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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认知科学是研究心智和智能的科学，包括从感觉的输入到复杂问题的求解，从人类个体到人类社会的
智能活动，以及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性质。
它是现代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语言学、人类学乃至自然哲学等学科交叉发展的结果。
认知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和解释人在完成认知活动时是如何进行信息加工的。
认知科学的兴起标志着对以人类为中心的心智和智能活动的研究已进入到新的阶段，认知科学的发展
将进一步为信息科学技术的智能化作出巨大贡献。
本书系统地介绍认知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反映认知科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综合地探索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性质和规律。
    本书可作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信息学、智能科学等课程
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信息学、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智能科学、
智能系统、智能控制等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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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兴起标志着对以人类为中心的心智和智能活动的研究已进入到新的阶段，
认知科学的发展将进一步为信息科学技术的智能化作出巨大贡献。
认知科学的研究将使人类自我了解和自我控制，把人的知识和智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本章主要介绍认知科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发展过程，讨论认知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理解心智(mind)如何工作对于许多实践活动来说都至关重要。
教育工作者需要了解学牛思维活动的本质，以便寻求更好的方法来进行教学；工程师和其他设计人员
则需要知道他们的用户在使用他们的产品时是怎么想的；而政治家和决策者们如果能理解与他们打交
道的人们的心理过程，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人们每天都要完成各式各样的心理任务：在工作和学习中解决问题，对个人生活作出决定，对所知道
的人的行为给予解释，以及获取各种新的知识。
认知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解释人们是怎样完成各种各样的思维活动的。
它不仅要对各种问题求解和学习过程进行描述，还要说明心智是怎样去执行这些操作。
作为研究人类心理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的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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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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