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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60056.htm 一、什么是注意 注意

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 这里的心理活动既包

括感知觉、记忆、思维等认识活动，也包括情感过程和意志

过程。心理过程的出现，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质内容。认

识活动有认识加工的对象，情感过程有所要表达的对象，意

志过程也是有目的性地从事某种活动，朝向某个目标。这些

心理活动的对象同时也是注意的对象。需要说明的是，注意

的对象不仅仅是外部的活动和事物，人的内在心理活动和机

体状态也可以成为注意的对象。感觉到机体的病痛，意识到

自身情绪的变化和意志坚持的程度，都是注意指向内部对象

的体现。 指向性和集中性是注意的两个基本特性。指向性是

指心理活动在某一时刻总是有选择地朝向一定对象。因为人

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同时注意到所有的事物，接收到所有的信

息，只能选择一定对象加以反映。就像满天星斗，我们要想

看清楚，就只能朝向个别方位或某个星座。指向性可以保证

我们的心理活动去清晰而准确地把握某些事物。集中性是指

心理活动停留在一定对象上的深入加工过程，注意集中时心

理活动只关注所指向的事物，抑制了与当前注意对象无关的

活动。比如，当我们集中注意去读一本书的时候，对旁边的

人声、鸟语或音乐声就无暇顾及，或者有意不去关注它们。

注意的集中性保证了我们对注意对象有更深入完整的认识。 

指向性和集中性统一于同一注意过程中，保证了注意的产生

和维持。当学生上课的时候，他的心理活动不可能指向教室



内外的各种事物，只能选择教师的教学活动作为自己的注意

对象。另外在听课过程中，他必须始终关注教师的教学，抑

制与听课无关的小动作。只有在正确指向的基础上加以集中

，才能使一个学生在一堂课中清晰、完整、深入地理解教学

内容。 二、注意是心理活动的组织特性 注意虽然是一种非常

重要的心理机制，但却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注意是认

识、情感和意志等心理过程的共同的组织特性。 注意是伴随

心理过程出现的，离开了具体的心理活动，注意就无从产生

和维持。当我们说“注意看黑板”，是感知活动中的注意“

注意这个问题”，则又是思维活动中的注意了。人们在看一

部悲剧作品时伤心落泪，说明注意既伴随着认识活动，又伴

随着情感过程。反之，没有注意的指向和集中对心理活动的

组织作用，任何种心理活动都无法展开和进行。注意可以说

是信息进入我们认知系统的门户，它的开合直接影响着其他

心理机能的工作状态。所以，注意虽然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

过程，但在心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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