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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心理学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一开始就表现为两种理论形态，即科学主义心理学和人文主义
心理学。
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第一个学派是冯特创立的内容心理学（主要是实验心理学），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第
一个学派是布伦塔诺创立的意动心理学。
冯特无可争议地被称为“科学主义心理学之父”。
正如波林所言：“在冯特之前有心理学，但没有心理学家。
”心理学得以摆脱哲学的怀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这是与冯特为科
学心理学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现代心理学确立了科学的实验精神分不开的。
因此，尽管有不少人批评冯特，但都无法撼动其“科学主义心理学之父”的地位。
　　《意识的分析：内容心理学》，在考察科学心理学诞生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分别阐释了内容心
理学的创始人冯特及其同时代的内容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缪勒和内容心理学的极端化者铁钦纳的学术
生平、思想渊源、具体研究、理论体系，并对每个人的理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揭示了内容心理
学思想对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最后还介绍了内容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书中还专列一章论述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体系，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虽然民族心理学不属于冯特的内容心理学体系，但它的确是冯特的另一大贡献，是凝聚了其生
命最后20年心血的一项成就。
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后来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宗
教心理学等）和当前的一些心理学新取向（如文化心理学、生态心理学等）的渊源都可追溯到冯特的
民族心理学那里。
考虑到目前国内对冯特民族心理学的介绍相对较少，故借此机会多做一些说明。
其二，为了避免读者误解冯特只是一位内容心理学家或实验心理学家，而忽视其民族心理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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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冯特被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惊醒，开始感觉到传统心理学有改革的必要。
自然科学的榜样作用促使他把心理学从空想引向脚踏实地的科学研究。
心理学和物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研究经验，因而心理学也可以借鉴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
的研究方法，把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统一起来，以使心理学真正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
。
冯特认为心理学必须借鉴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因为传统哲学心理学所使用的内省法是不充分的、不
可靠的和主观性的，经常使人误人歧途。
在1882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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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方双虎、郭本禹编写的这本《意识的分析——内容心理学》，在考察科学心理学诞生的历史条件的基
础上，分别阐释了内容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及其同时代的内容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缪勒和内容心理学
的极端化者铁钦纳的学术生平、思想渊源、具体研究、理论体系，并对每个人的理论进行了实事求是
的评价，揭示了内容心理学思想对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最后还介绍了内容心理学在中国的
传播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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