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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一章。
第一章从文化心理学与主流心理学的差异性入手，论述了文化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几个重要的元理
论方面的否定和它的基本观点。
第二章论述了文化心理学赖以产生的条件和基础以及它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含义。
第四章着重探讨了文化心理学的类型、主要理论观点。
第五章介绍和分析了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领域。
第六章阐述了文化心理学的几种主要策略和方法，分析了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
心理学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七章阐明了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目的。
第八章着重分析了文化心理的结构。
第九章对文化心理学与本土化心理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看法和建议。
第十章阐述了跨文化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并把它与文化心理学加以比较。
第十一章简单介绍了全球化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并对文化心理学与全球化心理学做了较为细致的比较
。
最后一章是结合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观点阐述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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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炳全，1964年生，河南沁阳人，心理学博士，曾先后在河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任教，曾任硕
士生导师，现为肇庆学院教育系副教授。
先后承担普通心理学、心理学史、认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学习心理学
等课程的主讲任务，主要从事理论心理学、心理学哲学与心理学史的研究，当前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
心理学与意义心理学。
先后在《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心理学探新》、《史学理论研究》、《国外社会科学》
、《自然辩证法通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
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主编出版《
在大学生活中走向成熟》、《高考心理指导》、《教学心理与教学艺术》等著作；承担完成多项研究
课题；获省、市、厅、校级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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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价值一、文化心理学的重要价值与生命力所在二、发展中国特色的心
理学三、为实践服务四、全面理解和构建完整的心理学第二节　本研究的意义一、弄清心理学存在的
问题或局限性二、明晰与突出心理学的人文主义取向三、探索心理学发展规律四、寻求中国本土心理
学建设的路径第三节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创新一、基本思路二、本书的创新之处第一章　文化心理
学对传统心理学的“破”与“立”第一节 “破”物性，“立”人性第二节 “破”经验——理性理论
模式，“立”文化研究范式第三节 “破”本体论“立”文化相对论与建构论第四节 “破”二元论及
相关假设“立”关系论及相关假设第五节 “破”自然科学模式“立”人文科学模式第六节　文化心理
学是对科学心理学的消解吗一、研究对象和内容互补二、学科性质上的互补三、方法论上的互补第二
章　文化心理学产生的历史语境与发展历程第一节　文化心理学产生的历史语境一、哲学基础二、心
理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三、社会历史基础四、学科语境第二节　文化心理学形成与发晨的历史一、
初步构建期二、潜伏期三、萌发期四、形成期五、发展成熟期第三章　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内涵第一节
　有关学者对文化心理学的界定⋯⋯第四章　文化心理学类型与有影响的理论第五章　文化心理学的
研究传统第六章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策略第七章　文化心理学目的论第八章　文化心理结构论第九章
　文化心理学与本土心理学比较第十章　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第十一章　心理学的全球化与文
化心理学第十二章　中国文化心理学建设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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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化心理的含义来源 价值中国网 郎鸣镝 　　这书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本,作为基础读物,进门书
籍,还是很不错的.谁叫现在国内研究成果不多呢!感谢当当!请购进更多的稀有图书！
这本书非常不错，值得看值得买！
　　文化心理的研究从研究对象入手，力图扩展主流心理学关于研究对象的设定，把心理行为看作特
定文化的产物，重视各种文化条件下的心理行为的独特性。
文化心理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人类心理行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与特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无法
脱离文化历史背景进行理解。
传统的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心理”概念应该有一个改变，由“统一心理”变为“建构心理”，由
“普通心理”变为“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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