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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C_97_c67_151696.htm 第一章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性

质和方法第一节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一、心理过程 二、个性心

理1、个性倾向性 又称个性的动力性。2、个性心理特征 包括

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3、心理过程与个性心理的关系：

（1）、个性心理通过心理过程形成和表现出来的。（2）、

先有心理过程，在心理过程的基础上形成个性心理特征。（3

）、个性心理形成后，对心理过程有制约作用。第二节 心理

的实质一、心理是脑的机能1、 心理产生的自然历程；（动

物在本能行为的基础上对这些信号刺激建立起暂时联系，形

成条件反射。心理学家认为动物的演化只有到了能对有生物

学意义的信号刺激作出反应，才可以说有了心理活动，或者

说标志着心理现象的产生。）没有神经系统的动物没有心理

现象，有神经系统的动物有心理现象。2、 动物心理的发展

历程；（1）、感觉阶段。无脊椎动物。（2）、知觉阶段。

（3）、思维萌芽阶段。灵长类动物。3、 人类个体发展史证

明心理是脑的机能；4、 心理是同脑密切联系着的。二、心

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1、 客观现实是心理的源泉。 人的心理

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社会实践不仅是人的心理产生的基础

，而且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动力。2、 人的心理是客观现实能

动的反映。（能动：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能改造客观事实

）3、 心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判断：大脑产生思想就

象胆囊分泌胆汁一样。（×）第三节 科学心理学的孕育和诞

生心理学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有一个很短达到发展历程。一



、理学的由来：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达到思想。二、科学心理学的诞生：1879年德国的

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

室。使心理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1879

年作为心理学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

。三、心理学的分支：（简单了解）第四节 心理学的性质与

作用一、学科性质：1、 是一门基础学科。2、是一门边缘学

科。二、心理学的作用第五节 心理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第二

章 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神经系统与脑第一节 神经系统一

、基本单位1、 神经元的结构和机能神经元：即神经细胞。

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单位、功能单位和营养单位，是脑

的建筑材料。（1）、结构：是由细胞体和突起构成。细胞体

由细胞核、细胞浆和细胞膜组成。突起由轴突和树突构成。

（2）、神经元的机能：接受刺激、传递信息、整合信息。神

经元的基本机能是：通过树突及胞体接受传来的信息，胞体

对信息进行整合，然后通过轴突将信息传给另一神经元。2、

神经元的突触联系及突触传递。（不讲）二、神经系统的结

构和机能1、 中枢神经系统(1)、脊髓：白质是轴突集中的地

方灰质是细胞体集中的地方（2）、脑：脑干：延脑 重要的

中枢：呼吸中枢、心跳中枢桥脑：联系小脑左右半球的这样

，大脑和小脑的联系通路。中脑：瞳孔反射的中枢脑干呈网

状结构，人的觉醒状态由脑网来控制的。间脑：丘脑：皮层

下较高级的感觉中枢下丘脑：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皮下中枢层

。小脑：维持身体平衡，保持协调的姿势大脑半球：大脑灰

质较薄，含6层神经细胞。第二节 大脑皮层的机能系统一、

感觉机能系统：感觉中枢----中央后回运动中枢---- 中央前回



听觉中枢----颞叶视觉中枢----枕叶枕极三、大脑的联合机能

系统4、 言语机能联合区（1）、运动性言语中枢（布洛卡中

枢）（2）、听觉性言语中枢（威尔尼克中枢）---接受性失语

症（3）、视觉性言语中枢----失读症（4）、书写性言语中

枢---运动性失写症四、大脑两半球机能的非对称性论述：大

脑两半球的功能对称?吗左右半球的功能是怎样分工的？有什

么试验？P44-45第三节 高级神经活动巴浦洛夫学说高级神经

活动学说1、 兴奋和抑制是高级神经活动的基本过程。2、 反

射：是有机体在神经系统的参与下，对内外环境刺激所作出

的规律性回答。反射弧：实现反射活动的神经通路（神经结

构）称为反射弧。由感受器、传入神经、反射中枢、传出神

经和效应器五部分组成。3、 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巴甫洛

夫学派的条件反射---经典条件反射桑代克、斯金纳条件反

射---操作（工具性）条件反射4、 两种信号系统（巴甫洛夫

）第一信号系统：凡是以直接作用于各种感官的具体刺激物

为信号刺激所建立的条件反射系统，称为第一信号系统。第

二信号系统：以语言为信号刺激所建立的条件反射系统称为

第二信号系统，为人所独有。5、 动力定型（亦称定型）：

是大脑皮层对刺激的定型系统所形成的反应定型系统。简答

：巴甫洛夫提出动力定型的学说结论第五章 感觉一、感觉的

概念是脑对直接作用于感官的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二、

感受性和感觉阈限感受性：是指各感受齐对适宜刺激的感受

能力。是用感觉阈限的大小来度量的。感受性与阈限之间的

关系：成反比关系。1、 绝对感受性和绝对感觉阈限。2、 差

别感受性与差别感觉阈限1840年，德国：韦伯重量差别阈限

：K=△I/I差别阈限：j.n.d韦伯定率：不同感觉在中等刺激强



度范围内的韦伯分数。另一位：费希纳经验公式S=K logR 费

希纳定律：感觉的大小同刺激强度的对数成正比。 此定律只

适用于中等强度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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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