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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3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教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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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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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本过程是假设—抽样—资料收集—统计检验。

A. 定量研究 B. 质性研究 C. 教育行动研究 D. 设计型研究

2. 小华想着通过洗碗来帮妈妈减轻负担,但不小心打破了盘子。 这时,她的妈妈生气地对她大

喊大叫。 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这可能会导致小华出现

A. 自卑感 B. 羞怯与怀疑 C. 内疚感 D. 不信任

3. 在加涅看来,最低级的学习是

A. 连锁学习 B. 刺激-反应学习 C. 信号学习 D. 辨别学习

4. 行为塑造依据的理论是

A. 联结主义学习理论 B. 经典性条件作用理论

C. 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 D. 社会学习理论

5. 奥苏伯尔提倡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先行组织者,先行组织者是指

A. 一种学习策略 B. 帮助学生学习的教师

C. 组织的学生活动 D. 帮助学生学习的学生

6. 学习的促进者关心学习者的方方面面,尊重其情感和意见,接纳其价值观念和情感表现。 这

表现为教师的哪种积极心理品质?

A. 真诚一致 B. 无条件积极关注 C. 无条件尊重 D. 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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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据成就动机理论,成就动机高的个体倾向于选择的任务难度是

A. 难度大的 B. 难度中等的

C. 难度小的 D. 无所谓难度大小

8. 数学学习中形成的认真审题的态度及其审题的方法,也将影响化学、物理等学科中的审题活

动,属于

A. 一般迁移 B. 特殊迁移 C. 水平迁移 D. 远迁移

9. 学生在已具备“爱国主义”观念的基础上,再来学习“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也是爱国主义”

的新观念。 这种学习属于

A. 归纳概括学习 B. 派生类属学习

C. 并列结合学习 D. 相关类属学习

10. 创造性思维的核心是

A. 发散思维 B. 聚合思维 C. 常规思维 D. 经验思维

11. 小明在学习前总是会先大致安排一下自己的学习活动,他所运用的学习策略是

A. 复述策略 B. 精细加工策略

C. 组织策略 D. 元认知策略

12. 用自己的话表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根据布卢姆的认知目标分类,属于

A. 知识 B. 领会 C. 运用 D. 分析

13. 课堂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标、爱好和能力,体现了课堂的

A. 多维性 B. 同时性 C. 即时性 D. 不可预测性

14. 以学生学习过程的案卷为基础来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这属于

A. 标准化测验评价 B. 动态评定

C. 表现性评价 D. 课程本位评定

15. 如果教师根据对某一学生的了解而形成一定的期望,就会使该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

发生符合这一预期的变化。 这一现象被称为

A. 罗森塔尔效应 B. 霍桑效应 C. 刻板印象 D. 晕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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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合格的运算具有以下哪些特征?

A. 同一性 B. 可操作性 C. 可逆性

D. 抽象性 E. 补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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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流体智力包括

A. 空间关系认知 B. 记忆力 C. 审美能力

D. 人际智能 E. 反应速度

18. 下列关于持表现目标的学生的说法,错误的是

A. 关注任务难度 B. 采用任务标准进行评价 C. 倾向于能力归因

D. 能乐观面对失败 E. 为学习新知而努力

19. 以下选项中,哪些属于道德认知的培养方法?

A. 言语说服 B. 群体约定 C. 角色扮演

D. 小组道德讨论 E. 道德概念辨析

20. 合作学习的基本要素包括

A. 积极的相互依赖 B. 面对面的促进性相互作用 C. 个人责任

D. 社会技能 E. 小组自加工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相应位置正确的

涂“A”,错误的涂“B”。

21. 在行为主义强化理论中,正强化和惩罚都可以使行为发生永久性的改变。

22. 陈述性知识是程序性知识学习的起点。

23. 在解决问题时,人们通常只运用动作思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这三类思维中的一种。

24. 复述策略、精细加工策略和组织策略是针对陈述性知识学习的学习策略。

25. 真实性评定是相对于传统纸笔测验来说的,它要求学生展示应用在学校学习到的知识和技

能来完成一些实际的操作,在真实的情境中展示水平。 因此,真实性评定排除传统纸笔

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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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6 分。

26. 自我意识

27. 晶体智力

28. 发现学习

29. 习得性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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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24 分。

30. 简述自我效能感形成的四个影响因素。

31. 简述启发式问题解决的方法。

32. 列举社会学习理论关于道德行为获得的三个基本概念。

33. 简述探究训练模式的四个基本环节。

六、论述题:本大题 12 分。

34. 教师要如何实现“为概念转变而教”?

七、知识运用题:本大题 13 分。

35. 如何在学习策略教学中使用交互式教学? 请设计一个案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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