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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2/2021_2022__E5_85_A8_

E5_9B_BD_E9_AB_98_E7_c38_272867.htm 科学方法是指获得

科学知识所必须遵循的程序或步骤，是在认识过程中和实践

中获得一定成果的方式。任何方法都包含着对事物发展的规

律性的认识，这种被认识的规律性就是形成方法的客观依据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方法是作为被研究客体的一定程序、

一整套手段，通过它来认识客体或改变客体，就变成了主体

的行动规则，带有主观性。因而方法就是一整套为认识和实

践而制订出来的规则和手段，并规定出一些标准来衡量它的

正确性。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分为三级不同的水平。第一是

一般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关于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与研

究原则，不论研究者意识到或未意识到，总是应用这个一般

的认识方法去观察、解释心理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大学心理

学是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的。第二是专门的、

局部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适用于某一知识领域，形成个别

学科局部的研究手段，用于分析与处理资料，进行思维的逻

辑加工，上升到理论思维。当代一些局部的研究方法已经扩

展到边缘科学，或若干学科共同采用。第三是具体的研究方

法，这是某一学科为了搜集资料，进行调查、实验等所采取

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有观察法、调查

法、测量法、实验法等。大学心理学研究的原则有以下几点

。一、客观性原则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必须符合学生的真实表

现，使观察者的思维内容与观察对象的发展过程相符合。对

青年心理的研究，要客观地分析各种心理特点产生的条件和



因果关系，注意从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经济条件、文化差

异、个体因素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了解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或研究结果来。二、实践性原则

在教育实践中，心理现象的每一方面都体现在受教育者的不

同活动中，心理是在活动中表现和形成的。学习者通过实践

既有不同的心理特点，也有相同的规律，并由多种多样的形

式表现出来。在实际生活中搜集有关心理的资料，需要鉴别

或验证它的正确性，验证的主要途径是实践。特别是研究者

提出的假设或假说，必须控制可变因素，对这一假设进行检

验和再检验。这是一条检验科学方法的基本标准。三、系统

性原则这个原则是指从研究对象的整体、相互联系、有序化

、动态性来探明心理的变化与发展特点。贝塔朗菲认为“系

统”这个概念，“已遍及一切科学领域，并渗透于大众思想

、专业用语和舆论工具中。”（［美］冯贝塔朗菲：《一般

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

页。）第一，系统的方法是对事物或心理现象综合地、多方

面地研究各种因素与层次；第二，是把系统内的因素与系统

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的；第三，是从对象所处的时间与空间进行动态的分析；第

四是从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了解系统内各种因素的联

结方式和信息转换能力。因而在心理学的研究中采用变量或

因素分析、多元分析来探讨各种复杂因素的相互关系。四、

发展性原则心理的发展和变化，表现为连续性、顺序性和阶

段性，它的发展状态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量

变到质变，从一种质的状态发展到另一种质的状态，而每一

种质的状态都有一定的构成该年龄阶段的心理发展特点。但



一定的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总是有它的稳定性的。同时在

两个相邻阶段之间（如少年期与青年期）又是相互联系着，

前一个阶段的发展为后一个阶段作准备。根据这个原则，教

育的任务就是使学生达到该年龄阶段发展的最佳水平，并为

更高一阶段的发展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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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