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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心理学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领域，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城市
规划、建筑学和环境保护等多门学科。
主要研究物质环境，包括城市、建筑和自然环境与人的行为关系。
本书在阐述环境心理学的基本术语、观点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实例，探讨了这一领域在城
市规划和建筑学等相关专业中的应用。
全书密切结合实际，文字深入浅出，可供城市规划、建筑学、环境保护、园林规划与设计、室内设计
等专业的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作为科研、教学的参考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设计、科研和管理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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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感觉、知觉与认知　　第一节　感觉　　人的认识活动从感觉开始，通过感觉，我们不仅
能够了解客观事物的各种属性，如物体的形状、颜色、气味、质感等，而且也能知道身体内部的状况
和变化，如饥饿、疼痛等。
感觉是意识和心理活动的重要依据，也是人脑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
　　二、感觉的特点　　（1）感觉反映的是当前直接接触到的客观事物，而不是过去的或间接的事
物。
由于感觉是对当前事物的反映，因此，记忆中再现的事物属性的映像，幻觉中各种类似于感觉的体验
等都不是感觉。
　　（2）感觉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而不是事物的整体。
通过感觉我们只能知道客体的声、形、色等个别属性，还不能把这些属性整合起来整体地反映客观，
也还不知道事物的意义。
对客观事物的整体反映以及对其意义的揭露是比感觉更高级的心理过程的机能，然而一切较高级、较
复杂的心理现象都必须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感觉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开端。
　　（3）感觉是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
从感觉的对象和内容来看，它是客观的。
即反映着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
从感觉的形式和表现来看，它又是主观的。
即在一定的主体身上形成、表现和存在着，人的任何感觉都受到了个性、经验、知识及身体状况等主
体因素的影响。
由此可见，感觉是以客观事物为源泉，以主观解释为方式和结果，是主客观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客观
事物的主观映象。
　　二、感觉刺激的重要性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没有感觉的生活是不可忍受的。
在缺乏刺激的环境中不仅会引起厌烦，还会产生强烈的痛苦，并有损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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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书密切结合实际，文字深入浅出。
《环境心理学》的读者对象主要为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及广大的设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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