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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80_83_E7_A0_c76_530230.htm 08年心理学考研初试已经落

下帷幕,透过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08年的试题

依然呈现着以下几个特点: 1强调基础，2注重应用，3难度稍

升，4覆盖面广。 下面我们给出答案参考： 简答： 一 短时记

忆的含义及特点 (普心) 冲刺题集简答部分第26，75，79题三

次命中。 心理学家根据信息保持时间的长短，将以及分为感

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1)短时记忆时对信息的保持

时间大约一分钟左右，是信息从短时记忆到长时记忆的一个

过渡环节。短时记忆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记忆，

即输入的信息没有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其容量相当有限，是

以言语听觉形式为主，也存在视觉和语义的编码。另一个是

工作记忆，即输入信息经过再编码，巴德利(Baddeley,1992)认

为工作记忆是长时记忆中最近被激活的那部分信息，工作记

忆补充了短时记忆，参与视觉信息向听觉编码的转化、组块

形成、复述甚至信息的其他精细过程。 2)短时记忆的编码方

式有两种：听觉编码和视觉编码。人们通过研究拼音类似性

对回忆效果的影响，证实了语言听觉编码方式的存在。听觉

编码是短时记忆的一种主要编码方式。短时记忆中还存在视

觉形式的编码.通过试验研究发现，在短时记忆的最初阶段存

在视觉形式的编码，之后才逐渐向听觉形式过渡。 3)短时记

忆的突出特点是其容量的有限性。正常成年人的短时记忆容

量7 2或7-2这是以单元来计算的。一个单元可以是一个数字、

字母、音节，也可以是一个单词短语或句子。将几种水平的



代码归并为一个高水平的、单一编码的叫组块可以利用已有

的知识经验，通过扩大每个组块的信息容量来达到增加短时

忆的目的。 4)短时记忆的信息容易受到无关刺激的干记扰而

发生遗忘。这时加工的深度是一个制约因素。复述是短时记

忆信息存储的有效方式。一种是机械复述，一种是精细复述

。短时记忆信息存贮的时间很短，如果得不到复述，将会受

到干扰而迅速遗忘 二 简述影响人格发展的因素 (普心) 冲刺题

集论述题第43题完全重现 1)生物遗传因素.双生子研究是研究

人格遗传因素的最好方法.根据现有的研究。遗传对人格的作

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遗传是人格不可缺少的影响因

素。 第二遗传因素对人格的作用能够程度随着人格特质的不

同而有差异.第三人格的发展是遗传与环境两种因素交互作用

的结果。 2)社会文化因素.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文化对人格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塑造了社会

成员的人格特征，使其成员的人格结构朝着相似性的方向发

展.这种相似性具有维系社稳定的功能。又使得每个人能稳定

的嵌入整个文化形态里。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力因文化而

异，这要看社会对顺应的要求是否严格。越严格，其影响力

越大。社会文化对人格具有塑造功能，这表现在不同的文化

的民族有其固有的民族性格。 3)家庭环境因素。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家庭成员间不仅有其自然的遗传因素，也有其社会

的遗传因素。这种社会遗传因素主要表现在家庭对子女的教

育作用。研究人格的家庭成因。重点在于探讨家庭的差异和

不周的教育方式对人格发展和人格差异的影响。 4)早期童年

经验。“早期的亲子关系定出了行为模式”人格发展的确受

到童年经验的影响。幸福的童年有利于发展健康的人格，不



幸的童年也会使儿童形成不良的人格。但二者不存在一一对

应的关系。早期经验不能单独对人格起决定作用，它与其他

因素共同决定着人格的形成与发展。 5)学校教育因素。学校

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学生施加影响的教育场所。教师

、学生、 同学、班级体等等都是学校教育的元素。教师对学

生人格的发展具有指导定向特别是教师既是学校宗旨的执行

者，又是学生评价言行的标准。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有着

巨大影响。 6)自然物理因素。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空间拥

挤程度等这些物理因素会影响到人格的形成和发展。 7)人格

调控系统是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具有自我认识、自我体验

、自我控制三个子系统。其主要作用是对人格的各个成分进

行调控.保证人格的完整统一与和谐。具有自知的人，能够客

观地分析自己，有效地利用个人资源，发挥个人长处，努力

地完善自我，健康的人格是自我的内在统一，认识自我、愉

快地接纳自我，延伸自我和创造自我，是健康人格的四步曲

。 综上所述，人格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人格形成

过程中，各个因素对人格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遗传决定了人格发展的可能性，环境决定了人格发展的现实

性，其中教育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自我调控系统是人格发展

的内部决定因素。 三 简述认知结构迁移理论 (教育心理学) 冲

刺讲义教育心理学专题，考前十天十专题涉及 1)认知结构迁

移理论是奥苏泊尔根据有意义学习理论(同化论)发展而来的

。认知结构就是学生头脑中的知识结构。认知结构变量(认知

结构特征)是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原有认知结构中有关观念

在内容和组织方面的特征，主要包括可利用性、可辨别性和

稳固性。原有认知结构就是通过这三个变量或特征来影响新



知识的学习。 2)该理论认为，先前的学习并非仅指孤立的任

务的学习，而是在过去经验，即学习者已有认知结构的基础

上进行学习。先前学习任务所获得的最新经验，并不是直接

与随后任务发生作用，而是通过影响认知结构的有关特征，

即可利用性、可辨别性及巩固性，从而间接地对其发生影响

。根据同化论，由于新知识与同化它的认知结构中的旧知识

之间的关系不同，可以发生三种不同的学习形式，即上位学

习，下位学习和并列结合学习。原有认知结构越巩固，知识

层次结构组织越严密越有助于促进新的学习。 3)根据认知结

构迁移理论，“为迁移而教”实际上是塑学生良好的认知结

构问题。在教学中，可以通过改革教材内容和教材呈现方式

改进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变量以达到迁移的目的。现代认知

心理学认为，陈述性知识在人的大脑中是以命题网络的形式

表征并贮存的，其层次结构的好坏直接影响新知识的获得。

认知结构迁移理论较好地解释了陈述性知识的学习和迁移，

其一般迁移模式相比于传统迁移模式更能体现人类学习的特

点，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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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