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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1、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

别属性的反映。 2、知觉人脑对事物的各种属性、各个部分

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综合的整体的直接反映。 3、感受性对

适宜刺激的感觉能力。 4、感觉阈限刚刚能引起感觉的最小

刺激量。 5、差别感受性是对两个刺激量强度差别的感觉能

力。 6、差别感觉阈限刚刚能引起差别感觉的两个同类刺激

物之间的最小差别量。 7、适应同一感受器内，由于刺激对

感受器的持续作用而使感受性发生变化的现象。 8、同时对

比几个刺激物同时作用于同一感受器而产生的对比现象。 9

、继时对比刺激物先后作用于同一感受器而产生的对比现象

。 10、似动知觉又叫似动运动知觉。两个静态的物体，按一

定时间依次呈现，使人觉得是一个动态的物体，即同一个物

体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这种现象叫做似动知觉。

11、知觉恒常性指客观事物本身不变但知觉条件在一定范围

内发生变化时，人的知觉映象仍然相对不变。 12、*观察又称

“思维的知觉”，是人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知觉，是知

觉的高级形式。 13、错觉是对客观事物不正确的知觉，是知

觉的一种特殊情况。 14、感受野当呈现特定刺激的时候，可

记录到感觉神经通路及大脑皮质各水平上单个神经细胞的放

电现象，据此可以揭示该个神经细胞所管辖的刺激区域。这

个区域称为该神经细胞的感受野。而每个神经细胞的感受野

都有其侦察特定特征的功能，又称为特征侦察器。 来源：考



试大二、填空 1、绝对感受性与绝对感受阈限在数量上成 反

比 关系。可以用公式E=1/R表示。其中，E代表绝对感受性

，R代表绝对感觉阈限。 2、对两个刺激量强度差别的感觉能

力是：差别感受性。 3、暗适应是 感受性提高的 过程；明适

应是 感受性降低的 过程。 4、吃了糖再吃桔子会觉桔酸，这

种味觉现象是：继时对比 。来源：考试大 5、视觉恒常性包

括：颜色恒常性、大小恒常性、亮度恒常性、形状恒常性。

6、空间知觉分为：形状知觉、深度知觉、方位知觉、大小知

觉 。深度知觉又称距离知觉或立体知觉。 7、运动知觉分为

：真动知觉和似动知觉。 8、知觉的基本特征有：知觉的选

择性、知觉的理解性、知觉的整体性、知觉的恒常性。 9、

观察的品质有：观察的目的性、观察的客观性、观察的精细

性、观察的敏锐性。 10、19世纪60年代初，费希纳根据等距

量表的实验结果，提出了心理量和物理量之间的关系符合对

数定律。 11、作为视觉特征侦察器的大脑相应皮层细胞可以

分为三类：一是简单细胞，二是复杂细胞，三是超复杂细胞

。 12、19世纪前半期韦伯发现差别感觉阈限与原来的刺激量

的比值是一个常数，用公式K=△I/I表示。其中，I代表原有刺

激量，△I代表增加的刺激量，K代表常数，这个公式叫韦伯

定律。 三、问题 1、 简述如何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来源：考

试大观察力是学生学习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能力。在学校教育

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一般从一下几方面入手： ①在观

察活动中，让学生明确观察的目的与任务；②制定周密的观

察计划；③具备观察事物或现象的必要知识；④掌握一定的

观察方法；⑤学会做观察记录；⑥观察后的归纳和总结；⑦

努力培养学生的观察兴趣与优良的性格特征。 2、 *论述知觉



的基本特征及在教学中的应用。 来源：考试大知觉作为对事

物的综合、整体的反映，其基本特征有知觉的选择性、知觉

的理解性、知觉的整体性、知觉的恒常性，认识知觉的基本

特征对教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考试大（1）知觉的

选择性：知觉的选择性是指人在进行知觉时，从纷繁复杂的

环境中把某些事物或现象当作知觉对象，而把另一些事物或

现象当作知觉背景。知觉的选择性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如

刺激强的事物、变化着的事物等容易成为知觉的对象。我们

在教学中，可以有意使知觉对象和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有

意提高知觉对象的活动性，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2

）知觉的理解性：知觉的理解性是指人在知觉一些事物或现

象时，不仅能形成关于它的知觉形象，还能根据自己已有的

知识、经验对事物加以解释或判断，即从不同方面对它加以

理解。人的知觉的理解性与人的已有的知识经验有密切的关

系。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时，一方面要联系学生已有的知识

经验，增进知觉的理解性，提高教学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要

注意已有的知识经验对当前知觉活动产生的消极定势作用。 

（3）知觉的整体性：知觉的整体性是指把事物或现象的各种

属性或各个部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反映。在形成对客观

事物整体性知觉时，客观事物各个组成部分所起的作用是不

同的。强的部分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弱的部分，知觉中强的

成分决定着知觉整体性特点。如在小学生的识字教学中，学

生容易将字型相近的字写错，如容易将“折”、“析”、“

拆”三个字混淆，就是由于“、”在整个字型中是弱的部分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强化这一“、”，使学生能更

清晰地反映事物的整体性。 （4）知觉地恒常性：知觉地恒



常性是指客观事物本身不变但知觉条件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

，人的知觉映象仍然相对不变。如视知觉恒常性有颜色恒常

性、大小恒常性、亮度恒常性和形状恒常性。知觉恒常性使

人能在不同的情况下，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它们，从而

使人能在客观环境中正确定向，并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

识和改造世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