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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世界知名的心理学导论一直享有盛誉，由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卓越教学奖得主韦登教授撰写，科
学性和实用性的完美结合，使它在诸多心理学入门教材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一流高校中使用量最大
的心理学专业入门教材之一，并在全球广泛采用，充分反映了作者在国际心理学教学领域的权威地位
，他独具匠心的撰写方式成就了经典之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心理学值得我们学习的原因除了它的实用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思考方式。本书鼓励读者
去思考开放性的问题，检验他们关于行为的假设，把心理学的概念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作为探索心
理学之旅的开始，这本非常实用的入门书一定会让大家对心理学这门科学着迷，且满怀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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