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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原国家教委指定的高校文科试用教材。
本书在长达16年的教学实践中得到不断补充、修改，收集了国内外大量认知过程实验研究中有关方法
方面的成果，补充了其他同类教材没有的一些新方法，如适应性方法，信号检测论的模糊数学计算方
法等。
本书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线，资料脉络清楚，行文简练。
除可作为心理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教材外，还可供工业设计、建筑、交通、环境等与人类行为效果有
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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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庆茂，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验心理学>>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实验心理学的一般问题　第二节　心理物理学　第三节　心理实验及其类型第一章　
心理实验的设计　第一节　心理实验研究的程序　第二节　心理实验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　第三节　
心理实验中的无关变量及其控制　第四节　实验设计类型及方案　第五节　实验研究的效度第二章　
传统的心理物理学方法　第一节　阈限及其性质　第二节极限法　第三节　平均差误法　第四节　恒
定刺激法　第五节　心理物理实验中的常误及系列效应第三章　适应性方法　第一节　阶梯法　第二
节　系列试验的参数评定法第四章　信号检测论方法　第一节　信号检测论的一般问题　第二节　辨
别力指数d’及接收者操作特性曲线　第三节　信号检测论应用于心理物理实验的基本方法　第四节
　信号检测论的集值统计方法第五章　心理物理量表法——阈上感知的测量　第一节　量表的类型　
　第二节　感觉比例法与数量估计法　第二节　感觉等距法与差别阈限法　　第四节　对偶比较法与
等级排列法　第五节　心理量与物理量的关系定律第六章　反应时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影
响反应时的因素　第三节　反应时技术与应用第七章　听觉实验　第一节　听觉刺激　　第二节　听
觉现象及其测定　第三节　听空间知觉　　第四节　语音知觉　第八章　视感觉实验　第一节　视觉
刺激　　第二节　视觉实验应注意的各种因素第九章　颜色视觉实验　第一节　光与颜色　　第二节
　各种颜色视觉现象　第三节　颜色混合与标定　　第四节　颜色的测量和标定系统　第五节　颜色
知觉第十章　形状知觉——图形识别实验　第一节　知觉研究的复杂性　　第二节　轮廓、图形与背
景　　第三节　图形的识别　第四节　错觉与后效第十一章　深度与运动知觉实验　第一节　深度知
觉线索　　第二节　深度知觉的准确性　第二节　大小与距离知觉　　第四节　视运动知觉第十二章
　学习与记忆实验　第一节　学习实验的一般问题　　第二节　学习实验简介　第三节　学习实验设
计程序及学习进程的描述附录　常用心理实验仪器的操作与应用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验心理学>>

章节摘录

　　当连续乐音经过一个周波的不同阶段到达双耳时，声音在两耳间就产生了相位差。
它是双耳时间差的一种表现，其大小受方向角的影响。
相位差随频率而增加，当频率加大时波长变短，波前到达远耳的是一个周波更后面的部分。
如果声源在耳的一侧，声音的波长等于两耳间的距离，相位差等于360°，两耳的相位相同，则相位的
线索受到破坏。
1500~的波长恰与两耳之间的声学距离（23厘米）相等（34400厘米/1500=22.9厘米，近似为23厘米），
因此声源在一侧就容易产生判断上的错误，在室外和消声室的纯音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相位差异对于长波来说是方向定位的一个重要线索。
由于相位差依赖于声波的方向和波长两个因素，因此它不能成为独立的听觉方向定位标志。
　　4.视觉对听觉方位判断的影响　　当能看到声源时，尽管这个声源是虚假的，一般在20°以内，
往往使人们判断声音是从假声源发出的。
这说明视觉刺激与声源之间巩固的条件联系的影响，可以使人们在双耳听觉标志存在的条件下产生对
声音定位的错误判断。
例如电影院放映电影的音响一般是银幕两侧，但观众所听到的声音都是从银幕上人物的口中发出来的
。
因此，在进行听觉方向定位的实验时，应使被试不能见到声源，也就是要排除视觉的作用。
　　二、听觉空间方向定位的实验方法　　1.条件的控制　　在日常听觉中，各种双耳差异是同时起
作用的。
如果声音在左侧，声音先到达左耳，后到达右耳，左耳接受的声波强度要比右耳的强度大些，声音的
位相也不同，而且左耳的陪音要比右耳的陪音更丰富-些，音色上有差别。
在这些线索同时起作用的情况下，不能分辨究竟哪些因素是主要因素。
如果研究某一线索的作用，就必须在实验中使其它因素保持恒定，再来研究另一因素的、作用。
如强度相同可研究时间差异，时间一定时可研究强度差异。
但这样做又使用了互相矛盾的线索，因为强度一定，就是说声源在中切面上，而时间先后又告诉人们
声源是偏向某一侧。
在实验中，这类问题就要看被试是依从哪个线索为主进行判断了。
　　2.使用的仪器与方法　　双耳方向定位线索的实验一般都采用两耳分别给予刺激的方法，称作“
两耳分开技术”或叫“两耳分听”。
早期实验中使用类似听诊器的仪器，把小管子插到被试的外耳道中，最后将两根连成一根，开口接近
声源。
如果两根小管的长度不同，就得到时间差异，如果闭塞一根就是单听；如果部分地闭塞一根就得到强
度不同。
这种方法在早期的实验中广为应用，至今仍有优点：做实验的学生能容易的懂得他在如何处理声源。
　　现代这类电话式的两耳分听实验仪器是使用两个耳机，各有分开的线路，线路中有放大器和衰减
器来控制强度，两耳的声源是一个能产生多种频率的振荡器，声源的组成、陪音的结构等都可以控制
。
如果需要，两耳还可以分别给予不同声波的刺激，两耳接受刺激的时间也可以得到控制等等。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分开实验必须要选择两个同质的耳机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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