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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教师资格考试《教育心理学》问答题（八） 81、试

述影响创造性的因素。（P146）答：（1）环境；（2）智力

；（3）个性。82、简述创造性与智力的基本关系。（P147）

答：（1）低智商不可能具有创造性。（2）高智商可能有高

创造性，也可能有低创造性。（3）低创造性的智商水平可能

高，也可能低。（4）高创造性者必须有高于一般水平的智商

。上述关系表明，高智商虽非高创造性的充分条件，但可以

说是高创造性的必要条件。83、简述创造性与个性之间的关

系。（P147）答：创造性与个性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

高创造性者一般具有以下个性特征：具有幽默感，有抱负和

强烈的动机，能够容忍模糊与错误，喜欢幻想，具有强烈的

好奇心，具有独立性。84、简述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培养。

（P148）答：（一）创设有利于创造性产生的适宜环境。（1

）创设宽松的心理环境；（2）给学生留有选择的余地；（3

）改革考试制度与考试内容。（二）注重创造性个性的塑造

。1）保护好奇心；（2）解除个体对答错问题的恐惧心理；

（3）鼓励独立性和创新精神；（4）重视非逻辑思维能力；

（5）给学生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榜样。（三）开设培养创造性

的课程，教授创造性思维策略。方法有：（1）发散思维训练

；（2）推测与假设训练；（3）自我设计训练；（4）头脑风

暴训练。85、简述态度的实质及其结构。（P152）答：态度

是一般认为态度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



的内部准备状态或反应的倾向性。（1）态度是一种内部准备

状态，而不是实际反应本身。（2）态度不同于能力。（3）

态度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不是天生的。态度的结构包括态

度的认知成分，态度的情感成分，态度的行为成分。86、简

述品德的实质及其结构。（P153）答：品德是道德品质的简

称，是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体现，是个体依据一定的社会

道德行为规范行动时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倾向

。（1）品德反映了人的社会特性，它是通过后天学习形成的

。（2）品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3）品德是在道德观念的

控制下的自觉行为，是认识与行为的统一。品德的心理结构

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三个成分。87、简述态

度与品德的关系。（P155）答：二者的实质是相同的，结构

是一致的，都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构成。区别：（1

）二者所涉及的范围不同，态度涉及的范围大。（2）价值的

内化程度不同。88、简述道德发展的阶段理论。（P156）答

：（1）皮亚杰的道德发展阶段论：他律道德，自律道德。

（2）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三水平六阶段。三水平指

：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89、简述中学生品

德发展的基本特征。（P160）答：（一）伦理道德发展具有

自律性，言行一致。（1）形成道德信念与道德理想；（2）

自我意识增强；（3）道德行为习惯逐步巩固；（4）品德结

构更为完善。二）品德发展由动荡向成熟过渡。（1）初中阶

段品德发展具有动荡性；（2）高中阶段品德发展趋向成熟

。90、试述初中生品德发展的基本特征。（P161）答：总体

上看，初中即少年期的品德虽然具有伦理道德的特性，但仍

旧不成熟、不稳定，具有动荡性，表现在道德观念的原则性



、概括性不断增强，但还带有一定程度的具体经验特点；道

德情感表现丰富、强烈，但又好冲动；道德行为有一定的目

的性，渴望独立自主行动，但愿望与行动经常有距离。此时

期，既是人生观开始形成的时期，又是容易发生品德的两极

分化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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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