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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心理学

试卷 7参考答案

一．填空（每空 2分，共 30 分）

1. 认识过程 2.反射弧 3.注意的稳定性 4.明适应 5. 深度知觉 6.1879

7. 创造想象 8.豁朗期 9.身段表情 10.自觉性 11. 抱负水平 12. 平衡性

13. 操作能力 14.离差智商 15. 意识的觉知功能

二．名词解释（每题 4分，共 20 分）

1.注意的范围：也称注意的广度，是指在同一时间内能够清楚地把握对象的数量。

2.观察法：是指 在自然情境中对人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表现进行有系统、有计划

的观察记录，经过分析以获得心理活动产生和发展规律的方法。

3.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

4.创造想象：是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

5.心境：是一种深入的、比较微弱而持久的、影响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情绪状态。

三．单项选择（每题 2分，共 20 分）

1. B 2.D 3.B 4. B 5.B 6. D 7.B 8.A 9. C 10.A

四．简答（每题 8分，共 40 分）

1.情绪和情感的功能。（第 206 页）

答：①适应功能（2分）

②动机功能（2分）

③组织功能（2分）

④信号功能（2分）

2. 简述影响遗忘的因素。（第 121 页）

答：①识记材料的意义和作用。人对无重要意义、不感兴趣、不符合需要、在

工作和学习中不占主要地位的识记材料最先遗忘。（2分）

② 识记材料的数量。一般来说，识记材料数量越大，识记后的遗忘越多。（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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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学习程度。学习程度越高，遗忘越少，过渡学习达到 150%保持效果最好。（2

分）

④识记材料的序列位置。一般材料的首尾容易记住，中间部分很容易遗忘。（2

分）

3. 简述感觉和知觉的关系。（第 86 页）

答：感觉、知觉二者是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

从联系来看：①二者都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反映；（2

分）

②感觉是知觉的基础，知觉是感觉的深入和发展。（2分）

从区别来看：①产生的性质不同。感觉是介于心理和生理之间的活动，而知觉

则是以生理机制为基础的纯粹的心理活动；（1分）

②反映的内容不同。感觉反映的是事物个别属性．知觉反映的是事物整体；（2

分）

③生理机制不同。感觉是单一分析器的活动，知觉是多种分析器协同活动的结

果；（1分）

4. 简述注意的特征。（第 52 页）

答：人的注意四个主要特征：

①注意的范围(即注意的广度)，是指在同一时间内能够清楚地把握对象的数量。

（2分）

②注意的稳定性：指对同一对象或同一活动上注意所能够持续的时间。（2分）

③注意的分配：指在同一时间内把注意指向不同的对象。（2分）

④注意的转移：根据新的任务，主动地把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或

由一种活动转移到另一种活动的现象。（2分）

5. 简述人类意识与动物心理的本质区别。（第 39 页）

答：（1）人类意识能够使人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别开来，有自己的主观世界，动

物心理则不能。（2分）

（2）意识是以抽象的概念形式反映客观事物为主要特征的，这使人能反映客观

事物的本质、关系和规律，从而改造客观世界；动物是以具体形象的感知、表象

来反映客观事物，只反映事物的表面现象，只能满足动物适应环境的需要；（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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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识离不开语言，动物的感性反映不需要语言。（2分）

（4）意识和动物心理具有不同的物质器官，人类意识的物质器官是人脑和高级

神经系统，动物心理的物质器官是动物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两者质和量都有巨大

差别。（2分）

五．论述（每题 20 分，共 40 分）

1.试述气质与性格的关系。

答：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和气质特征很难区分，

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其实，性格与气质是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有本质差别的

个性心理特征。（2分）

（一）性格与气质的区别：

（1）性格侧重反映与心理活动的动机和内容有关的方面，是个体对现实的态度

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的总和。气质则侧重于反映与心理活动的动机和内容无

关的动力特征，是个体心理活动在速度、强度、稳定性、指向性等方面的特点。

（3分）

（2）气质是以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的类型为生理基础的，而性格则以后天形成的

暂时神经联系为生理基础的。（3分）

（3）气质具有明显的天赋性，气质没有好坏之分；而性格是后天获得的，具有

明显的社会性，性格则有好坏之分。（3分）

（4）气质是生下来就有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而性格则是在个体的生活实践

活动中，随着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发生发展而发生发展的。相对于气质而言，性格

较易发生改变。（3分）

（二）性格与气质的联系：

（1）一定的气质对形成某些性格特征有重要影响。（2分）

（2）气质会影响性格的具体特征的表现形式。（2分）

（3）性格对气质有一定的制约作用。（2分）

2.试述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答：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很多，有情境的、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归纳起

来，有以下几点：①问题情境。问题情境与个体的认知结构差异越大，问题就越

难解决，反之，则容易解决。问题情境中物体和事件的空间排列不同能促进或妨



更多接本资讯请关注“河北精通专接本”微信公众号 4

碍问题解决；问题元素的空间集合方式不同，问题解决的难易也不同；问题情境

中所包含的物体或事实太多与太少都不利于问题解决；（4分）

②认知结构。如果对问题形成清楚明确的认知结构，就会使问题顺利解决，反之

则不然。（4分）

③定势的作用。定势即心向，是受过去经验模式影响而产生的心理活动的准备状

态对解决同类问题(求同)有积极的作用；对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求异)有消极作

用。（4分）

④功能固着。功能固着是指个体在解决问题时是看到某种事物的通常功能，而看

不到它的其他方面的功能。（4分）

⑤动机与情绪状态。动机太弱，会趋向无目的的行动；太强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中等强度效果最好。动机强度与解决问题之间关系，可绘成—条倒转的“U”形

曲线。良的情绪有利于问题解决，消极的情绪干扰问题解决。（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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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 8

参考答案

一．填空（每空 2 分，共 30 分）

1.情绪情感 2.交感神经 3.意识 4.集中性 5.4 6.理解性 7.再造想象

8.记忆 9.表象 10.功能固着 11.认知因素 12.提高 降低 13.离差智商

14.觉知功能

二．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注意的分配是指在同一时间内把注意指向不同的对象。

2.第一信号系统用具体事物作为条件刺激而建立条件反射系统，是人和动物所共有。

3.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的整体反映。

4.创造思维是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

5.性格是人在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

三．单项选择（每题 2 分，共 20 分）

1.C 2.D 3.A 4.A 5.A 6.C 7.C 8.A 9.A 10.D

四．简答（每题 8 分，共 40 分）

1. 简述人类意识与动物心理的的区别。（第 39 页）

答：（1）人类意识能够使人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别开来，有自己的主观世界，动物心理则不

能。（2 分）

（2）意识是以抽象的概念形式反映客观事物为主要特征的，这使人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

关系和规律，从而改造客观世界；动物是以具体形象的感知、表象来反映客观事物，只反映

事物的表面现象，只能满足动物适应环境的需要；（2 分）

（3）意识离不开语言，动物的感性反映不需要语言。（2 分）

（4）意识和动物心理具有不同的物质器官，人类意识的物质器官是人脑和高级神经系统，

动物心理的物质器官是动物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两者质和量都有巨大差别。（2分）

2.简述影响识记的因素。（第 113 页）

答：①识记的目的，有无识记目的或识记目的是否明确会影响识记效果。（2 分）

② 学习态度，学习者有识记动机，积极地参与识记活动，则识记效果好。（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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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材料的性质和数量，一般成人对文字材料识记效果好，儿童对直观材料识记效果好；达到

同样的识记效果，材料越多平均所用时间越多。（2分）

④对识记材料的理解程度，理解了的材料，识记效果好。（1分）

⑤识记方法，部分识记效果最差，综合识记效果最好。（1 分）

3.简述注意的特征。（第 52 页）

答：注意的特征有：①注意的范围(即注意的广度)：也称注意的广度，是指在同一时间内能

够清楚地把握对象的数量。（2 分）

②注意的稳定性是指对同一对象或同一活动上注意所能够持续的时间。（2分） ③注意的

分配是指在同一时间内把注意指向不同的对象。（2分）

④注意的转移是根据新的任务，主动地把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或由一种活动转

移到另一种活动的现象。（2分）

4.简述知识与技能的关系。（233 页）

答：技能与知识是有区别的①它们属于不同的范畴，知识属于认知范畴，技能属于动作经验

范畴；（2分）

②知识与技能的概括水平不同；（2 分）

③知识的获得与技能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同步的，技能的形成和发展较技能的获得晚。（2 分）

知识与技能又是紧密联系的：知识是技能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技能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知识

的获得与巩固。（2分）

5.简述韦纳的归因理论。（第 278 页）

（1）美国心理学家韦纳（B．Weiner）把成败的原因分为三个维度：内部和外部，稳定性和

不稳定，可控和不可控。（2分）

（2）成败的原因归结为六个因素：能力高低、努力程度、任务难易、运气（机遇）。（2 分）

（3）不同的归因方式会对以后的学习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把考试失败归因于缺乏

能力，那么以后考试还会预期失败，这是因为能力是一个稳定因素；（2 分）

（4）如果将考试失败归因于运气不佳，那么以后考试不大可能预期失败，这是因为运气是

不稳定因素（2分）

五．论述（每题 20 分，共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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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述影响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因素。（第 374 页）

答：能力形成的条件主要有：

①遗传因素。遗传素质是能力形成发展的自然前提，为能力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如先天愚型

头颅畸形等遗传疾病会使入弱智；（5分）

②环境因素。在良好环境生活的儿童，智力能得到较好发展。社会生产方式是影响能力发展

的最重要因素，婴幼儿营养不良会不同程度影响智力落后。（5 分）

社会生活条件通过教育决定能力的发展。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学前期是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

婴幼儿的早期经验(言语能力、动作能力、观察能力)对儿童心理的发展有很大影响。（5 分）

③实践活动和个性品质。实践活动不仅是学习知识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智力和各种特殊能

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础。个性中的勤奋与其他主观心理条件。天才在于勤奋,要获得能力

较完备的增长，没有主观的勤奋努力是根本不可能的。（5 分）

2.试述情绪和情感的关系。（第 208 页）

答：情绪和情感虽都是人对客观现实的态度体验，但是二者之间有如下区别：

①情绪的生理性和情感的社会性。情绪和情感的内容与需要角度来看。情绪一般是和机体生

理需要相联系的体验形式，情感是同人的高级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态度体验。（4分）

②就人类个体而言，情绪发展在先，情感体验在后。情绪发生较早，是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

态度体验。情感发生较晚，是人类特有的，刚出生的新生儿及婴儿并未产生情感，它是与人

的社会需要相联系的，逐渐在社会生活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4分）

③与情感相比，情绪不稳定。从情绪、情感的表现形式来看，情绪带有情境性、不稳定性和

易变性特点，而情感是与稳定的社会事件的内容密切相关的，从多方面感受事物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某种持久的、稳定的态度体验。（4分）

④情绪表现的外显性和情感表现的内在性。（2分）

联系：

①情绪是情感的基础，情感离不开情绪。（4 分）

②情绪依赖于情感，是情感的具体表现。（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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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 9

参考答案

一．填空（每空 2 分，共 30 分）

1.信度 效度 2.反射 3.无意注意 4.暗适应 5.知觉 6.遗忘 7.幻想

8.发散思维 9.对话言语 10.双趋冲突 11.成长性需要 12.原型 13.精神质

14.觉知

二．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注意的转移：是根据新的任务，主动地把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或由一种活动

转移到另一种活动的现象。

2.差别感觉阈限：刚刚能引起差别感觉的两个同类性质刺激物之间的最小差异量叫做差别感

觉阈限。

3.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

4.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和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种种困难以实现

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

5.动机：是一个过程，它以某种方式引发、促进、保持和终止指向目标的行为。

三．单项选择（每题 2 分，共 20 分）

1.C 2.C 3.C 4.B 5.B 6.C 7.B 8.B 9.B 10.A

四．简答（每题 8 分，共 40 分）

1.简述影响遗忘的因素。（第 119 页）

答：①识记材料的意义和作用。人对无重要意义、不感兴趣、不符合需要、在工作和学习中

不占主要地位的识记材料最先遗忘。(2 分)

② 识记材料的数量。一般来说，识记材料数量越大，识记后的遗忘越多(2 分)

③学习程度。学习程度越高，遗忘越少，过渡学习达到 150%保持效果最好。(2 分)

④识记材料的序列位置。一般材料的首尾容易记住，中间部分很容易遗忘。(2 分)

2.简述引起和保持有意注意的条件和方法。（第 50 页）

答：引起和保持有意注意的条件和方法主要有：①明确目的任务。目的任务越明确、越具体，

意图越强烈，有关对象或活动越容易引起人的注意。(2 分)

②意志力。用坚强的意志力抗拒干扰与排除诱因，可使随意注意稳定持久。(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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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间接兴趣。即对活动目的与结果感兴趣是保持随意注意不可缺少的条件，只凭意志努力，

随意注意不会稳定持久，只有意志与间接兴趣结合，随意注意才会集中稳定。(2 分)

④积极地、主动地组织活动。有良好的学习与工作习惯，把智力活动与外部操作结合起来，

有利于注意的集中与保持。

3.简述能力与知识的关系。（第 356 页）

答：能力、知识是紧密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从其联系来看：

①能力在知识的掌握过程中形成和发展；(2 分)②掌握知识又是以一定能力为前提的。能力

是掌握知识的内在条件和可能性。一个人的能力影响着他掌握知识的快慢、深浅、难易、巩

固程度。(2 分)

从其区别来看：①它们属于不同范畴。能力是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知识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

的总结和概括；(2 分)②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发展不同步，能力的发展比知识的获得要慢得

多。并且知识在一生中随年龄增长不断积累，但能力随年龄增长是一个发展、停滞和衰退的

过程。(2 分)

4.简述知觉的基本特征。（第 89 页）

答：知觉的基本特性有如下几种：①知觉的选择。优先把对象从背景中挑选出来的特性；(2

分)

②知觉的整体性。能将局部特征和个别属性联合为整体的知觉特性；(2 分)

③知觉理解性。利用已有知识经验解释知觉的对象，并用词语标志的特性；(2 分)

④知觉恒常性。即知觉条件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知觉映象仍保持相对不变的特性。(2 分)

5.简述如何培养创造性思维。（第 175 页）

答：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应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①激发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和求知欲。(2 分)

②运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2 分)

③改变传统的评定学习成绩的观念，鼓励学生创造性行为为。(2 分)

④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与辐合思维的能力。(1 分)

⑤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创造性的活动。(1 分)

五．论述（每题 20 分，共 40 分）

1.试述影响性格形成的因素。（第 333 页）

答：影响性格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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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家庭因素。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上各种关系通过家庭影响儿童，在他们幼小心灵

里，打上深深的烙印。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气氛和父母榜样、家庭结构、出生顺序、儿童的

家庭地位，都会影响人的性格的形成；（5分）

②学校因素。学校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与教学活动，教师的为人师表与教书育人、学校

的班集体以及校风、班风和学风等影响学生的性格；（5分）

③社会实践。长期从事的特定职业、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生活方式等对其性格形成都有重要

影响。（5分）

④主观因素。一切外来的影响都要通过自我调节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在塑造

自己的性格。（5 分）

此外，社会风气和风尚，也影响性格的形成。

2. 试述思维和语言的关系。（第 153 页）

答：思维和语言的联系

（1）从思维的特点看。思维之所以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的特点，主要是语言本身具有概括

性、间接性。（2 分）

（2）从思维的内容和结果看。思维以语言作为客观刺激物，语言依靠思维的的内容和结果

予以充实和发展。（2 分）

（3）从思维的种系发展来看。思维和语言是同步发生的。（2 分）

（4）从思维的个体发展历史来看。儿童思维的发展表明，儿童掌握语言的过程也是抽象思

维发展的过程。（2分）

思维和语言虽然有密切联系，但思维不是语言，语言也不是思维，它们是两种相互独立的现

象，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2分）

（1）从本质特征来看。思维是一种包含物质内容的心理现象，语言是一种包含精神内容的

物质现象。（2分）

（2）从生理机制来看。思维器官主要是大脑，语言器官主要是眼、耳、喉、口腔等感觉器

官或效应器官。（2分）

（3）从思维和语言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来看。语言同客观事物是标志和被标志的关系，期间

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思维同客观事物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其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2

分）

（4）从思维和语言的构成因素来看。语言的基本因素是词，思维的基本因素是概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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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5）从思维和语言规律的性质来看。语法规则具有民族性，思维规则则不然。（2分）

试卷 10 参考答案

一．填空（每空 2分，共 30 分）

1.条件反射 2.客观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 3.注意的分散 4.感觉适应 5.空

间知觉 6.回忆 7.表象 8.准备期 豁朗期 9.内部言语 10.果断性 11.原型

特点 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12.速度

二．名词解释（每题 4分，共 20 分）

1.有意后注意：是指事先有预定目的，不需要意志努力的注意。

2.不同感觉的相互作用：指某种感觉器官受到刺激而对其他器官的感受性造成影

响，使其升高或降低。

3.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是人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的关系

的反应。

4.问题解决：问题解决是指一系列有目的的指向性的认知操作过程。

5.技能：是个体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练习而形成的一定的动作方式或智力

活动方式。

三．单项选择（每题 2分，共 20 分）

1.D 2.B 3.C 4.C 5.D 6.A 7.B 8.C 9.A 10.B

四．简答（每题 8分，共 40 分）

1.简述认知技能与动作技能的关系。（第 258 页）

答：区别：认知技能和动作技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技能。

（1）它们所调节的对象不同，动作技能所调节的是外部的、具体的客观物质，

认知技能调节的是头脑内部的程序、规则和策略。（2分）

（2）动作技能是展开的，每一个动作都不可或缺；认知技能的动作是高度省略

和简化的。（2分）

（3）动作技能是外显的，认知技能是内隐的。（1分）

（4）动作技能的活动既依赖于中枢神经系统，也依赖于外周神经系统，认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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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则主要依赖于脑的结构与功能。（2分）

联系：动作技能是认知技能形成的最初依据。（1分）

2. 简述影响无意注意的主、客观因素有哪些?（第 47页）

答：影响无意注意的客观原因有：①刺激物的新异性；②刺激物的强度；③刺激

物之间的对比关系(对象与背景差异)；④刺激物的活动性和变化性。（4分）

主观原因；①适合人的需要的刺激；②引起人直接兴趣(即直接有趣的活动与对

象)的刺激，易被人注意；③心境愉快、身体健康，人就乐于注意外界事物；过

分忧愁和焦虑则会降低好奇心。（4分）

3.简述发展创造想象的条件。（第 145 页）

答：①创造动机。创造动机是创造想象的动力。（3分）

②扩大知识范围，增加表象储备。（3分）

③积极的思维活动。（2分）

4.简述如何有效组织复习。（第 124 页）

答：①及时复习。根据遗忘规律先快后慢的趋势，应趁热打铁及时复习，才能防

止学习之后立即快速地遗忘。（2分）

②合理分配复习时间。集中复习与分散复习相结合。（2分）

③试图回忆与反复阅读相结合。（2分）

④动员多种感官进行多样化复习。复习方式不要太单调，要多样化，如把视、听、

读、写、操作结合起来是一种有效复习方式；（1分）

⑤活动有助于记忆。使识记对象成为人的活动对象或活动结果。（1分）

5.简述意志行动的基本阶段。（第 227 页）

答：意志行动的基本阶段：一是采取决定阶段(或制定计划阶段)，具体包括两个

个环节：①动机的斗争：是个体在确定目的时对自己各种动机进行权衡并做出选

择的过程。主要有四种：双趋冲突、双避冲突、趋避冲突、多重趋避冲突。选择

正确的强度，适宜的动机；（2分）

②确定行动目的。确定行动目的在意志行动中非常重要。（2分）

二是执行决定阶段，具体也包括两个环节：①行动方法和策略的选择。（2分）

②克服困难以实现所作出的决定。（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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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述（每题 20 分，共 40 分）

1.举例说明气质在实践中的作用。（第 307 页）

答：了解气质的实质和气质类型对于各种实践，尤其是对教育工作、思想工作、

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①气质对智力活动的影响。气质虽不能决定一个人智力

发展水平，但会影响心理活动的速度和灵活性，心理活动的强度，个体智力活动

的特点和方式；气质与工作效率。（5分）

②气质对教育工作的影响。气质类型本身无好坏之分，它不能决定一个人活动的

社会价值和成就的高低。但每一种气质类型都有其优点与弱点，教师的任务在于，

了解学生的气质特征，因材施教。（5分）

③气质与职业选择。实践表明，有许多职业对各种气质类型的人都适应。但也有

不少职业对人的气质类型有特殊要求，气质类型是职业选择的依据之一。（5分）

举例 5分

2.试述感觉和知觉的关系。（第 86 页）

答：感觉、知觉二者是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

从联系来看：①二者都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反映；（4分）

②感觉是知觉的基础，知觉是感觉的深入和发展。（4分）

从区别来看：①产生的性质不同。感觉是介于心理和生理之间的活动，而知觉则

是以生理机制为基础的纯粹的心理活动；（4分）

②反映的内容不同。感觉反映的是事物个别属性．知觉反映的是事物整体；（4

分）

③生理机制不同。感觉是单一分析器的活动，知觉是多种分析器协同活动的结果。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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