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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2021_2022__E6_95_99_E8

_82_B2_E5_BF_83_E7_c38_59027.htm 一、概念 1、皮亚杰认知

发展阶段论名称：感觉运动阶段（0-2岁）、前运算阶段（27

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形式运算阶段（1116岁） 2

、同化：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儿童已

有的认知结构(也称“图式”) 。 顺应：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

原来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儿童认

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 3、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

儿童有两种发展水平，一种是现有水平，另一种是经过他人

帮助之后可达到的较高水平。两种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

近发展区”。 4、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认知领域、情感

领域、心因动作技能 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言语信息、智慧

技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态度 5、经典条件反射的形成

：前 食物 > 分泌唾液 （非条件刺激） （非条件反射） 铃声

> 无分泌唾液反应 （中性刺激） 中 食物 > 分泌唾液 （非条

件反射） 铃声 后 铃声 > 分泌唾液 （条件刺激） （条件反射

） 注：中阶段处少了一个箭头，水平有限，加不上去，大家

手动加一下啦 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形成：(1)强化物:能够增加

操作行为再次出现的概率的一种刺激。正强化物(在操作行为

出现后给予奖励，以增加该行为再次出现的概率).负强化物(

在操作行为出现后停止或移开不愉快的刺激，以增加该行为

再次出现的概率) (2)一级强化物: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如水

、食物、安全、温暖等。二级强化物(与一级强化物联系，或

与其他已经建立起来的二级强化物联系，进而获得强化价值



。如钱、分数等,包括社会强化物、活动强化物、代币强化物)

(3)强化程序：能够增加操作行为再次出现的概率的一种刺激

。类型：连续强化、间隔强化。比率程序：依据期望的行为

出现数量多少给予强化，而不管时间有多久（固定比率强化

程序/变化比率强化程序）/间隔程序：根据时间间隔进行强

化，而不管行为出现了多少次。（固定时距强化程序/变化时

距强化程序） (4)惩罚： 某种行为出现后所采取的具有减少该

反应再次出现概率的措施。类型：呈现惩罚（在行为发生后

，给予令人不愉快的刺激,以减少该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

移除惩罚（在行为发生后，移除愉快的刺激，以减少该行为

再次发生的概率）. 6、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

和集中。 组块：是指将若干单位联合成有意义的、较大的单

位的信息加工的记忆单元，因此，组块又称为意义单元。 7

、复述：运用内部语言在大脑中重视学习材料或刺激，以维

持注意于学习材料并将学习材料保持在短时记忆中，包括机

械复述和有意义复述。 精加工：个体有意义地将新信息和长

时记忆中的已有信息相联系，利用已有的信息赋予新信息以

更多的意义。 组织：通过将n个独立的信息单位组成一个新

的信息群或组块使内容简单化。 8、先行组织者：是先于学

习任务本身呈现的一种引导材料，它是比学习任务本身有较

高的抽象、概括和综合水平，并且能清晰地与认知结构中原

有的观念和新的学习任务关联起来。 9、元认知：是指对认

知的认知，指人们对自己的认知加工的认知和控制。 元认知

构成：(1)元认知知识：有关个体的知识，有关于任务的知识

，有关于策略的知识。(2)元认知体验：认知过程中产生的情

感体验，包括成功的体验（知的体验）和失败的体验（不知



的体验）。(3)元认知控制：计划、评价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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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