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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雨果·闵斯特伯格（Hugo Mnnsterberg）1863年出生于德国，1916年逝世于美国。
他早年生活于德国，并且于1882年至1885年在冯特门下学习。
1885年至1887年，他从莱比锡大学转入海德尔堡大学，在那里进行心理学研究。
1887年至1892年，任讲师于弗赖堡大学。
1892年至1895年，应詹姆斯的邀请到哈佛大学任教。
1897年，在犹豫了两年之后，终于接受詹姆斯的邀请回到哈佛继续任教，直至1916年去世。
闵斯特伯格的名声自然无法与冯特、费希纳、詹姆斯、华生等人相提并论，也比不上卡特尔等人，不
过他对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应用心理学的发展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闵斯特伯格所处的时代正是新兴的实验心理学蓬勃发展的时期。
这时，冯特建立了实验心理学，使心理学有了自己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艾宾浩斯
又提出用实验方法研究记忆问题，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实验心理学的发展。
闵斯特伯格作为冯特的学生，一开始就是实验心理学的热情倡导者。
在弗赖堡的几年中，他发行《实验心理学》杂志达三年，并且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做了一些很
有创见的实验，受到当时学者的广泛注意。
但是，闵斯特伯格大约比较富于创造性和反抗精神，他对自己的老师、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结构主
义心理学派的鼻祖冯特的理论不以为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引起大家的不满。
当时的铁钦纳就批评他对冯特的看法，缪勒对他的实验结果也相当反感，痛斥有加。
也许是由于这一原因，使闵斯特伯格中断了实验心理学研究。
不过他也有知音，当时的机能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对闵斯特伯格就十分赞赏，写信给他表示
支持，并对闵斯特伯格的批评家提出反批评，认为他们缺乏远见。
接着又向闵斯特伯格发出赴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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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西方心理学经典文献之一：是闵斯特伯格的代表作。
本书的体系和目标与以往的心理学教材有显著的区别，专门解释了心理过程和心理特点(个体心理学、
社公心理学)，说明了如何看待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意义（目的心理学)，并且介绍了心理学的许多应用
分支，如教育心理学、司法心理学、经济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等等。
从此，应用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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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雨果·闵斯特伯格 译者：邵志芳雨果·闵斯特伯格（1863-1916）,著名心理学家，出
生于德国，扬名在美国，被称为“工业心理学之父”，在应用心理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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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以完全根据自己在医院里获得的形象的早期经验进行思考，而无须引入语词。
各种实际管理和安排需要比较多的思维活动，甚至是非常集中注意的思维活动，它们需要经过许多中
间步骤才能获得最终结果；而这些思维活动也可以没有语词的参与。
公式化的思维是一种从前提推导出结论的思维，它包含着个人或人类的已有经验（无论是肯定的还是
否定的判断），这些经验使得人类文明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展开当前情境。
但是，无论思维过程可以变得多么复杂，最重要的还是在实际情境展开之前能够预见到结果。
很自然地，我们必须像解释注意现象一样解释思维过程，因为它们的基本事实是相同的。
我们可以预见最终结局，并且对此做出反应。
预测过程使我们感到自己正在进行心理活动，但是这种预测活动不仅是意识经验，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种新的心理定势。
在这种预期的定势的持续影响下，通过各种想法的联想，注意中的意念就得到了展开。
那些与这个定势相协调的意念得到强化，与之相反的意念受到抑制。
最终的情境（它是容许活动的）作为一个带有决定倾向的意念领先于思维，这是没有目的的，只具有
严格的心理物理学意义。
在思维活动中，最强有力的因素就在于准备性的定势（它本身并不出现在意识中）中。
思维过程的真正的意识元素是相当次要的。
表象和动觉也许可以超过所有的语言而伴随着这些发散性的大脑过程，产生抑制和促进效应，而思维
的精确性和丰富性很少依赖于丰富的意识表征和符号。
一个人的所有经验可以浓缩在思想中，这个思想的各个阶段不大会进入意识，在意识中出现的仅仅是
记忆的片段或正规的判断，并伴随着一些动觉印象。
我们用来回答问题的语言或作为最终决策所进行的复杂情境中的活动也许是最早使我们意识到思维过
程已经结束的标志。
在实验室实验中，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微型情境（它要求被试做出回答、决策、结论和活动）来追踪各
种发展过程。
每一种这样的情境所要求的都是一个个体智力测验。
这样的实验室中的或者实际生活中的思维过程都会使自我观察中的被试感到他经历了思维，但是在意
识中找不到任何内容。
他的内省看来是毫无结果的。
这样就常常导致一种误解，即一定有那么一些心理状态，它们与感觉和情感及其回忆和无表象思维（
我们知道它们都不是物品）是不可比较的。
这种对于某个想法（意识中找不到它）的关心是向着目的心理学的一个倒退，因为在目的心理学中，
思想仅仅是以某种意义在问题中出现的。
在因果心理学中，我们必须声明，思维过程的基本成分完全不是什么心理经验。
记忆和语言的那些细节给了我们某个暗示，使我们以为自己的心理物理系统中正在进行某些过程，而
更重要的是，对于最终情境的确定的预见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感受，觉得它是我们自己的活动，但是最
基本的过程还是生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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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与应用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名著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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