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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指感觉器官收集有关环境的信息的过程。知觉指大脑选

择、组织和解释感觉的过程。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肤

觉等，是我们常说的"五感"。02. 所有感觉道都符合下列三种

基本原理：1）生理和心理存在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2）感和知觉是主动而非被动的过程； 3）感觉和知觉具有适

应生存的意义。03. 感觉从环境刺激开始，所有感觉系统都有

专门分化的细胞：受体，它们对环境刺激作出应，一般在相

邻的感觉神经元产生动作电位。这个过程称为转换。04. 要使

观察者知觉到一个刺激，刺激必须具备必要的物理能量，这

种最小物理能量称为绝对阈限。信号侦察论认为，侦察刺激

的能力不仅依赖刺激的特点（比如强度），也有赖于观察者

的特点。检测信号有一个反映观察者反应偏差的决策过程：

没有把握时如何报告检测到刺激。05. 辨别两种刺激之间的差

异，要求两刺激强度有最小差异量，这就是差别阈限（最小

可觉差，jnd）。韦伯定律指出，不管两个刺激有多重，差别

阈限是两个刺激之间的一种定比关系。费希纳定律认为，刺

激主观感觉量物理客观量的对数函数成正比。斯蒂文思采用

数量估计法，提出了幂定律：心理量随刺激量的乘方函数而

变化，即感觉到的大小与刺激量的乘方成正比。06. 感觉适应

，是感觉系统对连续无变化的刺激反应减少的倾向。07. 眼睛

对称之为光的一小部分电磁波敏感。光线通过角膜、瞳孔和

晶体聚焦到视网膜上。视网膜上有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视



杆细胞对光线非常敏感，允许昏暗光线下的视觉；视锥细胞

对特定波长的光波特别敏感，产生心理学的色彩体验。视锥

细胞集中在网膜中心地带的中央窝。神经节细胞有感受野，

即某个神经元的反应区域。特征觉察器，是枕叶皮层中的专

门细胞，只有当感受野中的刺激符合特定的模式或定向，诸

如竖条或横条时，细胞才反应。08. 色觉刺激有三个物理属性

：波长（频率）、光波强度、光波的纯度。对应的心理属性

有：色调、亮度和饱和度。09. 视觉适应，有暗适应和明适应

两种。两种适应的生理过程不同，主要是视杆和视锥细胞参

与作用不同。10. Yang_Helmholtz或三原色理论提出，眼睛有

三种受体，分别对红、绿、蓝三色敏感。拮抗理论则认为存

在三个颜色相对的子系统：蓝-黄系统、红-绿系统、黑-白系

统。系统中的一个成分疲劳时，另一个成分的作用就相对突

出，因而产生颜色后效。某个系统受损时，就会成对地失去

颜色觉察能力，如红绿色盲。11. 当物体导致空气震荡时就产

生了听觉。耳，包括外耳、中耳和内耳三大部分。声音通过

耳道到达耳膜而得到放大；附于基底膜的毛细胞，通过充满

液体的耳蜗震荡，将声音转化为听神经的动作电位，然后向

大脑传送。12. 听觉刺激有三个物理属性：频率、振幅和纯性

；相应心理属性为音调、音响和音色。13. 有两种一度被认为

相互对立的听觉理论：地点说和频率说。地点说强调基底膜

不同部位对不同的频率作出反应，似能很好地解释高频声音

。频率说则认为基底膜的震荡频率反映了声音的频率，能很

好地解释低频声音。两种理论都认为声音响度反映为放电的

神经元的数目。14. 除了视觉和听觉之外，其他感觉还有：嗅

觉、味觉、肤觉、动觉、平衡觉等。其中肤觉又可分为触觉



、痛觉、温觉与热觉。15. 嗅觉刺激是物质散发在空气中的看

不见的分子。空气进入鼻腔，流向嗅膜，嗅膜上有成百上千

的各种受体，对各种分子作出反应，产生复杂的嗅觉。嗅觉

受体细胞的轴突构成嗅神经，它把信息传导到额叶下的嗅球

和额叶深部的感受区。16. 味觉，对可溶于唾液的分子敏感。

但是，实际中的味觉很多是由嗅觉引起的。味觉产生于舌部

和整个口腔的味蕾。17. 肤觉的感觉信息经过丘脑，传向大脑

的主要触觉中心：躯体感觉皮层。该皮层与躯体表面的对应

关系犹如一张躯体图。18. 痛觉很大程度上受信念、期望和情

绪状态的影响。控制阀理论认为，疼痛体验手神经纤维的影

响，神经纤维能关闭疼痛的阀门，阻断来自其它纤维的信息

通过。痛觉反应比较复杂：有时没有痛觉刺激，但有疼的感

觉，如幽灵痛；有时有痛觉刺激，但没有痛的感觉。19. 本体

感觉是对躯体位置和运动的感觉。动觉觉察身体位置和运动

，并自动协调肌肉的运动。平衡觉根据对重力和运动的感觉

提供躯体在空间中的位置信息。20. 知觉的最大特点是组织和

解释。知觉组织，涉及形状、深度知觉，知觉常性。形状知

觉指将感觉组织成有意义的型或模式。深度知觉是按三维组

织知觉。知觉常性指将不断变化的感觉组织为大小、形状和

颜色等相对稳定的知觉。21. 形状知觉的原理包括Gestalt的几

条原理：图形和背景、相似性、接近性、良好连续性、简洁

性和完整性。深度知觉将两维的视网膜形象组织成三维的世

界，主要通过双眼和单眼视觉线索。大小和颜色常性指知觉

到不变的大小和颜色，虽然视网膜上的形象在变化。由于组

织特性，知觉者容易产生错觉。错觉是知觉经验与引起知觉

的刺激特征之间不一致的现象。有些错觉好象是天生的，有



些错觉则倚赖于文化和经验。22. 知觉解释，是对感觉经验赋

予意义。知觉解释依赖于感觉和记忆的结合，因为大脑以过

去的经验来解释当前的感觉。知觉不是完全天生的，也不是

完全后天习得。23. 自下而上加工，指从下层开始加工原始的

感觉材料，再向大脑供给。如特征觉察器的发现就证明我们

是将刺激分解为成分进行分析的。自上而下加工，从上层开

始，从观察者的期望和知识开始加工。Gestalt就强调我们是

感受整个刺激而不是刺激的组成成分。事实上，知觉过程往

往是同时从两个方向上开始的。环境体验所塑造的知觉解释

倾向或知觉期望，称为知觉定势。知觉定势包括当前上下文

情景和持续的知识结构（图式）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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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