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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院校示范性实验系列教材·眼动实验原理：眼动的神经机制研究方法与技术》分为
眼动实验分析原理；眼动动力分析原理；眼动实验设计原理三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眼动实验概述；
眼动实验系统概述；眼动实验室人为因素规范；眼动刺激的呈现方法与规范等。
本书较适合研究实验心理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眼动研究人员以及研究相关交叉学科的学生、研究人
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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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④退出的目由 研究者应该允许被试者在任何时候放弃或退出实验，特别是对于可
能并非出于自愿参加实验的被试者，如为获得学分而不得不参加心理实验的大学生、囚犯、有偿被试
者等，也应该承认他们有退出或放弃实验的自由。
 ⑤被试者免遭伤害的保护 心理学的研究者必须在实验前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实验过程；提前告知被试
者在实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肉体或精神上的伤害，或是允许被试在实验过程中自由离开；如不能提
前告知，实验过程中又确实产生了一定的肉体或精神伤害，例如情绪实验中诱导被试者产生负性情绪
，则必须在实验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与被试者保持联系，确定肉体或精神伤害是否消除，是否需要相
关的治疗。
 ⑥消除有害后果 消除有害后果是指消除心理学实验程序对被试者产生的消极影响，如抑郁、愤怒等
负性情绪的影响。
其主要消除措施是实验后询问被试者当前是否存在肉体或精神上的不适。
如果不存在任何不适，则要求被试者签署一项关于说明他们在实验结束后的肉体或精神并不比实验开
始时糟糕的声明；如果存在不适，则被试者要签署一项关于接受相关咨询或治疗的声明；同时，研究
者有义务提供相关消除被试者实验后有害后果的心理咨询或治疗。
 ⑦保密 心理学实验中，除非得到被试者的许可，研究者有义务对被试者在实验中所做的一切保密。
具体需要保密的内容包括： 1）被试者的个人信息，如被试者的姓名、年龄、收入、婚姻状况、联系
方式等； 2）实验中被试者对所应用的心理测验的结果； 3）被试者在实验过程中的表现。
但是，当研究者在实验中发现被试者存在严重心理问题，而被试者却对其家属隐瞒时，告知其家属并
提供帮助比坚守保密原则更重要。
 3.1.3人机交互 眼动测试，要使被试者保持好的测试状态，需要考虑被试者和刺激器、记录器之间的交
互问题。
 3.1.3.1 CRT显示器可调参数 显示器有四个关键物理参数：亮度、对比度、刷新率、空间分辨率。
这些参数影响人的视觉感受。
刷新率、空间分辨率是眼动实验设计中必须考虑的指标，在眼动实验设计中，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两个
指标。
显示器的亮度定义为全白颜色下的亮度值。
对比度是屏幕上同一点最亮时（白色）与最暗时（黑色）的亮度的比值。
过高的亮度、对比度会引起人眼视觉疲劳，并给眼睛带来伤害。
调节显示器上的调节按钮，可以改变显示器的亮度、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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