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心理学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心理学观》

13位ISBN编号：9787100057653

10位ISBN编号：7100057655

出版时间：2008-10-01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林崇德

页数：5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我的心理学观》

内容概要

林崇德的思维结构模型，是其智力理论的核心。因此，林崇德的智力理论，是一种聚焦思维结构的智
力理论。不过，林崇德的智力理论，远不止其思维结构模型。他所提出的“智力结构是一个多元结构
”的观点、“思维核心说”、“概括基础说”和“思维发展的模式”，也同样是其智力理论的重要内
容。通观林崇德的智力理论。不难看出其四大特点：第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第二，两点
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第三，智力培养与智力评价的有机统一；第四，不变性与可变性的有机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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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理学观》

书籍目录

绪论：对研究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的几点回顾第一章  对恩师朱智贤理论的继承  第一节  心理发展
的条件  第二节  心理发展的动力  第三节  教育与心理发展的辩证关系  第四节  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与
个别差异第二章  对国际智力心理学观点的吸收  第一节  从符兹堡学派到认知心理学  第二节  维果斯基
和皮亚杰的智力思想  第三节  智力研究的新进展第三章  对思维和智力作理论的探讨  第一节  思维的特
性  第二节  思维的分类  第三节  思维与智力的差异  第四节  思维的结构第四章  对思维和智力的行为研
究  第一节  对学科能力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对思维和智力的行为研究  第二节  对思维和智力整体
结构的揭示——20世纪90年代对思维和智力的行为研究  第三节  对认知与社会认知新课题的探讨——
近10年对思维和智力的行为研究第五章  对思维和智力的脑机制研究  第一节  思维执行加工的脑机制  
第二节  信息加工速度的脑机制  第三节  工作记忆的脑机制  第四节  思维结构的监控的脑机制第六章  
人的心理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统一体  第一节  非智力因素研究的变迁与进展  第二节  对非智力
因素的理论认识  第三节  对非智力因素的实证研究第七章  创造性的心理学研究  第一节  对创造性心理
学的几点思考  第二节  创造性人才效标群体的研究  第三节  创造性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第八章智力开发
的研究  第一节  智力开发的突破口：个体思维品质的培养  第二节  智力开发的中心环节：个体的元认
知训练  第三节  智力开发的关键：个体学科能力的提高  第四节  学校是培养学生智力的重要阵地第九
章  从思维的培养到教师素质的研究  第一节  教师素质是学生智力发展的前提  第二节  对教师素质的研
究  第三节  新世纪教师提高的途径第十章  从智能的发展到心理健康  第一节  科学地理解心理健康教育 
第二节  创造力与心理健康  第三节  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  第四节  “心理和谐”是心理学研究中
国化的催化剂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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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理学观》

章节摘录

3．其他可能原因对共变信息作用的影响①在前面的两个研究中，胡清芬探讨了人们利用经验信息和
共变信息进行因果判断的过程。在这两个研究中，所针对的都是只存在一个待判断原因的情况，而没
有涉及其他可能引起结果的原因。而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引起某一事件的原因都不是唯一的
，而存在着多种可能性。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原因的出现是否会使人们过去的判断出现变化呢?为了将
其他可能原因的作用更好地分离出来，胡清芬又一次使用了相继提供信息的方法，先为被试提供待判
断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共变信息，在被试根据这个信息作出了第一次判断后，我们再为其提供有关其他
可能原因的信息，要求被试作出第二次判断。通过对于这两次判断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可能
原因所产生的影响。在过去有关其他可能原因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对于其他可能原因的关注绝大部分
停留在“有”和“没有”的差别上。而胡清芬认为，其他可能原因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复杂的，它在各
方面的特点都会影响到它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与过去研究主要关注其他可能原因本身的特性
相比，胡清芬提出了“其他可能原因与待判断原因共同存在程度”这一新的变量，通过操纵这一变量
在不同水平上的变化，试图证明它能够影响到其他可能原因的作用。胡清芬认为，其他可能原因对待
判断原因所产生的作用并不是因其“可以”产生结果造成的，而是因其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产生了
结果而造成的。研究的结果证明了胡清芬的假设。在研究中胡清芬发现，当被试知道在当前所判断的
因果联系中，还存在着一个有可能引起结果的因素时，他们对原来所判断过的原因的相信程度显著下
降。同时，其他可能原因所起到的影响作用也会因它与待判断原因同时存在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即使是同样的其他可能原因，当它与待判断原因共同存在的程度不同时，它对被试判断所产生的影响
却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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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理学观》

后记

《我的心理学观——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总算脱稿了，我为此松了一口气。我将其界定为“封
笔著作”，言外之意是对自己大半生研究工作的总结。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我一直努力通过自己的
研究工作来探索我自己倡导的中国心理学研究中的十大关系：(1)自然面与社会面的关系；(2)国际化
与民族化的关系；(3)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4)继承与创新的关系；(5)整体研究与局部研究的
关系；(6)个人研究与合作研究的关系；(7)现代化手段与常规研究的关系；(8)实验研究与史论研究的
关系；(9)定性与定量的关系；(10)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本书就是我自己这种努力的一个小结。既然叫
“封笔著作”，就有必要简单地来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生涯。1960年8月，我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首届心
理专业的本科生，学制五年；从1965年8月至1978年9月，我在基础教育界工作了13年。在自己成为一
名心理学家的过程中，我有两点深切的体会：一是社会经历与社会实践，同大学里学习专业知识同等
重要，也就是说，5年大学求学之路和13年社会实践对我今天的学术贡献都是一种奠基工程。二是学术
才能是德、识、勤、绩四个字的整合。在学术研究中，德是核心、德是生机、德是动力，欲成一流人
才先得修炼一等品行，欲成一流学术带头人先得依靠德建设好一个和谐的、一流的学术团队；学术研
究的基础是学识，而“识”绝不单指知识，还包括学术的胆识和远见卓识，否则所做的学问还有什么
深刻性?勤奋是学术成功的前提，学术研究赛如种庄稼，“早起三光、晚起三荒”，不仅要提倡“勤能
补拙”，而且更要讲究“忙到点子上”；学术研究，强调出成果，没有成绩就免谈“竞争”，今天，
不论是个人还是学术群体评估，都得靠学术业绩，看你在SCI和SSCI收录杂志上发表了多少篇的文章
。可见当学者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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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理学观》

编辑推荐

《我的心理学观:聚焦思维结构的智力理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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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理学观》

精彩短评

1、关于逻辑思维写的不是很透彻，什么事形式逻辑，什么是辩证逻辑，定义是什么没有，只是他们
之间的关系。对于我的帮助是有的，但是还要查阅其他资料了
2、不读林崇德教授的《我的心理学观》，真的很难说是一个心理学爱好者。
3、此书很有学术价值，值得学习和研究！
4、林老师是我发自内心中崇敬的一位先生，我无缘聆听先生的教诲，好在先生的《发展心理学》专
著伴我走过了大学时段，希望以后能够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和指点！
5、嗯  还算可以   装帧不太好
6、林崇德的学术视野主要是立足中小学的田园视野，又兼及国际心理学的前沿思考智力发展理论，
厚重平实。
7、看到有关于本书的书评文章后买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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