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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听力学是一门研究听觉和听觉障碍的科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大量退伍军人伴有听力障碍，许多欧美国家成立了听力研究与康复机构。
由此听力学逐渐脱离其他学科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在欧美国家，听力学教育已有60余年的发展历史，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完整的教育体系、执业
考核体系及数量庞大的服务队伍。
但在我国，在2000年以前，听力学还不是高等教育中独立的专业学科。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听力学的学科发展迅速，但服务于基层的人才匮乏、素质有限，严重影响了我国听
力学的学科发展，更制约了听障人士的听觉康复。
听力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相配套的教材，然而在国内并没有相应的系列教材。
原因在于：①听力学教育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地方缺乏专门从事听力学教育的人员；②听力学在国内
的受重视程度不高，使得听力学教育被当作医学或耳鼻咽喉科学教学的一部分，因此学生多采用医学
相关教材，而没有用听力学专业教材。
虽然听力学与耳科学有相同之处，但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耳科学教育以耳的解剖、病理生理特点为
主，目标是培养具有诊断、治疗耳科疾病及施行耳科手术能力的医生；而听力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对
患者听觉功能进行诊断并对其听觉功能障碍进行各种策略干预的听力学人才，更侧重培养学习者对听
觉功能形成过程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的了解。
因此，听力学应当有本学科相应的基础理论、临床教材，并且这一教材应当符合以下要求：1.适应国
内听力学发展现状。
我国当前需要的听力学人才以应用型人才为主，因此听力学教育不能与培养耳科医生重叠，也不仅仅
是培养听觉生理、物理的研究者。
应该明确本学科的服务对象、工作范围，把重点放在解决听障人士的需求上。
2.适应我国听力学教育要求。
不同于国外硕士、博士的高学历要求，当前我国的听力学教育仍然以大学本科教育为主。
在更好地服务于大众的同时，也需要培训其他各层次水平的听力学应用型人才。
因此，在传授的相关知识时应明晰易懂，使初学者能轻松地学习掌握听力学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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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根据组成听力学基础理论的学科知识编排，即主要介绍听觉相关的声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心
理学理论。
其中，解剖和生理学的知识按照耳的结构特点合并介绍。
因此，全书共分6章，第1章介绍了听觉声学的基本内容，第2～4章主要阐述了听觉系统解剖及相关的
听觉生理学知识，第5章讨论了前庭系统结构与平衡功能的一些特点，第6章叙述听觉心理学的基本理
论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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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 声音的本质声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可划分为几何声学、物理声学、心理声学、生理声学
、超声学、水声学、建筑声学、电声学等。
由于声音与言语、听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听觉声学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语言声学、生理
声学和心理声学。
听觉生理学虽然属生理学的分支学科，但听觉生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听觉器官的结构与功能，对声
音及言语的主观感知，识别与声音客观量之间的关系。
因此，了解听觉声学中声音与听觉相关的一些物理特性是学习听力学的基础。
1.1.1 声音的本质含义声音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指声波；第二种是指在生理学上，声波作用于听觉
器官所引起的一种主观感觉。
振动在介质中传播的过程叫做波。
振动是物体的来回运动，比如一个秋千、一个钟摆、洗衣机下面的地板、音叉的叉臂、空气粒子。
但只有当这种振动从一个空气粒子传到另一个空气粒子时，才被叫做声音。
因此，可以说声音的本质就是由一定的能量作用于可振动的物体所产生的经某种介质进行传播的机械
振动。
1.1.2 简谐振动为了更好地理解声音的本质，我们需要对声音产生的最简单、最基本的形式——简谐振
动进行分析。
简谐振动的振动质点只在其平衡位置附近作往复运动，只含一种频率且振幅恒定不变。
声波最简单的形式也是如此，即介质中每个质点都在自己平衡位置作往返的简谐运动。
最典型的简谐振动是音叉的振动。
要了解这种最简单的声波形式，需分解音叉的振动过程。
因为音叉两个叉臂的振动是镜像关系，所以通常只需要观察其中一个又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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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听力学基础》：高等院校听力学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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