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教育硕士心理学第一节动物心理的发生与发展教育硕

士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95_99_c76_643053.htm 第一节 动物心理的发生与发展 

一、动物心理的发生 (一)反映:指一个物体受到外界的影响，

就以某种状态的改变来回答外界的影响。反映是物 体相互作

用的结果，在反映过程中，往往是一种物体状态的改变可以

把另外一种物体的特性再现出来. (二)感应性：感应性是指生

物以自己的活动状态的变化对外界的影响作出反应，以维持

新陈代谢正常进行的能力。感应性是有生命的标志。 (三)信

号性反应：信号性反应是指能够建立条件反射。当动物能够

把一个刺激变成另一个刺激的信号，我们就说它不仅具有生

命，而且还有了心理。心理是在生物发展到一定水平(即神经

系统的发展)后才产生的。 二、动物心理的发展 动物在进化

过程中，其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完善程度不同，它们的心

理发展水平也不同。动物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动物心理从低

级到高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感觉阶段、知觉阶段和思

维萌芽阶段。 (一)感觉阶段：无脊椎动物。这种类型的动物

只能对单一性质的刺激形成条件反射，即只能反映刺激的个

别属性。 (二)知觉阶段：低等脊椎动物。这类动物不仅能够

反映刺激的个别属性，而且能够对刺激物的多个属性进行反

映。 (三)思维萌芽阶段：高等脊椎动物。哺乳类动物的神经

系统发展日趋完善。它们大脑两半球皮层有了相当的发展，

并且开始出现了沟回。大脑不同部位执行不同机能也日趋明

显。一般说来，大部分哺乳类动物的心理只是达到了知觉的

高度复杂阶段，只有灵长类动物的心理发展到了思维萌芽阶



段。 当动物的心理发展到思维的萌芽阶段，就为人类心理的

产生创造了条件。人类心理就是在动物心理发展的基础上产

生的，但动物心理与人类心理又有本质的区别。 编辑特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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