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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考助学护理专业系列规划教材:医学心理学》主要内容是基本框架由考核知识点与
考核要求、正文、模拟练习、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等部分组成。
每章之首的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紧扣考试大纲，突出本章学习重点。
正文是教材的主体，在体现自考专科必备知识能力的同时，删繁就简，语言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图
文并茂。
模拟训练针对考核重点，突出“精”“准”“少”，参考答案极大地方便了广大考生的自学。
此外，每章节前穿插一个案例故事，正文中又穿插了若干个知识小链接，这样既加大了知识深度，拓
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增加了内容的可读性，还不致加重学生学习负担。
两套模拟试题与真题题型、题量难度相当，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适合考生考前的最后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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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心理的发生与发展（动物心理的发展） 心理的种系发展是指从动物到人类演
化过程中心理的发生发展。
心理这一反映形式是在动物出现后才开始产生的，是与神经系统特别是脑的进化相联系的。
心理现象主要为人类所特有，但它是在动物长期进化的基础上产生的。
在动物演化过程中，神经系统的结构和机能的完善程度不同，心理发展水平也不同。
比较心理学家认为，动物心理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心理产生的前史，人类的心理是动物心理长期演化
的结果。
心理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命进化的结果。
这个进化和发展过程大约分为四个阶段： （一）感应性阶段 动物界的进化是由单细胞动物发展为多
细胞动物。
单细胞动物（如变形虫）没有专门的神经系统、感受器官和效应器官，而是由一个细胞执行各种功能
。
变形虫虽然简单，但能对外界多种刺激作出反应，如趋向有利刺激（食物），避开有害刺激（玻璃丝
）；饱食后不再对食物产生反应等。
等到了多细胞动物（腔肠动物），动物身体的各部分为适应环境变化而逐渐分化，形成了专门的感觉
器官和运动器官，同时出现了协调身体各部分的神经系统。
这是一种散漫的、无意向的、无中枢的网状神经系统，能产生刺激感应性反应，即能在一定范围内按
环境变化及自身生存需要调整自己的动作。
如刺激水螅身体上的任何一点都能引起其全身性的反应。
由此可见，水螅已具有高等动物的反射弧雏形，这也是神经系统的最初形态。
这时动物心理发展还没有达到感觉阶段，仅仅停留在感应性阶段。
 （二）感觉阶段 无脊椎动物的心理发展属于感觉阶段。
在无脊椎动物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神经系统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
随着生存环境的复杂多变，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为适应环境，动物的身体结构、神经系统结构以及
机能更加复杂化，因而它们的感觉形式也向前发展了。
网状神经系统进一步发展，进化到了链状神经系统。
这时的动物（环节动物如蚯蚓）出现了发头现象（头部神经节），发头现象的出现为脑的产生准备了
条件。
头部神经节的存在使动物产生了各种感官的萌芽，如触须、刚毛和眼睛。
这样蚯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就大大提高了，它能够对多种信号刺激发生反应，初步具有了各种感
觉能力。
例如，蚯蚓能对周围物体的振动和光作出反应，这些反应使它们避免成为其他动物的牺牲品。
由环节动物发展到节肢动物（如昆虫），神经系统已达到较高的水平，神经细胞更趋集中，形成了三
个大的神经节。
头部的神经节就是脑的雏形；胸部和腹部也各有一个神经节，并形成一条神经索。
它们的神经系统称节状神经系统。
节肢动物的行为比环节动物的行为更复杂，它们能感受不同频率的声音，区分颜色和形状，分辨不同
的气味。
这些复杂的行为反应是和节肢动物神经系统的进化有关的。
但在动物心理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它们仍处于较低级的水平。
许多节肢动物尚不能利用各种感觉器官的协同活动来反映外界的影响。
因此这时动物的心理发展为最初阶段也就是感觉阶段。
例如，蚂蚁是靠触须接受一种化学气味来分辨“敌我”和“认路”的，若去掉触须就不能辨认。
又如，蜘蛛捕食落入蛛网中的昆虫，是由于昆虫落网振动了蛛丝，才引起蜘蛛的反应；若将不可食的
物体或异物投入网中，蜘蛛同样也来捕食，可见蜘蛛只能对振动的条件作出反应，而不能同时用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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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触觉来反映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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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考助学护理专业系列规划教材:医学心理学》是医学和心理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
边缘学科，是研究心理因素在人体健康与疾病相互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规律，并将这些规律运用于
临床实践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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