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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概述
vv 感觉的定义及其种类感觉的定义及其种类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

      按照刺激的来源可把感觉分为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

      外部感觉：由外部刺激引起，包括视、听、嗅、味觉和皮肤感觉

      内部感觉：由身体内部刺激引起，包括运动觉、平衡觉、机体觉

vv 感受性及感觉阈限感受性及感觉阈限

                感受性：感觉器官对适宜刺激的感觉能力。

      感觉阈限：能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量。

      感受性是用感觉阈限的大小来度量的，二者成反比。

      刺激、刺激物及适宜刺激



vv 感受性及感觉阈限的种类感受性及感觉阈限的种类
v 感觉阈限：

     

v 差别感觉阈限 

    又称为最小可觉差（j.n.d.)

v 感受性：

   绝对阈限表示的是绝对感受性   差别阈限表示的是差别感受性

vv 韦伯定律韦伯定律

  差别阈限与原来刺激强度的比例是一常数。(1840年，             )

        注意： 1 1、、不同感觉器官的韦伯分数（韦伯常数）是不同的；2、韦伯定

律只适用于中等强度的刺激。

感受性及感觉阈限

绝对感觉阈限和差别感觉阈限

绝对感觉阈限 (绝对阈限)：刚刚能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强度。

（注意：是一个范围，有上限与下限。）

(差别阈限)： 刚刚能引起差别感觉的刺激的最小变化量。

绝对感受性和差别感受性

△I/I=k





1、绝对感受性的高低可以用（        ）来度量。

     A、刚刚引起感觉的刺激强度                               B、差别感觉阈限

     C、刚刚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量         D、 j.n.d.

2、下列选项中，外部感觉包括（           ），内部感觉包括（           ）。

      A、视觉和听觉                  B、嗅觉和味觉

      C、运动觉和平衡觉           D、痛觉

3、感觉阈限是一个范围，（        ）。

     A、能够感觉到的最小刺激强度叫下限

     B、能够引起中等强度感觉的刺激强度叫适宜刺激

     C、能够忍受的刺激的最大强度叫上限

     D、下限和上限之间的刺激都是可以引起感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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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感觉
vv 视觉视觉
v 视觉的适宜刺激

        波长在380～78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

v 视觉器官：

        锥体细胞：主要集中在中央窝及其

附近，在强光下起作用(明视觉器官

) 。分辨物体的细节和颜色。

          杆体细胞：集中在视网膜边缘及其

附近，对弱光敏感(暗视觉器官) 。

只能分辨物体的明暗和轮廓。

v 视觉中枢

      大脑皮层的枕叶后端，即枕极部位。

(光波
)。

眼球



各种感觉
v颜色视觉

                    颜色包括彩色和非彩色。

                    彩色的特性：色调                        明度

饱和度

                  灰是非彩色，只有明度一种特性，无色调，饱和度为零。

                  颜色混合：

                  色觉异常：

                  色弱：能分辨颜色，但其感受性差。

                  部分色盲：红绿色盲(看不见红与绿，看到的是不同明度的灰，但能看

见黄和蓝)和黄篮色盲(看不见黄和蓝，但能看见红与绿) 。

                  全色盲：什么颜色都看不见，只能看到明度不同的灰。

                  色觉异常绝大多数视遗传原因造成的。

（通常所说的颜色只指彩色）

（由波长决定）、 （由光波的物理强度决定）、

（由彩色中灰色所占的比例决定，最纯的颜色为百分之百的饱和度）。

色光的混合（相加的混合）和颜料的混合（相减的混合）。

色弱、部分色盲、全色盲。

         途径：男孩是外祖父通过妈妈传给自己的；如果外祖父是色盲，而且爸爸也是

色盲，这时女孩才会是色盲。



各种感觉
vv听觉听觉
v听觉的适宜刺激：

v听觉感受性

        1、频率因素：

        2、年龄因素：

  老年人听觉感受性降低的特点：首先丧失对高频的听觉，逐渐向中低频发展。

        3、其他因素引起的听觉现象：

v听觉器官：

v听觉的特性

        声音特性：音调                                      响度                                              

音色

vv嗅觉嗅觉
          适宜刺激：

          感受器：

          嗅觉中枢：

16～20000赫兹的空气振动 (声波)。

1000-4000Hz最敏感，对高、低频感觉性低。

20岁前逐渐提高，60岁后逐渐降低。

听觉适应、声音的掩蔽、听觉疲劳。

                     由耳廓、外耳道、鼓膜、听小骨和内耳组成。内耳中的科蒂氏器官
是听觉神经细胞集中的地方。 听觉中枢是颞叶的颞上回和颞中回。

（物理学与环境心理学有区别）。
（由声波的振幅决定）、

（由声波的波形决定）。

（由声波的频率决定）、
噪音

(最古老的感觉)

能挥发、有气味的物质。

中央后回。

鼻腔上膜的嗅细胞。





各种感觉
vv 运动觉（动觉）运动觉（动觉）

                  感受器：                                            

                  中枢：

vv 内脏感觉内脏感觉

                种类：

          特点：                      2、定位不准确，具有放射的性质（“黑暗”感觉）；
3、正常状态时引不起内脏感觉。

vv 痛觉痛觉
                                                                  

          痛觉对机体具有保护性的作用，痛觉最难于适应，具有生物学的意义。

          痛觉感受性的大小与一个人对疼的认识、态度以及性格和意志特点有关。

分布在肌肉、筋腱和关节中（肌梭、腱梭和关节小体），

反映身体各部分的位置、运动以及肌肉的紧张程度。

中央后回。

（机体觉）（机体觉）
                 饥饿、饱胀和渴的感觉、窒息的感觉、疲劳的感觉、便意、

性以及痛觉等。

1、性质模糊；

3、正常状态时引不起内脏感觉。

2、定位不准确，具有放射的性质

有机体受到伤害时产生的感觉。遍布全身，无适宜的刺激。 

（“黑暗”感觉）；





感觉现象

vv 感觉后像：感觉后像：

     正后象：

     负后象：

感觉对比：感觉对比：

    从感觉时间分：

    从感觉通道分：

联觉：联觉：

外界刺激停止作用后，暂时保留的感觉形象。

与刺激物性质相同。

与刺激物性质相反。

不同刺激作用于同一感觉器官，使感受性发生变化的现象。

同时对比、相继对比。

               视觉对比(明度对比、彩色对比)、嗅觉对比、味觉对比、

               温度对比等。

一个刺激不仅引起一种感觉，同时还引起另一种感觉的现象。

最突出的是颜色的联觉：色觉可引起温度觉或轻重觉等。





知觉概述
vv 知觉知觉
                

                  与感觉的区别：

                  

         与感觉的联系：

vv 知觉的基本特性知觉的基本特性
        1、整体性

    2、选择性

    3、恒常性

    4、理解性

vv 知觉的种类知觉的种类
v 一、空间知觉

                        对物体的大小、形状、距离、方位等空间特性的知觉。

            分为：大小知觉、形状知觉、方位知觉和距离知觉。

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整体在人脑中的反映。

1、对事物的整体反映， 2、多种感觉协同的结果，

3、受个体知识经验的影响。

1、来源于感觉，                                                             2、都是对事物外部现象的反映（感性认识），

3、没有独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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