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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前并使人感到不了解和无法解决的那种情况。 2. 美国心

理学家杜威与1910年根据自己大量的观察和逻辑分析，认为

解决问题一般包括五个步骤：1、失调：感受问题的存在；2

、诊断：确定和界说问题；3、假设：在分析问题空间的基础

上，使问题情境中的命题与其认知结构联系起来，激活有关

的北京观念和先前所获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提出各种

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形成假设；4、推断：对解决问题的各

种假设进行经验的或实际的检验，推断这些方法可能出现的

结果，并对问题再作明确的阐述，以检验各种假设，并从中

选择最佳方案；5、验证：找出经检验证明为解决某一问题的

最佳途径的方法。 3. 美国心理学家瓦拉斯1926年提出的关于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理论模型，又称“创造性思维四阶段论”

：1、准备期；2、孕育期；3、明朗期；4、验证期。 4. 问题

解决的一般认知过程：1、发现问题；2、明确问题；3、提出

假设；4、检验假设。 5. 发散思维指能从多种设想出发，不按

常规地寻求变异，使信息朝着各种可能的方向辐射，从多方

面寻求答案，从而引出更多的信息。 6. 创造性思维使“一种

发散思维为核心，聚合思维为支持性因素的，发散思维与聚

合思维有机结合的操作方式”。 7. 自我意识包括个体对自身

的意识和对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意识两个方面。 82。自我

意识的结构：1、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调控。从形式上

看，自我意识表现为认知的、感情的和意志的三种形式，分



别称为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调控；2、生理自我、社会

自我和心理自我。从内容上看，自我意识可分为生理自我、

社会自我和心理自我；3、现实自我、投射自我和理想自我。

从自我观念来看，可分为现实自我、投射自我和理想自我三

个维度。 8. 自我统一过程中具体表现几种类型（一种积极、

三种消极、一种不统一）：1、自我肯定型；2、自我否定型

；3、自我矛盾型；4、自我扩张型；5、自我萎缩型。 9. 品德

的心理结构：1、道德认识；2、道德情感；3、道德行为。

10. 道德认识也叫道德观念，指对道德行为规范及其执行意义

的认识。 11. 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行为的后果而间接产

生学习，被称为观察学习，亦称为社会学习。 12. 社会助长也

称为社会助长作用，指个人对别人的意识，包括别人在场与

别人一起活动所带来的行为效率的提高。 13. 社会惰化，也称

为社会惰化作用或社会逍遥，指群体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时，

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比单独完成时偏少的现象。 14. 群体极化指

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

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体支配性地位的现象。 15. 

群体思维指群体决策时倾向性思维方式。 16. 模仿是指个体在

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受到他人行为的刺激影响，而引起

一种与他人的行为类似的行为。 17. 群体规范是指用以约束集

体成员的行为和价值的一个统一的标准，使集体成员的认识

趋同，最终将认识模式化、固定化的结果。 18. 集体凝聚力是

集体对成员的一种吸引力，也就是集体成员愿意留在集体中

的倾向。 19. 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交往愿

望的迫切性；2、交往内容的丰富性；3、交往系统的开放性

；4、交往观念的自主性。 20. 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



两方面的内容。 21. 心理健康包括两层涵义：1、无心理疾病

；2、能积极调节自己的心态，顺应环境并有效地、富有建设

性地发展和完善个人生活。 22. 寻求一些具体的方法来解决人

际关系问题：1、感受性训练；2、角色扮演法；3、社交恐惧

、自卑的调节。 23. 教学设计是指教学的系统规划及其教学方

法的设计，即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对教什么（课程内

容）和怎么教（教学组织、模式选择、媒体选用等）进行的

设计。 24. 布卢姆把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分成六级，即知识（

实质指记忆）、领会、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 25. 教学模

式的种类：1、行为矫正模式；2、信息加工模式；3、个人发

展模式；4、社会作用模式。 26. 刺激与强化间的对应叫列联

，对强化刺激的系统控制称为列联安排。刺激控制教学的核

心，就是要制定一个合理的列联安排计划。 科学探究教学模

式的理论基础是认知和发现学习论及其认知结构教学论。 27. 

教学测量是借助于一定的心理量表及其操作，对学生的学习

成绩进行探察，并以一定的数量来表示的考核办法。 28. 教学

评测的对象是学生内在的能力于品格等的形成状况，只能借

助于一定的心理量表及其操作进行间接测量。 29. 教学评价是

依据教学目标，对学习成绩测验所得测量结果进行的分析及

解释。 30. 教学测量与教学评价的作用：1、反馈－调节功能

；2、激励－动机功能。 31. 有效教学测验的基本要求：1、效

度；2、信度；3、项目难度和区分度。 32. 效度的含义：测验

的效度指测量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即它能测出所要测量的心

理特质与行为特征的程度。 33. 效度的类型：1、内容效度；2

、构想效度；3、实证效度。 34. 一个测验预测得越准确，就

越有效。被预测的行为是检验效度的标准，简称效标。 35. 测



验的信度又被叫测验的可靠性，指测量的一致性程度。 36. 估

计信度的方法：1、再测法；2、复本法；3、分半法；4、同

质法。 37. 测验要是用于选拔（选拔性测验），应采用难度值

接近录取率的项目，0.50左右的难度最适合。 38. 就学习成绩

测验而言，一般要求项目与总分的相关达到0.20以上，高分组

与低分组通过率之差达到0.15－0.20以上。用于选拔的测验，

区分度应该高一些，只是用于考察学生掌握情况的测验，可

不考虑区分度。 39. 根据教学过程不同阶段选用的测验划分

：1、准备性测验；2、形成性测验；3、总结性测验。 40. 根

据测验的来源划分：1、标准化学习成绩测验；2、教师自编

测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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