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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说过：“心理学虽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
”心理学的长期过去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心理学思想，从大约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9世纪
中叶的这一时期被称为前科学心理学时期或哲学心理学时期。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
此后的短期历史被称为科学心理学时期。
科学心理学是指具有科学形态的心理学，与之相对的是前科学形态的心理学。
前科学形态的心理学主要指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它以纯粹思辨的方式进行推演研究，试图揭示心理现
象的本质。
科学形态的心理学即科学心理学，它主要受到近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影响，采用经验尤其是实验
的方式进行归纳研究，得出心理现象本质的知识。
　　从理论形态演变上看，科学心理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不同心理学流派的产生、发展和更替过程。
这一过程大致沿着科学主义心理学和人文主义心理学两条路线不断演进。
科学主义心理学是主流的心理学取向，主要包括内容心理学、构造心理学、机能心理学、行为主义心
理学、皮亚杰学派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流派。
人文主义心理学是非主流的心理学取向，主要包括意动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现
象学心理学、存在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等流派。
现代心理学流派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哲学心理学时期的思想起源，从大约公元
前6世纪到19世纪70年代；二是心理学流派自身的历史演进，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三是心
理学流派的当代效应，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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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斯特劳斯对感觉学说的具体批判是从人与世界这个关键点切入的。
他选择了三个主题依次展开：环境并非周围区域，符号并非刺激，刺激并非对象。
对于第一个主题，斯特劳斯以台球运动员与玩台球的活动为例。
台球运动员与他所处的环境直接关联：他朝向所处的环境，视其为整体，并将台球视作有意义的对象
。
台球则遵循物理规律，与周围区域的关联仅局限于作用于它的刺激。
人与世界的关联在第二个主题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斯特劳斯认为，刺激出现在物理作用的意义上。
当经验着的人遭遇世界时，才出现符号。
因此，符号只存在于人与世界有着直接关联的情境中。
对于第三个主题，斯特劳斯进一步指出，刺激仅在激活有机体时，才成为刺激。
换句话说，只有在人与世界关联中，才出现刺激。
客观心理学所谓的作为物理事件的刺激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并不独立存在，存在着的只有对象，
它与我们有着直接的交流。
他后来提出，人的本质在于我一他者的交流关系。
因此，感觉的本质就在于在这种活动中，人与世界有着直接的意向关联，人与世界打交道。
斯特劳斯并不否认客观心理学的价值，但他认为这必须置于我一他者的前提之下来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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