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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觉进行不同的分类。根据知觉是更正确，可将知觉分为

正确的知觉和错误的知觉。根据知觉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感

受器的不同，可将知觉分为视知觉、听知觉、嗅知觉、味知

觉等。根据知觉对象的不同，可将知觉分为物体知觉和社会

知觉。 一、物体知觉 物体知觉就是对物的知觉，对自然界中

机械、物理、化学、生物种种现象的知觉。任何事物都具有

空间、时间和运动的特性，因而物体知觉又分为空间知觉、

时间知觉、运动知觉。 1．空间知觉 空间知觉是对客观世界

三维特性的知觉，具体指物体大小、距离、形状和方位等在

头脑中的反映。空间知觉是一种较复杂的知觉，需要人的视

觉、听觉、运动觉等多种分析器的联合活动来实现。在我们

的生活、学习中，空间知觉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学习汉

语拼音、汉字时，需要正确辨别上下、左右，否则难以顺利

地掌握汉字的结构和识别汉语拼音；下楼梯时，如果我们不

知道有几个台阶、每个台阶有多高，就容易摔倒。 空间知觉

包括形状知觉、大小知觉、深度与距离知觉、方位知觉等。 

形状知觉指对物体的轮廓和边界的整体知觉。形状知觉是人

类和动物共同具有的知觉能力，但人类的形状知觉能力比动

物的更高级，因为人类能识别文字。形状知觉是靠视觉、触

觉、运动觉来实现的。我们可以通过物体在视网膜上的投影

、视线沿物体轮廓移动时的眼球运动、手指触摸物体边沿等

，产生形状知觉。 大小知觉指对物体长短、面积和体积大小



的知觉。依靠视觉获得的大小知觉，决定于物体在视网膜上

投影的大小和观察者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在距离相等的条件

下，投影越大，则物体越大；投影越小，则物体越小。在投

影不变的情况下，距离越远，则物体越大；距离越近，则物

体越小。大小知觉还受个体对物体的熟悉程度、周围物体的

参照的影响。对熟悉物体的大小知觉不随观察距离、视网膜

投影的改变而改变。对某个物体的大小知觉也会因该周围参

照物的不同而改变。 对物体深度和距离的判断可以依据的线

索很多，如小的物体似乎远些，大的物体似乎近些；被遮挡

的物体远些；远处的物体看起来模糊，能看到的细节少；远

的物体显得灰暗，近的物体色彩鲜 明；看近物时，双眼视线

向正中聚合，看远物时，双眼视线近似平行等。我们还可以

通过立体镜来了解深度知觉。 人依靠视觉、听觉、运动觉等

来判断方位，这种能力是后天形成的。依靠视觉进行方位判

断必须借助参照物。参照物可以是自己的身体、太阳的位置

、地球的磁场、天地等。不同方位辨别由易到难的次序分别

是上、下、后、前、左与右。由于人的两只耳朵分别在头部

的左右两侧，因此同一声源到达两耳的距离不同，两耳所感

知的声音在时间上、强度上存在差别。正因如此，我们也能

依靠听觉进行方向定位。 2．时间知觉 时间知觉是对事物发

展的延续性、顺序性的知觉，具体表现为对时间的分辨、对

时间的确认、对持续时间的估量、对时间的预测。时间，既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生活中，我们对时间的知觉既可以借

助于自然界的变化，如太阳的东升西落、月的圆缺、四季变

化等，也可以借助于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或自身的生理变化，

如数数、打拍子、节假日、上下班等，还可以借助于时钟、



日历等记时工具。在不同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对时间的估计

有很大差别。研究表明，在悲伤的情绪下，人们在时间估计

方面会出现高估现象；在欢快的情绪下，在时间估计方面会

出现低估现象。 3．运动知觉 运动知觉是指物体在空间的位

移特性在人脑中的反映。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当中，

因而，运动和静止是相对而言的。物体运动速度太慢或太快

都不能使人产生运动知觉。人没有专门感知物体运动的器官

，对物体运动的知觉是通过多种感官的协同活动实现的。当

人观察运动的物体的时候，如果眼睛和头部不动，物体在视

网膜的像的连续移动，就可以使我们产生运动知觉。如果用

眼睛和头部追随运动的物体，这时视像虽然保持基本不动，

眼睛和头部的动觉信息也足以使我们产生运动知觉。如果我

们观察的是固定不动的物体，即使转动眼睛和头部，也不会

产生运动知觉，因为眼睛和颈部的动觉抵消了视网膜上视像

的位移。 运动知觉又可具体细分为真动知觉、似动知觉和诱

动知觉。 真动知觉是对物体本身以一定速度和轨迹作连续位

移的知觉。真动知觉依赖于物体适宜的运动速度。我国心理

学者用实验证明，当对象在两米距离时，运动知觉的下阈

是0.6毫米/秒，上阈是600毫米/秒。 似动知觉是指在特定条件

卜静止的物体看起来是运动的，没有连续位移的看成是连续

运动的现象。似动知觉又称为φ现象。我们看电影、电视时

，所看到的其中的物体运动并不真实存在，而是许多相似画

面的连续呈现。如图3-2所示，当间隔0.06秒依次呈现直线a

、b，我们便会看到a向b移动；当以低于0.03秒的时间间隔呈

现a、b，我们便会看到a、b同时出现；当以长于1秒的时间间

隔呈现a、b时，我们便会看到a、b先后出现。 诱动知觉指不



动的物体因其周围的运动而使它看起来好像在运动的现象。

例如，夜空中移动的云朵后面的月亮本来是不动的，但是看

起来月亮在移动，而云朵是静止的。 二、社会知觉 社会知觉

就是对人的知觉，对由人的社会实践所构成的社会现象的知

觉，具体包括对他人的知觉、对自己的知觉、对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知觉等。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不可避免地要

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良性交往的前提是了解对方。我们不

仅会通过与对方的言语来了解对方，也会根据面部表情、目

光接触、身体姿态和活动等形成对对方的印象。与陌生人初

次交往时，对他人的知觉常常受对方给自己留下的第一印象

的影响，即首先获得的印象好坏比后来获得的印象好坏占有

更大的比重。与熟悉的人或朋友交往时，对他人的知觉会受

到新近获得的信息的强烈影响。在心理学中，这一现象叫做

新近效应。 另外，在对他人知觉的过程中还存在晕轮效应，

即对一个人形成某种印象后，我们会以与这种印象相一致的

方式去判断这个人的其他特点。例如，如果喜欢某个明星，

则会喜欢与明星有关的一切事物，包括他的发型、穿着、说

话的神态及其家人等。 我们每个人常常面临选择，选择报考

哪所学校、哪个专业，选择工作地点、工作单位，选择恋爱

、结婚的对象等等，选择恰当的前提是了解自己，了解自己

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能力等。我们可以通过随时的反省

来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是积极适应社会的前提之一。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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