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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下）》是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的一部重要的教育巨著
，也是19世纪条件下一部最好的教育心理学著作。
乌申斯基认为，要正确进行教育，就必须正确了解教育对象，要研究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研究社会
对人的影响。
《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下）》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作了唯物主义的阐释。
作者依据当时的科学成就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教学─教育过程中心理现象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特别
是对耐心、惊奇和疑惑等心灵─内心感知，对性格的培养以及劳动作用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揭
示了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性，为教学─教育工作提供了心理学和生理学根据。
《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下）》分为生理篇和心理篇两大部分，上卷包括生理篇、心理
篇之意识；下卷包括心理篇之感知和意志。
《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下）》为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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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国)乌申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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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的话第二卷序言Ⅱ　论感知第五十一章　论一般的感知：引言第五十二章　关于感知的生理学
理论第五十三章　关于感知的力学理论或数学理论第五十四章　关于感知的哲学理论第五十五章　关
于意向的假设第五十六章　先天的意向。
追求单独生存的意向第五十七章　追求群体生存和种属生存的本能意向第五十八章　追求有意识活动
的意向第五十九章　感知起源于机体原由第六十章　感知起源于意识的表象第六十一章　内心感知的
实际意义第六十二章　机体感知和心灵感知的相互关系第六十三章　感知的表现第六十四章　感知的
表现是神经同情的机体基础第六十五章　感知的表现和神经同情是言语的机体基础第六十六章　把感
知同愿望及心灵的情感状态区分开第六十七章　感知转化为心灵的情感状态第六十八章　把心灵感知
区分出来并加以分类第六十九章　心灵—内心感知的种类：（1）满意与不满意第七十章　心灵—内
心感知的种类：（2）向往感与厌恶感第七十一章　心灵—内心感知的种类：（3）愤怒与善意第七十
二章　心灵—内心感知的种类：（4）恐惧与勇敢第七十三章　心灵—内心感知的种类：（5）羞耻感
与自满感第七十四章　心灵感知的种类：无所作为的智能一内心感觉第七十五章　心灵—智能感知。
它们的种类：（1）相似感和区别感第七十六章　心灵—智能感知的种类：（2）智能紧张感（3）期待
感第七十七章　心灵—智能感知的种类：（4）意外感：（a）受骗感（6）惊奇感第七十八章　心灵—
智能感知的种类：（5）疑惑感和信心感（6）强烈的对比感（7）成功感第七十九章　感知的概述，感
知的体系及感知与意识的关系Ⅲ　意志第八十章　意志、引言、关于意志的各种理论第八十一章　关
于人体运动的物理学理论第八十二章　从生理学角度解释运动的随意性第八十三章　关于意志的力学
理论第八十四章　关于意志这一客观现象的哲学理论第八十五章　根据自然科学事实说明客观意志：
达尔文学说第八十六章　从达尔文的理论引出的心理学结论第八十七章　对关于意志的各种理论进行
评述的结果第八十八章　意志是心灵对肉体的一种支配力第八十九章　意志是愿望：愿望的要素——
现实要素与形式要素第九十章　意志是愿望：把愿望培养成信念和决定第九十一章　意志是愿望：愿
望转化为趋向和欲望第九十二章　性格的形成；问题的现状；四种气质第九十三章　性格形成的因素
：（1）先天气质的影响第九十四章　性格形成的第二个因素：（2）生活印象的影响第九十五章　意
志是强制的对立面：追求自由的意向第九十六章　追求享乐的意向和追求幸福的意向：关于快乐主义
的古典理论第九十七章　近代的快乐主义学说第九十八章　追求幸福的意向：生活目的的意义第九十
九章　人的意志发生偏离的情况第一00章　意志薄弱和由此而产生的倾向第一0一章　结束语乌申斯基
生平和活动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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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Ⅱ论感知第五十一章论一般的感知：引言1.在《教育人类学》第一卷中，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意识过程
诸现象的描述，并从最简单的感觉现象开始，循序渐进地叙述到概念的形成。
但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我们的心灵对它自身的这些活动并不是无所反应的，对一部分感觉和
感觉的结合，它往往（甚至总是）报之以满意、高兴、喜爱、愿望，而对另一部分则报之以不满、忧
伤、忿怒或厌恶。
这样，在心灵世界里就向我们揭示出至今未被我们触及过的新现象。
2.这些心灵的内在活动（我们权且用这个名称）同引起这些活动的感觉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即使用
最简单的观察也不难得到证实。
如果某种愉快的感觉违反我们的意志而中断，我们就会感到不满，有时则会产生要这一感觉再继续下
去的愿望。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感觉的了，因为这一感觉已经中断，而我们正是因为这一感觉不复存在而感到
不满。
由此可见，感觉和我们因这一感觉中断而产生的情感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差别的。
同样，当某种不愉快的或痛苦的感觉中断时，我们就会感到轻松愉快，虽然这一感觉本身已不复存在
。
正如佛利士所说：“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种生物，它关于事物的表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满意感或不满
感，它也不能对事物的优点或缺点作出任何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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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是教育的对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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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