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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

前言

　　说起心理学，它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初民便对梦境和死后生活有所猜测。他们以为，有一
种像空气一样的灵气通过呼吸出入人体。做梦就是这种灵气出壳外游。死亡时它不再返回人体。进入
文明社会后，欧洲的古代人把这种灵气称之为灵魂。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古希腊哲学家把心理看作
是灵魂的功能。近代欧洲的哲学家继承发展前人的思想，把灵魂称为心灵，并和知识的起源问题一起
讨论。到了19世纪中期，形成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心灵或意识的经验心理学思想。　　在这漫长的24个
世纪的时间里，西方的心理学思想主要是在哲学内部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称之为哲学心理学，或前科
学的心理学时期。1879年心理学脱离哲学成为独立的科学后，百余年来的现代西方心理学发展迅速，
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学派别，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　　但由于心理现象十分复杂，一
些基本理论问题不易解决，至今，心理学逐是一门比较年轻的、不够成熟的学科。心理学家把心理科
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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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

内容概要

《心理学的故事》以生动有趣的故事讲述心理学知识。七十多个精彩的故事可以从任何一个读起，简
明系统地介绍心理学的重要理论、重要人物、重要流派、重要成就和发展历史。此外，还增设“心理
学家小传”、“心理学小辞典”、“心理学家著作”等辅助栏目，以增强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科学简
明的编写体例、流畅的叙述文字、丰富精美的插图和极具艺术美感的版式设计相结合，使《心理学的
故事》集知识性、艺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是读者了解和学习心理学的理想读本。
《心理学的故事》以故事形式讲述心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流派和重要成就。200
余幅精美图片，包括人物照片、著作书影、实验图、解析表格、模型图等，与文字密切配合，立体地
展现心理学。
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代表人物和心理学发展历史等多角度，全面地介绍心理学的丰富知
识。
简约大方的版式、图文契合的编排方式，营造轻松惬意的阅读环境，多种艺术手法及视觉要素的有机
融合，彰显全新的艺术理念。
通过编写体例、图片和艺术设计等的完美结合，带领读者轻松步入心理学的科学殿堂，是了解和学习
心理学的理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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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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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留校后任德国哲学博士郭一岑（1894-1977）教授的助教，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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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心理学史》（1982）《关于个别学生心理鉴定的计划、记录和鉴定书》（1954）《商业
人员心理素质形成与培训》（1989）等。主要译著有：【美】舒尔茨著《现代心理学史》（1982）【
苏联】彼得罗夫斯基著《年龄特征与教育》等。曾任《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1992）心理学卷
编委；《世界百科著作辞典》《心理学名著导引》分类主编（1993）《心理学大辞媳》《外国心理学
史》副主编（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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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

书籍目录

第1章  哲学心理学的产生发展  哲学王、武士和劳动者  割与斧，灵魂整体论  体液-气质  我思，故我在  
心灵白板论  单子论  存在就是被感知  心理现象学  联想，神经波动  心灵不可知  意识阈与统觉团第2章  
科学心理学的创建  有趣的颅相学  感官生理心理  感官神经特殊能力  彩色与感觉色素  感觉阈限  从刺
激到感觉，“纳税”  记忆实验与遗忘曲线  图形-背景和遗觉  科学心理学的诞生第3章  徘徊于生物学
化道路的心理学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美国机能心理学的开拓  心理学与社会实践  对上帝不敬  智慧，
试误-偶成  行为主义  白鼠实验  操作主义  非正统的行为主义  榜样学习第4章  趋于完满的格式塔心理学
 从感觉元素到意动  无意象思维  形质说和格式塔  错觉和知觉  顿悟学习  心理发展  格式塔学派同路人
第5章  从精神分析到发展心理学  精神分析  人格结构和发展  内外倾性格  个体心理学  自我心理学  儿童
的认知发展  人的高级心理发展第6章  人格心理学  人格的特质  特质的因素分析  特质层次说  人格自我
论  自我实现论第7章  认知心理学  认知模型的特点  注意的选择性加工  记忆的存贮  奇怪的记忆和遗忘  
奇妙的心理旋转  通用问题解决器第8章  心理测量与智力的因素分析  心理测量与心理遗传  美国心理测
量的先驱  智力测验量表  智力的因素分析  智力的群因素  智力结构的层次模型  智力的三维结构模型  
多元智慧  智力的三元结构第9章  社会心理学  策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  团体动
力学和社会心理学  认知失调现象  归因和相应推断  三维归因  成败归因  社会认知的归因  展望：21世纪
心理学的新取向附录：  国内较权威的IQ测试  性格和压力测试  西方现代心理学学派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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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

章节摘录

　　我们已知道，詹姆士、杜威和安吉尔都只是提出机能心理学的思想想观点，并没有形成体系，因
而不能称为机能主义心理学，称得上机能主义心理学的是桑代克形成的心理学体系。　　桑代克的心
理学体系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的。当时美国社会正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大工业的
机械化程度日增。联合企业并吞中小工厂，排挤手工劳动，限制印地安人的发展；社会内部紧张，存
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爆炸式的问题。桑代克(1928)在他的《成人学习》一书中说：　　作为一个心理
学家，考虑到由习俗和传统，控制人和社会的均势，把人的本能趋向用于现代工商业的操作，又不使
整个社会制度因遭遇紧张而破裂，或者为维持生命新蕴藏着的激怒而爆炸，这是他久虑不安的。　　
桑代克是在威斯莱大学临毕业前一年学习心理学的。当时他想报考研究生和享受奖学金，专门学习了
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1890)。1895年他转学到哈佛大学，并受教于詹姆士。在获得学士、硕士学
位后，1896年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地下室里用小鸡进行实验。后来，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卡特尔教授的
资助，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改用猫和狗作被试进行迷笼实验。1898年在卡特尔的指
导下，桑代克完成了博士课题，用题为《动物的智慧：动物联想过程的实验研究》发表他的博士论文
，并成为他的成名之作。1899年他任该大学的教育学院心理学教师，1901年升为副教授，1903年升为
专任教授。1905年他出版《心理学纲要》，这是一本系统阐述其联结主义心理学体系的著作，是通过
动物实验形成的机能主义心理学。1911—1914年他先后发表三卷本的《教育心理学》，这是其联结主
义心理学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成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教育心理学专著。桑代克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
，直到1940年退休。以后，他曾回哈佛大学开讲座，以及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工作，直到1949年逝世。
　　桑代克在美国心理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通过动物行为的实验研究形成联
结主义的心理学体系，将美国的机能心理学思想发展成为科学的心理学。那是因为，自冯特以来，心
理科学的唯一标准就是必须通过实验来证实它的理论是可靠、真实的。桑代克的联结主义心理学恰好
符合这样的标准。　　其次，当时，所谓心理学的科学体系，必须有一定的规律作依据。桑代克通过
动物行为的实验发现了动物学习的尝试错误和偶然成功的规律，而这个规律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重复
实验取得证明的。它的具体实验是：将饿猫放入迷笼中，笼外放着猫喜欢吃的鱼。笼内有门闩可以开
关，但饿猫必须接触门闩，打开门，才能逃出笼来得食。图中箭头所指处表示门闩。　　实验开始时
，饿猫先在笼中乱抓乱咬，做许多无效动作。也许，它偶然接触门闩，打开了门，逃出笼来得食。以
后，实验动物通过多次的尝试错误和偶然成功的实验，它就渐渐地取得经验，最后把它放入笼中，它
竟能直接打开门闩出来吃鱼了。桑代克把实验猫在迷笼获得的这种行为经验的过程，叫做学习。尝试
错误和偶然成功是一种学习理论，它有学习的练习律和效果律等，并且说他找到了一条动物智慧发展
的研究途径。　　再者，他还把这一学习规律应用于人类学习，形成了教育心理学，从而为美国机能
心理学开辟了一条正确而科学的研究途径而载入史册。不过，桑代克的心理学削弱了意识的作用，而
为华生行为主义走向生物学化道路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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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

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化/历史/艺术/设计的精彩融合带你步入愉快的彩色读书之旅。　　故事娓娓道来，艰深的心理
学变得轻松亲切，在彩色的阅读空间里，闪动着思想和科学的魅力。　　内容经典：以故事形式讲述
心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流派和重要成就。　　图片精美：200余幅精美图片，包
括人物照片、著作书影、实验图、解析表格、模型图等，与文字密切配合，立体地展现心理学。　　
视角全新：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代表人物和心理学发展历史等多角度，全面地介绍心理
学的丰富知识。　　精美设计：简约大方的版式、图文契合的编排方式，营造轻松惬意的阅读环境，
多种艺术手法及视觉要素的有机融合，彰显全新的艺术理念。　　理想读本：通过编写体例、图片和
艺术设计等的完美结合，带领读者轻松步入心理学的科学殿堂，是了解和学习心理学的理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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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

精彩短评

1、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心理学，看过佛洛依德心理哲学和心理学自考方面的书籍。这不仅是们复杂的
学科是也门深奥的学科。这本书系统的介绍了心理学发展史，对于门外汉来讲是本心理学扫盲书。
2、勉勉强强算在专业里面吧～
3、验证了一句话，一本好书让人有兴趣读下去，一本糟糕的书除了能够展示作者的知识积累程度，
只能让人想睡觉。
4、是抄袭还是凑字！！
5、普及和總結
6、里面有很多翻译怪怪的,尤其是人名儿，大略看了下竟然没我认识的，再看正文，总算知道在讲谁
了。入门也不推荐看这个。。。
7、感觉可以命名为《心理学的发展史》。
8、很好，应该是正品
9、    首先，人类心理学应该以研究意识为对象。
    意识是生物生理的、认知心理的和社会心理的这三方面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意识包含了意识、潜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
    意识四要素及其过程的研究。即意识觉醒、意识内容、意识意向、意识情感与评估。
10、当故事书看挺好的。
11、头脑灵活，对哲学类感兴趣的，但却不喜欢读书的朋友们．它绝对是你读书门的钥匙．
12、从山洞读到弗洛伊德左右就没再读下去了，所以对于现代心理学依然没有认识。。。
13、类似官方编写的带有立场的心理学史，博杂、笼统而不精确，主观大于客观。与易读更没半点关
系。
14、作者的地理历史常识令人无语。“非洲的”亚马逊河，“德国的”布拉格，不列颠“的”哥伦比
亚大学⋯⋯不懂可以查一下吗？
15、嗯怎么说呢，我买错了。。。我想买的是另一边。。。不是这本，这本讲的挺简单的。。
16、故事
17、粗略了解心理学。
18、简单的彩图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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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

精彩书评

1、明显是攒出来的书搞半天俺是买错了，恨，实在是烂啊，读不下去...除非你是想把它当工具书看
2、如果不是看一下最后一页书店的印章，还真的忘了这本书是在05年的时候买的。转眼就五年，那时
候才初二初三，还不知道什么是网购，每每去书店被宰。也就是说，五年来我来来回回地翻这本书，
从来没有读完过。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是一本烂书⋯虽然这样说是过于主观，但它的实质和其封
面封底的宣传不合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什么“理想读本”，“带读者轻松进入心理学的科学殿堂”，
真的一点也不轻松一点也不通俗，大概骗了不少人29.8RMB倒是真的（当然，在网上买会便宜一点）
。本书叫做《心理学的故事》，其实就是一本心理学史。作者李汉松，不知道为什么取了个囧笔名叫
松松老汉，给人的感觉就像骗小孩的怪蜀黍一般。从书后的简介看，汉松先生是文革前那一代的老前
辈了，教心理学史，编过一些书，都是很久很久之前的，在豆瓣上也找不到，Google之，也没能找到
更多资料。这本书的缺点主要是：1）�本意是要写一本通俗读物，却一点也不通俗；2）�不通俗也罢，
却又写得太过抽象简约。至于作者到底是不是要写一本通俗读物我自然不得而知，但从书的设计和作
者用的笔名，感觉上受众的设定是小朋友，但内容真的不是小朋友可以看得懂的，像我这样的大朋友
都看了这么多年还要上了半年心理学专业课回来才能看个半懂，也真的佩服作者对现在年轻一辈有这
么大的期望。其实，心理学史本身就是很深奥的东西，其通常都包括三个部分：1.古代哲学史；2.科学
心理学发展史；3.当代心理学走向。我必须承认，就目前看过的几本心理学史（包括这本），除了科
学心理学的早期发展我还算看得津津有味外，什么哲学啊当代认知科学啊几乎都是晕头晕脑地扫视过
去的⋯⋯所以说，要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心理学史，非对哲学和心理学本身有超人的理解外，还需
有高超的文笔，可惜作者貌似还没能有这般功力，所以只能从很抽象很复杂的角度复述一下别的书说
过的东西（这种情况在国内的心理学教材也很常见，例如北大的沈政编的《生理心理学》，那个抽象
还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又可能是因为篇幅的限制，很多细节都没有办法展开来讲，没有什么具
体的例子去解释现象，这也是本书的败笔之一。说了一堆缺点，也该说一下优点积一积德，本书最大
的优点就是全彩多图（不过价钱也相应的贵），所以虽然文字有点抽象，但结合彩图有点脑还是可以
搞懂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要真的想轻松进入“心理学的殿堂”，看这本书大概是达不到目的的了。
要走正道还是老老实实地看《心理学与生活》吧。--------------update:再说一个缺点（或者说是我不喜
欢的地方）⋯在说哲学的时候，作者往往要加几句“这种观点是犯了XX主义”云云的话，看来是那个
时代的后遗症。虽然我的哲学观大抵是唯物的，但我总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未定论的，如果把一种观点
说死了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当被反驳得无发回应的时候往往就会积羞成怒，变得不再就事论事而是去
压制别人的观点。这样一点也不可取。
3、不少读者已经表达了这是一本拼凑的书，其实翻了翻，还是有营养的。把主要流派的主要大拿们
的个人小传和主要观点列出来，配上花里胡哨的彩图，至少看的时候还是省脑子的。何况，作者也没
标榜这是严肃的作品嘛！我准备把这些人得时间列个表，从时间上系统把握一下。另外，等我儿子大
一点了，可以给他当绘本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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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心理学的故事》的笔记-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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