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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世纪之前，美国心理学的建立者威廉·詹姆斯（Willam James）在谈到心理学的状况时曾感慨地说
，心理学只是一种“科学的希望”，还不是一门实在的科学。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心理学仍然处于分裂和破碎的状态，同自然科学相比，心理学仍然缺乏一个作为
学科核心的共同“范式”。
心理学是一个复数的心理学（psyczhologies），换言之，有多种多样的心理学。
直到如今，也不存在一个统一、内聚的心理学。
所以，若要了解心理学的进展，就必须了解各种形式的心理学，才能对心理学的全貌有一个基本的理
解。
这也是我们写作《心理学新进展丛书》的主要理由。
无论是该套丛书的第一批书目还是第二批书目，其目的都是让读者了解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了解存在
于当今世界的形形色色的心理学。
  一、当代心理学的分裂  较之詹姆斯时代，心理学确实取得了辉煌的进步。
昔日的心理学绝不能与今日的心理学同日而语。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心理学的分裂和破碎，直到今天，它还在体验着詹姆斯时代的困窘。
心理学的分裂首先是一种思想上的分裂。
不同的心理学家由于其哲学世界观的不同，对心理的本质、意识的特性等问题的看法存在着根本的分
歧，因而他们往往选择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指导思想的分裂可以从西方心理学两大方法论的矛盾和对立上看出来，几乎所有的西方心理学学派的
对立，都可溯源到现象学与实证主义这两大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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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后现代主义多元化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心理学家避开争论，力图寻求一条不同于主流心理学的道路
，因而出现了多元化的心理学形式。
这些新出现的心理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模式方面独辟蹊径，表现出各自的特色。
《心理学新进展丛书》第一批书目介绍的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积极心
理学、进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生态心理学、主体心理学、意识心理学等反映的就是这些方面的新
进展，而第二批书目在第一批书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包含了体验认知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家庭
心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和心理学的质化研究方法等心理学的新取向，相信第二批书目的出版能为读
者了解当代心理学的最新进展提供有益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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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潜在变量与有限样本  实验研究是研究者主动施加处理给被试而产生数据的过程，实验设计的逻
辑核心是控制、比较和随机化。
研究者常常忽视了潜在变量的存在及其作用。
潜在变量是指对研究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有重要影响，但却未被研究者纳入研究以解释变异的
变量。
比如，研究教学方法（自变量）对考试成绩（因变量）的影响，学生的学习程度或动机水平就是一个
潜在变量。
潜在变量经常和自变量掺杂在一起，因此，很难说因变量的变异就是由自变量引起的。
潜在变量既可以是能促进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第三种变量，如上文提到的动机水平，它可能会促进
教学方法与学生成绩的相关性；也可以是削弱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变量，即压抑变量（suppressor）
。
忽视自变量与因变量间潜在变量的影响，可能会扭曲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
例如，学会判断的准确性和学习成绩的关系这一问题，一般认为元认知监控对学习者的学习具有重要
作用，然而很多研究却发现，学会判断的准确性与学习成绩间的关系与想象的不同，并不是那么直接
、明朗，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为什么会如此？
泰德（K.W.Thiede）在对以往研究进行分析与梳理的基础上解答了这一疑问：以往研究之所以不能确
切描述学会判断的准确性和学业成绩的关系，是因为以往研究没有检视学习者的自我调控学习行为在
学会判断的准确性和学习效果间的作用，也即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潜在变量（Thiede，Anderson
，Therriault，2003）。
科学方法的要求之一就是对于研究变量的精确测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寓身认知心理学>>

后记

很早就迷恋于心理学前沿的一些基本问题，是导师叶浩生先生的宽容和真诚接纳使我得以把对心理学
的业余爱好转变为专门的研究。
尽管我很遗憾自己没有一开始就进入某种心理学范式，接受正规的心理学训练，但如今正一步步地靠
近心理学，这不能不说是受惠于导师对晚辈后学强烈的心理学渴望的爱护。
如果说这篇论文中还有一些思想火花的话，它们中的许多应该是在聆听先生教诲或是与先生共同探讨
过程中受到的启发。
当然，要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对寓身认知进行系统的分析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这本书也只是此方面的
一个初步研究。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叶浩生教授。
我在人站之前曾经长期获益于他的著述，不过那时却无法想到，几年以后我会成为他的人室弟子，并
受他所见长的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启发，发现了现象学思想在认知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进站后，能够向叶导当面讨教自然是受益匪浅，而本书的六份重要文献也都源自他所提供的参考资料
。
叶导再三教育我们，要使理论心理学有所发展，必须使之能与主流心理学真正对话，否则对心理学的
贡献将是空谈。
正是这一叮咛以及他对我尝试新领域的鼓励，使我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在如日中天的认知心理学视野
外去寻找另一片认知研究的原野。
在本书构思、撰写的每一阶段，先生都给予了我及时、耐心的引导和扶持。
本书初稿完成后，他从头至尾，从篇章结构到起承转合，从某些尚待斟酌的提法到具体概念的使用，
都一一校正⋯⋯这段宝贵的求学经历与其间饱含的师生之谊是我永远的财富。
为此，向恩师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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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身认知心理学》：心理学新进展丛书2。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寓身认知心理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