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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驱动和概念驱动理论 数据驱动加工：即自下而上的加

工，知觉直接依赖于感官的刺激物的特性，对这些特性的加

工。 概念驱动加工：即自下而上的加工，知觉系统不仅要加

工外部输入的信息，而且要加工在头脑中已经存储的信息。

2.大小－距离不变假设 我们知觉的物体的大小与物体在网膜

上投影的大小有关系，人们在知觉物体时，似乎不自觉的解

决了大小与距离的关系，即：物体的大小＝网膜投影的大小*

物体与眼睛的距离。这就是大小－距离的不变假设。 3.错觉

理论 （1）眼动理论：我们在知觉几何图形时，眼睛总在沿

着图形的轮廓或线条作有规律的扫描运动。当人们扫视图形

的某些部分时，由于周围轮廓的影响，改变了眼动的方向和

范围，造成取样的误差，因而产生各种知觉的错误（有些实

验证明了眼动不是造成错觉的真正原因）。 （2）神经抑制

作用理论：这是从神经生理学水平解释错觉的一种理论，认

为：当两个轮廓彼此接近时，网膜内的侧抑制过程改变了由

轮廓所刺激的细胞活动，因而使神经兴奋分布的中心发生变

化，结果引起几何形状和方向的错觉（该理论忽略了错觉现

象和神经中枢的融合机制的关系）。 （3）深度加工和常性

误用理论：错觉具有认知方面的根源，人们在知觉三维空间

物体的大小时，总把距离估计在内，这是保持物体大小恒常

性的重要条件。当人们把知觉三维世界的这一特点，自觉、

不自觉地应用于知觉平面物体时，就会引起错觉。可以说错



觉是知觉恒常性的一种例外，是人们误用了知觉恒常性的结

果。这种理论强调了深度线索在错觉产生中的作用，因而也

叫深度加工理论。 附录 名词解释 1. 【知觉】是客观事物直接

作用于感官而在头脑中产生的对事物的整体认识。 2. 【知觉

定势】发生在前面的知觉直接影响到后来的知觉，产生了对

后续知觉的准备状态，这种现象叫知觉定势。 3. 【整体优先

】整体水平的加工优先于局部水平的加工。（内温的整体反

应和局部反应实验）。 4. 【知觉恒常性】当知觉的客观条件

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时，我们的知觉映像在相当程度上却保持

着他的稳定性。 5. 【视觉线索】指环境中的各种参照物给人

们提供的物体距离、方位和照面条件的信息。（影响知觉恒

常性的条件）。 6. 【动景运动】当两个刺激物按一定空间间

隔和时间间隔距离相继呈现时，我们看到从一个刺激物向另

一个刺激物的连续运动，这就是动景运动。 7. 【错觉】我们

的知觉不能正确的表达外界事物的特性而出现种种歪曲。 8. 

【似动】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人们在静止的物体

间看到了运动，或者在没有连续位移的地方，看到了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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