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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习心理

第一节 学习动机

一、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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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B 12.A 13.D 14.D 15.A 16.C 17.D 18.D 19.D 20.A

21.A 22.B 23.B 24.A 25.B 26.C 27.D 28.A 29.D 30.A

31.B 32.D 33.D 34.B 35.C 36.A 37.D 38.B 39.B 40.C

41.D 42.B 43.D 44.A 45.C 46.A 47.D

二、多项选择题

1.ABC 2.BCD 3.BC 4.CD 5.ABC

6.ACD 7.AC 8.ABCD 9.ABD 10.BC

11.ABCD 12.BCDE

三、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四、简答题

1.（1）自我效能感决定人对活动的选择。

（2）自我效能感影响人对活动的坚持性水平。

（3）自我效能感影响人在困难面前的态度。

（4）自我效能感影响新行为的获得和习得行为的表现。

（5）自我效能感影响活动时的情绪。

2.（1）概念：习得性无助是指无论自己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便采取逃避努力、

放弃学习的无助行为。

（2）产生的原因：

①学业不良状态的长期积淀。

②不恰当的评价方式。

③不正确的归因。

五、论述题

1.（1）主要观点：人们在追求成就时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追求成功和由成功带来的积极情感

的倾向性，即力求成功的动机；一种是避免失败和由失败带来的消极情感的倾向性，即避免失败的

动机。

根据两类动机在个体的动机系统中所占的强度，可以将个体分为力求成功者和避免失败者。力

求成功者的目的是获取成就，他们会选择有所成就的任务，而成功概率为50%的任务是他们最有可能

选择的，因为这种任务能给他们提供最大的现实挑战，有助于他们通过努力来提高自尊心和获得心

理上的满足。当他们面对完全不可能成功或稳操胜券的任务时，动机水平反而会下降。相反，避免

失败者则倾向于选择非常容易或非常困难的任务，以防止自尊心受损和产生心理烦恼。选择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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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可以保证成功，使自己避免失败；选择极其困难的任务，即使失败，也可以找到适当的借口，

得到自己和他人的原谅，从而减少失败感。

（2）教育启示：

①在教育实践中对力求成功者，应通过给予新颖且有一定难度的任务、安排竞争的情境、严格

评定分数等方式来激起其学习动机。

②对于避免失败者，则要安排少竞争或竞争性不强的情境，如果取得成功则要及时表扬给予强

化，评定分数时要求稍稍放宽些，并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下指责其错误。

③由于力求成功的动机比避免失败的动机具有较大的主动性。因此，对学生除了尽可能让他们

避免失败外，还应立足于增强他们力求成功的成分，使他们不以避免失败为满足，而应以获取成功

为快乐，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1. （1）维纳将归因分为三个维度：内在性（控制点）、稳定性和可控性。同时，他认为在解释

成功或失败时主要归结为六个方面：能力、努力、任务、运气、身心状态、外部环境。其中，能力

属于稳定的、内在的、不可控的归因；努力属于不稳定的、内在的、可控的归因；任务属于稳定的

、外在的、不可控的归因；运气属于不稳定的、外在的、不可控的归因；身体状态属于不稳定的、

内在的、不可控的归因；外界环境属于不稳定的、外在的、不可控的归因。

（2）维纳的归因理论在教育上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根据学生的自我归因可预测其此后的学习

动机。学生自我归因虽未必正确，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归因促使学生在从了解自己到认识别人的过

程中，建立起明确的自我概念，促进自身的成长。而如果学生有不正确的归因，则更表明他们需要

教师的辅导与帮助。长期消极的归因不利于学生的个性成长，这就需要教师利用反馈的作用，并在

反馈中给予鼓励和支持，帮助学生正确归因，重塑自信。维纳发现，在师生交互作用的教学过程中

，学生对自己成败的归因，并非完全以其考试分数的高低为基础，而是受到教师对他的成绩表现所

做反馈的影响。

六、案例分析题

1.（1）“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表明，动机不足或过分强烈都会影响学习效果。其观点是：

①一般来说，中等程度的动机激起水平最有利于学习效果的提高。

②最佳的动机激起水平与作业难度密切相关：任务较容易，最佳激起水平较高；任务难度中等

，最佳动机激起水平也适中；任务越困难，最佳激起水平越低。

③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

（2）李某数学单元测试成绩不理想是因为他认为这次测试很简单，动机水平太低；学科竞赛时

他认为对他升学有影响，因此特别想成功，动机的水平又过高，结果事与愿违。根据“耶克斯多德

森”定律，教师在教学时，要根据学习任务的不同难度，恰当控制学生学习动机的激起程度。所谓

“平时如战时，战时如平时”，就是要求在学习较容易、较简单的课题时，应尽量使学生集中注意力

，使学生尽量紧张一点，动机激起水平达到中等偏高的最佳状态；而在学习较复杂、较困难的课题

时，则应尽量创造轻松自由的课堂气氛，让动机激起水平处于中等稍低的最佳状态；在学生遇到困

难或出现问题时，要尽量心平气和地慢慢引导，以免学生过度紧张和焦虑。

第二节 学习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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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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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A 12.A 13.B 14.B 15.C 16.D 17.C 18.C 19.A 20.B

21.C 22.A 23.C 24.C 25.C 26.A 27.C 28.A 29.D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E 2.ABD 3.BC 4.CD 5.ACD

6.ACD 7.BC

三、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第三节 学习策略

一、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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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B 12.C 13.A 14.B 15.D 16.C 17.C 18.B 19.D 20.A

21.D 22.C 23.A 24.B 25.D 26.B 27.B 28.C 29.C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 2.AC 3.ABCDE 4.ABC 5.BCD

三、判断题

1.× 2.× 3.√

第四节 知识的学习

一、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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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B 12.A 13.A 14.B 15.C 16.A 17.B 18.C 19.C 20.A

21.C 22.D 23.C 24.D 25.A 26.B 27.A

二、多项选择题

1.ACD 2.ABD 3.ABD 4.ACD 5.ABD

6.ABC

三、判断题

1.× 2.× 3.√

第五节 技能的形成

一、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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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C 12.B 13.C 14.C 15.C 16.B 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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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

1.AD 2.AC 3.ACD 4.ABCD 5.BD 6.ABCD

7.ABD 8.BD 9.ABD 10.ABCD

三、判断题

1.√ 2.× 3.√ 4.× 5.√

第六节 问题解决与创造性

一、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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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B 12.B 13.C 14.B 15.B 16.C 17.D

二、多项选择题

1.ABC 2.ABC 3.BCD 4.ABCD 5.CDE

三、判断题

1.× 2.× 3.√

四、论述题

1.（1）保护好奇心。

（2）解除个体对答错问题的恐惧心理。

（3）鼓励独立性和创新精神。

（4）重视非逻辑思维能力。

（5）给学生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榜样。

2.（1）环境。从环境方面来说，家庭与学校的教育环境是影响个体创造性的重要因素。父母的

受教育程度、教育方式以及家庭氛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创造性。民主的学校气氛有利于

学生创造性的培养。

（2）智力。研究表明，创造性与智力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既有独立性，又在某种

条件下具有相关性，基本关系表现在：

①低智商不可能具有高创造性。

②高智商可能有高创造性，也可能有低创造性。

③低创造性的智商水平可能高，也可能低。

④高创造性者必须有高于一般水平的智商。创造性与智力的关系表明，高智商虽非高创造性的

充分条件，但可以说是高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3）个性。一般而言，创造性与个性二者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高创造性者一般具有以下

个性特征：

①具有幽默感。

②有抱负和强烈的动机。

③能够容忍模糊与错误。

④喜欢幻想。

⑤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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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具有独立性。

第七节 态度与品德的形成

一、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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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C 12.D 13.D 14.B 15.A 16.C 17.C 18.C 19.C 20.A

21.B 22.C 23.A 24.A 25.C 26.A 27.A 28.B 29.C 30.B

31.B 32.D 33.D 34.A 35.C 36.D 37.D 38.D 39.D 40.C

41.A 42.C 43.B 44.B

二、多项选择题

1.ACD 2.ABC 3.ABC 4.AD 5.BCD

6.ABC 7.CD 8.BC 9.BD 10.AC

11.BD 12.AB 13.ABC 14.ABCD 15.ACD

三、判断题

1.√ 2.√ 3.×

四、论述题

1.皮亚杰把儿童的品德划分为四个阶段：

（1）自我中心阶段（前道德阶段）（2-5岁）。该阶段是从儿童能够接受外界的准则开始的。儿

童还不能把自己同外在环境区别开来，把外在环境看作是他自身的延伸。规则对于他来说，还不具

有约束力。

（2）权威阶段（他律道德或道德实在论阶段）（5-8岁）。该阶段的儿童服从外部规则，接受权

威指定的规范，把人们规定的准则看作是固定的、不可变更的，而且只根据行为后果来判断对错。

（3）可逆性阶段（自律或合作道德阶段）（8-10岁）。该阶段的儿童已不把准则看成是不可改变

的，而把它看作是同伴间共同约定的，是可以协商或修改的。

（4）公正阶段（10～12岁）。该阶段的儿童不再刻板地按固定的规则去判断，在依据规则判断

时应该考虑到同伴的一些具体情况，从关心和同情的角度出发去判断。

2.一般认为，态度与品德的形成过程经历依从、认同与内化三个阶段。

（1）依从即表面上接受规范，按照规范的要求来行动，但对规范的必要性或根据缺乏认识，甚

至有抵触情绪。

（2）认同是在思想、情感、态度和行为上主动接受他人的影响，使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与他人相

接近。

（3）内化指在思想观点上与他人的思想观点一致，将自己所认同的思想和自己原有的观点、信

念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

3.（1）有效的说服。

（2）树立良好的榜样。

（3）利用群体约定。

（4）利用价值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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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给予恰当的奖励与惩罚。

除上述方法外，角色扮演、小组道德讨论等方法对于态度与品德的形成和改变都是非常有效的。

五、案例分析

1.（1）案例中的实验体现的是心理学上著名的“反馈效应”，所谓“反馈效应”是指学习者对自

己学习结果的了解能起到强化作用，促进学习者更加努力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率的一种心理现象

。反馈对学习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动机和认知两个方面。在动机方面，如果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过

程和学习结果有比较充分的了解，知道自己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还存在问题，就会引起他的

满意或者不满意的情绪体验，并进一步影响他的学习动机。在认知方面，学习者可以从对学习结果

的了解中，获得有关正确或者错误的信息，成为指导自己今后学习的定向依据。影响反馈效果的因

素有：①反馈的内容。②反馈的频率。③反馈的方式。

（2）罗斯通过实验证明，在学习活动中，有反馈即知道学习之后的测验成绩比没有反馈的学习

效果要好得多。第一组后8周成绩直线下降和第三组前8周成绩最差的原因就是没有对其进行任何反

馈。而且，及时反馈（每天知道其测验成绩）比远时反馈（测试成绩要一周才知道）所产生的激励

作用更大。第二组的学习成绩始终处于中等水平就是因为始终只受到远时反馈。

（3）这个效应提醒我们，有效的反馈机制是活动目标达成的必要条件，对于别人的活动必须及

时地反馈调节。在教学中，要采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即时地搜集和评定活动效果，如观察交谈、现

场提问、效果评价等，然后及时反馈信息，随时调节活动过程，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必马上实施惩

罚性的方式，而要有针对性地讲解疑难，不使问题累积。

2.知识概括包括感性概括和理性概括两种。案例中蔡老师采用了感性概括的方法进行知识概括。

感性概括是在直观的基础上自发进行的一种低级的概括形式。案例中，老师播放《机器人总动员》

片段，让学生自发形成磁铁喜欢铁的感性认识。

蔡老师在引导学生进行知识概括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运用正例和反例，运用变式，进行科学的

比较，启发学生自觉进行知识概括。具体操作如下：

（1）运用正例和反例。正例指包含着概念或规则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的例证；反例指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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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概念或规则的正例传递

了最有利于概括的信息，反例则传递了最有利于辨别的信息。案例中，蔡老师呈现能被磁铁吸引的

和

不能被磁铁吸引的物品，运用了正例和反例引导学生对磁铁的性质进行概括。

（2）运用变式。变式是用不同形式的直观材料或事例说明事物的本质属性，即变换同类事物的

非本质特征，以便突出本质特征。蔡老师呈现了可以被磁铁吸引的硬币和不能被磁铁吸引的硬币，

突出了能被磁铁吸引的硬币是铁质硬币。

（3）进行科学的比较。比较包括同类比较和异类比较两种。同类比较即关于同类事物之间的比

较，便于区分对象的一般与特殊、本质与非本质特征，从而找出一类事物所共有的本质特征。案例

中，蔡老师引导学生用磁铁吸不同的硬币，得出磁铁的本质特征是吸铁的结论。异类比较，不仅能

使比较客体的本质更清楚，而且还有利于确切了解彼此间的联系与区别，防止知识间的混淆与割裂

，有助于建立系统的知识结构。案例中，蔡老师通过教具“芭蕾舞者”，启发学生用木片、布片和塑

料等不同材质的隔板及不同大小的磁铁进行分组探究实验，使学生发现磁铁可以隔物吸铁，且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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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磁性大小有关的结论。

（4）启发学生自觉进行知识概括。为了促进知识的获得，在实际的教学情境中，教师应该启发

学生自觉进行概括，鼓励学生自己去总结。案例中，蔡老师通过“芭蕾舞者”的演示启发学生并分

发相应物品，引导学生探究，启发其自觉对知识进行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