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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表象概述



表象是大脑对过去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再现，是
记忆的一种表现形式。

表象是在感知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记忆表象的
基础。

表象具有形象性、概括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是
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表象的定义



表象具有形象性 表象具有概括性 表象具有可操作性

表象的特点

表象是以形象的形式存储在大脑中，可以再

现出事物的具体特征和形象。

表象不仅是对单一事物的形象再现，还可以

是对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和属性的概括和抽

象。

表象可以被操作和加工，通过表象的想象和

操作可以促进思维和创造力的发挥。



表象在记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是记忆信息存储和提取的

关键环节。

表象在思维和想象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通过操作和加
工表象可以促进创造性思维

的发展。

表象在语言理解和表达中也有
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人们
更好地理解和表达语言信息。

表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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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的形成机制



感觉登记

外界刺激通过感觉器官产生神经

冲动，经由感觉神经传递到大脑

皮层，形成初步的感知。

特征提取

大脑对感觉登记的信息进行筛选，

提取出与当前任务相关的特征，

以便进一步处理。

知觉组织

大脑将提取的特征进行整合，形

成完整的知觉对象，使人能够感

知到事物的整体特征。

表象的感知基础



03

长时记忆

将短时记忆中的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后存储在长时记忆中，容量

较大，持续时间较长。

01

感觉记忆

外界刺激在感觉登记阶段留下的短暂记忆，也称为瞬时记忆。

02

短时记忆

将感觉记忆中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后存储在短时记忆中，容量

有限，持续时间较短。

表象的记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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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综合

判断

创造

表象的思维过程

对表象进行深入分析，提取其中

的特征、属性、关系等。

将分析出的特征、属性、关系等

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表象。

基于表象的特征、属性、关系等

进行创新和想象，产生新的思维

和创意。

根据表象的特征、属性、关系等

进行判断和推理，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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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的分类



01 02 03 04

视觉表象是指通过视觉感官获得

的表象，包括颜色、形状、大小

、方向等。

视觉表象在人类认知过程中占据

重要地位，是人们获取信息、认

识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

视觉表象的形成依赖于眼睛的生

理结构和视觉神经系统的工作机

制。

视觉表象可以通过绘画、摄影、

电影等艺术形式进行表现和传达

。

视觉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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