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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传播心理新论(基于文化心理研究的取向)》的作者是侯岩。
《网络传播心理新论(基于文化心理研究的取向)》从无文化的网络传播心理研究转向了多元文化为基
础的理论假设，从文化视角拓展研究思路，切入网络传播心理的研究，为解决各类网络问题带来新的
思路，突破现有研究范式，超越对传统方法的移植，以期在方法论层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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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岩 河南大学心理学硕士 华中科技大学传播学博士
小学生学习报社总编辑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出版专著多部
《童媒品牌》被评为2009年河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学校文化研究概论》被评为河南省软科
学研究项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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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现代科学的发展给人们的思维带来了许多新的特点：第一，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中，主导
理论由经典力学转向了系统科学，主导方式由机械还原转变为系统分析；第二，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
逻辑本质由严格决定性的转变为概率统计性的；第三，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向度由一维转变为多元互
补。
 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由于各种科学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特别是由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
横向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在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层面上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峙与分裂已渐趋弥合，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为人文社科研究提
供了动力。
 作为一门中间科学的心理学，横向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
譬如，一些心理学家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来研究思维的结构和过程，即把思维结构看成是一个
整体动态的开放系统，而把思维过程看成是一个信息流通和自我调控的过程，这就为摆脱传统心理学
研究的元素论和还原论，为研究人的高级心理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2.2.2.3 哲学背景 20世纪，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后又有文化
转向。
由于哲学与心理学密切相关，因此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心理学产生影响。
文化心理学正是这种影响的具体体现。
可以说，20世纪哲学的发展为文化心理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世界哲学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哲学研究的重心从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
自16世纪以来绵延了300多年的“经验——理性”的科学主义范式不得不逐渐让出其主流地位。
20世纪末，伴随着多学科的“韦伯热”在欧洲的兴起和由此引发的精神心理方面的“文化背景”被作
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前提，1984年第17届世界哲学会议闭幕词宣布，当代世界哲学的重点已由科学哲学
转向文化哲学。
世界哲学的这一转向绝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哲学的发展来看，伴随着西欧文艺复兴，哲学越来越张扬人性。
不过，早期主要张扬的是人的理性。
由于过分重视理性和客观性，导致了一系列的哲学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转而重视差异性、多样性和主观性、非理性，进而导致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
的兴起。
19世纪叔本华和尼采的理论就是这些理论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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