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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7_94_9F_E5_c38_514176.htm 心理过程即人人共

有的心理活动。由于心理活动都经历着发生、持续并结束的

过程，因而称心理过程，包括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

程。 认知过程是人们认识周围事物（包括自己）的过程，通

过知觉、技艺、思维、想象等心理活动来实现。 注意是心理

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与集中。 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

觉器官的客观事物整体的反映。 记忆是人脑对过去感知和经

历过的事物的反映。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

反映，是智力的核心。 想象是人脑对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形

成新形象的过程。 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

的需要所产生的态度的体验。 意志是人们自觉地克服困难来

完成预定的目标和任务的心理过程。 个性指一个人整个稳定

的、独特的心理面貌。一般可以把个性结构分为个性倾向、

个性特征和自我意识三部分。 个性倾向是决定个人对客观事

物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的动力系统，包括需要、动机、兴趣

、价值观等成分。 需要是个体活动的根本源泉。美国心理学

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

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 动

机是一种驱使人进行某项活动，从而满足其需要、达到其目

标的内部动力。 兴趣是一种力求探索某一事物，并带有强烈

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 个性特征是个人身上经常表现出来的

本质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系统，包括气质、性格、能力等成

分。 气质是人所具有的典型而稳定的心理活动动力特征。具



体指心理活动的速度（如思维速度）、心理活动的强度（如

情绪体验强度、对刺激的耐受程度）、心理活动的稳定性（

如注意集中时间长短）和心理活动的指向性（如指向外部世

界或内部世界）。 性格是指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 能力是指直接影响人的活动效

率并使活动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的那些最必需的个性心理特

征。 自我意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包括对自己的存在

和对自身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认识。 自我概念是指一个人心目

中对自己的印象，包括对自己存在的认识，以及对自己身体

、能力、性格、态度、思想等方面的认识。 自我评价是自我

意识在认知方面的表现。自我评价能力是自我意识发展的主

要成分和主要标志。 自我体验主要是指自我意识中的情感问

题，其表现之一是儿童的自尊心。 自我调控是自我意识在意

志方面的表现。通常说的自我调节、自我监督、自我激励、

自我教育等都是自我调控的主要形式。 感想： 说起这些知识

，首先感到的是熟悉，是因为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接触，而

且在工作中常常用到，再加上通过实践能更深入的理解。但

是心中却总是莫名的涌出一股陌生的感觉。看来是得经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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