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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3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认知心理试题
课程代码:00471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我们在开车时,看见红灯我们就踩刹车,并做出等待的动作,这是

A. 第一信号系统 B. 第二信号系统 C. 无条件反射 D. 操作性条件反射

2. 王老师讲课时,迟到的小张突然推门而入,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他。 学生的这种

心理活动属于

A. 无意识记 B. 有意识记 C. 无意注意 D. 有意注意

3. 吃了糖之后吃桔子会觉得桔子酸,而吃了柠檬之后吃桔子会觉得甜,这种现象是

A. 感觉适应 B. 感觉对比 C. 闪光融合 D. 联觉现象

4. 在光适应情况下感受性会

A. 提高 B. 降低 C. 不变 D. 变化

5. 我们坐在一辆行驶的汽车上,会知觉到路旁的树在向后运动,那么树的运动是

A. 诱发运动 B. 运动后效 C. 自主运动 D. 动景运动

6. 周老师在教生字的时候,把容易写错的笔画,用彩笔标出来,这是运用了

A. 知觉整体性 B. 知觉选择性 C. 知觉理解性 D. 知觉恒常性

7. 经验丰富的李老师一边讲课,一边兼顾全班同学的活动,谁认真听讲、谁玩手机、谁看课外

书,她都一清二楚。 这主要体现了李老师的注意品质是

A. 注意分配 B. 注意稳定性 C. 注意广度 D. 注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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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晓华在记忆英文单词时,如果不对其加以复述,这个单词在他头脑中只能保留几十秒。 这种

记忆现象是

A. 瞬时记忆 B. 短时记忆 C. 长时记忆 D. 内隐记忆

9. 闭卷考试时,学生在头脑中呈现问答题答案的心理活动属于

A. 识记 B. 保持 C. 再认 D. 回忆

10. 学生学习《望庐山瀑布》这首古诗时,头脑中出现诗句所描绘的诸如瀑布等相关景象。 这

种心理活动属于

A. 幻想 B. 无意想象 C. 再造想象 D. 创造想象

11. 小霞同学在学习“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在头脑中出现了“晚霞、水鸟、江

水和蓝天”等表象,这说明小霞占优势的表象是

A. 视觉表象 B. 听觉表象 C. 动觉表象 D. 混合表象

12. “一题多解”的教学方式主要用于训练学生的

A. 直觉思维 B. 发散思维 C. 动作思维 D. 集中思维

13. 成成同学在解题时,遇到一种思路不通,不钻牛角尖,马上能换一种解题思路,这说明成成

同学具有较好的思维

A. 广阔性 B. 流畅性 C. 灵活性 D. 独创性

14. “毛笔”这个概念属于

A. 抽象概念 B. 连言概念 C. 选言概念 D. 关系概念

15. 理解和掌握一门科学需要费一番苦心,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所以,理解和掌握心理学需要费

一番苦心。 这种推理属于

A. 直接推理 B. 一般推理

C. 归纳推理 D. 演绎推理

16. 认为问题解决的过程是一个尝试-错误的过程,这个心理学家是

A. 巴普洛夫 B. 斯金纳 C. 桑代克 D. 苛勒

17. 小玲只想到茶杯是用来喝水的,没有想到茶杯还可以当碗用来吃饭,小玲这种思维的局限

性属于

A. 认知迁移 B. 定势 C. 功能固着 D. 原型启发

18. 乔姆斯基的言语理论是

A. 强化理论 B. 经典性条件反射理论

C. 社会学习理论 D. 转换生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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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看,写作属于

A. 口头言语的输入 B. 书面言语的输入

C. 口头言语的输出 D. 书面言语的输出

20. 提出智力三维结构模型的心理学家是

A. 斯皮尔曼 B. 瑟斯顿 C. 吉尔福特 D. 维尔浓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21. 下列属于认知心理的有

A. 表象 B. 想象 C. 言语

D. 兴趣 E. 性格

22. 引起无意注意的客观因素是

A. 刺激物的强度 B. 刺激物的运动变化 C. 刺激物之间的对比

D. 刺激物的新异性 E. 对刺激物的兴趣

23. 根据杨格等人提出的视觉三色学说,属于这三种基本颜色的是

A. 红色 B. 黄色 C. 绿色

D. 蓝色 E. 青色

24. 下列对“观察”表述正确的是

A. 有目的有计划的知觉 B. 思维着的知觉 C. 比较持久的知觉

D. 不随意的知觉 E. 知觉的高级形式

25. 下列表述属于记忆品质的是

A. 记忆的目的性 B. 记忆的准备性 C. 记得快

D. 记得牢 E. 记得准

26. 下列属于有意想象范畴的是

A. 再造想象 B. 创造想象 C. 幻想

D. 梦 E. 空想

27. 下列属于创造性思维的心理特征的是

A. 敏锐性 B. 灵活性 C. 抽象性

D. 概括性 E. 高度的积极主动性

28. 下列有利于学生掌握概念的方法是

A. 变式的运用 B. 概念的运用 C. 给概念下定义

D. 形成概念体系 E. 语词和感性材料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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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下列属于外部言语的是

A. 对话言语 B. 独白言语 C. 阅读

D. 写作 E. 心算

30. 推理能力属于

A. 一般能力 B. 特殊能力 C. 流体能力

D. 晶体能力 E. 认知能力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31. 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被称为　 　 　 条件反射。

32. 绝对感受性与绝对感觉阈限之间成　 　 　 关系;差别感受性与差别感觉阈限之间成　 　 　

关系。

33. 思维的基本过程是　 　 　 和　 　 　 。

34. 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是　 　 　 。

35. 认知迁移是指已经获得的知识、技能对学习新的知识、技能所产生的影响。 积极影响的是

　 　 　 迁移;消极影响的是　 　 　 迁移。

36. 测量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程度被称为测验的　 　 　 ;多次重复测量的结果的一致性程度被称

为测验的　 　 　 。

四、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6 分。

37. 布格尔—韦伯定律

38. 创造性思维

39. 概念

40. 功能固着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41. 影响注意稳定性的条件。

42. 简述知觉的基本特征。

43. 说明机械识记的必要性。

44. 与知觉相比,表象有哪些特点?

45. 简述影响阅读的因素。

00471#
 

认知心理试题
 

第
 

4 页(共 5 页)



六、材料分析题:本大题 14 分。

46. 材料:

唐代诗人王勃 10 岁能作赋,13 岁写了不朽佳作《滕王阁序》。 李白 5 岁通六甲,7 岁观百

家。 甘罗 12 岁就被秦始皇拜为上卿。 莫扎特 3 岁能谱写小步舞曲,4 岁能弹梅奴哀,5 岁

开始作曲,12 岁能创作大型歌剧。 中国科学大学少年班的许多学生在中小学时就表现出

杰出的才华,他们可以比一般同学超前两个年级掌握学校的课程。 他们可谓是超常儿童。

然而还有一些同学思维较迟钝,能力水平较低,在普通班级很难跟上课堂节奏,学习成绩在

班上总是垫底,有些人甚至在一年级都要学上 2 ~ 3 年。 他们可谓是低常儿童。

问题:

(1)超常儿童与低常儿童在认知能力方面分别有哪些特点? (8 分)

(2)对于超常儿童和低常儿童,家庭和学校教育应该如何对待?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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