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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理资源论析：心理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形态》是对心理学的文化历史资源的挖掘、提取、
转用，书中包括了：心理资源概述、科学形态的心理学、资源形态的心理学等八章内容。
《心理资源论析：心理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形态》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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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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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但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却具有共同的性质。
它们可以按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加以区分，也可以形成超越这种区分的联系。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也可以是一体化的，那就是心灵的自我超越活动和自我创造活
动。
这不仅是个体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个体超越自身的过程。
这不仅是心灵的自我扩展，而且是心灵与心灵的共创活动。
除了上述两个一般理论前提，涉及心理学的研究方式，还有一些具体的理论预设。
这些设定关系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概念和技术手段。
一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主流的心理学家坚持了可验证性的原则。
这个原则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感官经验的证实；二是以方法为中心。
心理学的研究者对与己分离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应始于他的感官经验。
那么，研究的科学性就建立在研究者感官经验的普遍性上。
因此，心理学的研究总是极力推崇客观的研究方法。
这无疑是成功的，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后果。
人的心理也是内在的自觉活动，只通过外在观察者的感官是无法直接把握到的。
只依赖于研究者感官经验的普遍性，心理学便无法把握到人的心理的完整面貌。
确立实证方法的中心地位强调的是通过实证的方法来确立心理学的科学性质。
心理学的研究运用实证方法是重大的进步。
但是，运用实证方法和以实证方法为中心具有不同的含义。
以实证方法为中心是为了确立实证方法的绝对支配性地位。
这导致了研究是从实证方法出发，而不是从对象本身出发。
二是心理学的理论概念。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主流的心理学家在运用概念和通过概念来建立理论时，总是力求坚持合理性的原
则。
这个原则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对概念进行操作定义；二是强调理论符合逻辑规则。
心理学中的许多概念都是来自日常语言，那么对研究者来说，就存在着如何将日常语言转换成为科学
概念的问题。
心理学中流行过操作主义，许多心理学家都希望借助于操作主义来严格定义心理学的概念。
操作定义的长处在于保证了科学概念的有效性，也即任何科学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得出该概念的研究
程序的有效性。
心理学理论的构成也强调逻辑的一致性。
这需要的是科学语言的明晰性和科学理论的形式化。
三是心理学的技术手段。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主流的心理学家对人的心理进行技术干预坚持的是有效性的原则。
这个原则也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被干预对象的性质；二是技术干预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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