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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量化是心理学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心理学领域的定量研究是由行为世界通向概念世界的桥梁。
通过把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数量上的变化用数学的通用语言来表达，心智的定量研究将行为、心理
过程转化为特定的概念。
因为心智本身的复杂性，人们对心智的定量研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引起了很多争论。
    全书分八章，从心智的特性出发，探讨了心智的定量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困难性和局限性
，并详细总结了相关的心理实验、心理定律、心理量表以及心理模型，介绍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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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心智及其定量研究　　这一章先说明心智（mind）以及几种心理相互作用
（mentalinteractions），然后讨论心智定量研究的问题。
　　1.1　心智　　什么是心智？
心智是脑的功能。
对心智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理解。
狭义的心智指人的智力，提到心智的定量研究，就会想到定量的智力测验。
广义的心智则包括各种心智活动，如感觉、知觉、学习、记忆、注意、情绪、意志、思维、推理、语
言以至意识等等都是心智现象。
本书讨论的是广义的心智。
　　1.1.1　一些心智现象　　心智具有许多成分，如觉醒成分、认知成分、情感成分、意志成分等。
这些成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心智的整体（唐孝威，2004）。
一定的觉醒是心智活动的基础，个体觉醒才会有各种主观体验。
觉醒可以处于不同的程度，反映个体心智的整体觉醒状况。
个体的觉醒程度是随时间变动的。
觉醒与心智的其他成分有关。
如觉醒程度受情感影响，也与意向有关。
心智有认知成分。
个体的主观体验有具体的内容。
在认知过程中，个体知道自己觉知的是什么.还知道觉知内容所具有的意义。
认知过程有信息加工，心智的内容是脑内加工的各种信息以及信息的意义，其中包括脑接收的内、外
环境输入的信息和脑向运动器官发出的支配动作的输出信息。
　　在认知方面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思维、语言等都属于心智活动。
感觉是客观事物作用于感觉器官，而在脑中产生的对事物的个别属性的认识。
知觉是客观事物在脑中产生的对事物整体的认识。
记忆是脑对外界输入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
记忆是心智活动的重要方面，个体既有对当前信息进行加工的短时的工作记忆（Baddeley，1986，1992
），还有长时存储的长时记忆。
按存储信息的性质，长时记忆还分为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Tulving，1983）。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
思维是脑对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和概括的过程。
语言是人类用来交流和沟通的符号系统，语言过程是一种心智活动（彭聃龄，2001）。
　　心智还有情感成分和意志成分。
个体在情绪和情感方面的主观体验以及在指向方面的主观体验都具有心理学的意义。
个体总是对自己的活动有意向，特别在了解所体验内容的意义的基础上，意向更为明确。
有许多与情感相关的心智活动。
如：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
道德感是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在评价人的思想、意图和行为时产生的主观体验。
美感是根据一定的审美标准在评价事物时产生的主观体验。
　　在意志和动机方面，意志和兴趣等都是心智现象。
意志是有意识地支配和调节行为，并通过克服困难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
兴趣和爱好是人探究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
动机是在目标或对象的引导下，激发和维持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
　　在人格方面.气质和性格等都是心智现象。
气质是表现在人的心理活动强度、速度、灵活性、指向性等方面的心理素质特征。
性格是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的心理特征（彭聃龄，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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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有许多意识方面的现象。
如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控制等。
自我认知是人对自己的洞察和理解。
自我体验是伴随自我认知而产生的内心体验。
自我控制是自我意识在行为上的表现。
　　智能属于心智现象。
智能是心智的能力，是实现某种活动的心理条件。
　　从上述心理学教科书中的部分叙述，可以看到心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我们认为，心智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要从多个方面和多个层次进行考察.包括：心智的内部结构、心智
的神经基础、心智的各种状态、心智的动态过程等。
　　心智和脑是统一的，心智活动是脑的功能，脑是心智活动的物质基础，心智活动不能离开脑而独
立存在。
我们不同意笛卡尔（Descartes，1641；见1975版文集）的二元论观点。
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认为心智现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依赖于人的身体，另一方面独立于人的身体之
外。
按照他的观点，心智和物并存，心智和脑并存，心智活动独立于脑之外而存在。
这种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是不能成立的。
　　1.1.2　几种心理相互作用　　心智是复杂的现象。
在心智世界中，心理活动与许多因素相互作用。
心理世界中发生的各种相互作用称为心理相互作用，它们与物理世界中的各种物理相互作用有区别。
　　在心理世界中存在的心理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列举以下几种：心理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心脑相
互作用，心身相互作用，心理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以及心理活动与社会相互作用。
心智活动是在心-脑-身-环境-社会的统一体中通过心理成分之间相互作用、心脑相互作用、心身相互
作用、心物相互作用和心理一社会相互作用等实现的（唐孝威，2007）。
　　心理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心脑统一体中进行的相互作用，是各种心理成分（如觉、知、情、
意）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种心理成分对其他心理成分有作用，而其他心理成分对这种心理成分同时有反作用。
心脑相互作用是在心脑统一体中进行的、心理活动和脑之间的相互作用。
脑对心理活动起决定作用，而心理活动对脑有反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使心脑系统发展。
　　心身相互作用是在心-脑-身的统一体中进行的心理活动与身体间的相互作用。
身体对心理活动有作用，而心理活动对身体有反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引起心身系统的变化。
　　心理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是在心-脑-身-自然环境的统一体中进行的。
自然环境中的事物对个体心理活动有作用，而个体心理活动通过行为对自然环境中的事物有反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导致心-脑-身系统及自然环境的变化。
　　心理活动与社会相互作用是在心-脑-身-社会环境的统一体中进行。
社会环境对个体心理活动有作用，而个体心理活动通过行为对社会环境有反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导致心-脑-身系统及社会环境的变化。
　　以上这些心理相互作用是不同性质的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的方式，相互作用的范围，相互作用的途径和相互作用的效果都是各不相同的。
这些心理相互作用不是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作为脑功能的心理活动之间的，或心理活动与其他
因素（如身体或环境等实体）之间的相互　　作用。
　　虽然上述几种心理相互作用的性质不同，但是它们都以心一脑系统的活动作为基础。
它们具有相同的基础，可以在心脑统一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由此得到心理相互作用的统一的理论框
架。
这是一个囊括所有心理相互作用在内的，既分辨其中各种心理相互作用的特点，又把它们统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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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
各种心理相互作用之间的统一，并不是把各种不同的心理相互作用等同起来，而是指出各种心理相互
作用的统一性，强调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和协调发展。
　　心理相互作用和物理相互作用不同之处有（唐孝威，2007）：　　·心智活动是脑的功能而不是
实体，心理相互作用不是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心智活动是属于自我的、主观的活动，心理相互作用具有私密性和主观性。
　　·心智活动是复杂系统的运动演化过程，心理相互作用是复杂的相互作用。
　　·心智活动是脑的功能而脑具有可塑性，心理相互作用具有进化和发展的特性。
　　在上面提到的心脑相互作用、心身相互作用、心理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心理活动与社会相
互作用中，心即心智活动都是脑的功能活动，而不是独立于脑和身体的存在。
　　1.2　心智的定量研究　　心智的定量研究，是研究心智现象的各种特性，用数字表示这些特性，
并进一步了解其定量的规律。
　　这一节中说明两点，一是说明为什么要讨论心智定量研究的问题，二是大致说明怎样进行心智的
定量研究。
同时还介绍一些心理学家对心智定量研究的看法。
　　1.2.1　为什么讨论心智的定量研究　　在科学研究中，定量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许多科学家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来分析和表达时，才算是真正发展到
了较高的水平。
　　爱因斯坦说：“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构造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
，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
”（爱因斯坦文集中译本，1976年版）。
　　物理学特别注重对物理现象和规律进行定量的、精确的研究。
人们常常引用LordKelvin的看法：“你能把所讲的东西测量出来并用数字来表示时，那么说明你对这
个东西已有所认识，但是如果不能用数字来表示，那么可能你的认识是不够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可
能只是初步的认识，你的思想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阶段，不论你所讲的是什么。
”（参见Resnick和Halliday，1961）。
　　Resnick等（1961）还进一步强调，这种用数学的表示必须是精确的，他们说：“没有人会否认精
确测量对科学的重要意义。
理论与精确测量之间的微小的但极为重要的差异，会导致新的更普遍的理论发展，这在科学史上有许
多实例。
如果科学家们仅仅满足于现象的定性说明，那这种微小的差异就不可能发觉。
”当然，正如Nelson（2004）指出的：“优美的数学公式通常只是我们理解自然的手段而不是终结。
”　　物理学的定量研究对其他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生物学领域中，20世纪末定量生物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个例子。
　　Kandel和Squire（2000）指出，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常认为他们研究的学科与生物学领域不同，强调
生物学过于描述性而缺乏物理科学的条理性（coherence）；然而到20世纪这种看法已经不能成立了；
在20世纪.由于分子生物学的成就，生物学成为一门有条理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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