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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4_B8_93_E5_c66_528009.htm 第二章 感觉和知觉 一

、选择题 1.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整体属

性的反映是（知觉） 2.看见一面红旗，人们马上能认出它，

这时的心理活动是（知觉） 3.人们看书时，用红笔画出重点

，便于重新阅读，是利用知觉的（选择性） 4.人们常常以日

出日落来判断东西方向，以人体为参照来判断左右，这属于

（方位知觉） 5.煤块被强光照射时，人们仍认为它是黑的，

这是知觉的（恒常性） 6.下列不属于知觉的基本属性的是（

知觉的规律性） 7.观察是有预定目的，有计划的、主动的（

知觉） 二、辨析题 1.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

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 错误。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

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整体属性的反映。 2.知觉的对象优先

从背景中区分出来的特性叫知觉的选择性。 正确。人的知觉

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对优先知觉的事物习惯成清晰的映像

，而对其周围环境的事物，只是当成陪衬和背景，形成模糊

的感觉。这种把知觉的对象优先从背景中区分出来的特性叫

知觉的选择性。 3.一般说，知觉的理解性与过去经验无关。 

错误。人在知觉某一客观对象时，总是利用已有的只是经验

去认识它，并用词语把它标志出来，这种感性阶段的理解就

是知觉的理解性。 4.观察是知觉的高级形式。 正确。观察是

有目的、有计划的知觉，是知觉的高级形式。观察比一般的

知觉有更深的理解性，思维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简答

题 1.知觉的基本特性有哪些？ 1）知觉的选择性。即把知觉的



对象优先从背景中区分出来的特性 2）知觉的整体性。当客

观事物的个别属性作用于人的感官时，人能够根据已有的知

识经验把它知觉为一个整体，这就是知觉的整体性 3）知觉

的理解性。人在知觉某 一客观对象时，总是利用已有的知识

经验去认识它，并用词语把它标志出来 4）知觉的恒常性。

知觉条件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被知觉的对象仍然保持相对

不变的特性。 2.直观教学的基本形式有哪些？ 1）实物直观。

即通过观察实物与标本、演示性实验、教学性参观等形式，

为知识的领会理解提供感性材料 2）模象直观。也叫教具直

观，指通过图片、图象、模型、幻灯和教学电影等模拟实物

的形象而提供感性的材料 3）言语直观。即通过语言（书面

和口头）的生动具体描述、形象鲜明的比喻、合乎清理的夸

张等形式，提供感性认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3.观察的品

质有哪些？ 1）观察的目的性 2）观察的客观性 3）观察的精

细性 4）观察的敏锐性 四、论述题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如

何灵活运用直观教学的方法。 1）根据学习任务的性质，灵

活运用各种直观方式。根据学习任务的性质，正确地运用直

观性原则，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引起学生对教

学内容的选择性知觉。 2）运用知觉的组织原则，突出直观

对象的特点。教师应按照知觉的组织原则，正确地组织直观

教学，才能提高学生的感知效果。 3）教会学生观察方法，

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引导学生明确观察的目的与任务，是

良好观察的重要条件。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提出观察

的具体方法，是引导学生完成任务的重要条件。教师应有针

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知道，引导学生学会记录并整理观察

结果，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观察报告、日记或作文，



同时，还应引导学生开展讨论，交流并汇报观察成果，不断

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培养连好的观察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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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