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201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校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6058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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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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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

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学校心理学家工作重点主要放在5-18岁的   上。

A.正常儿童青少年 B.“问题”儿童青少年

C.学校领导 D.任课教师

2.美国职业心理学评估理事会同意颁发学校心理学文凭是在哪一年?

A.1956年 B.1945年 C.1969年 D.1930年

3.研究者通过感官或一定的仪器设备,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儿童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并由此

分析儿童心理和行为特征和规律的方法是

A.问卷法 B.观察法 C.访谈法 D.测验法

4.操作性条件反射是由   提出的。

A.班杜拉 B.斯金纳 C.巴甫洛夫 D.艾森克

5.韦氏儿童智力量表是继比纳量表之后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个人智力量表之一,其适用对象为

A.6—16岁的儿童 B.5—16岁的儿童

C.10—16岁的儿童 D.5—10岁的儿童

6.精神分析疗法是   创始的心理治疗方法。

A.弗洛伊德 B.罗杰斯 C.巴甫洛夫 D.班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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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用不同的公式将预期的成就水平量化,再与学生实际的成就水平相比较,低于预期成就水

平的学生被认为是其能力与成就具有显著差异,这种诊断模式称为

A.回归方程模式 B.期望函数模式

C.标准分比较模式 D.年级水平偏离模式

8.下列选项中非文字测验的量表是

A.比纳—西蒙量表 B.韦氏儿童量表

C.瑞文推理能力量表 D.艾森克人格量表

9.一个儿童在课堂情境中不能表现出某种行为,但在角色扮演中表现出来该种行为,这属于

A.社会技能操作缺陷 B.自我控制技能缺陷

C.社会技能缺陷 D.自我控制技能操作缺陷

10.心理咨询的时间一般规定为   分钟左右。

A.60 B.50 C.30 D.45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

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11.下列选项中属于学习障碍诊断目的的有

A.筛选 B.分类或分班 C.干预计划设计

D.干预计划评价 E.了解学习障碍儿童的进步

12.下列哪些选项属于行为矫正技巧中的提高行为发生率的技术?

A.消退 B.强化 C.偶联契约

D.反应代价 E.暂停

13.行为评估常用的方法是

A.访谈法 B.直接观察 C.行为测量法

D.模拟观察法 E.实验法

14.以下选项中属于心理咨询初期问题的是

A.抵抗 B.信赖关系的建立 C.受理面谈的工作

D.沉默 E.感情转移

15.儿童社会技能训练的一般策略有

A.前控制 B.后控制 C.认知—行为技巧

D.脱敏法 E.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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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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题,每空1分,共10分)

16.在较长的时间内,对儿童的心理发展进行有系统的定期研究,称为   。

17.心理评估有多种模式,其中主要依赖统计方法的是   模式,而以临床经验为基础的是

   模式。

18.在经典性条件反射中,   与   在时间上反复结合,这个过程在条件反射的建立中

起着   作用。

19.弗洛伊德将心理结构或人格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伊底、   和   。

20.认知—行为干预模式强调对学习障碍学生进行   、   或自我指导训练。

四、名词解释(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4分,共16分)

21.心理预防

22.强化

23.心理咨询的保密原则

24.年级水平偏离模式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6分,共24分)

25.选择心理测量工具应考虑哪些因素?

26.简述霍华德的人格类型理论。

27.简述儿童社会技能训练中的结构化学习的五个步骤。

28.简述新世纪学校心理学的服务范围。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29.阐述职业辅导中的“特质—因素理论”。

30.阐述个体发展动因中的“心理动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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