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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43330.htm 9 如何提高教材概括和

知识理解成效？ 1）配合运用正例和反例。概念或规则的正

例传递了有利概括的信息，反例传递了有利于辨别的信息。

2）提供丰富多彩的变式。变式就是用不同的形式的直观材料

或事例说明事物的本质属性，即变换同类事物的非本质特征

，以便突出本质特征，就是概念或规则的肯定例证在武官特

征方面的变化。变式的作用在于促进概括而非取代概括。 3

）科学的进行比较。首先应进行同类事物间的比较，以促进

概括，明确概念与规则的内涵；然后再进行异类事物间的比

较，以使相似、相近、相关的概念和规则分化出来。 4）启

发学生进行自觉概括。有2种相对立的教学方法：指导法和发

现法。 总之，在实际的教学情境中，教师应该启发学生去进

行自觉的概括，鼓励学生自己去总结原理、原则。在概括过

程中，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让他们自己去归纳和总

结。 10 影响知识识记与编码的主要因素？ 1）材料的数量与

性质。要达到同样的识记效果，识记材料越多，平均需要的

时间或诵读次数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识记的效

果随所识记的材料数量的增加而降低。识记有意义联系的材

料比识记无意义联系的材料效果好；识记系统性、连贯性较

强的材料比识记系统性、连贯性较差的材料效果好；识记直

观形象的实物或图象材料比识记抽象概括的言语材料效果；

识记韵文比识记散文效果好。 2）识记的目的性与主动性。

识记分为无意识记和有意识记。无意识记指没有预定的目的



，无须特殊努力，不用专门方法，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识记。

明确的目的和任务可使人们的全部心理活动趋向于一个目标

，使学习任务从背景中突出出来，人们在进行感知时头脑就

能留下较深的痕迹，识记的主动性愈高，识记的效果就愈好

。 3）对材料意义的理解度。意义就是联系，识记就是建立

联系和巩固联系。在识记材料时尽可能的建立较多的联系。

如果材料本身的所指示的联系很少，可以通过适当的组织加

工，运用一定的“记忆术”，找一些人为的联系，使机械识

记意义化。 4）组块化编码。是利用贮存在长时记忆系统中

的知识经验对进入到短时记忆系统中的信息加以组织，使之

成为人所熟悉的有意义的较大单位的过程。 5）尽可能使多

种分析器协同活动。多种分析器同时参加活动是提高识记成

效的重要条件，视听结合的识记效果优于任何单一的识记方

式。 6）觉醒状态。即大脑皮层的兴奋水平，它直接影响到

识记的效果。 7）识记的信心。 11 怎样合理复习，防止遗忘

？ 1）复习的时机要得当。在教学中应遵循“及时复习”、

“间隔复习”、“循环复习” 的原则 2）复习的方法要合理

。集中复习和分散相结合，在教学中指导边阅读边背诵，将

阅读与背诵交替进行。综合使用整体复习和部分复习。 3）

复习的次数要适宜。教材的保持或遗忘与复习的次数密切相

关。一般来说复习的次数越多，识记和保持的效果越好；反

之，则遗忘发生的愈快。 总之，保持和防止遗忘，必须注意

从学习时机、学习方法、学习程度等方面来综合考虑。 12创

造思维的培养：1、创设有利于创造性发挥的环境，让学生感

受到“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的环境。教师应当遵守鼓

励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五条原则：（1）尊重与众不同的疑问；



（2）尊重与众不同的观念；（3）向学生证明他们的观念是

有价值的；（4）给以不计其数的学习机会；（5）使评价与

前因后果联系起来。2、创造性思维训练的头脑风暴法。教学

活动要遵循一下原则：（1）禁止提出批评性意见（暂缓评价

）；（2）鼓励提出各种改进意见或补充意见；（3）鼓励各

种想法，多多益善；（4）追求与众不同的、关系不密切的，

甚至离题的想法。3、创造性思维训练的戈登技术。即在讨论

问题之前向与会者或学生提出完整和详细的问题，但戈登技

术只提出一个抽象的问题。 13 问题解决的主要影响因素：1

、有关的知识经验。任何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一定的知识、

策略和技能，知识经验的不足常常使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重

要原因；2、定势与功能固着：（1）定势。定势是在先前的

活动中形成的、影响当前问题解决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2

）功能固着。功能固着是一种从物体的正常状态的角度来考

虑问题的定势；3、问题情境。问题情境是个体面临的刺激模

式与其已有知识结构所形成的差异。呈现的刺激模式能直接

提供适合于解决问题的线索，有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途径和方法；4、酝酿效应；5、原型启发。启发指从其他事

物上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对解决问题起了启发作用

的事物叫原型。只有在问题解决者的思维活动处于积极但又

不过于紧张的状态时，才最容易产生原型启发。原型启发常

常发生在酝酿期；6、情绪和动机状态。在一定限度内，情绪

和动机强度与问题解决的效率成正比。 14 如何促进大学生自

我教育：1、全面认识自我：（1）通过对他人的认识来认识

自我；（2）通过分析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来认识自我；（3）

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认识自我；（4）通过自我比较来认识自



我；（5）通过自己的活动表现和成果来认识自我；（6）通

过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来认识自我。2、积极悦纳自我。悦纳

自我就是对自己的本来面目抱认可、肯定的态度。培养学生

积极悦纳自我的态度：（1）要引导他们积极地评价自己；

（2）要教育大学生正确对待挫折和失败。3、努力完善自我

：（1）确立正确理想自我。确立理想自我就是在自我认识、

自我悦纳的基础上，按照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特点来确立自

我教育的发展目标。树立正确的理想自我最为重要的是：熟

悉和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积极探索人生，理解人

生；教师应该向大学生提供有价值的榜样，以促进其自我意

识的发展；（2）努力提高自我实现。提高自我实现是大学生

不断修正自我的行为和相应的心理活动，使之朝着正确理想

自我的目标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从“小我”到“大我”

，既努力发展自己，又不固守自我。既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

，又不仅仅追求个人价值，而是在为他人和社会服务，为国

家和民族做贡献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价值。 15 态度与品德形

成的一般过程与条件：1、遵从。遵从包含两种：从众和服从

。遵从的态度和行为具有盲目性、被动性、工具性和情境性

等特点。为了促进学生遵从社会行为规范，教育者必须注意

群体特征，个体特性以及直接和间接的外在压力的影响。2、

认同。认同是在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上主动接受他人的

影响，使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与他人相接近。认同行为具有一

定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为了促进学生认同正

确的道德行为规范，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应注意榜样人物的

相似性和权威性，榜样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及其示范行为的方

式等。3、内化。内化指在思想观点上与他人的思想观点一致



，将自己所认同的思想和自己原有的观点、信念融为一体，

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 16 大学生恋爱与性心理的调适

：1、以讲座等形式教育学生科学地掌握性知识；2、通过心

理卫生课，让学生学会合理地控制宣泄性能量；3、教育学生

积极主动进行正常的两性交往；4、教育学生正确处理恋爱挫

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