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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热情而热爱教育工作的教师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及提

供一个更有情趣的学习环境。新学年开始了，他对教室进行

了一番精心的布置，教室内周围的墙上张贴了各种各样、生

动有趣的图画，窗台上还摆上了花草、植物，使课室充满了

生机。请你判断，它将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为什么？ [分析] 

这位热情的教师出发点虽然很好，但事与愿违，反而产生分

散学生注意，影响学生集中学习的效果。根据无意注意的规

律，有趣的图画，室内的花草、植物这些新异的刺激物吸引

了学生的注意，尤其对低年级学生，他们容易把注意转移到

欣赏图画、花草植物上，而影响了专心听课。 [案例2] 教师在

板书生字时，常把形近字的相同部分与相异部分分别用白色

和红色的粉笔写出来，目的是什么？符合什么规律？ [分析] 

目的是加大形近字的区别，使学生易于掌握形近字。 (1)符合

知觉选择性规律：知觉对象与知觉背景差别越大，对象越容

易被人知觉。 (2)符合感觉的相互作用中同时性对比规律：红

白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学生容易区别形近字。 [案例3] 教学生

识字有很多技巧，有一位教师告诉学生如何区别“买卖”两

个字时说：“多了就卖，少了就买。”学生很快记住了这两

个字。还有的学生把“干燥”写成“干躁”，把“急躁”写

成“急燥”，老师就教学生记住：“干燥防失火，急躁必跺

足。”从此以后，学生对这两个字再也不混淆了。这些教法

有何心理学依据？ [分析] 这些教法对我们有很好的启发和借



鉴作用。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凡是有意义的材料，必须

让学生学会积极开动脑筋，找出材料之间的联系；对无意义

的材料，应尽量赋予其人为的意义，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识

记，记忆效果就好。简言之，教师应教学生进行意义识记。 [

案例4] 教师在检查学生知识掌握的情况时，其试卷为什么不

单纯用选择和判断题，而常常求助于填空、问答题？ [分析] 

选择和判断主要通过再认解答；填空、问答主要通过重现来

解答。由于再认和重现的水平不同，人的再认记忆优于重现

记忆，而且能再认的不一定重现。因此仅靠判断、选择难以

说明记忆已达到牢固保持的程度，往往借助于问答、填空等

题型。 [案例5] 在实际的教学中，有的教师对学生作业采用“

漏一补十”“错一罚十”的做法。你怎样看待这一现象？请

运用记忆的有关规律加以分析。 [分析] 这种做法违背记忆规

律，也是行之无效的。学生识记的效果和识记材料的性质和

数量有关，在一定的时间不宜过多，否则，易引起学生过度

的疲劳，降低记忆的效果，同时，“漏一补十”“错一罚十

”的做法易使学生丧失学习兴趣和记忆的信心和主动性，对

进一步学习制造一些心理障碍。 [案例6] 在课堂上，教师让学

生“列举砖头的用处”时，学生小方的回答是：“造房子，

造仓库，造学校，铺路”；学生小明的回答是：“盖房子，

盖花坛，打狗，敲钉”，请问小方和小明的回答如何？你更

欣赏哪种回答？为什么？请根据思维的原理进行分析。 [分

析] 小方回答砖头的用途都是沿着用作“建筑材料”这一方向

发散出来的，几乎没有变通性。而小明的回答不仅想到了砖

头可作建筑材料，还可作防身的武器，敲打的工具，这样的

发散思维变通性就好，其新的思路和想法，有利于创造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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