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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好奇心是指喜好新奇性信息的可能性，是增强新奇性信息在大脑中显示的可能性的度量。
好奇心理学是研究好奇心的本质、内涵、度量，好奇心与其他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与好奇心相关的
心理现象及其运行规律，好奇心对人的成长、想象和创造的作用，最终寻找好奇心的保护、培养和提
高方法的新的心理学分支。
    在将好奇心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时，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当前缺少对好奇心的系统而深入的理论
研究。
虽然涉及好奇心的书籍和论文非常多，但是专门对好奇心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的论著却很少——几
乎没有。
好奇心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应用——用于指导教育——方面的薄弱和缺憾。
对好奇心重要性认识的不足、理论研究的匮乏、应用指导方面的欠缺，表明对好奇心进行深入研究迫
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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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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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新意义与心理涨落只有在非线性系统中，才会出现多种稳定态，也只有在非线性过程中，才
有可能出现涨落的不稳定。
心理过程是典型的非线性过程，心理反映的任何一个局部特征，都有可能对应于多种整体意义。
在我们将心理转换分为扩展过程和收敛过程时，对应于扩展过程的就是导致心理不稳定的扩展过程，
相应的过程因素对心理转换过程起着放大涨落、放大不稳定的作用。
　　耗散结构理论指出，“涨落导致有序”，通过涨落可使系统由原结构的稳定“吸引域”跃迁到一
个新结构的稳定“吸引域”。
由一个意义向另一个意义的变化过程，也必须通过心理层面的涨落才可以完成。
普利高津指出：在耗散结构中，不稳定后出现的宏观有序将由增长最快的涨落所决定。
　　1．新意义与新结构　　可以看出，只要系统内部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同时，这种相互作用使
系统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就有可能出现动态有序的新结构。
在心理过程中，一个信息模式与另一个信息模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心理过程的这种非线
性，成为新意义产生的基础。
　　联想规律指出，当局部特征与整体意义之间构成稳定对应关系时，只要某一个局部特征在大脑中
被激活，就会将其所对应的稳定泛集激活，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稳定的F。
，那么只要存在F。
就有F。
的激活。
再激活所需要的能量远小于构建新意义所需的能量，那么，在某个局部特征处于激活状态时，应该更
容易形成联想过程。
只要此过程稳定地存在，就不会产生新意义。
但好奇心的存在却使心理转换过程有了“分叉”，使新意义的产生有了较大的可能性。
　　既然形成新意义的代价远大于根据联想激活原意义的代价，为什么还要有形成新意义的构建过程
？
这其实正是好奇心起作用的结果。
在好奇心必然存在并起作用时，心理过程的“代价”就是具有了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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