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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大 利 亚 的 心 理 学研 究

徐联仓 荆其诚 李心天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应澳大利亚心理学会的邀请
,

委派我们三人组成代表团去参

加澳大利亚心理学会第十三屈年会 .+ , −/ 年 / 月0− 日一 , 月 + 日1
,

会后又参观访问了

钮卡索
、

悉尼
、

布里斯班
、

堪培拉等地的心理学教学和研究机构
。

共参观访问了九所大学

的心理系
、

四个教育研究 中心
、

五所 医院及两个生物学研究单位
,

对澳大利亚心理学情

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

在访问期间澳大利亚同行给予热情接待歹赠送了书刊资料
、

录音带
、

录象带等
。

澳大利亚心理学历史虽短
,

发展较晚
,

但近十年来有迅速进步
,

‘

在某些方面

已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一
、

澳大利亚心理学发展的背景

澳大利亚心理学开始于十九世未纪期
,

+/ , 2年在悉尼大学就设有心理学讲师
,

到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

心理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除悉尼大学外
,

墨尔本大学以及许多教

育学院先后开设了心理学课程
。

澳大利亚早期的心理学家
,

类似欧州的情况
,

是哲学教授兼任心理学课程
。

有的心

理学家留学欧州
,

如在德国莱比锡留学
,

受机能主义影响较大
。

但澳大利亚心理学家从

一开始就不赞成弗洛伊德学说
。

在这时期也开展了儿童辅导和心理铬询工作
。

澳大利亚

心学理界称这时期为心理学的开创期
。

从三十年代以后
,

澳大利亚的心理学进入了巩固期和发展期
。

在四十年代初
,

只有

两个大学有心理系 .悉尼大学和西澳大利亚大学1
。

到五十年代有七所大学有心理系
。

此外
,

在高等教育学院
,

教师进修学院以及其它教育研究机构内也设有心理系或组
。

在

医院
、

医学院
、

法院
、

广播电视系统
、

军事系统
、

工业系统中都有心理学工作者
。

现在

澳大利亚的所有+, 所大学中都有心理系
。

澳大利亚心理学会有四个分部 .临床心理
、

语

询心理
、

教育心理
、

职业心理 1
,

九个地区分会
,

共有大约三千五百名会员
。

学会有两

个刊物 《澳大利亚心理学报》 和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
。

二
、

各大学心理系的一般情况

澳大利亚没有专门的心理学研究所
,

它的心理学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大学心理系中进

行的
,

也有在医学教育单位中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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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心理系一般教职员人数不多
,

但水平和工作效率较高
,

分为教员
、

讲师
、

教

授等级别
。

教授人数很少
,

每系只有一
、

二名
。

大学还广泛吸收外国专家任职或短期工

作
,

同时也为本国教员提供方便去进修或研究
。

学习心理学的学生人数较多
,

因为心理系的毕业生较易找到职业
。

如钮卡索大学一

年级学心理学课程的学生多达 + 0 2 2余人
,

二年级 52 2 人
,

三年级 +6 2 人
,

四年级 72 人
,

研究生 56 人
。

大学一年级选四种学科的课程
,

二年级选三种
,

三年级选二种
,

三年毕业

得学士
,

即可到社会上工作
,

其中82 一 52 9 可升入四年级
,

四年毕业得荣誉学士
。

只有

四年级毕业者才有资格考研究生或当助教
,

才有可能得硕士或博士学位
。

从他们的学位

制度中可以看到
,

在四年级 以下学生不专门属于那一个系
,

同时有很大的竞 争 和 淘 汰

率
,

能进入学术界工作的人都是在竞争 中的优秀者
,

保证了教学和科研人 员 的学 术 水

平
。

教授到76 岁必须退休
,

以保证科学队伍的新陈代谢
。

澳大利亚各大学心理系有良好的校舍和实验教学设备
,

一般都有一座独立的建筑
,

而且是专门根据心理学研究的特点设计的
。

在实验室中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 .一般都使

用 ∀: ∀; 一85
、

∀: ∀; 一52 型计算机 1
、

微处理机
、

终端设备等现代化手段
,

各种电视

监视和录象设备也是普及化了
。

在教学中普遍采用 电化教学方法
,

图书馆有教学的录象

材料
,

随时可借阅
。

在学校还训练学生的研究工作能力
,

学生给教师当助手进行科学研

究
。

在应用心理学方面
,

学生也得到实验训练
,

如学生对应诊者进行语询
,

解决他们在

学习上
、

行为上的困难问题
。

教师在观测室通过单向玻璃或 电视系统进行观察并给以指

导
,

使学生毕业后有独立工作的能力
。

学生不仅学到心理学的一般理论
,

而且还学会一

些专门的知识与技能
,

如解决各种智力发育上的问题
,

行为上的困难等
,

使他们毕业后

可以在学校或医院中胜任心理学的实际工作
。

以下是我们参观的几个大学的心理系
4

纽卡索大学 .∋ ;3 <= > ?3≅Α ΒΧ ∗ = Δ ΕΦ ?≅ = 1 该大学心理系
、

教育系与社会系共居于

行为学院
。

心理系的重点是生物心理学
、

生理心理学
、

数学心理学等
。

系 主 任 为 Γ
Η

(
Η

Ι 3; ϑ 教授
。

主要教授有 Κ
Η ,

Ι = Φ ≅?
。

麦加利大学 .Γ ΦΕ Λ Μ Φ> 3= ∋ ;3 Α= >? 3≅Α
,

在悉尼1 心理系与人类学系
、

社会学系等

共居于行为学院
。

该系重点为发展心理学
、

生理心理学
、

实 验 心 理 学 等
。

系 主 任 为

+
Η

Ι
Η

Ν
Φ ≅= > Ο Β Μ ?= 教授

,

主要教授还有
Η

(
Η

% Φ Π Π = > 。

悉尼大学 .∋ ; 3< = > ?3≅Α Β Χ # Α Θ ; = Α 1 悉尼大学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大学
,

建于 +/ 6 2

年
,

心理学开始于+ , 0 2年
。

系主任为 Ρ
Η Η

! Ο Φ Π ∀3 “; 教授
,

共有教学及辅助人员约一

百人
,

是规模较大的心理系
。

该系主要工作为实验心理学
,

着重在认知
、

学 习和知觉过

程方面
。

新南威尔士大学 .∋ ; 3< = > ? 3≅Α Β Χ ∗ = Δ # Β Μ ≅Ο Ν
Φ = ? ,

在悉尼1 心理系属于生物

学院
,

系主任为 6
Η

%
Η

Σ&< 3Τ Β; Θ 教授
。

该系主要工作为学习心理学
、

认知心理学
、

行

为改造
、

社会心理学等
。

昆士兰大学 .∋ ; 3< = > ? 3≅Α Β Χ Υ Μ = = ; ? Φ ; Θ
,

在布里斯班1 心理系重点研 究 生 物 反

馈
、

催眠
、

民族心理学
、

社会心理学
、

动物习性学等
。

主要教授有 :
Η

Ν
Η

Γ Ε ς Δ Φ3 头

∀
Η

Ν
Η

#Ο == Ο Φ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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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 .∗ Φ ≅3Β ; Φ ∋ ; 3< = > ?3≅Α Β Χ Μ ? ≅ > Φ 3Φ ,

在堪培拉1 心理系属于

理学院
,

主要工作为社会心理学
、

生理心理学
、

知觉心理学
、

工 程 心 理 学
。

系主任为

Ν
Η Η

# Ε Β ≅≅ 教授
。

莫那须大学 .Γ Β ; Φ? Ο ∋ ;3 <=
> ?3 ≅Α ,

在墨尔本 1 心理系属于理学院
,

主要工作为

实验心理学
、

心理物理学
、

工程心理学
、

病理心理学等
。

该系建筑规模很大
,

有一万平方

米左右
。

系主任为 Ρ
Η

%
Η

: ΦΑ 教授
。

拉卓别大学 .Σ Φ  >Β Τ= ∋ ;3 < = > ? 3≅ Α
,

在墨尔本 1这是一个拥有新建实验办公大楼
、

设备相当现代化的心理系
。

该系属于理学院
,

进行许多动物方面的研究
,

包括脑化学
、

药物对行为的影响等
。

还有婴儿行为
、

谙询
、

感受野等工作
。

系主任为 (
,

# 3; ϑ = >
教

授
。

皿尔本大学 .∋ ; 3< = > ? 3≅Α Β Χ Γ = ΤΒ Μ > ; = 1 心理系主要研究临床心理
、

发展心理
、

心理语言 .合成语言1
、

人工智能等
。

利用计算机研究合成语言和人工智能
。

系主任为
,

Κ
Η

Ν
= Φ > 3; ϑ 教授

。

三
、

教育心理
、

儿童心理研究

教育心理
、

儿童心理是澳大利亚心理学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

在年会的报告中这

方面 占的比重也较大
。

但是他们 目前感兴趣的问题与传统的教育心理
、

儿童心理的题 目

不大一样
。

他们的兴趣在于儿童早期认知能力的发展
。

此外的热门研究是关于特殊儿童

的问题
,

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智力障碍的诊断
、

训练
、

治疗以及对学习
、

情绪
、

行为上有

问题的儿童进行特殊教育的研究
,

也有一些关于超常发展的研究
。

在澳大利亚教育与心

理学工作中最有分量的工作是关于心理测验的研究
。

测验是他们进行教育
、

医疗工作的

一个心理学基础
。

还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中国心理学界不大熟悉的
,

那就是谙询心理学

.! Β Μ ; ? = 3; ϑ ∀ ?Α = ΟΒ Β ϑ Α 1
。

语询心理学对于许多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

如学习
、

习惯
、

适应上的困难等提出建议
,

为有困难的人解决问题
。

以上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
,

我们将

结合这次考察中具体单位的工作加 以介绍
。

纽卡索大学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拉卓别大学的婴儿认知研究 认知的发展是国际

上当前的热门课题
,

特别是六个月以下婴儿认知的发展更是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
。

这三

所大学正在进行婴儿探度知觉和大小恒常性的研究
。

深度视觉实验用的刺激物是不同几

何形状的立体木块和这些木块的平面照片
,

尽量保持两种刺激物的亮度关系相似
。

被试

婴儿年龄为初生至六个月
。

实验时反复呈现同一个立体木块
,

直到婴儿厌倦不再注视刺

激物
。

此时换为呈现此立体木块的平面照片
,

如果后者仍如立体木块不再引起婴儿的注

视
,

就说明二者对婴儿来说是一样的
,

即证 明婴儿没有立体视觉
。

相反情况证 明婴儿有
了立体视觉

,

可以分辨立体的或平面的同一图形
。

利用这一指标可以确定婴儿什么时候

开始出现立体视觉
。

在大小知觉恒常性的研究中也是采用各种几何形状的立体木块作为刺激物
,

或是用

尺寸相同的刺激物在不同距离上呈现
,

或是用视角相同 .实际上大小不同1 的刺激物在
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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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距离上呈现
。

用婴儿的注视时间做为恒常性的指标
。

实验结果表明婴儿到六个月才

有大小知觉恒常性
。

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阐明知觉的先天方面和习得方面的关系
。

儿婴模仿行为的研究
。

母亲抱着两周的婴儿
,

面对着主试
。

每当婴儿看主试面孔时
,

主试便做一吐舌的动作
。

利用电视录象
,

把婴儿与主试的面孔都记录下来
,

分 别 呈 现

在同一图象的两侧
。

然后重新播放
,

由几位评判者用统一标准评价婴儿有无模仿动作
。

这种实验方法简单但用于研究儿童的发展是有效的
。

纽卡索高等教育学院特殊教育 中心 .# Ζ = = 3Φ ς Θ Μ Ε Φ ≅3Β ; ! = ; ≅ > = Β Χ ∗ = Δ Ε Φ ? ≅ =

! Β = ϑ = Β Χ Θ < Φ ; = = Θ ς Θ Μ = Φ ≅3Β ; 1 这是一个专门研究训练问题儿童的科研中心
,

设

备十分现代化
,

有大型儿童活动室
,

附有电视监视系统
、

录象设备等
。

该中心的副主任

是 Κ
Η

Γ = < Β > 博士
。

该中心有三项任务
4

训练
4

对象为教师
、

医务人员
、

语询人员和家长
。

临床服务
4

对象为在发展
、

行为或学习方面有问题的学前和学龄儿童
。

目的在于使

儿童得到矫正后能回到正常班级去学习
。

应用研究
4

研究儿童发展 中的病态
、

学习障碍
、

行为紊乱等问题
。

特殊教育包括特殊学校
、

常规学校的特别班及特殊设备
,

一定阶段的加 强 教 学 等

等
。

特殊教育的对象既包括那些智力比较差但经过训练可以跟上常规学习的学生
,

也包

括那些智力落后在常规学校无法进行学习的学生
。

在澳大利亚国家办的特殊学校中收纳

0了7 2 2 余名 学生
,

有0 6 2 2多名教师
[
在私人办的特殊学校中有6 8 2 2余名学生

,

72 2 余名

教师
。

据一份十万人 口的调查报告指出
,
轻微智力落后者 .) Υ67 一了6 1 5 + 8 6人 ,

中等智

力落后者 .)Υ 8 7一6 6 18 , 2人
[ 严重智力落后者 .)Υ 0 2一8 6 1+ ,人 , 极度智力落后者 .)Υ&

一+ ,1 +5 人
。

各种程度合计5 6 6 /人
,

占十万人 口的56 编
,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

引起政

府的重视
,

政府每年拨款支付特殊教育的费用
。

斯陶克顿智力障碍习>练中心 .# ≅ Β = ∴ ≅ Β ; % Β ? Ζ 3≅Φ 4  > Φ 3; 3; ϑ ! = ; ≅ > = ΧΒ > ≅Ο=

); ≅= = 。≅Μ Φ Α % Φ ; Θ 3= Φ Ζ Ζ = Θ 1 这是属于新南威尔士州保健委员会的一个专门治疗训练

智力落后病人的医院
。

该中心有五种住院病房 .理疗
、

言语疗法
、

医疗服务与隔离
、

牙科
、

心理治疗 1
。

此外还有
“
家庭服务中心

” ,

其中包括心理学的服务
,

到住所去的服务
,

儿童精神病学

的服务
,

儿科学的服务
。

医院中还附属以下一些单位
4

特殊教育学校
,

病人工厂
,

病人活动区
,

休养所以及

其他福利设施
。

该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
,

社会上对于躯体的疾病比较清楚
,

但对于心理不正常却不

甚了解
,

往往分不清什么是精神病和智力障碍
。

这两种病人都有许多方面的病因
,

而重

要的问题是要有不同的人员去处理这两方面的问题
。

对智力障碍的病人过去是收容
,

现

已变为对病人的护理
、

训练和在社区的水平上来照顾他们
。

该中心发展了一种多学科的治疗方法
,

重视教育
、

复原
、

社会训练等方面
,

主要的

原则是训练病人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
。

康哥尔德儿意认练中心 .Ι > Β ; ϑ Β Θ !3 3 Θ  > Φ 3Β 3; ϑ ! = ; ≅ > =1 这是莫那须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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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系的一个研究中心
,

是培养儿童教育专家的机构
,

训练两年给予学位
。

学生都是有实

际经验的幼儿园老师
、

护士等
,

训练他们处理儿童的综合性的问题
,

包括学习
、

情绪
、

语言
、

交往有问题的儿童
,

也包括特别聪明的儿童
。

现在做为研究对象的有 82 个 6一/岁

的儿童
,

还有其他一些儿童
。

研究人员也去学校进行跟踪研究
,

把这些儿童从原来的班

级里抽出来
,

放在一起
,

至少一年
,

研究他们怎样在一起相处
,

怎样进行各种活动
。

实

验楼是一个放射形的圆塔式建筑
,

中央为一个主试观察室
,

设 有电视 监 视 系 统
,

录象

设备
。

利用这些实验设备观察记录儿童在音乐
、

绘画
、

游戏
、

模拟学校教学
、

家庭生活

等条件下的表现和发展规律
。

澳大利亚国家教育研究委员会 . Μ ?≅ > Φ 3Φ ; ! Β Μ ; Β 3 ΧΒ > ς Θ Μ = Φ ≅3Β ; Φ Ρ = ? = Φ > ΕΟ1

这是澳大利亚全国性的教育科学研究机构
,

主任是 Κ
Η

∀
Η

Ι = =< = ?
博士

。

该委员会主要

任务是编制出版各种测验
。

目前他们的工作范围有三部分
4

测量和评价 , 学习和教学研

究
[
教育的社会基础研究

。

从机构上又可分为三个单元
4

普查和分析
—

制定测量的指

标
、

方法
,

对各种测验的使用提出建议 [ 图书情报工作
—

研究和编制目录索引
Κ
推广

工作
—

对教师
、

语询工作者
、

心理学工作者提出建议
,

对各种成果进行评定等
。

该委员会出版几种教育和心理学刊物和书刊索引
,

此外还发行澳大利亚 自己编造的

各种测验
,

如学科测验
、

临床诊断测验
、

能力测验
、

智力测验
、

人格测验等
。

该委员会

除自己编造各种测验外
,

还翻印英美等国出版的各种测验
。

澳大利亚国家教育研究委员会还担负着受政府委托为录取大学新生出考题的任务
,

也为一些州设计一些中学生毕业考试的测验
。

他们录取大学新生
,

不单纯考核他对各种

知识掌握多少和水平
,

而且还要测验这个学生学习的能力
,

对新东西掌握的速度等
。

目

前 中学毕业生中02 9一06 9可升入大学
。

澳大利亚国家教育研究委员会既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关
,

又是一个出版公司
,

同时

又负有对全国教育工作进行指导的责任
,

但它本身并不是政府机构
。

这样
,

它在研究政

府的各种教育政策
,

评价各种教学措施和教学水平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性
。

其领导机构由

各州有名的教育学
、

心理学
、

教学法等专家组成
。

这些人又同时是各州教育研究所的领

导成员
。

谙询服务中心 .悉尼大学1
。

该中心是学生的顾间机构
,

主 任 是 !
Η

Ν 3 3Φ Π ? 。

它的任务是帮助学生解决情绪上和适应上的困难
,

帮助学生选择工作
,

同时也对本区的

居民服务
,

工作内容包括夫妇生活的语询
、

社会工作技能训练
、

人的关系研究
、

睡眠控

制训练
、

体重控制训练
、

妇女间题等
。

四
、

医学心理学研究

澳大利亚心理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医学 .临床 1 心理学
。

根据法律规定
,

心理

学家可 以在医院工作
,

也有心理学家私人开业进行治疗
。

现将我们考察中看到的比较重

要的研究介绍如下
4

行为改造疗法 .] = ΟΦ < 3Β Μ > Γ Β Θ 3Χ3= Φ ≅3Β ; 1 这是西方国家近年来十分 热 门 的 研

究
。

心理学家参与这方面工作的人数颇多
,

被称为临床行为治疗家
。

在西方国家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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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亡率很高
,

为整个死亡率的 65
Η

6 9
,

而心血管的发病又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密切关

系
,

所以利用行为改造疗法来矫正生活习慢
,

有助于减少心血管病的发病率
。

行为改造疗法的要点在于让病人知道不 良行为习惯对身体的危害
,

分析这种行为的

原因
,

根据学习理论针对各种疾病
、

不良习惯或变态行为建立一套专门的行为改造程序

和技术
,

加以矫正
。

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厌恶疗法进行治疗
,

如把一个不愉 快 的 刺 激

.电击或注射引起恶心的药物 1 多次结合引起病态冲动的刺激
,

类妞脱敏疗法
。

行为改造疗法也用于治疗精神性疾病
,

如治疗强迫症
,

恐惧症
,

歪颈症
,

紧张性头

痛及各种性变态
。

这种疗法还用于控制饮食
、

戒烟
、

戒酒
,

以及改造犯罪行为
。

物反馈生 生物反馈是从实验心理学中发展出来的方法
。

通过特定仪器设备把人体

内的一些生理反应如心跳
、

血压
、

肠胃蠕动
、

皮肤温度
、

腺体分泌
、

脑电变化等变成听

觉或视觉信号
。

训练人用意识努力支配这些变化
,

如果有了变化
,

就以声音或视觉信号

表现出来
,

即给人以反馈信号
。

经过一定的练习
,

人可以逐步学会有意识地控制这些变

化
。

近年来生物反馈已经普遍应用于临床实践
,

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
。

病人通过生

物反馈来医治 自己某些病患
。

生物反馈专用的各种仪器 已经普遍用于基本理论研究和应

用研究
。

目前在临床上应用较多的是治疗头痛和高血压
。

通过生物反馈研究
,

知道紧张性

头痛主要是 由于头部或颈部某些肌肉过渡紧张所引起
。

把生物反馈装置的电极贴在患者

头部或颈部肌 肉上
,

把肌 肉紧张的情况用声音信号表示出来
,

让患者努力放松肌肉
,

如

果得到放松
,

反馈信号就发生变化
,

例如声音从高变低
。

以后逐渐调节信号 变 化 的 程

度
,

需要肌肉放松得更多
,

才能获得这种变低的声音信号
,

也就是逐步提高患者放松肌

肉的程度
。

经过训练
,

患者可逐步掌握放松肌肉的技能
,

从而治疗紧张性头痛
。

在实验

中应用 电子计算机进行控制
,

根据患者反应的情况
,

自动调正反馈信号的大小
,

有规律

地提高患者放松肌肉的技能
。

这次澳大利亚年会特别邀请美国著名心理学者
,

生物反馈的发明者 ∗
Η

ς
Η

Γ 3 = >

教授到会报告生物反馈研究的进展
。

在会 议上也有人提出生物反馈并非对所 有 人 都 适

用
,

有人无法通过学习控制 自己的内脏活动
。

也有人指出目前在西方生物反馈有滥用的

危险
,

对其适应症应进一步研究确定
。

精神病研究 我们在堪培拉的 Ν
Β Θ = ; ⊥ Φ = Α 医院参观了精神病房

。

他们很注意

对患者的心理影响
,

不使他感觉到是在一个精神病院里
,

以减少不安感
。

精神病房与其

他病房之间没有特殊的门或栅栏
,

只是在墙上画一条线作为标志
。

病人不穿病人服
,

工

作人员不穿白工作服
,

分不清谁是病人
,

谁是护理人员
。

在病房有一个模拟家庭式的厨

房
,

使病人在一起感到家庭似的气氛
,

有的病人可带孩子一起住院
。

病房内有游戏室
、

绘画室
、

治疗室
,

设备齐全
。

医院里除精神病医生外
,

还有心理学家
、

社会工作者
,

从

各方面进行治疗
。

我们在悉尼的康考德医院 .!Β;
Ε Β > Θ 工王&? Ζ 3≅Φ 1

,

由心理 学 部 主 任

_
Η

#3 Π Ζ ? Β ; 和 Κ
Η

_ Φ > >= Α 女士介绍了在诊断时广泛采用各种心理测验
,

各种专业人

员共同会诊的情况
。

在墨尔本的奥斯汀医院也有专门的神经心理部门.主任Ι
Η

Ν Φ ? Ο 1
。

我们认为以上这些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

、

从心理学角度对精神病人进行护理比 目前单纯应

用药物的方法更为积极
,

有助于使精神病患者早 日恢复健康
。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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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生理心理学研究

澳大利亚生理心理学研究是有较好基础的
,

近年来在实验设备方面也在不断更新
。

他们把行为的研究与各种生理指标
、

生物化学指标结合起来
,

如钮卡索大学心理系研究

大白鼠血浆中 + +经皮质酮 .+ +
一
% Α Θ > Β ⎯ Α 一

! Β > ≅3= Β ? ≅= > Β ; = 1 增高与昼夜不 同时间给新异

刺激的关系
,

以及与在新异环境中滞留时间长短的关系
。

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关于痛的

研究
,

用放射免疫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研究大白鼠中枢杏仁核
、

红核
、

终纹核
、

基底

节和隔部
、

内侧视前区
、

黑质
、

额叶皮质和脚间核的 ∀ 物质 .致痛物质 1 以及 ∀物质的

神经投射纤维
。

用显微刀割断这些组织来观察这种神经介质 .∀ 物质1 与痛的关系
,

同

时也研究内排肤和基底节中纹状苍 白球神经通路 .?≅
> 3Β Ζ Φ 3 ΘΦ ∀Φ≅ ΟΔ ΦΑ 1 的关系

。

该

校还研究破坏三叉神经半月结中的 ∀ 物质消失的情况
,

发现三叉神经脊根
,

上颈部脊髓

中罗氏胶状质内存在 ∀物质
。

他们用一种叫 ! Φ Ζ ? Ε 3Φ 药物来耗竭这一部分的 ∀ 物质
,

看痛是增加还是减少
。

他们还发现切断脊根后
,

罗氏胶状质的内排肤受体也消失了
。

看

来 ∀物质与内排肤受体有某种联系
。

在年会上著名生理心理学家 Ρ
Η

Ν
Η

Ρ Μ? ?= ; 教授做了 .., 合理学和变动过程》 的报

告
,

并接受了纽卡索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

我们参观了生物科学研究所行为生物学研究室
。

他们主要研

究动物行为和脑内解剖
、

电生理和化学变化之间的关系
。

实验动物主要是小鸡
。

据说用

小鸡做实验动物比用老鼠更理想
,

可以控制在同一时间孵出来
,

孵出后的头 0一 8 天接

受外界的刺激是大量的
,

很快就学会了许多活动
。

他们说鸡的教育就是头两天
,

当然不

是说鸡以后不用学习
,

而是说完成一些基本活动的学习时间比高等动物要短得多
,

更容

易控制和观察
。

他们研究鸡的知觉
、

学习记忆等行为
,

同时研究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时

脑内细胞的化学变化
。

一般是用碳标记的赖氮酸来观察
。

例如给鸡做视觉分辨的学习任

务
,

在学习前后不同时间向脑内注射某些化学抑制剂或酶阻止蛋白质合成来看对学习和

记忆的影响
。

这类工作是神经解剖学家
、

电生理学家
、

生化学家和心理学家协作进行的
。

这是目前国际上研究早期经验对以后行为影响的典型的研究
。

拉卓别大学正在进行生化行为相互关系的研究
,

如研究脑的生物化学控制与人和动

物饮水
、

吃食等行为的相互关系
,

也进行神经内分泌的研究
。

他们的动物实验室有雷达

设备
,

用以研究动物在 自然条件下的吃食饮水行为的昼夜节律
。

可以同时对06 头动物进

行实验
,

从呈现刺激
、

记录数据和实验结果统计处理都用计算机控制
。

另一方面
,

他们

有十分先进的生命维持系统
。

一个猫的实验有时长达 72 小时
,

其人工呼吸
、

恒温以及对

其体内变化的经常监测都是 自动进行的
。

这些先进的实验手段为生理心理学的实验提供

十分必要的条件
。

六
、

感 知 觉 研 究

感知觉的研究在澳大利亚是较普遍的
,

我们参观的九所大学里几乎每处都进行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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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在研究中采用现代化的设备
,

如电视录象
,

将予先编排好的刺激通过程序控制呈

现在屏幕上
,

被试进行反应
,

由电子计算机加工整理
。

也有用电子仪器直接产生出图象

刺激
。

广泛采用美国生产的电子速视器
,

有的速视器还利用双眼视差产生一个立体的刺

激
。

几何图形和后效的研究 近一
、

二十年来在英美心理学刊物上时常可以看到澳大利

亚心理学家发表的几何 图形和后效的研究
。

这是以莫那须大学为首的一批心理学家的工

作
。

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实验
,

如几何图形错觉的研究
。

用灯光在屏幕上投射由线条组成

的几何错觉
,

如 Γ ≅3 = > 一Σ Α = >
错觉

,

然后改变投射图象的聚焦
,

使图形模糊化
,

错觉

也就随之减少或完全消失
。

他们对此提出一个理论的解释
,

认为几何图形错觉是 由于图

形中高频空间频率成份的存在
。

当图形被模糊了就消除了高频空间频率的成份
,

所以错

觉就减少以至于消除
。

我们还看到有关视觉诱导运动的研究
,

这是对二十年代 : Μ;
Ε ∴ = > 诱导运动研究的进

一步发展
。

当时: Μ;
Ε ∴ = > 的实验是在暗室里呈现一个发光的边框

,

在边框的中心有一光

点
。

当边框左右运动时
,

我们看到是边不动而光点在左右运动 .反向的运动1
。

现在他

们继续这方面的研究
,

试图给这类诱
一

导现象定量化
。

此外他们还研究旋转运动物体停止

后的反方向诱导运动
。

他们发现外周图形的旋转运动对内周图形产生反方向后效
,

但内

周的旋转运动对外周不产生运动后效
。

在悉尼大学也进行类似的线条角度变化的知觉研

究
。

在昆士兰大学看到 Γ =! Β Β Μ ϑ Ο 效应的表演
。

Γ = ! Β Β Μ ϑ Ο + , 7 6年报导了他的实验
。

被试交替观察红背景上的垂直线条和绿背景上的水平线条
,

这叫做适应期
。

经过几分钟适

应期的观察后
,

让被试观察测验图形
,

一半是垂直线条
,

一半是水平线条的黑白图形
。

这

时被试看到所有白色垂直线条看来是绿色的
,

而所有白色水平线条看 来是红色的
。

这个

后效可 以维持很长时间
,

甚至几天
。

以后又有人发现与运动方向有联系的颜色后效
、

扩

散和收缩罗旋的颜色后效等等
。

Γ Ε! Β Β ”
ϑΟ 后效在七十年代得到了广泛的 研 究

。

澳

大利亚心理学家积极参与了这些研究
。

这个间题之所以引起知觉心理学家的极大注意
,

是因为六十年代有关视觉感受野的发现
。

电生理实验证明在外侧膝状核 .Σ ( ∗ 1 和皮层

有感受不 同方向和颜色的神经元
。

现在心理物理实验开辟了研究这类问题的新途径
。

听知觉研究 我们在莫那须大学参观了听觉研究室
。

他们有设备先进的高级消声室

以及电子计算机等实验手段
。

他们正在进行听觉感受野的研究
,

把微电极插入动物的皮

层细胞
,

并给予各种不 同频率的声音做刺激
,

以找出不同声音频率与皮层细胞放 电之间

的关系
,

从而确定对听觉刺激的感受野
。

感受野的研究 我们参观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个医 学 研 究 所 .Κ ΒΟ
; !盯 ≅3;

# =Ο Β Β Β Χ Γ = Θ 3。Φ Ρ = ? = Φ > =Ο 1
。

这个研究所原 由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ΚΒ Ο ; ς = = = ?
所

领导
。

ς Ε Θ = ? 于 +, 7 7 年退休后
,

该研究所分为两部分
,

一为药理研究部分
,

一为生理

研究部分
。

生理研究部分现 由 ∀
Η

2
Η

]3 ?Ο Β Ζ 领导
,

主要是从事感受野的研究
。

这是世

界第一流的研究所
。

该研究所设备先进
,

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实验控制和数据处理
,

有十分现代化的生命

维持系统
,

可保证一个动物在长达 6一 7 天的实验中维持生命
。



他们 自行设计的仪器可以把实验动物 .猫1 的头部做精密独制的位移
,

并用控制的

眼底照相机把视网膜的象投射于一个个屏幕上
,

以便精确地刺激视网膜上的特定部位
。

用微电极插入动物脑的皮层的细胞中
,

在刺激到视网膜某一点时
,

皮层的某个细胞就发

生 电反应
,

用以寻找不同类型刺激的感受野
。

我们在拉卓别大学也看到了由心理学家进行的同类的实验
。

他们认为生理学家的感

受野研究所用的刺激过于简单
,

不能深入探索视觉现象的奥秘
。

心理学家试图采 用更为

复杂的就激物
,

如采用运动的物体
,

图象和背景的配合等作为刺激物来研究视觉皮层神

经元的 电反应
。

这类研究有助于说明视觉系统中信息加工的过程
。

言语知觉的研究 我们在墨尔本大学还参观了心理语言学的研究
,

如合成语言的实

验
。

用电子计算机模拟人的语言
,

改变其中的某些参数
,

如振幅的变化等
,

观察对人的

知觉的影响
。

在研究中采用了最新型的电子计算机
。

七
、

工程心理学研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合设有工效学 .ς >
叨的。3Ε? 1 会

。

我们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

该学会主席 Ν
Η

%
Η

( Φ Θ ?≅Β ;=
?
博士进行 了座谈

,

参观了他们的手追踪活动的研究
。

电

视屏上出现两个随机运动的光环
。

被试双手各操纵一 个手柄控制在屏幕上出现的两个光

点
,

去追踪运动的光环
,

要求能保持在光环之中
。

通过计算机记录并计算出 追 踪 的 精

度
,

作为追踪活动的指标
,

用以研究疲劳
、

饮酒等对追踪活动的影响
。

据介绍这项研究

是用来鉴别汽车司机的
,

其实这类研究还可配合航空
、

火
,

炮控制等国防任务
。

在年会上
,

澳大利亚工程心理专家 Ρ
Η

Ν
Η

! Μ Π Π 3此 教授做了一个有关事故 研 究

的总结性报告
,

题 目是
“事故呢还是设计呢

” α 他在报告中举出了许多航空方面重大事

故的个案分析
,

并指出在设 计中由于没有考虑工程心理学的原则
,

出 了 事 故
。

如 美国

: ! +2 运输机货脸门缺乏关好的反馈信号
,

由于这一违反工程心理学原则的错误设计而

造成事故
,

死 亡 8 57 人
。

他还举出澳大利亚航空母舰墨尔本号与一驱逐舰相撞的事故
,

塔斯明尼大桥被船撞坏的事故等都与未重视工程心理学有关
。

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意见
,

就是为 了减少 自动化系统的事故
,

应加入人的操纵者
,

而不要排除人去追求完全的自动化
。

他举出美国宇宙航行中由于宇宙航行员的参与才避

免了几次重大事故
。

人参加自动化系统中去可以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

当然对人的能力和

工作的限度应有充分的研究
。

在设计一个 自动化系统时充分考虑人的因素
。

澳大利亚工程心理学家还参与公路交通安全的研究
,

如研究路标的合理设计
,

车内

的安全措施
,

公路的安全措施等
。

据说由于工程心理学家的努力
,

使公路的事故率大大

降低了
。

他们还研究了飞机场的灯光信号
,

使飞行员在着路和起飞时更为方便和安全
。

在澳大利亚航空界和交通委员会都设有工程心理学的研究
Η

单位
。

β、
、

军事心理学研究

在澳大利亚海陆空三军中都有专门的心理学单位
。

在海军有廿余名专职 的心 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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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在陆军有四十人
,

空军二十人
。

在陆军中还有兼职的心理学家
。

在 + , 5。年 由于飞行训练中淘汰率高
,

空军开始采用对飞行员的心理测验进行选拔
。

从+ , 5 +年起
,

陆军也开始应用心理学解决陆军中的问题
,

例如对军人进行测验以分配适

当的工作
,

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军人的失职
、

对选兵的军官进行顾问
、

为复员的军人进行

职业辅导等
,

还为军事院校进行入学的心理测验
。

+ , 6 0年建立澳大利亚陆军心理学部队

. Μ ? ≅ > Φ 3Φ ; > Π 4 Ζ ?Α = ΟΒ Β ϑ Α ! Β > Ζ ? 1
。

+ , 5 − 年在空军
、

海 军 都 建 立 了 心 理 学

部
,

从事心理测验
、

民意测验之类的工作
。

心理学家对军队的领导提出许多建议
,

例如

军 队中报纸怎么编
,

在军队中的己婚妇女怎么安置
,

军队的纪律问题
、

训练问题
、

种族

关系
、

同性恋以及吸毒等问题的处理办法等
。

他们还研究职位任命
、

奖励和评议办法
、

集体 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

以上问题并非专由心理学家负责解决
,

但心理学家起很大作

用
。

九
、

对澳大利亚心理学的几点看法

根据这次访问和阅读有关的材料
,

对澳大利亚心理学有 以下几点看法
。

. + 1 澳大利亚心理学历史虽短
,

但近十年来发展迅速
,

国际心理学界的一些热门

项 目
,

在这里都有研究
,

如生物反馈
、

认知发展
、

学习记忆的脑化学
、

动物 的 印 刻 行

为
、

工效学
、

感受野
、

人工智能
、

心理语言学
、

行为改造
、

智力落后与超常儿童
、

文化

交义
、

测量与评价技术等等
。

在研究水平上基本上能达到英美等心理学发达 国 家 的 水

平
,

特别是实验室的设计与建造水平很高
,

有些是居于国际先列的
。

实验设备
,

主要是

电子计算机 已经普遍应用
,

形成网络
,

联机使用
。

各种电视监视与录象设备也 已普及
。

他们在短期内迅速发展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

. 0 1 澳大利亚心理学界十分重视干部培养
。

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对学生进行研究工

作的训练
,

使他较好地掌握心理学基本知识和实验技术
。

学生进入四年级后受到严格的

选择 与训练
,

才能进升到助教
,

而助教如五年仍不能达到讲师水平者则应转业到其他实

际工作岗位
。

因而大学讲师和研究人员都有较高的水平
。

培养干部的另一途径是提供去

国外学习进修的方便
,

一般讲师 以上的人员都有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经历
,

而且经常去

国外参加学术会议
,

参观访问
,

所 以对国际动态十分清楚
。

此外
,

我们参观的大学心理

系中
,

许多领导是聘请外国有名的心理学家担任的
,

这有助于提高本国的心理学水平和

培训青年心理学工作者
。

. 8 1 澳大利亚心理学在理论上缺乏自己的体系
,

各种研究是跟着英美进行的
,

看

不到澳大利亚的学派或理论体系
。

我们在发展我国的心理学时
,

应注意重视理论工作
,

不能只学习术技或应用
。

. 5 1 澳大利亚心理学界对中国同行十分热情
、

友好
,

今后应加强与其心理学界的

协作
,

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

以利于提高我们的科研与教学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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