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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浙江省2009年教师资格证考试心理学重点资料一

浙江省2009年教师资格证考试心理学重点资料二论述题1、 遗

忘的原因及其影晌因素 （2002.4）原因：消退和干扰。(一)消

退理论认为,遗忘是记忆痕迹得不到强化而逐渐减弱以至最后

消退的结果。(二)干扰理论认为,长时记忆中信息的遗忘主要

是因为在学习和回忆时受到了其他刺激的干扰。影响因素：(

一)与编码信息联系的紧密程度(二)情境和状态的依存性环境

上的相似性有助于或有碍于记忆的现象叫做情境依存性记忆

。同外部环境一样,学习时的内在心理状态也会被编人长时记

忆,作为一种提取线索,叫做状态依存性记忆(三)情绪的作用心

境一致性效应结合实际理解艾宾浩斯遗忘曲线（2007.10）：

为了测量遗忘,艾宾浩斯设计了节省法，不同时间间隔的记忆

节省图，图中看出：遗忘的过程是不均衡的:在第一个小时内,

保存在长时记亿中的信息迅速减少,然后,遗忘的速度逐渐变慢

。2、 智力的影响因素：一、遗传因素对智力的影响 (一)家庭

谱系研究(二)双生子研究二、家庭环境对智力的影晌三、学

校教育对智力的影响四、社会实践对智力的影响 3、 联系实

际谈谈情绪、情感的功能（2002.10）（2005.10）一、情绪情

感的动机作用 (一)情绪具有激励作用(二)情绪被视为动机的

指标二、情绪情感的调控功能 (一)促进切能 (二)瓦解作用三

、情绪情感的健康功能四、情绪情感的信号功能4、 增进心

理健康的途径与方法在平常的生活、学习中,我们每个人都要



注意培养自己健康的心理素质,要能够做到: (1)具有良好的心

理品质,预防心理障碍的发生.(2)开发自己的各种潜能,提高工

作和生活质(3)激发自己的非智力因素,尝试创造性的学习和工

作.(4)提高自己人际交往的能力,增强自己的社会适应性.(5)增

强自我意识,培养自我评价能力。5、 反应并提出应对挫折的

一些建议（2007.10）(一)正确认识挫折(二)改变不合理观念 (

三)加强修养,勇于实践 (四)优化自身人格品质6、 结合实例说

明人际吸引的主要条件（2007.4）(一)相似性与互补性: 通常

年龄、性别、社会背景、教育水平、职业、经济收入等方面

的相似性都会影响到个体间的喜欢。 (二)个人品质:开朗、真

诚、幽默、由能力、聪明是影响人际吸引的重要因素 (三)接

近性与熟悉性：空间上距离较近的个体容易成为知己。7、 

影响人格形成的因素由哪些？在教育中如何塑造学生良好的

人格特征？请举例说明。（2006.4）见下题8、 结合实际谈谈

如何培养创造能力（2004.10）：智力因素人格因素（独立性

、自信、对复杂问题感兴趣、审美取向、冒险精神）环境因

素动机因素（内在动机有利于个体创造性活动的产生和创造

力的发挥与发展）9、 结合实例说明人格的成因（2006.10）

一、生物遗传因素：遗传是人格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遗传因

素对人格的作用程度因人格特征的不同而异 二、社会文化因

素 ：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人格的共同性特征,它使同一社会的

人在人格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三、家庭环境因素：家庭

是社会文化的媒介,它对人格具有强大的塑造力；父母的教养

方式的恰当性,会直接决定孩子人格特征的形成.父母在养育孩

子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自己的人格,并有意无意地影响和塑造着

孩子的人格,形成家庭中的"社会遗传性"。四、早期童年经验 



：其一,人格发展的确受到童年经验的影响, 但二者不存在一

一对应的关系,。其二,早期经验不能单独对人格起决定作用,

它与其他因素共同来决定人格。其三,早期儿童经验是否对人

格造成永久性影响因人而异。五、自然物理因素：在不同的

物理环境中,人可以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点10、根据成就动机

理论，说明提高学生成就动机的途径（2007.4）成就动机：指

人们力求获得成功的内在动力，它含有两种成分:追求成功的

倾向和回避失败的倾向。11、结合实例说明多元智力理论

（2006.10）多元智力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他认

为,智力的内涵是多元的,由7种相对独立的智力成分所构成。

每种智力都是一个单独的功能系统,这些系统可以相互作用,产

生外显的智力行为。这7种智力为:(1)言语智力,渗透在所有语

言能力之中,包括阅读、写文章以及日常会话能力。(2)逻辑一

数学智力,包括数学运算与逻辑思维能力,如做数学证明题及逻

辑推理。(3)空间智力,包括导航、认识环境、辨别方向的能

力,比如查阅地图和绘画等。(4)音乐智力,包括对声音的辨别

与韵律表达的能力,比如拉小提琴或作曲等。(5)身体运动智

力,包括支配肢体完成精密作业的能力,比如打篮球、跳舞等

。(6)人际智力,包括与人交往且能和睦相处的能力,比如理解

别人的行为、动机或情绪。(7)内省智力,对自身内部世界的状

态和能力具有较高的敏感水平,包括认识自己并选择自己生活

方向的能力12、结合实例，说明几种主要的启发式问题解决

策略（2005.10）1.手段一目的分析法：就是，它与当前的状

态存在差异，人们认识到这个差异，想办法来减少这个差异

。如我们在校园里，目标是要去火车站，主要是距离上的差

异，乘公交车去减少这个差异。 2.爬山法：指经过评价当前



的问题状态后，限于条件，不是去缩小，而是去增加这一状

态与目标状态的差异，经过迂回前进，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

总目标。3.逆向工作法13、举例说明问题解决的策略和方法

（2006.4）见上题，加算法试，依照正规的、机械的方法去解

决途径。14、试述智力测验的性质（2004.10）：①心理测量

的对象是心理特质 ②对心理特质的测量是间接的 ③心理测量

具有误差 ④心理测量工具的适用性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关 15、

结合实际谈谈学习中的组织策略（2005.4）：即根据知识经验

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学习材料进行系统、有序地分类、整理

和概括，使之结构合理化；该策略侧重于对学习材料的内在

联系的建构，更适用于那些需要深入理解与思考才能把我内

在深层意义的学习材料；群集既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归类，它

是组织策略的一种常见形式；摘录、划线、写标题、列提纲

、做笔记等学习策略的基本原理是概括、抽取学习内容的要

义，建构所学内容的组织与结构。16、如何训练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2002.10）⑴建立目标与意向⑵训练基本的技巧⑶鼓

励个体取得某领域的具体知识。⑷刺激和鼓励好奇心⑸建立

动机17、压力的影晌因素及其应对策略(一)影响压力的因素

⑴经验：当面对同一事件或情境时,经验影响人们对压力的感

受。⑵准备状态：对即将面临的压力事件是否有心理准备也

会影响压力的感受。⑶.认知：认知评估在增加压力感和缓解

压力中有着重要作用。⑷性格：不同性格特征的人对压力的

感受不同。⑸.环境： 一个人的压力来源与他所处的小环境有

直接关系,小环境主要指工作单位或学校及家庭。(二)处理压

力的方法 （2005.4）一般而言,应对压力的策略有两类:处理困

扰与减轻不适感。处理困扰指直接改变压力来源.减轻不适感



不直接解决问题,而是调节自己。常用的方法如下：(1)了解自

己的能力,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2)劳逸结合,积极休息,培养

业余兴趣爱好。(3)加强体育锻炼,生活有规律,睡眠充足。(4)

建立和扩展良好社会支持系统,拥有朋友。(5)积极面对人生,

自信豁达,知足常乐,笑口常开。(6)改变不合理观念,通过有意

地改变自己的内部语言来改变不适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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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