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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5_99_c76_643064.htm 阈限与差别感觉阈限。 绝对感

受性：就是人感觉最小的客观刺激量的能力。 绝对感觉阈限

：刚刚能感觉到的最小刺激量称为绝对感觉阈限。 绝对感受

性与绝对感觉阈限在数量上成反比关系，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E=1/R 其中，E代表绝对感受性，R代表绝对感觉阈限。 差

别感受性:对两个刺激量强度差别的感觉能力。 差别感受阈限

：刚刚能引起差别感觉的两个同类刺激物之间的最小差别量

称为差别感觉阈限。 差别感觉阈限和差别感受性亦成反比关

系。 韦伯定律:差别感觉阈限与原来的刺激量的比值是一个常

数，用下列公式表示：K＝△I/I。 其中，I代表原有刺激量，

△I代表增加的刺激量，K代表常数。 费希纳定律：在韦伯研

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心理量与物理量之间关系定律。对

数定律，S=KlgI， 其中，S为心理量，I为物理量，K为常数。 

斯蒂文森根据比例量表的实验结果，提出了心理量与物理量

之间关系，符合幂定律：S=KIn．其中，s为心理量，I为物理

量，K为常数。n为指数。 （二）感受性变化规律 适应：同一

感受器内，由于刺激物对感受器的持续作用而使感受性发生

变化的现象叫适应。有时，为了适应周围环境刺激的变化，

机体的感受性需要调整。这种调整就是适应现象。 一般而言

，适应现象表现为感受性的降低；但视觉的暗适应是感受性

提高。视觉的适应可分为暗适应与明适应。 暗适应是从亮处

进入暗处时，由看不清到逐渐看清物体轮廓的视觉感受性的

变化。这是视觉感受性逐渐提高的过程。 明适应是从暗处到



光亮处，特别是在强光下，最初一瞬间感到发眩耀眼，几乎

什么都看不清楚，经过几秒钟后就能看清物体的感受性变化

。明适应是视觉感受性逐渐降低的过程。 对比：对比是感觉

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使感受性发生变化的现象。 可分为

同时对比与继时对比两种。 同时对比:是几个刺激物同时作用

于同一感受器而产生的对比现象。 继时对比:刺激物先后作用

于同一感受器而产生的对比现象叫继时对比。 二、知觉的基

本规律 知觉的基本规律体现在知觉的4个基本特性之中，知

觉的基本特性是选择性，理解性，整体性和恒常性。 （一）

知觉的选择性:所谓知觉的选择性，是指人在进行知觉时，从

纷繁复杂环境中把某些事物或现象当作知觉对象，而把另一

些事物或现象当作知觉背景。 人对知觉对象与背景的反映效

果是有所区别的。知觉对象的形象较为鲜明，轮廓较为清楚

，结构也较为完整；作为知觉背景的事物形象则较为模糊不

清，结构也不确定，似乎在知觉对象的后面。知觉对象与背

景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可以相互调换。 知觉选择性对人的

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在学校教育、教学中自觉地遵循知

觉的这一特性，可促进教育、教学效果的提高。如在课堂教

学中，有意使知觉对象和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有意提高知

觉对象的活动性等。再如在校园建设中，采用提高刺激物的

强度等做法可突出教育内容。 （二）知觉的理解性：人在知

觉一些事物或现象时，不仅能形成关于它的知觉形象，还能

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对事物加以解释或判断，即从不

同方面对它加以理解。 知觉的理解性与人的已有知识经验有

密切关系。知识经验不同，对知觉对象的理解 程度也不同。

知识经验越丰富，理解就越深刻，对事物的知觉也就越完整



、精确。 知觉的理解性对人的知觉既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又

有消极作用的一面。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时，一方面要联系

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增进知觉的理解性，提高教学的效果

；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已有的知识经验对当前知觉活动所产生

的消极定势作用。此外，知觉的理解性不仅可提高知觉的效

应，还是形成事物表象，并转为科学概念的重要条件。 （三

）知觉的整体性：指把物体或现象的各种属性或各个部分作

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反映。 知觉是对事物整体的反映，故整

体性是知觉的基本特征。 在形成对客观事物整体性知觉时，

客观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强的部分所

起的作用，要大于弱的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强的刺激

物并不完全都是物理强度。刺激物的物理强度很弱，但如果

它对于人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刺激物也可成为复合刺

激物中强的组成部分。对于知觉整体性这一特点，教师在教

学中应充分运用，使学生能更清晰地反映事物的整体。 （四

）知觉的恒常性:客观事物本身不变但知觉条件在一定范围内

发生变化时，人的知觉映象仍然相对不变。 知觉恒常性在视

知觉领域内研究得比较多。视知觉恒常性有颜色恒常性、大

小恒常性、亮度恒常性和形状恒常性等。 颜色恒常性:颜色恒

常性是指在不同的照明条件下，人的颜色知觉映象仍然相对

稳定。 大小恒常性:大小恒常性是指对物体大小的知觉映象，

不因距离远近的不同而改变。 亮度恒常性:亮度恒常性是指物

体的照明度虽改变，但人仍倾向于对它的表面亮度知觉不变

。 形状恒常性:形状恒常性是指人观察物体的角度虽发生变化

，但仍倾向于把它知觉为同一形状。 知觉恒常性不仅表现在

视知觉上，还表现在其他知觉中，如方位知觉恒常性、听知



觉恒常性等。 编辑特别推荐： 2009年教育硕士考试教育学3

月每日一练汇总 2009年教育硕士考试教育学4月每日一练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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