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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

• 意识指人的神经系统对自身身心状态和外界环境因素
等变化的知觉和认识。

• 语言和思维是意识活动的核心因素。意识是心理反应
的最高形式，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

• 意识以人的感觉、知觉、记忆和思维等认识活动过程
为基础，同时也包括人的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因为
人的认识过程受到内心体验的影响，意识是认识和体
验的统一体。意识受到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影
响，又支配着人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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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

• 意识的分类

• 意识可分为自我意识和对周围事物的意识。
• 自我意识指个人对自身内心世界的有意识反映，包括

自己的感知、思考和体验、愿望和动机以及客观事物
与自身利害关系的反映。

• 对周围事物的意识指个人对客观对象和现象的有意识
的反映，包括对自身的存在、事物和现象以及自身同
客观事物的复杂关系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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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

• 意识水平反映了个体在某一时间里对自身活动及其状态的觉
知程度。除有意识的活动外，人的意识还表现为以下几种水
平：

• （一）无意识水平，指个体对其内在身心状态或外界环境的
变化没有知觉的意识状态。例如，个体的脑电变化、腺体分
泌、血液循环状况就无法觉知。

• （二）前意识水平，指保持在人脑中平时未被觉知而在需要
时可复现或提取而达到觉知的意识状况。

• （三）潜意识水平，指蕴藏在意识层之下的欲望、情绪等经
验，被控制和压抑而未被个体觉知的意识状况。

• （四）边意识，指对注意范围边缘刺激物所获得的模糊不清
的意识。凡是刺激强度微弱而使人在似知未知的情况下所得
到的意识都是边意识。

• （五）半意识，指在不注意或略微注意的情况下所得到的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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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

• 意识的特征：

• （一）觉知性，指人对外部刺激和自身内部身心状态的了解，包

括对外界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等客观事物的觉知，也包括对自身

身心状态的觉知。

• （二）能动性，指人的意识具有能动地反应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

世界的能力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人的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计划

性，具有主动创造性，还能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达

到更高更新的阶段。

• （三）社会历史制约性，指意识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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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觉

• 感觉是人脑对当前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

反映。

• 一、感觉的特点

•     反映直接接触的事物

•     反映事物的个别属性

•     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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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觉

• 感觉的分类

• 根据感觉的性质可以把感觉分为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两大类。外

部感觉指接受外部刺激，反应外部事物个别属性的感觉，包括视

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肤觉。内部感觉指接受肌体本身的刺激

，反映肌体的位置、运动和内部器官不同状态的感觉，包括运动

觉、平衡觉和机体觉。

• 感觉是意识和心理活动的重要依据，是认识过程的起点。只有在

感觉获得信息的基础上，高级的、复杂的心理活动才有可能产生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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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觉

• 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的整体

的反映。

• 知觉与感觉的区别:

• 1、感觉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某一部分或个别属性的反映，知觉是对客观

事物各个部分、各种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的、整体的反映。

• 2、感觉是介于心理和生理之间的活动，产生于感觉器官的生理活动及客

观刺激的物理特性，相同的客观刺激会引起相同的感觉。知觉是以生理

机制为基础而产生的纯粹心理活动，处处渗透着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

• 3、感觉过程反映当前刺激所引起的兴奋，不需要以往知识经验的参与。

知觉过程包括了当前刺激所引起反映和以往经验的参与。

• 4、从生理机制看，感觉是单一分析器活动的结果，而知觉是众多分析器

协同活动对复杂刺激物或刺激物之间关系进行综合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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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觉

• 知觉与感觉的联系：

• 1、知觉和感觉都是人脑对当前客观事物的反映，即都是当前客

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时才产生的反映，当客观事物在人的

感官范围内消失时，感觉和知觉就都停止了。

• 2、对事物综合的、整体的反映以对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为基础

，对事物个别属性的感觉越丰富、越精细，知觉就越完整、越准

确，因此感觉是知觉的基础，是知觉的一个组成部分。

• 3、感觉和知觉都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是其他更高级心理活

动的基础。



网络精品课程

三、知觉

• 知觉的特征：

• 1、具有选择性，知觉的选择性是指个体在感知对自身有意义的

事物时，他们的知觉会显得格外的清晰。

•  2、具有整体性。知觉的整体性是指人们往往把客观对象作为一

个统一的整体来感知的一种知觉特征。

• 3、具有理解性。知觉的理解性是指人们的感知受自身知识和经

验的影响，对理解的问题能更快感知的一种知觉特征。

• 4、具有恒常性。知觉的恒常性是指人们的知觉并不随着知觉对

象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种知觉特征。



网络精品课程

三、知觉

• 知觉的分类

• 知觉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

• 根据在知觉中起主导作用的分析器不同，可以把知觉分为

视知觉、听知觉、味知觉、嗅知觉、触知觉和动知觉。

• 据知觉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性，可分为空间知觉、时间知觉

和运动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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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觉

• 社会知觉

• 社会知觉是对人和社会群体的知觉。包括一个人对另一个

人、个人对群体、群体对个人、群体对群体的知觉，以及

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关系的知觉。

• 社会知觉的实质是对人的知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

他影响着主体的心理活动，调节主体的社会行为。

• 人际关系便是以此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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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觉

• 社会知觉的分类：

• 1、对人知觉。指在与他人交往中，通过外部器官获得有关他人

的外部信息，进行组织、分析、理解，进而推测其需要、动机、

观点、能力、性格等心理活动与心理特征，形成对他人完整印象

的认识过程。

• 2、人际知觉。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知觉。

• 3、角色知觉。对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及角色行为的知觉。

• 4、因果关系知觉。是指在有关的一系列知觉中对其因果关系的

知觉。



网络精品课程

小结

• 意识指人的神经系统对自身身心状态和外界环境因素等变
化的知觉和认识。

• 感觉是人脑对当前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
属性的反映。

• 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
和属性的整体的反映。

• 意识、感觉和知觉都是心理活动中信息收集过程，是人复
杂的心理过程的最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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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思考题

• 一、概念

• 意识   感觉   知觉   社会知觉

• 二、简答

• 1、意识水平分为几种？

• 2、意识的特点是什么？

• 3、感觉的特点是什么？

• 4、知觉和感觉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 5、请说明知觉的特点和分类。

• 三、思考题

• １、怎样利用不同的感觉来增加陌生人对你的好感？

•  2、请用意识理论解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