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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6_95_99_E5_c38_59033.htm 4、 认识过程是人脑对

客观事物的属性、特点及其规律的反映，它包括感觉、知觉

、记忆、思维、想象等。(1) 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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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最简

单认识；(2)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整

体的反映，知觉过程的心理规律可以归纳为四个特征：选择

性、整体性、理解性、恒常性；（3）记忆是过去经历过的事

物在人脑中的反映，遗忘的规律是先快后慢；（4）思维是人

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性的概括的、间接的反

映，概括性和间接性是两个主要特征；（5）想象是人脑对已

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注意是心理活

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而

是各种心理过程的共同特性。 5、 个性倾向性是个性中的动

力系统，是最活跃的因素，对其他心理活动，包括个性心理

特征，具有方向性和制动性的作用，个性倾向性包括需要、

动机、兴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观等方面。 6、 个性心理特

征是个体身上经常表现出来的本质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它

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1)能力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使活

动得以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能力总是和活动紧密联系

的。能力和知识、技能是紧密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知识和

技能是心理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心理特征，获得知识和技能的

过程比能力形成的过程要快速的多，能力是掌握知识技能的

必要前提，能力是在掌握知识技能的过程中形成的；(2)气质



是一个人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动力方面的特点，具有“天赋性

”，气质本身并无好坏之分；(3)性格是一个人对现实的稳定

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的心理特征，性格

是个人心理特征的核心，基本是后天形成的，并且有好坏之

分。 7、 心理发展理论：生物发生论、社会发生论、心理发

生论。霍尔德复演说：人类个体的发展完全重复着人类种族

进化的历程，时间上的压缩和形式上的复演。智力发生论的

代表人物是皮亚杰，起决定作用的是平衡不断成熟的内部组

织对环境的同化和顺应，同化是指把环境因素纳入有机体已

有的图式中，以加强和丰富主体的动作，顺应是指改变主体

动作以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 8、 心理发展的含义广义上来

说是指个体从出生到成年到老年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积极的心

理变化过程，狭义上来说是指个体从出生到成年期间多发生

的积极的心理变化过程。只有那些积极的由经验和学习所产

生的持久的心理变化才能称发展。其一般特点：（1）阶段性

，个体在特定的年龄具有本年龄阶段共同的、一般的、典型

的、本质的心理特征；（2）连续性；（3）顺序性；（4）联

系性；（5）差异性 9、 心理发展的条件：（1）遗传素质是

个体心理发展的生物前提，（2）社会生活环境和教育是心理

发展的决定因素，（3）实践活动和主观能动性是心理发展的

重要条件。心理发展的动力是心理的内部矛盾，新的需要和

他们原先的心理水平之间的矛盾。（在答题时应适当加以展

开说明） 10、大学是记忆力的黄金时期（1）记忆过程中的思

维加工能力强；（2）意义记忆占主导地位；（3）更多的运

用有意记忆；（4）记忆品质得到了全面发展。 11、大学生想

象力的特点（1）想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性；（2）想象目的明



确；（3）想象内容丰富；（4）想象的创造性显著增强 12、

大学生情感发展的特征：（1）情绪和情感丰富多彩，复杂多

样；（2）情绪情感不稳定，易激动，具有明显的两极性；

（3）情绪情感表现具有内隐性、文饰性与表现性共存；（4

）情绪的心境明朗化；（5）爱情逐渐成为情感体验的一个方

面；（6）高级社会情感日趋成熟、稳定并逐渐成为个性心理

特征的一部分 13、需要转化为动机的必要条件：要是需要达

到一定的紧张度或说迫切性，动机意味着行动也就是有明确

的对象或目标或者说客观诱因 14、奥苏泊尔与布鲁纳认为学

习是认知结构的组织和在组织，换句话说就是知识理解的主

要形式是知识的同化。概念学习的基本形式有概念形成和概

念同化两种，概念形成是指学生从大量的具体例证出发，通

过辨别、提出和检验假设、概括等心理过程，发现同类事物

的共同本质属性。概念同化是以定义形式直接向学生揭示新

概念的本质属性，学生利用认知结构中的适当观念，理解新

概念，从而掌握新概念意义的过程，它是大学生掌握新概念

的最主要形式。 15、创造性学习就是知学生将已知的知识进

行重新组织而获得新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学习结果的过程。影

响因素：智力水平、发散性 认知加工方式、学习成绩、学习

动机、直觉思维、良好的创造性学习环境等。 16、迁移是一

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顺向迁移和逆向迁移；正迁移

和负迁移。认知结构的特点有：可利用性、可辨别性（清晰

性）、巩固性（稳定性）三个。 17、认知结构迁移理论。“

为迁移而教”实际上是形成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不断分化

和综合贯通是人的认知结构组织的原则。 18、学习动机是引

起和维持学生的学习活动，并使学习活动指向学习目标的心



理倾向。如果学生没有学习动机则老师的教学是无效的。中

等程度的动机的唤起和激发对学习具有最佳的效果。 19、举

例说明培养（内部）和激发（外部）大学生学习动机的方法

。（1）培养学习自觉性，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

求知欲望，使学生产生学习需要，（2）利用学习结果的反馈

作用，引入竞争机制，正确运用奖励与惩罚手段。 20、测量

就是按照一定的法则将事物属性表达成数字的过程，评价是

对测量结果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测量所得数据只有

通过评价才有价值和意义。有效测验的必要条件：效度（测

验达到测验目的的程度），信度（测量结果的可靠程度），

难度，区分度（测验项目对于所测属性或品质的区分程度或

鉴别能力） 21、相对评价：把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同一团

体的平均成绩作比较，从而确定其成绩的适当等级。绝对评

价：哪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既定的教学目标相比较，从而

判定学生达到教学目标的程度。个人内差评价：对同一个学

生在同一学科领域不同能力的测验成绩或不同学科之间的成

绩进行比较，从而了解其优势和弱点，或比较前后不同时间

的成绩变化了解其进步的情况等。 22、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几

种心理因素: 第一印象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晕轮（成

见、概面）效应，社会刻板印象（定型化，如教师戴眼镜文

邹邹的）。特点：交往动机的迫切性，交往的对象以同龄人

为主，交往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范围广泛，交往的标准最重

视的是个性品质。原则：平等尊重，互利互惠，信用，相容

。 23、大学生群体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社会助长作用（促进

个人的活动效率），从众行为（个体受到群体的压力放弃自

己的意见和主张，在认知或行动上表现出与大多数人一致的



现象，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社会顾虑倾向，趋个

性化。 24、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个人因素（生

理和心理）和环境因素（社会家庭和学校）如，学习负担过

重，对大学学习生活适应困难，同学间相互竞争的压力加大

，对所学专业的失望，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环境

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个人生活方面的挫折，个体心理品质的

缺陷与主观因素方面的问题。 25、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说

，生理、安全、社交、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从低级到

高级，在每一个低级层次的需要得到适当满足以后就会产生

高一级的需要，只有高级需要的满足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主

观效果，才能得到一种鼓舞人的力量。这一理论有其科学性

的一面，特别是对于管理工作意义很大，但其基础是人本主

义心理学，不能正确理解人的需要的社会实质，有其局限性

。 26、期望理论：激发力量=目标效价*期望值；目标效价是

指在人们心目中达到一个目标后满足需要的程度；期望值用

数量表现的期望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27、激励的基本原则：激

励的实质就是调动积极性，（1）三种动力同时发挥作用，内

在动力、外界压力和目标吸引力；（2）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

相结合；（3）与大学教师的需要特点相适应，需要时积极性

的源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特点，高层次需要多余低层

次需要，精神需要多余物质需要，长远需要多余眼前需要，

社会性需要多余生理性需要。 28、教师的职业特征：教师劳

动是示范性的、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具有独立性、群体

协作性、长效性，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并重。（给出相应的

简单解释） 29、教师的角色：教学的设计者、学习的指导者

、知识的传授者、言传身教的教育者、学生集体的领导者、



伙伴与师长、人际关系的协调者、心理辅导人员。 30、大学

教师的心理素质：（1）情感，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热

爱自己所教的学科，是教师首要的基本心理素质；（2）应具

备的意志品质，自觉、坚持、果断、自制等；（3）一般能力

和教育能力，包括：敏锐的观察力、良好的逻辑思维和创造

思维能力、言语表达能力、教育机智（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的一种特殊的定向能力，主要表现在因势利导、随机应

变、对症下药、掌握分寸四个方面）、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

的能力（组织课堂教学能力、运用教材能力、管理学生群体

活动能力等）、科研能力等。（4）人格特征（客观的自我意

识、崇高的品德、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良好的性格） 31、教

师的威信是指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望和信誉。校园文化通

过感染、暗示、同化、激励与心理调适等多种功能，影响学

生起到教育作用。主要是感染和同化功能。 教师的成长与发

展分为关注生存、情境和学生三个阶段。基本途径：观摩和

分析，微型教学、教学决策训练、通过反思提高教学能力（

对于反思适当展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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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