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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89_E6_95_99_E5_c38_647526.htm 第七章 认知发展与知

识的领会 第一节 认知及大学生认知的发展 一、感知及大学生

的观察 1.感知与观察 观察是一种受思维影响的、有意识的、

主动的和系统的知觉过程，也叫“思维的知觉”。 2.大学生

观察发展的特点 （1）一般知觉能力达到成熟水平，知觉的

理解性在学习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2）观察具有明确的目

的性 （3）观察具有敏感性和系统性 （4）观察具有相对的深

刻性和稳定性 二、思维及大学生的思维 1.思维与思维品质（

思维集中反映着大脑的聪慧程度，是智力的核心因素。思维

品质主要指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独创性、批判

性等方面。 2.人类个体思维的发展历程（1）言语前思维阶段

；（2）直觉行动思维阶段；（3）具体形象思维阶段；（4）

形式逻辑思维阶段；（5）辩证逻辑思维阶段。 3.大学生思维

发展的基本特点（1）处于由形式逻辑思维向辩证逻辑思维过

渡的阶段；（2）在常规思维继续发展的同时，创造思维也在

显著发展；（3）在思维能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形成了对思维

的元认知。 第二节 教材直观与知识的感知 一、教材直观与知

识的感知的类型和特点 直观可分为实物直观、模像直观和言

语直观三种。 二、提高教材直观与知识感知效果的条件是什

么？ 答：1.灵活运用各种直观形式；2.运用感知规律，突出直

观对象的特点；3.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4.让学生充分参与直

观过程。 三、教材概括与知识的理解 1.教材概括与知识理解



的类型：感性概括和理性概括 2.教材概括与知识的理解的一

般过程（思维的一般过程）： 人们运用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

知识经验，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抽象

和概括的过程，就是思维过程。 3.提高教材概括与知识的理

解成效的条件是什么？ 答：（1）配合运用正例和反例：正

例又称肯定例证，指包含着概念或规则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

系的例证；反例又称否定例证，指不包含或只包含了一小部

分概念或规则的主要属性和关键特征的例证。（2）提供丰富

多彩的变式（3）科学的进行比较（4）启发学生进行自觉概

括。 小编推荐： 高等教师资格考试《高等教育学》章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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