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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讲将围绕如下主题进行。
１．感知觉概述  
２．儿童知觉差异

３．知觉发展的神经生理学

４．知觉发展障碍及教育训练对策

５．促进儿童知觉发展的家庭教育环境的创

设

１．感知觉概述

（１）感觉和直觉

感觉（sensation）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

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感觉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接受外部信息，反应外

部事物特性的外部感觉，如视觉、听觉、嗅

觉、味觉、触觉等；一类是接受内部刺激信息、
反应内部器官状况及各部分运动和位置的内

部感觉，如本体觉，平衡觉，内脏觉（饥、渴）
等。感觉是与生俱来的，是知觉发展的基础。

知觉（perception）是大脑对直接作用于感

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整体反映，是个体选择，
整合并解释感觉信息的过程。知觉是多种感

觉协同活动的结果，是人脑将直接作用于感

官的刺激信息转化为整体经验的过程，即认

知的过程。
感觉是知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而环境

是知觉发展的土壤。知觉是儿童多元智能及

心理的综合素质发展的基础。
人体知觉包括视知觉、听知觉、触知觉、

运动知觉、本体知觉、嗅觉、味觉、内脏知觉等。

（２）知觉障碍

    知觉障碍主要是指感知综合障碍，即

在意识清晰状态下，虽然对客观事物整体和

基本性质能正确反映，但对该事物部分属性，
如形状、大小、位置、距离、运动和时间关系

方面的体验产生了歪曲的知觉，如视知觉问题

导致的阅读，书写，计算障碍及其学能滞后等。
  常见的知觉障碍有：听知觉障碍、视知

觉障碍、运动知觉障碍、触知觉障碍、本体

知觉障碍、跨通道知觉整合问题，等等。             

２．儿童知觉差异

儿童知觉水平是在感知—运动中发展成

熟起来的。所以发展中的儿童一直处在知觉

偏差之中。每个儿童的知觉都不一样，所以

差异是绝对的（视、听、触、运动等）。
学习与接收信息的方式叫知觉通道。知

觉速度是指人们从客观事物作用于人脑到人

脑对此做出反应这一过程所经历的时间长短。
影响知觉速度的有个体的视觉、听觉、触觉、
运动觉等阈限水平及个体的已有经验等。虽

然同样都产生了知觉，但有人知觉是正确的、
有人是不正确的，即知觉正确率的问题。

知觉抗干扰能力又叫超负荷知觉系统，
主要是指个体抵抗两个通道中接受的信息干

扰的能力。知觉发展不良儿童的抗干扰能力比

较差，主要是由于他们在同时接受或综合来

自各个 不同知觉通道（如听觉、视觉、触觉等）
的信息时比正常儿童的耐受性差（如ADHD，
LD）。

不同的个体加工信息的能力不同，有的

可以持续加工较长时间，有的孩子如果接受

或加工过多的信息数据，大脑就会处于“超负

荷”状态之中，并造成“短路”。另外，还存在

整体知觉和部分知觉的差异，如图形，汉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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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知觉发展的神经生理学

人体感觉与感觉器官的对应关系如下：
・视觉－视网膜

・听觉－内耳耳蜗

・嗅觉－鼻嗅上皮

・味觉－舌味蕾

・前庭感觉－内耳的前庭器官：包括三

个半规管椭圆囊和球囊

・触觉、痛觉、温度觉―皮肤游离神经

末梢

・本体感觉―肌腱，关节囊内的张力感

觉器　  
身体上的各种感觉器官在接受相应的刺

激后产生兴奋，并把此感觉刺激信息传达给

神经系统的传入神经，信息沿一定的传入径

路传达中枢神经系统，最后到达大脑，激发

大脑活力，产生感知觉，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认为感觉信息是知觉发

展的食粮，而环境是知觉发展的土壤。

４．知觉障碍及其教育训练对策

儿童主要的知觉障碍如下：
①触知觉障碍―主要表现为防御过度：

情绪化、社会性发展差、缺乏自信、
自闭症等；触觉迟钝：笨拙、手指不

灵活、丢三落四、无故弄坏东西、生

活自理能力差、无目的的四处乱摸等。
②前庭知觉障碍―主要表现为：空间知

觉不良、好动不安、注意力涣散、情

绪波动、易冲动、学习能力差等。　

③本体知觉障碍―主要表现为：动作笨

拙、语言障碍、脾气暴躁、生活、学

习秩序一塌糊涂等。
④听知觉能力障碍―主要表现为：听觉

注意能力上，注意集中性、注意广度、
注意持久性等差；听觉辨别能力上，
发音不清、记错、对声音反映迟钝、
缺乏倾听习惯和技能、音乐和节奏学

习困难等。
⑤视知觉能力障碍―主要表现为：图形

记忆困难、认字困难、学读困难、书

写困难等。

５．促进儿童知觉发展的家庭教育环境的创

设

婴幼儿的感知觉水平是在感官与环境的

互动中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所以婴幼儿一

直生活在知觉偏差中。儿童知觉发展方向与

水平与环境质量密切相关，家庭教育环境是

知觉发展障碍的主因，也是导致儿童及儿童

期后心理行为及学业滞后诸多问题重要原因。
因此下列家庭环境及其因素的考虑和创设是

重要的：

1、孕前家庭环境的创设

●最佳健康状态时妊娠

●最佳心态时妊娠

●最佳年龄时妊娠

●经济状况允许时妊娠

2、孕期胎教环境的创设

●母亲培训，持证上岗

●科学系统进行胎教

●合理均衡胎儿营养

●力避大/小环境对宝宝的伤害（病毒、
射线、化学药品、烟酒，化学毒物等）

3．成长关键期（0-3岁）的家庭环境创设

硬件：良好的居家环境

      　 充分的活动空间

软件：和谐的家庭氛围

          科学的教育实施

          多元化角色扮演

          自由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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