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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0_EF_BC_9A_E5_c73_111207.htm 一、绪论 一、简述

心理学史的学习内容是什么？ 1.前人关于心理现象的哲学观

点和具体见解；2.前人对心理学科研究的重要发现与重大成

就；3.前人对心理学理论的各种争论；4.关于心理学与基础学

科、临近学科在发展上的联系；5.关于各国心理学在发展上

的相互影响与各自的传统特点。 二、简述心理学史的学习意

义是什么？ 1.提高学习心理学的理论水平；2.充实心理学知识

的学习；3.增加对心理学各种学派的了解；4.明确心理学在科

学体系中的地位；5.总结各国心理学的历史经验。 三、心理

学史的学习方法 在总结与评价中提高分析水平：学习心理学

史根本目的在于借鉴历史经验，得到思想启发，有助于明确

自己的学习方向，为今后从事心理学专业工作打好认识基础

。 二、古代前期的心理学观念 填空、判断及选择 古希腊人信

奉万物有灵论。 秘教相信人死后可以得到快乐的永生。阿尔

阜斯秘教的影响最大。 泰勒士（米利都学派）：认为水是万

物的根源，万物由水生成，消灭后复归为水。 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自然现象的基础不是物质的始源，

而是数及其关系。数构成了宇宙的“秩序”——社会“秩序

”的原型。 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分三部分，即理性、智慧和

情欲。理性在脑，智慧也在脑，情欲在心脏。动物只有后二

者而没有理性。只有人三者齐备，三者中只有理性是不死的

。 毕达哥拉斯由实验发现了乐器的弦长与音高的关系是整数

。 爱弗斯学派与埃利亚学派是对立的。前者是古代西方辩证



法思想的代表；后者是古代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代表。 赫拉

克利特（爱弗斯学派）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变化

是世界万物的本质：以火代表万物的根源；万物由火生成。

并认为人的身体是土，而人的灵魂是纯净的火。 巴门尼德（

埃利亚学派）认为只有思维、逻辑才能达到真理。 恩培多克

勒（四根说）：四根是土、水、火、空气。他认为土、水、

火、空气是不能自动的，必须另有物使之运动。他称这种物

为爱、憎。爱使四根结合，憎使四根分离。 恩培多克勒认为

，人的身体由四根构成。 恩培多克勒认为，人的心理特性依

赖身体的构造；演说家是舌头的四根配合最好的人，艺术家

是手的四根配合最好的人。 德谟克利特继承并发挥留基伯的

原子论，认为世界只是原子和虚空。灵魂是物质的，是细小

圆滑如火那样的原子构成的。灵魂原子遍布全身，但特别集

中于感官、脑、心脏和肝脏。脑是思想的器官，心脏是意气

的器官，肝脏是欲望的器官。 阿尔克美恩是西方第一个从事

动物解剖的人。认为脑是感觉和思维的器官。 希波克拉底长

于外科手术，善于诊断和治疗，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他认

为，一切病都是由于自然的原因，与神无关。著作《论圣病

》是一本专论羊痫疯的书，认为此病是由自然的原因造成的

。他认为，脑是心理的器官。他将四液说系统化。人体内有

四种液体，粘液生于脑，黄胆汁生于肝，黑胆汁生于胃，血

液出于心脏。并认为羊痫疯是由于脑失去了粘液。他在《论

水、空气和地域》一书中，论述了地理环境，气候等决定人

的体质和民族的心理特性。 普罗泰哥拉第一个“智者”，错

误的相对主义的结论：人是万物的尺度。 苏格拉底是普罗泰

哥拉的后辈。他的论辩方法是先给对方提出关于某一事物的



定义，然后层层追问，使对方陷入矛盾，这样讨论下去，可

能得到关于这个事物的明确定义。这个最后定义，苏格拉底

自己称这个方法为“产婆术”。是将人内部已有的知识引出

来。亚里士多德称苏格拉底的这个方法为“归纳的论证”。 

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等并与他的“理想国”的等级相应。灵

魂分为理性，意气和欲望，理性位于头部，意气位于胸部，

欲望位于腹部横膜与脐之间。 柏拉图认为事物的普遍性是在

个别事物之外的，并且先于这些事物存在。他将这些普遍性

称为伊迭耶。 只有对伊迭耶的认识才是真实的知识，所以真

正的知识都是回忆，这就是他的知识即回忆说。 亚里士多德

认为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他著《畀思黑》，有人译

为《灵魂论》。他把灵魂分为三等：植物只有滋长的灵魂，

动物有感性的灵魂，人则有理性的灵魂。 亚里士多德认为，

人不仅有特殊感官如眼、耳、鼻、舌等，还有执行特殊感官

的感觉以上，抽象思维以下的中间功能的“共同感官”。 亚

里士多德区分心理功能为认识和动求两大类功能。 三、古代

后期中世纪西方的心理学观念 皮浪是怀疑学派的创始人。认

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达到心神恬静。 伊壁鸠鲁学派：伊壁鸠鲁

卢克莱修。 伊壁鸠鲁认为，万物的基础是在虚空中运动的不

可分割的物质粒子——原子。 卢克莱修长诗《物性论》以宣

传伊壁鸠鲁主义。 格林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并有目的论的思

想。世界除了开始与神有关外，其后与神没有什么关系。世

界的一切受自然规律的支配。 格林认为，脑是心理的器官；

格林对医学有很大的功绩，从他开始，脑作为心理的器官的

看法才逐渐被巩固下来。 最有影响的教父：奥古斯丁。 奥古

斯丁信奉二元论的心理学。认为，“心”是存在的，但不是



物质的。 奥古斯丁认为灵魂的活动和心理的活动是统一的，

灵魂有三种功能：⑴自觉的记忆；⑵理智；⑶意志。 四、近

代西方心理学（一）文艺复兴时期 从十四世纪下半叶起，便

产生了资产阶级反宗教、反神学的所谓“人文主义”运动，

即是资产阶级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当时资产阶级所谓的“

文艺复兴”，决不是为了回到古代去，而是为了借用古代那

些受崇敬的文化名人和他们的唯物主义科学思想来为资产阶

级夺取政权作舆论准备。“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文化运动

。其目的在于利用古代的文化以与中世纪的宗教文化相对抗

。 波兰杰出的天文科学家尼古拉。哥白尼恢复了古代希腊人

的太阳中心说，是冲破中世纪宗教封锁的开始。发表了《天

体运行》论证了行星系是以太阳为中心而不是以地球为中心

。这就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日心说”，也称“地

动说”）。 塞尔维特发现肺循环。 哈维以动物的实验证明了

血液循环。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是西方最先进的国家。

达。芬奇的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并是个多方面的天才。 斐

微斯《论灵魂与生命》《论科学》。他是人文主义者，他曾

极力提倡改革教育，反对经院式教育。 五、近代西方心理学

（二）17世纪的法国和荷兰 笛卡儿是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卓

越的数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他创立了解析几何，第一个将代

数方法应用到几何学中去。 笛卡儿的认知论是唯理论，他相

信人有固有观念亦称天赋观念。他看重追求知识的方法，不

重视实验方法，而偏重数学的演绎推理。他认为只有象数学

那样由明白无误的公理推导出来的知识才是可靠的，一切直

接或间接由感觉经验获得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 只有主观上

的明白清晰才是真理的标准，笛卡儿的真理标准使他得出灵



魂存在的结论。“我思，故我在”。 笛卡儿认为主观上明白

的观念，并非来源于人的实践经验，而是人的理性中所固有

的，是人的“固有观念”，也称天赋观念。 笛卡儿的唯理论

，其实质是唯心的。因为真理不能凭主观感觉作为标准。 笛

卡儿运用他的唯理论，进一步获得了心物二元论的结论： 认

为世界上有上帝，有灵魂（心），有物质，三者都是不依赖

他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绝对独立存在的只有上帝，灵魂与

物质只是相对的独立，它们须依靠上帝才能存在。 认为心与

身是两种互相独立的实体。 心身交感论：笛卡儿认为，心能

影响身，但是他又说身对心有着更大的影响。心身两者的关

系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他对心身间的关系的看法是心身交感

论。并选择脑中的松果腺作为灵魂的驻所。 在心理学史上笛

卡儿被称为反射动作学说的创始人。“反射”术语起用于笛

卡儿，但其具体意思却与后来的“反射”概念有着一定的距

离。 笛卡儿著《论情绪》认为有六种原始情绪：惊奇、爱悦

、憎恶、欲望、欢乐、悲哀。其他情绪，虽然很多，但都是

这六种情绪之中的某些种的组合。 逢会论：格林克斯提出了

逢会论（亦译偶因论）。认为感觉的真正原因不是外物与人

体；而是上帝。当物与人体正发生作用时，是上帝使其灵魂

产生感觉，外物与人体的作用只是适逢其会，是偶然的原因

。 马勒伯朗士《对真理的追求》。他受笛卡儿灵魂与肉体互

相独立的思想的影响，认为不仅肉体不能作用于灵魂，使灵

魂产生感觉或思想，灵魂也不能作用于肉体，使肉体产生动

作。 马勒伯朗士认为人的经验的单位，不是独立的感觉而是

复合感觉，是过去的经验与当前的感觉的结合。马勒伯朗士

称为“复合感觉”，又叫做“自然判断”意即不是通常意义



上的判断。自然判断是人明知其不正确也无法不那样知觉的

一种判断。 斯宾诺莎生于荷兰。 笛卡儿认为世界有三个实体

：上帝、灵魂和物质。斯宾诺莎则认为只有一个，他称为上

帝的实体。他所谓的上帝实则指无限永恒的自然界。 自因说

是由斯宾诺莎提出的，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处于错综复杂、无

穷无尽的因果联系中，它们存在和变化的原因，都在自然界

本身之中，故也称自因说。 斯宾诺莎认为唯一的实体是无限

的自然界，它的属性的数目是无限的，人只能认识这无数属

性中的两个，即心与物。 斯宾诺莎《伦理学》1675年，认为

知识分三种：第一种是感性的知识，第二种是理性的知识，

第三种是直观的知识。 10.心身平行论：在斯宾诺莎看来，思

维和广延并不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实体。可是他将二者看成互

相平行，却不能互相决定。 11.斯宾诺莎认为人有相似联想或

同时联想。 12.斯宾诺莎认为情绪有两类，一类是心的主动状

态，另一类是心的被动状态。 13.斯宾诺莎是一元的世界观，

却又有泛心论的错误观念。 六、近代西方心理学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