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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60146.htm 一、知觉的选择性 客

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在每一时刻里，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

的刺激也是非常多的，但人不可能对同时作用于他的刺激全

部都清楚地感受到，也不可能对所有的刺激都作出相应的反

应。我们总是把某些事物作为知觉的对象，其他事物作为知

觉的背景。这就是知觉的选择性，即我们总是选择某些事物

或事物的某些特性作为我们知觉的对象。知觉的对象能被我

们清晰地感知，知觉的背景只是被我们模糊地感知。例如，

上课时，当我们注意看黑板上的字时，黑板上的字成为我们

知觉的对象，而黑板、墙壁、老师的讲解、周围同学的翻书

声等便成为知觉的背景；当我们注意听教师的讲解时，教师

的声音便成为我们知觉的对象，而周围同学的翻书声、进入

视野的一切便成为我们知觉的背景。 知觉的对象和背景之间

的关系是相对的，这表现在知觉的对象 和背景可以互相转换

。如图3-5左图所示，当我们把图中白色部分作为知觉的对象

，黑色部分作为知觉的背景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杯子；当

我们把图中黑色部分作为知觉的对象，白色部分作为知觉的

背景时，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侧面人头。如图3-5右图所示，如

果以白色为背景，则易知觉为男人，如果以黑色为背景，易

知觉为一个少女。 图3-5 知觉的对象和背景的相对关系在大

多数情况下，从知觉的背景中分出对象来并不困难，但在某

些情况下，要迅速地知觉除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对象从

背影中区别出来，一般要取决于三种条件。 （1）当对象与



背景的差别越大、对比越大时，对象越容易被感知，如万绿

丛中一点红、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写的字、夜深人静时隔壁的

电话铃声；反之，则不容易被感知，如冰天雪地中的白熊、

穿着迷彩服藏在草地中的士兵、喧闹集市中的呼机声。 （2

）当对象是相对活动的而背景是相对不动的，或对象是相对

不动的而背景是相对活动的，对象也容易被感知，如夜空中

的流星、大合唱时不张嘴的人。 （3）当对象是自己熟悉的

、感兴趣的内容时，或与人的需要、愿望、任务相联系时，

也容易被感知，如在嘈杂的环境中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在书店对所需要书籍的迅速发现等。 二、知觉的整体性 客观

事物是由不同部分、不同属性组成的，但我们总是把客观事

物作为整体来感知，即把客观事物的个别特性综合为整体来

反映，这就是知觉的整体性。知觉的整体性往往取决于四种

因素。 （1）知觉对象的特点，如接近（时间或空间上接近

的刺激物容易被知觉为一个整体）、相似（彼此相似的刺激

物容易被知觉为一个整体）、闭合、连续等因素。 （2）对

象各组成部分的强度关系。知觉对象虽然作为一个统一的、

整体的复合刺激物所起的作用，但是，强度大的组成部分具

有重要的意义，它往往决定对知觉对象的整体认识。例如，

人的面部特征是我们感知人体外貌的强的刺激部分。只要认

得人的面部特征，不管他的发型、服饰等如何变化，只要面

部没有变化，就不会认错人。 （3）知觉对象各部分之间的

结构关系也影响知觉的整体性。同样一些部分，处于不同的

结构关系中就会成为不同的知觉整体。例如，把相同的音符

置于不同的排列顺序、不同的节拍和旋律之中就构成不同的

曲调；如果曲调的各成分关系不变，只是个别刺激成分发生



变化，或用不同的乐器演奏或不同人来演唱，就不会改变我

们对其歌曲整体性的知觉。 （4）知觉的整体性主要依赖于

知觉者本身的主观状态，其中最主要的是知识与经验。当知

觉对象提供的信息不足时，知觉者总是以过去的知识经验来

补充当前的知觉。例如，给动物学家一块动物身上的骨头，

他就可以塑造出完整的动物形象来。这对于缺乏动物解剖学

知识的人来说，是不能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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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