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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导论》

前言

认知神经科学是当代国际前沿科学之一，它采用无创性脑成像技术和有创性动物实验相结合的策略，
揭示智能和情感活动的脑功能基础。简言之，这是运用当代科学手段揭示大脑奥秘的科学领域。自
从1995年它以高度跨学科的姿态展现在科学界以来，仅仅十多年就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加深了对基
本认知过程的脑科学认识，开拓了社会情感认知神经科学的新领域，并为许多重大脑疾病揭示出前所
未有的新科学事实。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
学的开端。实验心理学从感觉阈值的测定和记忆与遗忘曲线等简单心理现象的实验分析做起；即使是
生理学和心理学交叉的生理心理学，在20世纪上半叶，仍然只能以动物跑迷宫或经典条件反射为手段
研究脑和行为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80年代，认知心理学创建的初期，也只能在知觉、注意和记忆
等心理活动实验中，分析它们的认知加工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脑功能基础，只能靠事件相关电位和外
周生理参数进行粗略的研究，并在20世纪60年代导致心理生理学分支学科的诞生。与以往的历史不同
，认知神经科学在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就开拓出社会情感认知神经科学的新领域，研究人们
社会交流和理解他人的脑科学基础，为探索社会相关的脑科学问题奠定了基础。2008年11月，著名认
知神经科学权威Gaggantga在Neur。072杂志上，以“法律与神经科学”为题发表评论，他认为认知神
经科学为一些社会伦理学和法律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科学基础，为一些行为的法律界定提供了科学手段
。他还介绍了近两年美国、英国和欧洲各国科学基金会资助法律相关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情况。所
以，在撰写这本教材时，我们为当代社会情感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及其在法律和社会问题中的作用所
鼓舞，在书中增写了成瘾行为和测谎等章节。使本书形成三个单元：认知神经科学理论与方法学基础
（第1、2章）、基本心理过程的认知神经科学基础（第3～7章）和社会与疾病等重大问题（第8～12章
）。无论是关于语言、思维和情感等高级复杂心理过程的研究，还是社会与疾病的重大问题研究中，
最近几年都出现了重大科学突破。作者在撰写这些问题时，情不自禁地为这些闪光点感到振奋。例如
，第6章中思维和语言的诸多脑功能回路，第7章情感脑机制的新理论体系，第8章毒品复吸的脑内最后
共同通路，第9章对传统测谎技术的评价和新技术的孕育，第10章精神疾病的遗传内表型，第12章在脑
性别分化中激素的作用；还有移植胎脑的帕金森氏病人，十多年死后尸检发现，胎脑细胞仍存活在老
人脑内等。这些新科学事实和新概念，有助于我们对自身、他人和社会的全面理解，有助于人们科学
准确地对待社会、疾病和人际交往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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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导论》

内容概要

《认知神经科学导论》内容简介：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基本教材，《认知神经科学导论》由三部分共
十二章组成。第一部分(第1、2章)介绍了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概念、方法学原理和相关学科的基础知
识；第二部分(第3-7章)是《认知神经科学导论》的主要内容，分别讨论了知觉、注意、学习记忆、语
言思维和社会情感等认知神经科学基础知识；第三部分(第8－12章)分别讨论了成瘾行为、测谎、精神
疾病和脑与心理发展障碍等问题的当代研究进展，它是第二部分内容的延伸与扩展，使认知神经科学
基础知识更贴近社会生活和疾病等重要问题。
《认知神经科学导论》的特点在于它的系统性、前沿性和广泛性。系统性是指其对基本心理过程的认
知神经科学知识进行系统性介绍；前沿性在于它吸收了认知神经科学近几年的最新研究成果，引用了
较多2008-2009年的文献资料；广泛性指它蕴涵的多方面的内容都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认知神经科学导论》不仅适用于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院系的本科基础教学，还可作为法律、哲
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作为提高基础理论水平的读物并有助于上述各领域的研究人员
扩展知识、提高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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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导论》

书籍目录

第1章  概论  第一节  认知神经科学的诞生  第二节  认知神经科学的基本理论  第三节  认知神经科学的方
法学  第四节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第2章  基础知识  第一节  神经系统的形态结构与基本功能  第二节  神
经细胞的信息传递  第三节  大脑的电活动与心理生理学的基本理论概念  第四节  神经网络、神经计算
和计算神经科学第3章  知觉和意识  第一节  知觉  第二节  意识第4章  注意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第一节  
从朝向反射理论到模式匹配理论  第二节  选择性注意的心理资源分配理论  第三节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
对注意的研究第5章  学习和记忆的认知神经科学基础  第一节  学习记忆与大脑  第二节  工作记忆  第三
节  陈述性记忆  第四节  非陈述性记忆  第五节  学习记忆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第6章  语言、思维和智力  第
一节  语言的认知神经科学基础  第二节  思维第7章  社会情感认知神经科学  第一节  情绪的认知神经科
学基础  第二节  目标行为及其监控  第三节  人际交往和相互理解的脑功能基础第8章  成瘾行为的脑科
学基础  第一节  化学物质的成瘾  第二节  烟、酒、茶的嗜好第9章  测谎及其认知神经科学基础  第一节  
多导生理记录仪和传统测谎技术  第二节  事件相关电位测谎研究  第三节  现代脑成像测谎技术第10章  
精神疾病的脑科学基础  第一节  精神疾病  第二节  精神分裂症的疾病性质和遗传内表型第11章  儿童脑
发育障碍的认知神经科学基础  第一节  自闭症  第二节  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第三节  学习障碍第12
章  脑发育和衰老  第一节  脑的发育  第二节  脑的衰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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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导论》

章节摘录

插图：4.安逸与快乐最后一项生物学阳性情绪，是安逸与快乐。在安逸饱食之余，生物个体之间的和
谐共处通过嬉戏行为产生快乐。可见，生物个体得到安居乐业的资源，就必然伴随安逸和快乐情绪，
它的脑中枢位于间脑的背内侧区和旁束区。通过下丘脑生成甲状腺释放激素调节这类情绪。中脑导水
管生成阿片类物质，还有乙酰胆碱和谷氨酸作为神经递质，都参与这类情绪的调节。上面所列举的四
类生物学阳性情绪，是生物种系得以繁衍的前提，只有个体得到生存的资源才会出现繁殖后代和养育
后代的性行为，并伴随着不同个体间普遍享有的安逸与快乐情感。在动物世界的进化中，已把这些情
绪的调节功能赋予皮层下结构，如中脑、间脑和基底神经节；扣带回是情绪的高级调节中枢。人脑不
但传承了这些情绪调节机制，更有许多与思维和智能相关的大脑皮层也参与情绪更精细的调节，使人
类社会的情绪更丰富更细腻，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了高级情感，例如改造自然和征服宇宙的积极情感。
（二）生物学阴性情绪在Panksepp的7种情绪中，恐惧与焦虑、激怒与气愤和惊慌与孤独等三项，属于
生物学阴性情绪，它们驱使动物个体摆脱或远离危及生存的环境条件，也可能促使个体发出攻击行为
。1.恐惧与焦虑恐惧与焦虑是动物机体逃避疼痛和损伤刺激所伴随的情绪。所谓敏感的刺激性质及其
对机体产生的效应和表现出的外在行为，都是动物种属进化所形成的，都是不良刺激通过感官经下丘
脑内侧与中脑导水管灰质背部，到杏仁中央核和外侧核所实现的生理反应。所以，这一情绪系统的核
心结构是杏仁核。杏仁核是一组神经核群，具有相当复杂的内外部神经联系，参与不同的情绪过程。
大体而言，杏仁外侧核是传入性的，将外部神经信息传向杏仁核诸多核团中，杏仁中央内侧核是传出
性的，其中有重要意义的是传向内嗅区皮层、颞下回皮层和梭状回皮层的通路，可能是自上而下调节
对他人面孔表情的感受功能，特别是威胁恐吓的表情。LaBar等人（1998）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方法，发
现人类被试形成恐惧性条件反射时，杏仁核激活。现在已知杏仁核与视觉皮层的神经回路之间存在着
空间分辨率和传导速度不同的两条联系。一条是快速的低空间分辨率通路，对外部危险信号的视觉刺
激特性进行初步加工，快速传递到杏仁核，以便产生自动化下意识的防卫反应；另一条是较长的丘脑
一皮层一杏仁核通路，与复杂的社会行为及其知觉决策过程有关，也是人类面对面交谈和感情交流的
脑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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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导论》

编辑推荐

《认知神经科学导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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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导论》

精彩短评

1、因为选了这么一门公选课所以买了这本教材，内容还算浅显易懂，总体感觉不错。
2、是目前国内最前沿的一本
3、认知科学专业书籍，帮朋友买的，据说质量极好，值得购买
4、如果作为研究生课本，体系不错，介绍详略深浅得当。
5、认知神经科学导论写的很好
6、沈政老师给我们讲的课，虽然讲课方式也不生动，但是内容让我喜欢，可能是因为和生物学有很
多相关的地方吧，从小就喜欢生物的我，对这门课学起来不是很吃力。考试结果也很满意，目前所有
学科里分数最高的，自己都惊讶了。不过也只是导论而已，没有仔细研读深读过，也只能算是蜻蜓点
水学了点儿皮毛。
7、值得一看，不管是心理学还是生物学专业都是一本基础性的入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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