某一心理学的理论说法时，往往
过分依赖这类证据。实际上，见证叙述和个案研究型证据根本不能用来支持任何理论或说法。

28、《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页

        总述
壹：心理学与其他被普罗大众公认的科学学科是相同的。无论是从困境还是理论架构，成就。虽然发
展的阶段不一样。
贰：一本科普读物的citation 竟然如此丰富，可见，写好一本书，说好一番话，都需要严密的考证。
摘抄：
第一章：充满活力的心理学 
1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william esters :（F）
实验心理学家们所面对的困境（理论缺乏整合，笔者注）， 在这个科学领域并不鲜见。物理学在20世
纪早期也是出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即使本科教学也是讲授不同的观点。以至于我是从机械学，热力学
，声学，光学和电子学等不同课程中去把握物理学的。同样化学也曾被分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
理化学和生物化学。当时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并不比现在的心理学分支少。物理和化学都是在出
现了更高层次的数学理论之后才实现整合的。与心理学相似，医学现在出现了很多分支，也没有出现
大一统的迹象。（ ester ，1979，pp:661-662）(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n overview.In E.Hearst (ed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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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2 任何人要理解心理学，第一要知道的就是，心理学之所以为心理学，就是因为它是一门以数据为根
基的行为科学。
3 历史上提供很多事实，显示公众对科学是有抗拒的。
4科学是一套理解宇宙的思考、观察方式及程序，它让我们更进一步去了解宇宙的运作。
感想：
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谨记不盲目崇拜又不迷信。科学也试试一样东西而已，一种想法罢了。
第二章：可证伪性 
意义在于：1 辨别世俗智慧经验 2允许承认错误，不管被证伪或者证实，都是一种知识的增长，逐步接
近真理。3光有想法是不值钱的。
摘抄
1 心理学不会去寻找由事后可以解释的一切，但事前做不出任何预测的解释系统所提供的安逸感。
2 科学家总是努力描绘世界的真实面目，而不是去描绘我们固有的信念所认为的世界的真实面目。
3 当我们身边充满了对人类行为有误解的人时，我们都遭受损失。世界是由公众对教育、犯罪、健康
、工业生产、儿童福利，以及其他很多关于关键问题的众多态度所塑造的。如果这些态度都来自不正
确的理论，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
4 任何稍微有智力的人都可以在吃早餐的时候想出几个答案（宇宙从何而来，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时
间的起点在哪里etc.）。科学家也有能力就这些终极问题提出各种想法，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或者，
可以反过来说，我们尽量避免思想中出现这种空泛的念头），因为我们无法想出办法及程序来验证这
些想法。
感想
很多所谓有思想的人言之所及都是自己觉得应该是怎样的。但每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正常心智水平下
想过的生活。但凡规定必要谨慎。
当然，如第三条所言，公民的发声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在塑造着我们自己的世界，不可懒惰。这是
道德的要求。
更有，告诫自己不要沉湎与奇思妙想之中，自大，目中无人，不虚心是通向灭亡之路的。

第三章：操作主义及本质主义 
摘抄
1 知识之所以正确，并不在于它是否有个别人士对该知识所持的感觉及相信程度。这个基本特征事实
上是推动人类历史视线人性化的主要力量。所有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信念体系，都有一个共同问题：
当此类知识出现相互矛盾时，它们没有一种机制来判断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因为人人都凭
直觉认为自己是对的，但当大家的感知有矛盾时，我们该怎样判断谁是正确的呢？历史告诉我们，这
类矛盾通常，很不幸的，要靠权力斗争来解决。
2 （F）针对人们无法理性地对待机器可能会思考这一问题，计算机专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设计
了一个测试计算机能否思考的著名实验，这一实验对于我们当前的讨论尤为重要，主要是因为图灵说
设计的测试属于操作性测试。图灵以“自我提议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机器会思考吗？””来 作为开场
白，开始了他那篇著名的论文——《计算机与人工智能》1950 （Turing,A.(1950).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Mind,59,433-460.）
3 操作性定义是指，以可观察、可测量的操作给一个概念下出来定义。
第四章 见证和个案证据
1（前面是越战中纯粹数字与给出照片的差距）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应该克服这种不相信数字，
而必须亲眼目睹才相信的习惯，绝大多数影响我们社会的复杂因素都是只有靠数字才能捕捉的。只有
当公众学会重视以数字表达的抽象材料，如重视形象表达的材料一样时，公众的意见才不会随屏幕闪
过的最新形象而左右摇摆（安慰剂效应）。
2 个案研究和见证论述在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初期是有用的。但是到了研究后期，亦即
对提出的理论进行特定验证时，它就变得毫无用处了。
感想：
第二条，提醒我要打破之前的想法，把统计学学好，建立数学的思维，这样才有真正的智慧，而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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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冲动之类的举动，理论经不起探究。

第五章相关与结果
1 选择偏差是行为科学中许多虚假相关产生的原因。所谓选择偏差是指：人们总是或多或少人工地选
择自己居住的环境，因此造成某些行为特征与某些环境变量之间有相关。排除选择偏差的唯一方法就
是在严格操纵各变量的情况下来进行真正的实验研究。

第六章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1 （关于节约原则与关联原则） 节约原则指出当两个理论具有相同的解释力的时候，较简单的（涉及
较少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联的）那个理论是比较可取的。这里存在争论的两个理论——一个认为汉斯
具有计算能力，另一个则认为汉斯在辨别行为线索——在节约原则上是截然不同的。后者不需要在先
前的心理学及大脑理论上做出巨大的调整，仅仅要求我们对马的视觉线索上存在的敏感性（现在看来
这一解释的可能性很高）稍微调整即可。而前一理论这需要我们对进化论科学、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等
方面的十来个概念进行比较大的修改。这一理论显然极端不经济。
2 我们最初关于运动的通俗理解是非常模糊及混乱的，而且最终将被更成熟的理论所取代。我们早期
关于理论的结构及活动的通俗理解也是完全离谱的，他们之所以依然存活下来，只不过是作为一些历
史的教训，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错到什么地步而已。我们关于火的本质以及生活本质的很多通俗理解
也同样愚蠢。由于我们过去的许许多多的通俗想法都被推翻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一直数落下去。。
但是有关人类心智活动这一现象要比刚才提出的任何一个现象都要复杂和难以理解。如果我们对其他
事情的理解都做得这么糟糕，那么，想要在一开始就能正确地认识心理学知识，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感想：
第二段，我可以figure out that 作者经常采用的一种策略或者说一种角度是，把心理学与其他硬科学相
比，如物理学化学等，然后“为心理学正名”.justified it 而且有一个理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心理学正
在发展的时代，即我们的时代，大众传媒的发达，世俗力量的强大，使得精英的声音更显弱小。而物
理学等诞生成熟于精英主导的年代，所以，这也是心理学被社会误解严重的地方。我觉得，这也不失
为一个很好的观点。

29、《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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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页

                尽管心理学似乎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但是心理学这个知识体系的绝大部分内容仍不为公众
所知。那些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心理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幻象。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
许多书店里看到的大部分所谓心理学书籍，都是由一些心理学界根本站不住脚的人所写的；很多人也
不知道多数在电视上被贴上“心理学家”标签的那些人，根本得不到美国心理学会（APA）和美国心
理协会（APS）的承认；他们更不知道，大多数出来混个脸熟的心理学“专家”，对心理学领域知识
的积累未曾做过任何贡献。⋯⋯⋯⋯⋯⋯
——————————————————————————————
难道现在不还是这样的吗？说的是美国，只怕在中国更是严重。
即便我是学心理学的，都不敢说自己对心理学没有误解，都不敢说我真的知道怎么分辨那些在媒体中
不断涌现的心理学信息的真伪。
我不想作为一个学过4年心理学的本科生，到最后，却依然干着“伤害”这门专业的事，自己带着误
解，还要向别人传播谬论。。。
一篇序言就击中了我，好好研读。握拳！！

31、《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46页

        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用复杂的概念结构对人类行为进行事后解释，而不做事前预
测。波普尔认为，正是它可以解释一切已发生的事情，所以该理论在科学上毫无用处，因为它不作具
体的预测。精神分析学派的追随者花费大量时间和心血使该理论能够解释所有已知的人类事件，从个
人的怪癖到广泛的社会现象。但是他们令该理论成功成为事后解释的实厚依据，却使其丧失任何科学
价值。与其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看作当代心理学的一个理论，还不如把它当作是文学创作的灵感，
更为恰当一点。正如一位知名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不正确但被广泛传播的有关心理学的想法，无可
避免地会对整个社会带来灾难。由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声望一度被人为地提高，令社会上许多有疾病及
遗传缺陷的人延误了有效的治疗，转而从个体早期经历中寻求自己现有痛苦的根源」。比如：抽动秽
语综合征（Gilles de la Tourettte syndrome）的治疗史。

32、《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35页

        宁可犯太过挑剔的错误，也不要被相关数据所欺骗，误认为两个变量有因果关系。

33、《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201页

        证据集中：在缺陷中进步
三类研究各有其缺陷，相关研究变量之间存在虚假联系的可能性很高；实验研究虽具有高度控制，但
被试往往是动物而非人类；临床治疗等研究虽然是在真实的环境中，但又有许多因素没有受到控制。
但当用这些不同方法所得到的数据都紧密聚集在一块的话，研究者有理由去肯定这个高度集中的结论

34、《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64页

        一切事物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都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人干嘛要活着呃⋯⋯我口头禅就是人干
嘛要活着⋯⋯

35、《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42页

        事实上，一个理论如果被置于“不可被证伪”的保护下，它便不再是科学。简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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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0页

              科学是用来解决可以解决的、具有明确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家所解决的问可能用现有的
实征技术找到答案的问题。如果一个问题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或是一个理论是目前没有技术可以来验
证的，那科学家就不会去研究它了。例如，"在照顾3 岁以下的小孩子时，给予结构化语言剌激的孩子
，其日后的阅读学习水平是否会比不给剌激的孩子要好呢?"，像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
这个问题可以利用现有的实征方法来获得解答。而"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呢?"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则
不是可实征的问，也就不属于科学的问题了。 

37、《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40页

        科学家只能研究「可解决的问题」。科学家所说的「可解决的问题」通常意指「可验证的理论」
，他们通过保证理论在实证观察时，有可以被验证时错的可能性（即「可证伪性」），来确保其可验
证性。在表述科学理论时，必须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从理论推导出的各种预测要有被证伪的可能性
。在评价某一理论的新证据时，必须看在收集新证据时，是否有可能也证实该理论是错的，这个原则
就是可证伪性标准。可证伪性标准是：要说一个理论是有用的，那么根据它所作的预测必须是具体的
。也就是说，理论在告诉我们如果它是对的话，哪些事情应该发生的同时，还必须说清楚哪些事情不
会发生。科学的「理论」是指一套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这套概念可以解释一组已有的数据（所反映
的事实及现象），并且能对未来尚未进行的实验结果进行预测。「假设」则是指由理论（相对假设而
言具有较概括和较广泛的意义）所推衍出来的更为具体的预测。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它是有大量
观察数据支持的构念体系。

38、《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52页

        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处理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务时也使用可证伪性原则，也许我们的生活质量也
会得到很大的改善。这就是前面我使用“具解放性意义”一词的原因。解放性是特别针对其对个人的
意义而言的，因为由可证伪性原则所引发出来的意义已经超过了科学意义。如果我们明白，当我们所
深信的事情与所观察到的事情相悖时，最好去改变我们的信念，而不是去否认事实的话，那将会令这
个世界减少很多社会和个人的问题。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曾说过：
      在任何一个人的推理思维过程中，总会有一个时候他会回顾自己的过去说：“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想
明白”。靠其行业过日子的人们也都需要能克服自己的羞耻感，勇敢地承认，“我的看法是错的”的
能力。科学研究是让这个认错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往往你会在思考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上
，发现了矛盾及不寻常的现象。由这些现象所带来的震惊，可能会促使你去重新思考。这与有些自认
为见识很广的人不断地试图去寻找一些合理说法，来为自己最初所犯下的错误辩解相比，可谓是大相
径庭。

39、《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的笔记-第110页

        绝大多数人认为泛化的人格特征描述都是正确的，并把这些特征视为自己所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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