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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心理学》

前言

个性使人成为主体而区别于动物个体。如果说在动物个体之间也表现有心理差异，这还不能算是个性
差异。巴甫洛夫把它看成是由动物高级神经活动特点组合而构成的不同神经类型的表现。几乎所有的
个性心理学家在探讨个性的实质时，都不把个性看成是单纯由生物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充分考虑到
人的社会本性。因为人有个性，才使人产生对自然、社会和人际交往的需要，才使人有目的地、有选
择地去认识客观世界，并对自己的愿望、动机、行为和个人品质作出评价；因为人有个性，才使人以
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程度的积极性去组织自己的行动，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人能卓有成效地改造
客观现实和个人的主观世界。可以说，有个性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因此，自古以来，一些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都重视对人的个性研究。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已明确
地阐述了个性的社会实质，认为人是社会的、政治的动物。我国的孔子以多种标准划分个性类型，依
据个性类型了解、使用和培养人。自从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许多有成就的个性心理学家脱颖而出。
他们之中有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霍妮、艾里克森、奥尔波特、卡特尔、艾森克、吉尔福德、罗
杰斯、马斯洛、莫瑞、勒温、墨菲、克瑞奇米尔等。他们都深深地感到研究个性心理的重要性，并在
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个性心理是一种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现象，个性心理学又是一门
年轻的科学，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成果都不够成熟。如个性的实质及规律性是什么；如何为个性
概念下确切的定义；如何确定个性结构；个性各个特征彼此间的关系如何；个性积极性的源泉是什么
；什么是个性的调控机制；个性是如何形成的；影响个性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如何；应该如何研
究个性等。这些都是难度较大且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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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心理学》

内容概要

《个性心理学(第2版)》是我国第一部综合，系统地研究个性的心理学著作。《个性心理学(第2版)》
尽量收集个性心理学的有关现象和理论，在介绍个性心理学的流派时，注重比较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异
同，挖掘它们各自对个性心理学研究所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并寻找和探讨个性心理学所独有的研
究方法。《个性心理学(第2版)》详细介绍了个性的概念、个性的心理结构、个性心理学的发展，动
机.兴趣、信念和世界观等个性的动力和调控的有关概念和理论，以及个性的心理特征、个性的类型论
和特质论、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等等，最后，《个性心理学(第2版)》还对个性的测量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
《个性心理学(第2版)》适用于高等学校心理学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师生，也可作为哲学，教育、文学、
艺术、美学工作者和广大心理学爱好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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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心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篇 总论第一章 个性概念第一节 个性心理学的对象一、个性心理的规律性二、个性心理学是心理
学的分支三、个性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四、个性和人格五、个体和个性六、个性概念的定义第二节 个
性的特性一、个性的整体性二、个性的个别性和共同性三、个性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四、个性的生物制
约性和社会制约性第二章 个性心理结构第一节 怎样理解个性心理结构一、理解个性心理结构的基本
原则二、个性心理结构的组成成分第二节 个性结构理论一、弗洛伊德的个性结构理论二、勒温的个性
结构理论三、卢特卡尔和莱尔喜的人格层理论四、建构论——人格结构的认知理论五、动机圈理论第
三章 个性心理学的发展第一节 西方个性心理学的进展一、科学个性心理学的史前期二、20世纪以来个
性心理学的发展趋向第二节 苏联的个性心理学一、个性结构观的发展二、个性概念及个性结构成分的
研究第三节 前进中的中国个性心理学一、中国古代个性心理学思想概况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我国个
性心理学三、1976年后的我国个性心理学第二篇 个性的动力和调控第四章 动机第一节 动机的概述一
、动机的定义二、被意识到的和未被意识到的动机三、动机和目的第二节 动机过程的分析一、动机建
立在需要的基础之上二、动机和认知三、动机和情绪四、诱因及其作用五、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六
、动机产生的不同时相第三节 动机的功能一、唤起行动的始动功能二、将活动引向一定目标的指向性
功能三、强化功能四、形成一定动机模式的调整功能第四节 动机的分类一、外加动机和内在动机二、
依据动机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这一原则的分类三、根据动机的变式进行分类第五节 挫折和冲突一、挫
折二、冲突第五章 兴趣第一节 兴趣的一般概念一、兴趣及其特点二、兴趣、爱好、嗜好三、兴趣的
作用第二节 兴趣和年龄、性别、个性心理特征一、兴趣和年龄二、兴趣和性别三、兴趣和个性心理特
征第三节 兴趣的分类和品质一、兴趣的分类二、兴趣的品质第四节 兴趣的培养一、正确对待儿童萌
发的兴趣二、多参与有益的活动，激发好奇心三、制订一个经过努力而能获得的目标四、努力克服当
前的困难五、把成功看做是前进的开始第六章 理想、信念、世界观第一节 理想一、理想的概念二、
理想的水平第二节 信念一、信念的一般概念二、信念的形成三、信念和个性四、信念力量的生理来源
第三节 世界观一、世界观的概念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特征三、个体世界观的形成四、青少年世界观
形成的特点第七章 个性中的自我意识第一节 自我一、自我的多义性二、自我的结构第二节 自我意识
及其特点一、什么是自我意识二、自我意识的特点第三节 自我意识的形成与调控一、自我意识的发展
和个性形成二、自我意识的调控第八章 个性的动力理论第一节 本能论一、麦独孤的本能论二、弗洛
伊德的本能论第二节 内驱力理论一、坎农的体内平衡状态理论二、赫尔的内驱力递减说三、米勒和道
拉德的理论第三节 需要理论一、勒温的场需要论二、莫瑞的需要论三、苏联的需要变形理论第四节 
动机的认知理论一、期待一价值理论二、归因理论第三篇 个性心理特征第九章 气质与性格第一节 气
质一、气质简史二、气质的一般概念三、气质类型四、气质的生理基础五、气质的作用第二节 性格⋯
⋯第四篇 个性类型论和特质论第五篇 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第六篇 个性测量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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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心理学》

章节摘录

插图：三、个性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个性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它是由高低不等的交互联系的多层
次的心理现象构成的。高层次往往渗透到低层次中，对低层次起调节和控制作用，低层次又是高层次
发展的基础，并反映着高层次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一些相邻学科有可能根据各自学科的任务，从不
同角度研究个性，从而把个性变成多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些学科既有分工，又有交叉，既有自己的研
究范围，又互相关联。各相邻学科对个性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个性心理学对个性心理的实质和规律的
了解与揭露。（一）哲学中的个性哲学中研究的个性与心理学中研究的个性是不尽相同的。哲学中研
究个性是以人的世界观为前提，解决人的本质，探讨人在宇宙体系中的地位，揭露在社会历史发展中
个性发展和变化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解决主体的人和客体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心理学研究人的个性
是考察在生物和社会制约下个体个性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尽管哲学和心理学对个性研究的角度不同，
但是人的整个心理现象都离不开客观世界，离不开人的社会生活。所以，心理学则是在哲学的个性理
论指导下，研究个体的个性是如何在客观世界影响下的具体形成过程；而心理学研究的个性又离不开
自然和社会的影响，所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又能够丰富和发展哲学思想。如，通过个性受一定社会
历史条件影响这一规律性的研究，心理学具体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重
要原理。（二）社会学中的个性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与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联系的。它把
个性看作是非个体的，在一定社会结构中社会共同体的阶级的、群体的、民族的社会典型。与社会学
不同，心理学中的个性，是研究参加社会活动的个体的内部心理特性和过程与外界环境关系中的中介
作用；研究个性的内部特征和品质及其在个人行为上的调节作用。  但是也不能把社会学和心理学关
于个性的研究截然分开。虽然作为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具有非个体的性质，但并不能否认它们的某些
“个性”色彩。因为个人是某一社会的成员，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这些关系的表达者，社会向前
发展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完成。如果不去分析个性的活动，就不能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容和机制
。认识了这些具体个性也就认识了在这些个性中体现的团体的重要特点，这些个性又把团体的特点表
现在各种群众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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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心理学》

编辑推荐

《个性心理学(第2版)》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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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心理学》

精彩短评

1、个性心理学概论
2、商品还不错，发货挺快的，买了两天就到了
3、不太适合考试用书，适应心理治疗专业人士阅读
4、个性心理学课程指定教材。期末考试前突击复习刷书刷到3点。
难得见到如此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思想、以无产阶级立场为准则的课本。
还提供有很多根本没听说过的前苏联的心理学理论。
看到五分之一感觉略疼。看到一半的时候愤怒了。都看完就哭了。
为神马这个教材还没有被淘汰掉。为神马啊为神马。
5、书很好很有用
6、囧死了~这本书的逻辑好混乱啊~我想知道这本书的构架的时候竟然在亲爱的豆瓣上找到了。。。
7、恨死这本书了！！
8、我的评分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 完全是为了考试才拿来学习的书  讲的思路还比较清晰 但是有些地方
没有讲透  还是需要自己补充大量的课外知识 有些举例实在是让人很无奈
9、一般。自考用书，不得不看。
10、已经看了一部分了，很棒的电子书，尝试用书中的方法练习记忆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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