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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心理学课程一直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职前学习的一门必不可少的基础理论课程。
近年来，随着国家教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一部分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置师范院系培养教师，一些
师范院校中非师范专业也开设教师辅修专业培养教师，大量的社会机构举办教师资格培训，等等，同
时，随着国家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改革，报考心理学方向研究生的各类人群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
因此，编写一本既适合所有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及社会机构对学生进行教师职前教育、教师资格培
训学习，又适合一部分报考心理学方向研究生的各类人群学习的心理学教材，就成为一件非常适应社
会需要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组织了高等师范院校及社会机构中一些心理学方面的学者，针对目前我国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形势，按照新形势下心理学课程改革尤其是教材建设的要求编写了这本《心理学
概论》，相信它一定会给我国教师职前心理学课程的学习以及有进一步研究心理学意愿的人以较大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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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进食需要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由下丘脑和体内的血糖浓度、胃充实与否及体温等因素控
制的，许多外部的因素也会影响食欲的产生与存在。
例如，食物的色、香、味、形状，进食的习惯时间，对食物的爱恶习惯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
②饮水需要。
体内的水分通过泌尿、出汗、呼吸等途径不断丢失；如不及时补充，体液量就会减少，细胞外液的渗
透压就会升高，细胞内液的水分也会向外渗出而减少。
这种缺水的信息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到达中枢：被中枢的某些细胞直接感受，或通过外周感受器（口腔
及喉头的干燥）将信息传至中枢。
并通过增加饮水量和减少排尿量两种途径进行调节。
控制饮水行为的中枢在下丘脑。
下丘脑中有两种特殊的神经细胞：渗透压感受器和测量容量感受器掌管着饮水需要。
渗透压感受器是专门对细胞脱水起反应的。
这些细胞脱水后会略微变形，这种物理变化可能触发神经冲动传至大脑皮质，产生饮水的需要；同时
它们也刺激脑垂体ADH（抗利尿激素）的释放，以指使肾脏从尿中重新吸收水分进入血管。
此外，血液容量的减少会引起肾脏分泌高压蛋白酶原，它释放激素——血管紧张素；当血管紧张素到
达下丘脑，测量容量感受器的兴奋也产生饮水的需要。
除了下丘脑和内分泌对饮水需要进行控制外，个人的饮食习惯、情绪和社会风俗等也影响人们对饮水
的取舍和饮量的多少。
③睡眠和觉醒的需要。
睡眠和觉醒是生命活动所必须的两个相互转化的生理过程，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要。
人只有在觉醒状态下才能与周围环境进行复杂的感觉运动联系，感受外界的各种刺激，并主动地寻求
刺激，探索外界环境，操弄周围事物；也只有通过睡眠才能恢复精力和体力，使人保持良好的活动状
态。
当睡眠需要发生时个体就产生瞌睡，迫使个体由活动趋向休止。
如果强行剥夺睡眠数天，就会严重影响人的健康，甚至导致疾病。
睡眠是中枢神经系统内产生的一个主动过程。
巴甫洛夫学派认为睡眠是抑制过程在大脑皮质的广泛扩散并扩布到皮质下中枢的结果。
当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表明，睡眠与中枢神经系统内某些特定结构和递质作用密切相关。
例如，如果在脑桥中部切断脑干，动物就处于长期的觉醒状态而很少睡眠。
刺激动物颞叶梨状区、扣带回、视前区前部等边缘系统，可通过下行神经径路作用于低位脑干而诱发
睡眠。
参与睡眠与觉醒的中枢递质有多种并且相互关系也较复杂。
前脑中的去甲肾上腺素（NE）和5-羟色胺（5-HT）是其中一对主要矛盾。
在脑内NE含量保持不变或增高的情况下，降低5-HT含量即产生失眠；而在脑内5-HT含量正常或增高
情况下降低NE含量，即产生多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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