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2009年教师资格证考试心理学重点资料二教师资格考

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B5_99_E

6_B1_9F_E7_9C_812_c38_646001.htm id="tb42" class="mar11">

相关资料：浙江省2009年教师资格证考试心理学重点资料一

解答题 多选题1、 实验法中，必须考虑的三类变量是？

（2004.1）（2004.4）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2、 心理学

的理论领域：(一)实验与认知心理学(二)人格与社会心理学(

三)发展心理学(四) 心理测量学(五)生理心理学3、 心理学的

应用领域：(一)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二) 教育与学校心理学(三)

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四)广告与消费心理学(五)法律与犯罪心理

学4、 心理学的流派：1.构造主义心理学 2.机能主义心理学 3 

行为主义心理学 4 格式塔心理学 5 精神分析学派 6 人本主义心

理学 7 认知心理学5、 观察法优缺点：(一)优点：保持资料的

客观性和真实性；(二)缺点：只能等待结果出现，不能对研

究过程进行控制；易受观察者的预期和偏见的影响来源：考

试大6、 调查法：问卷法、谈话法。7、 学习心理学的意义和

作用 ：一、认识内外世界二、调整和控制行为三、直接应用

在实际工作上8、 意识的状态 ：(一)可控制的意识状态(二)自

动化的意识状态(三)自日梦状态(四)睡眠状态9、 意识活动的

内容具体包括:(1)对外部事物的觉知。 (2)对内部剌激的觉知

。 (3)对自身的觉知10、 注意的特点与功能：(一)注意的特

点1.注意的指向性2.注意的集中(二)注意的功能1.选择功能2.维

持功能3.调节功能11、 注意与意识的关系 ：注意和意识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首先,注意不等同于意识。注意是一种心理活

动或“心理动作”,而意识主要是一种心理内容或体验。其次,



注意又和意识密不可分。如在可控制的意识状态下,人的注意

集中在当前有意义的内容上,得到比较清晰和深刻的认识。12

、 简述感觉与知觉的关系（2004.10）：知觉与感觉一样，是

事物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产生的，离开了事物对感官的直接

作用，既没有感觉,也没有知觉。同时，知觉以感觉为基础,但

它不是个别感觉信息的简单总和。他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

的，是对感觉信息的整合和解释。13、 知觉的特性：(一)知

觉的整体性(二)知觉的选择性 (三)知觉的理解性 (四)知觉的

恒常性14、 感觉产生的基本过程（2004.4）：1、收集信息 2

、转换 3、将感受器传出地神经冲动通过传入神经，传到大

脑皮层，由选择地加工 4、在感觉中枢区域，形成不同性质

和强度地感觉15、 影响时间知觉的因素：(1) 感觉通道的性质

。 (2) 一定时间内事件发生的数量和性质。 (3) 个体的兴趣和

情绪。16、 社会知觉内容：:(1)对人的知觉(包括对他人和自

我的知觉)。(2)对社会事件因果关系的知觉。(3)对人际关系

的知觉。17、 社会认知的过程（2002.10）(一)信息的搜集和

选择 (二)信息的整合过程18、 晕轮效应在教育中有何不良影

响（2003.10）（2006.4） 19、 三种社会认知效应及其在教育

中的应用1. 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 2. 晕轮效应3. 社会刻板效

应20、 简述记忆的涵义与基本过程（2006.4）记忆是在头脑

中积累、保存和提取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运用信息加工的

术语,就是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保持）和

提取的过程。试用信息加工的观点来解释记忆的基本过程

（2007.10）(一)编码编码是记忆的第一个基本过程,它把来自

感官的信息变成记忆系统能够接收和使用的形式。(二)保持

保持也称储存,是识记过的经验在脑中的巩固过程。从信息加



工的过程来说就是信息的储存。(三)提取百考试题论坛提取

有两种表现方式:回忆和再认。感觉记忆的特征：(一)感觉记

忆在瞬时间能储存大量信息(二)感觉记忆中的信息保持时间

很短(三)感觉记忆中信息未经任何加工(四)感觉记忆中信息一

部分被加工进入短时记忆21、 短时记忆的特征：(一)编码的

形式来源：考试大短时记忆中的信息主要以声音代码的形式

储存。但是也有视觉编码和语义编码（康拉德）(二)储存的

容量米勒认为：短时记忆的容量有限,只是七加减二个组块。

组块是指人们在过去经验中已变为相当熟悉的一个心理组合

。(三)储存的持久性 信息在短时记忆中保持时间一般在20-30

秒复述分两种:保持性复述和精细复述。保持性复述是指一遍

遍地重复识记材料,可以将信息在短时记忆中保持一段时间,使

之处于活动状态。但不一定能将信息编人长时记忆永久保存

。精细复述是指将识记的材料与长时记忆中储存的信息建立

起联系,便可以长期保存,到需要时比较容易地回忆起来 22、 

长时记忆的编码形式：1.语义代码：在长时记忆中,语义代码

占主导地位。2.视觉代码：人们也将视觉表象编入长时记忆23

、 简述遗忘的原因（2002.10）（2004.10）消退和干扰。24、 

遗忘的影晌因素(一)与编码信息联系的紧密程度(二)情境和状

态的依存性(三)情绪的作用来源：www.100test.com25、 结合

遗忘规律谈如何有效复习：根据遗忘发生的规律,可以采取适

当的复习策略来克服遗忘，即在遗忘尚未产生之前，通过复

习来避免遗忘。1、复习的时间：应该注意及时复习和系统复

习。 2、复习的次数：过度学习3、复习的方法：尝试背诵

法26、 提高记忆能力的方法（2005.10） ：(一)地点法 (二)韵

律法(三)记笔记27、 简述长时记忆存储模型（2006.10）：语



义网络 扩散激活28、 学习的策略与方法：(一)复习策略 1、

根据遗忘发生的规律,复习的时间应该注意及时复习和系统复

习。 2、复习的次数 3、复习的方法(二)组织策略 组织策略即

根据知识经验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学习材料进行系统、有序的

分类、整理和概括,使之结构合理化。 29、 思维的特征 ：①

间接性 ②概括性 ③思维和语言有密切关系30、 思维的过程

：1.分析和综合 2.比较 3.抽象和概括31、 思维的种类：①直觉

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思维过程所凭借

的中介） ②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思维活动探索目标的不同

方向 ） ③常规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思维的独创性）选择题归

类32、 创造性的影响因素 ：智力因素人格因素 环境因素 动

机因素33、 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①问题表征的方式 ②无关

信息的干扰 ③功能固着性 ④心向34、 影响创造力的因素

（2003.4）：1.智力因素 2.人格因素 3.环境因素 4.动机因素35

、 举例说明问题解决策略中的手段目的分析法（2005.4）36

、 智力与能力的关系：37、 能力的不同类型：①一般能力和

特殊能力 ②认知能力、操作能力和社交能力③模仿能力和创

造能力38、 智力的个体差异：①在智力发展水平上，不同的

人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及其不同。②每个人智力的结构，即组

成方式也有所不同。③人的智力发展过程有不同的形态。有

些稳定发展，有些早熟，有些大器晚成。39、 智力的因素论

：①智力的二因素说（斯皮尔曼） ②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说

（卡特尔 ）③智力多因素论（瑟斯顿 ）40、 简要说明智力三

元理论中智力的内部构成（2005.10）：元成分、操作成分和

知识获得成分。41、 斯腾伯格智力理论中的元成分和操作成

分是什么？在认知活动中，元成分的作用怎样？（2004.1）元



成分：控制行为表现和只是获得的过程，它负责行为的计划

、策划与监控。操作成分：接受刺激，将信息保持在短时记

忆中，比较刺激，从长时记忆提取信息，以及作出判断反应

的过程，负责执行元成分的决策。只是获得成分：用于获取

和保存新信息的过程，负责新信息的编码与存贮。简述智力

的个体差异（2002.4）（2007.4）在发展水平上，不同的人所

达到的最高水平极其不同。每个人的智力的结构，即组成方

式上也有所不同。人的智力发展过程有不同形态。什么是智

商？比率智商与离差智商的区别（2004.4）智力：人的一种综

合认知能力,包括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抽象推理能力。比率

智商=心理年龄（MA）/实足年龄（CA）×100 离差智

商(IQ)=100 15Z，其中Z=（X-MX）/S简述心理测验技术指标

来源：www.examda.com(一)信度：1.再测信度 2.评分者信度 3.

内部一致性信度(二)效度 1.内容效度 2.构想效度 3.预测效度(

三)测验的标准化影响智力发展的因素及智力的培养影响因素

：遗传与环境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一、遗传因素对智

力的影响 二、家庭环境对智力的影响：早期干预三、学校教

育对智力的影响：知识传授四、社会实践对智力的影响： 学

校教育对智力的影响（2002.10）42、 智力测验的种类 ①.个别

测验和团体测验 ②文字测验和非文字测验 ③速度测验和难度

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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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