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实验报告引言(通用5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题或情况，
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
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心理实验报告引言篇一

1.心理电影展播观看心理电影 11月15号 2n129

4.心理剧本 写了一本关于青春的心理剧剧本 11月16号心理
剧本大赛

5.心理健康问卷调查 第12~第14周 理工一、二、三区的路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跨不过去的坎。

我给人的第一印象一般都是“很难接近”，不为什么，我只
是不太会在陌生人面前表达自己。我很羡慕那些自来熟的同
学们，第一眼就能让人对他们产生好感。这些人都有一个共
同的------喜欢笑。笑容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能让人心生
喜爱，能让人产生信任。所以我们都应该经常笑，对朋友们
笑，对家人笑，对自己笑，也要试着打破自己的害羞情绪，
学会对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陌生人笑。

团辅让我印象深刻。学长学姐们为我们准备了很多游戏，让
我们真实地接触“欣赏与被欣赏”、“信任与被信
任”、“感谢与被感谢”带给我们的美好而幸福的感觉。我
们班本来并没有多少谈的开，大概也是因为接触不深，也没
多少时间接触而带来的疏离感较重，但经过那次团
辅——“热烈和谐、默契合作、欢声笑语。”一个真正的班
级雏形终于展露出来了。我很高兴。



团辅结束的时候全班一起大声喊出的“成为你的同学我很高
兴”，让我感动了好久。人与人之间真的很神奇，明明是互
相分离的个体，却能在各自生命里延伸出那么多交叉的线。
我们大家都不应该过分地保护自己，不能让自己处在一个自
我封闭的状态，走出第一步很重要。

心理课以及相关的心理活动真的让我收获很多。过程中，我
有思考，也有检讨，我想这对我们都会有帮助的。

其实也不算什么金点子，我只是觉得，应该多办办类似的活
动，看看心理电影啊，话剧啊，搞一个“谁笑起来最傻”的
游戏大家一起玩，尝试着自己写写心理的文章，和寝室室友
们试试剖析人物的性格，谈谈自己的看法，以班级为单位出
去散心，大家一起用不同的思维想想心理，这应该都对心理
的发展有些帮助吧。

挺遗憾的，并没有留下多少活动的证明，但是我们确实共同
经历了，这些美好的回忆全部在我们的思想里。

心理实验报告引言篇二

1、色彩的联想

色彩虽然通过观察者的视觉而被接收，但是观察者对视觉的
接收可以引起全方位的感知过程，这就包括思维、记忆和推
测，在这个过程中，色彩的基本特性、冷暖以及色彩空间表
现形式等都会通过对人心理的影响达到色彩的艺术设计效果。
正如前面所述，色彩联想也是全方位的，包括色彩的冷暖联
想，色彩的强弱联想，色彩的轻重联想，色彩的华丽与朴素
联想，色彩的轻快和忧郁联想，色彩的兴奋与沉静联系等等。
通过对不同群体的色彩联想进行调查和分析，可以对产品设
计和标志设计都有参考价值。较为普遍的色彩联想通常是普
天之下所有人的一致印象，例如红色容易让人联想到温暖、
热烈或一些刺激的事物，蓝色则会让人联想到水、沉默或者



一些冷静的场合，这是人们接收大自然潜移默化的心理作用
所产生的结果。人们运用艺术的想象，才能表现和创造出不
曾存在的事物，联想的结果不是各自概念的综合，而是一连
串新观念和新情绪的变化，因此，设计师要充分利用色彩联
想的力量，引导观赏者的联想，使之产生共鸣，达到审美与
促销的目的。

2、色彩的象征

色彩的象征是指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人们经过长期的文化、
教育、风俗等多方面影响所形成的对色彩的观点或特定含义，
因此，与色彩的联想相比，色彩的象征更具有相对的共通性、
稳定性与延续性。由此可见，色彩在人们的生活中可以作为
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具有标志和传播的多种功用。由
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气息，因此色彩的象征也是不断
变化的，例如，绿色在我国古代被认为是一种杂色，绿衣常
用来比喻成地位低贱，古人一旦犯罪，就被罚裹绿色头巾，
然而，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文化氛围的不断
深化，绿色更多被用来作为森林的颜色，象征着自然、平衡、
正常、绿化、环保与生长，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绿色都
与植物有关，而又成为春季万物复苏、青春、清新、繁育和
希望的象征，因此，中国邮政也将绿色作为识别色。由于紫
色在早期的获取成本非常高，必须通过动物的分泌物来进行
加工和印染，因此，紫色具有一定神秘感，同时也象征着高
贵和庄重，在古罗马时期，高级教士、行政长官和军事领袖
常穿着紫衣，希腊时代，只有国王可着紫色服装。如今，仍
有许多女性更加青睐于紫色，这是色彩的心理感性因素所造
成的，女性对紫色的心理作用，导致紫色成为一种女性的代
表色，在男士的日常生活用品中难以出现。

3、色彩情感的艺术设计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艺术设计中的色彩应用需要充分
考虑色彩的心理情感因素，从年龄角度而言，幼年儿童更加



倾向于纯色和暖色调，随着年龄的增长，混色和冷色调应该
更多的使用在表现成人的艺术作品中；从性格角度而言，感
情丰富、直率外向的人大都喜欢纯度较高的暖色，因此，我
们也可以将人的性格分为暖色型与冷色型；从教育程度的角
度考虑，教育程度高的人喜欢淡雅的色彩以冲淡接收到的过
多信息，偏爱雅致。除此之外，性别、地区等因素也是色彩
艺术设计需要考虑的范畴，色彩心理学与艺术设计紧密联系
能够更加准确和突出的表现艺术张力。

如今，色彩的研究更多的偏重于其艺术性，这涉及包括生理、
设计、美学、艺术等在内的多个学科，本文从色彩心理学和
艺术表现的角度对色彩的应用进行了初步分析，较为全面地
看待和认识色彩心理学，总结色彩心理的规律，对色彩心理
学理论与艺术设计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心理实验报告引言篇三

彩色视野及盲点的测定

1.教学目的  测定各种彩色视野的范围以及盲点的位置，学
习使用视野计

2.实验程序

2—1  准备工作。

上相应的地方，学习在图纸上作记录的方法。

记录时与被试反应的左右、上下方位相反。

现或消失。

2—l—3  测定过程中，视野弧的位置可分别



为900、450、1350和1800等不同角度。

2—2  正式实验。

置，将盲点位置也记录在图纸上。

其他不同角度。第一范文 网整理该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原
出处所有.

2—2—3  按上述测红色视野的程序分别测定黄、绿、蓝、
白各色助视野范围。

2—2—4  每个颜色做完一种角度位置后休息2分钟，注意每
次休息后头部的位置要前后不变。

3.结果

把各彩色视野范围和盲点位置画在一个图纸上。

4.讨论

4—1  各种彩色视野大小次序如何排列？盲点在视野及视网
上的位置及大小。

4—2  彩色在视野消失前有何变化?

4—3  彩色视野是否固定不变?它依哪些条件而变化?

心理实验报告引言篇四

测定各种彩色视野的范围以及盲点的位置，学习使用视野计

2.1 准备工作。



2.1.1 准备好视野图纸、彩色铅笔(红、黄、蓝、绿)、单眼
罩。把视野图纸放在视野计视野计上相应的地方，学习在图
纸上作记录的方法。

记录时与被试反应的左右、上下方位相反。

现或消失。

2.1.3 测定过程中，视野弧的位置可分别为900、450、1350
和1800等不同角度。

2.2 正式实验。

2.2.i 主试将视野计弧轨故到水平位置上．把一个红色刺激点
投在弧轨右边靠近注视点处，主试将红色刺激由内慢慢向外
移动，直到被试看不到红色为止，把这时红色刺激所在位置
记下来，然后主试再把红色刺激从员外例向注视点移动到被
试刚刚看到红色为止，记下刺激所在位置的'角度，取两次的
平均致，在视野图纸上图点。还有一点应注意，当进行右边
实验时红色刺激由内向外或由外向内时，会出现红色突然消
失和再现的现象，红色突然消失和再现的位置就是盲点的位
置，将盲点位置也记录在图纸上。

2.2.2 再把视野弧轨放到下列位置测定红色视野的范围：900、
450、1350(与水平交角)以及其他不同角度。

2.2.3 按上述测红色视野的程序分别测定黄、绿、蓝、白各
色助视野范围。

2.2.4 每个颜色做完一种角度位置后休息2分钟，注意每次休
息后头部的位置要前后不变。

把各彩色视野范围和盲点位置画在一个图纸上。



4.1 各种彩色视野大小次序如何排列？盲点在视野及视网上
的位置及大小。

4.2 彩色在视野消失前有何变化?

4.3 彩色视野是否固定不变?它依哪些条件而变化?

心理实验报告引言篇五

4.心理剧本写了一本关于青春的心理剧剧本11月16号心理剧
本大赛

5.心理健康问卷调查第12~第14周理工一、二、三区的路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跨不过去的坎。

我给人的第一印象一般都是“很难接近”，不为什么，我只
是不太会在陌生人面前表达自己。我很羡慕那些自来熟的同
学们，第一眼就能让人对他们产生好感。这些人都有一个共
同的------喜欢笑。笑容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能让人心生
喜爱，能让人产生信任。所以我们都应该经常笑，对朋友们
笑，对家人笑，对自己笑，也要试着打破自己的害羞情绪，
学会对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陌生人笑。

团辅让我印象深刻。学长学姐们为我们准备了很多游戏，让
我们真实地接触“欣赏与被欣赏”、“信任与被信
任”、“感谢与被感谢”带给我们的美好而幸福的感觉。我
们班本来并没有多少谈的开，大概也是因为接触不深，也没
多少时间接触而带来的疏离感较重，但经过那次团
辅——“热烈和谐、默契合作、欢声笑语。”一个真正的班
级雏形终于展露出来了。我很高兴。

团辅结束的时候全班一起大声喊出的“成为你的同学我很高
兴”，让我感动了好久。人与人之间真的很神奇，明明是互



相分离的个体，却能在各自生命里延伸出那么多交叉的线。
我们大家都不应该过分地保护自己，不能让自己处在一个自
我封闭的状态，走出第一步很重要。

心理课以及相关的心理活动真的让我收获很多。过程中，我
有思考，也有检讨，我想这对我们都会有帮助的。

其实也不算什么金点子，我只是觉得，应该多办办类似的活
动，看看心理电影啊，话剧啊，搞一个“谁笑起来最傻”的
游戏大家一起玩，尝试着自己写写心理的文章，和寝室室友
们试试剖析人物的性格，谈谈自己的看法，以班级为单位出
去散心，大家一起用不同的思维想想心理，这应该都对心理
的发展有些帮助吧。

挺遗憾的，并没有留下多少活动的证明，但是我们确实共同
经历了，这些美好的回忆全部在我们的思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