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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科学性之争再起波澜 

2013年08月30日 10: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30日总第495期  作者：杨绿/编译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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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这场心理学是否科学的讨论背后也隐藏了诸多心理暗示。心理学家往往倾向于将心

理学视为科学甚至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比较”让心理学家希望与其他“硬科学”分享一席之地，比

如在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发表文章，抑或得到政府有力的科研资助。而“硬科学”的科学家则期望通过

区分学科层次来贬低“软科学”，以寻求本学科较高的地位。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官网曾于7月13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艾利克斯·贝雷索（Alex 

Berezow）的文章《为什么说心理学不是科学的》（Why psychology isn’t science），该文质疑心理学的科

学性，从而再次掀起相关讨论的波澜。 

  8月14日，美国伊利诺大学心理学家迈克尔·克劳斯（Michael Kraus）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官网发表了题为《“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争论背后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he 

“Psychology Isn’t a Science” Argument）的文章，系统回应了当前社会各界对心理学的各种质疑。 

  量化与否并非判断科学性的唯一依据 

  许多攻击心理学的人认为，心理学家没有清晰地定义心理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类术语。贝雷索举例称，有关

幸福感的研究即是心理学定义含混的案例。他认为，幸福感对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义，尤其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

人而言，定义更不相同。 

  化学家阿舒托什·乔嘉雷卡（Ashutosh Jogalekar）曾在《心理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吗？这真的重要

吗？》（Is psychology a “real” science? Does it really matter?）中指出，“幸福感”等名词看起来

含混不清，但并非所有的科学现象都需要量化，心理学尤其如此。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量化现象，而在于

揭示人类普遍的心理特征和本性。因此，术语是否界限清晰、科学现象能否量化都不足以判断一门学科的科学

性。 

  而在克劳斯看来，认为心理学定义含混者往往对心理学知之甚少。研究主观幸福感的学者已经花了几十年

的时间建构“幸福”的定义。他们认为，主观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的定义包括三方面的认知评

价，即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更重要的是，有关幸福感的定义和研究并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社

会学家、人文学家和心理学家在研究幸福感含义的数十年中，收集了数以百万计人反映幸福感的实例作为依

据。因此，幸福感并非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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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心理差异恰是研究核心  

  很多质疑者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奉行主观经验而非客观实证的学科。但是，克劳斯提出，不同人看待社会

现象的主观心理存在很大差异，而这恰恰构成了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研究人们不同的主观经验，意味

着要询问在不同环境、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内心感受。因而，探究不同环境或不同文化下的心理现象并不表明心

理学缺乏科学依据，相反，恰恰说明心理学承认环境和文化因素对人们认知和行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克劳斯还表示，心理学家也会以“硬科学”的方法补充完善自身理论，例如，在幸福感的研究中，一些心

理学家尝试测试受试者的糖皮质激素水平，这种非常接近物理学或化学的研究方法，似乎让心理学看起来比社

会学、经济学更接近“硬科学”。当然，即便不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研究，也不能表示心理学不具科学性。 

  争论背后不乏心理暗示 

  克劳斯还饶有趣味地用心理学知识点出了这场争论背后的实质。他认为，在这场心理学是否科学的讨论背

后也隐藏了诸多心理暗示。心理学家往往倾向于将心理学视为科学甚至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比较”让心理

学家希望与其他“硬科学”分享一席之地，比如在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发表文章，抑或得到政府有力的科研资

助。而“硬科学”的科学家则期望通过区分学科层次来贬低“软科学”，以寻求本学科较高的地位。 

  克劳斯总结称，心理学其实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如果期望它与其他已存在几个世纪的学科拥有相同的

声望和成就难免牵强。心理学也需要走过一段漫长的道路才会赢得尊重。 

  （杨绿/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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