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2019 年广西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考试

教育心理学与德育工作基础知识 试卷 1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60 题，每小 0.5 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并请将其代码填涂在答题卡上，错选、

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

1、B

【解析】 1868 年，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出版了《人是教育的对象》，对当时的心理学发

展成果进行了总结，乌申斯基因此被称为“俄罗斯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

2、D

【解析】我国的教育心理学最初是从西方引进的，1924 年，廖世承编写了我国第一本《教

育心理学》教科书。

3、C

【解析】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时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成熟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西方教育心理学的内容和体系出现了某些变化。教育心理学的内容日趋集中，教育心理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理论体系的学科正在形成。A 初创时期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B 发展时

期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末，D 完善时期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4、A

【解析】《教育实用心理学》是日本小原又一的著作，1908 年由房东岳译成中文，它是

20 世纪初我国出现的第一本教育心理学著作。《教育心理学》是廖世承编写的我国第一本

教科书。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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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分为：①感知运算阶段：这一阶段儿童的认知发展主

要是感觉和动作的分化；②前运算阶段：儿童的思维已表现出了符号性的特点，他们能够

通过表象和言语来表征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但其思维仍是直觉性的、非逻辑性的，而且

具有明显的自我中心特征；③具体运算阶段：这一阶段儿童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符号性和逻

辑性，儿童能进行简单的逻辑推演，克服了思维的自我中心性，但儿童的思维活动仍局限

于具体的事物及日常经验，缺乏抽象性；④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儿童总体的思维特点

是能够提出和检验假设，能监控和内省自己的思维活动，思维具有抽象性，能在头脑中设

想出许多内容，这些内容可以与他们自身的经验无关。因此，答案选 C。

6、C

【解析】埃里克森将个体的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同时指出了每一个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

①婴儿期（0~2 岁）：满足生理上的需求，发展信任感，克服不信任感；②儿童早期（2~4

岁）：获得自主感而克服羞怯和疑虑，体验意志的实现；③学前期（4~7 岁）：获得主动

感和克服内疚感，体验目的的实现；④学龄期（7~12 岁）：获得勤奋感而克服自卑感，体

验能力的实现；⑤青年期（12~18 岁）：建立同一感和防止同一感混乱，体验忠诚的实现；

⑥成年早期（18~25 岁）：获得亲密感以避免孤独感，体验爱情的实现；⑦成年中期（25~50

岁）：获得繁殖感而避免停滞感，体验关怀的实现；⑧成年晚期（50 岁至死亡）：获得完

善感并避免失望和厌倦感，体验智慧的实现。

7、A

【解析】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和态度，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人格各部分

整合和统一起来的核心力量。同时，一切社会环境因素对人发生影响，都必须通过自我意

识的中介。

8、D

【解析】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心理发展学家霍华德 加德纳在

1983 年提出。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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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小学生在识字的初级阶段，容易把一些笔画相近或相似的字读错，如把“入口”

读成“人口”，这说明小学生的感知能力笼统、不够成熟、精确性比较差。

10、B

【解析】理解问题就是把握问题的性质和关键信息，摒弃无关因素，并在头脑中形成有关

问题的初步印象，即形成问题的表征。

11、C

【解析】无意注意是没有预定目的、无需意志努力就能维持的注意。这种注意是自发产生

的。正在听课的同学对于迟到的小明产生的自发的注意．属于无意注意。

12、D

【解析】有机体做出以前曾被强化过的反应，如果在这一反应之后不再有强化物相伴，那

么，此类反应在将来发生的概率便降低，称为消退。消退是一种无强化的过程，其作用在

于降低某种反应在将来发生的概率，以达到消除某种行为的目的。因此，消退是减少不良

行为、消除坏习惯的有效方法。

13、A

【解析】加涅将人类学习的结果分为言语信息、智慧技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态度五

种类型。

14、D

【解析】回忆指的是对不在眼前的过去经历过的事物，在脑中重新呈现出来的过程。在做

简答或填空题时需要学生运用记忆过程中的回忆环节。

15、D

【解析】画线是复述策略，是认知策略的一种。

16、C

【解析】对学习过程中制定自我学习计划、实施自我监督以及自我调控的策略，一般称为

元认知策略，包含计划策略、调节策略和监控策略。因此，本题答案为 C。

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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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心境具有弥漫性，是比较平稳且持续时间比较久的情绪状态，具有感染性等特点。

因此，本题答案为 B。

18、A

【解析】艾宾浩斯遗忘曲线高速我们学习之后的前 20 分钟遗忘的速度最快，遗忘的材料

也最多，所以一定要做到及时复习，也就是说在学习结束后立刻复习，效果比较好。因此，

本题答案为 A。

19、A

【解析】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闻一知十等都是指的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即迁

移。因此，本题答案为 A。

20、D

【解析】桑代克认为动物的学习是由于在反复的尝试错误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刺激反应

联结，这就是著名的试误说。因此，本题答案为 D。

21、D

【解析】知情意行是德育过程的基本成分，其中知识基础，行是关键，衡量人们品德的重

要标准也是外显的道德行为。因此，本题答案为 D。

22、C

【解析】通过一定的榜样来强化相应的学习行为或学习行为倾向的是替代强化。强调的榜

样

的作用，是班杜拉提出的。因此，本题答案为 C。

23、A

【解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一种双避冲突，指的是都想要，但是只能选择其一。因

此，本题答案为 A。

24、D

【解析】短时记忆容量有限，而想包含很多信息需要复述。因此，本题本题答案为 D。

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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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符号性和逻辑性，儿童能进行简单的逻辑

搀演，克服了思维的自我中心性，但儿童的思维活动仍局限于具体的事物及日常经验，缺

乏抽象性。因此，答案选 C。

26、B

【解析】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关于年龄的划分如下：感知运动阶段为 0～2 岁;前运

算阶段为 2～7 岁：具体运算阶段为 7～11 岁;形式运算阶段为 11、12～15、16 岁。因此，

答案选 B。

27、C

【解析】埃里克森将个体的发展划分为 4 个阶段，同时指出了每一个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

①婴儿期：满足生理上的需求，发展信任感，克服不信任感；②儿童早期：获得自主感而

克服羞怯和疑虑，体验意志的实现；③学前期：获得主动感和克服内疚感，体验目的的实

现;④学龄期：获得勤奋感而克服自卑感，体验能力的实现；⑤青年期：建立同一感和防

止同一感混乱，体验忠诚的实现；⑥成年早期：获得亲密感以避免孤独感，体验爱情的实

现;⑦成年中期：获得繁殖感而避免停滞感，体验关怀的实现；⑧成年晚期：获得完善感

并避免失望和厌倦感，体验智慧的实现。因此，答案选 C。

28、C

【解析】场独立型就是具有场独立方式的学生，对客观事物作判断时，常常利用内部的参

照，不易受外来的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29、A

【解析】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和态度，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人格各部分

整合和统一起来的核心力量。同时，一切社会环境因素对人发生影响，都必须以自我意识

为中介。因此，答案选 A。

30、B

【解析】认识过程是指学生借以获得信息、做出计划和解决问题的心理过程。该过程因个

体之间的不同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而存在个别差异。因此，答案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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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D

【解析】20 世纪 30 年代初，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首先将“最近发展区”这一概念引入

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提出“良好的教学应走在发展前面”的著名论断。

32、A

【解析】男女智力的总体水平大致相等，但智力结构存在差异，各自具有自己的优势。

33、A

【解析】1903 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出版了《教育心理学》，这是西方第一本以教

育心理学命名的专著。这一专著奠定了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基础，西方教育心理学的名称和

体系由此确立。

34、A

【解析】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研究学校情境中学与教的基本规律的科学。

35、D

【解析】考刺激泛化的定义。刺激泛化是指人和动物一旦学会对某一特定的条件刺激做出

条件反应以后，其他与该条件刺激相类似的刺激也能诱发其条件反应。

36、C

【解析】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中具体运算阶段是在 7-11 岁，这一时期出现了逻辑思维

和零散的可逆运算，但一般只能对具体事物或形象进行运算。

37、B

【解析】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B项中蜜蜂不是人所以不属于教育。

38、A

【解析】班杜拉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即观察学习；B 项成熟势力说是美国心理学家格塞尔

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主要观点，他认为支配儿童心理发展的因素有二：成熟与学习；C 项

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D项是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39、C

【解析】根据语言的表述或非语言的描绘(图样、图解、模型、符号记录等)在头脑中形成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有关事物的形象的想象,就是再造想象。

40、C【解析】程序教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他通过实验，发现动物

的行为可以运用逐步强化的方法，形成操作性条件反射。他把这种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理论

引入人的学习行为，用于学生的学习过程，认为学习过程是作用于学习者的刺激和学习者

对它做出的反应之间的联结的形成过程。其基本图式是：刺激——反应——强化。一种复

杂的行为，可用逐步接近、积累的办法，用简单的行为联结而成。

41、B

【解析】新信息对已有旧信息的抑制作用为倒摄抑制;旧信息对已有新信息的抑制作用为

前摄抑制。

42、B

【解析】认识过程是指学生借以获得信息、做出计划和解决问题的心理过程。该过程因个

体之间的不同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而存在个别差异。

43、B

【解析】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力量表是斯坦福—比纳量表，简称 S—B 量表。该量表最初由

法国人比纳和西蒙于 1905 年编制，后来由斯坦福大学的推孟做了多次修订而闻名于世。

44、D

【解析】学习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学习是指人和动物在生活过程中，凭借经

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相对持久的变化。狭义的学习指人类学习。

45、A

【解析】在西方心理学中，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和教学设计专家加涅在《学习的条件》一书

中先后提出的学习层次分类说和学习结果分类影响较大。斯金纳是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理论

的代表人物，托尔曼是认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代表，桑代克提出了尝试—错误说的学习

理论。

46、B

【解析】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基本过程是一个操作出现以后，有强化刺激尾随，则该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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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就增加。

47、B

【解析】斯金纳是美国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他认为，人和动物的行为有两类：应答

性行为和操作性为。应答性行为是由特定刺激所引起的，是不随意的反射性反应。而操作

性行为不与任何特定刺激相联系，是有机体自发做出的随意反应。

48、C

【解析】 逃避条件作用指当厌恶刺激出现后，有机体做出某种反应，从而逃避了厌恶刺

激，则该反应在以后类似的情境中发生的概率增加。

49、C

【解析】操作性条件反应中，强化物出现在新的反应之后。而在经典性条件反应中，强化

物出现在新的反应之前。

50、B

【解析】美国心理学家维纳对行为结果的归因进行了系统探讨，并把归因分为三个维度：

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稳定性归因和非稳定性归因，可控制归因和不可控归因。其中，任

务难度属于稳定的、外在的、不可控的。

51、B

【解析】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级的需要，包括认知、审美和创造的需要。它包含两个方

面：一是完整而丰满的人性的实现；二是个人潜能或特性的实现。他总是为他的行为承担

责任，体现出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

52、B

【解析】学习动机是推动人从事学习活动的内部心理动力，因此，任何外界的要求，外在

的力量都必须转化为个体内在的需要，才能成为学习的推动力。教师与家长的期待是外部

动机，也是一种低级动机，必须通过学生自身的兴趣、主动性才能起作用。

53、A

【解析】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在动机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并非一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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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常是随着年龄、性别、个性特征、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儿

童早期，附属内驱力最为突出。

54、A

【解析】学习迁移也称训练迁移，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或习得的经验对完成

其他活动的影响。迁移广泛存在于各种知识、技能、行为规范与态度的学习中。

55、D

【解析】根据迁移内容的不同抽象和概括水平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水平迁移和垂直迁移。

水平迁移也称横向迁移，是指处于同—抽象和概括水平的经验之间的相互影响。垂直迁移

又称纵向迁移，指处于不同抽象、概括水平的经验之间的相互影响。

56、B

【解析】陈述性知识主要反映事物的状态、内容及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说明事物是什么、

为什么和怎么样，它主要用来描述一个事实或陈述一种观点。“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 180°”

属于陈述性知识。

57、C

【解析】儿童在知道“苹果”、“葡萄”和“香蕉”等概念之后，再学习“水果”这个概

念，这种学习属于上位学习，因为学生是通过对“苹果”、“葡萄”和“香蕉”等概念进

行综合归纳后才获得“水果”这一概念的意义的。

58、B

【解析】心智技能也称智力技能、认知技能，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合乎法则的心智活动方

式。阅读技能、写作技能、运算技能、解题技能等都是常见的心智技能。

59、D

【解析】已有的知识经验影响问题的解决。专家不仅拥有某一领域的大量的知识经验，而

且这些知识经验在头脑中的组织是非常合理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快速地被提取和应用。

专家不仅拥有丰富且组织合理的陈述性知识，而且也拥有解决问题所必须的、有效的心智

技能和认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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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C

【解析】问题解决是指个人应用一系列的认知操作，从问题的起始状态到达目标状态的过

程。问题的解决具有目的性、认知性和序列性的特点。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在各小题里列出的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是正确的，请将其代码填涂在答题卡上。

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少选且选择正确的，每个选项答案给 0.5 分。

61、AC

【解析】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三个主要方式：课堂观察、作业分析、学业考试。

62、ABC

【解析】D项“情感”不属于认识过程中影响问题空间构造的因素。

63、AC

【解析】维纳划分的三个维度为内在性、稳定性、可控性。

64、AC

【解析】评定量表的评定等级通常分为 3 级、5级或 7 级。

65、CD

【解析】孤僻、自卑属于性格问题行为。

66、CD

【解析】A和 B分别相当于原型定向和原型操作阶段。

67、ABC

【解析】布鲁纳认为，十几年来的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主动性研究、反思性研究、

合作性研究和社会文化研究四个方面。

68、ABCD

【解析】加涅提出了学习层次分类和学习结果分类，其中学习结果分类包括：言语信息的

学习、智慧技能的学习、认知策略的学习、动作技能的学习、态度的学习。

69、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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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缺乏义务感、责任感和羞耻感，也就无所谓品德的发展。

70、ACD

【解析】行为目标的陈述应具备的三个要素是具体目标、产生条件、行为标准。

71、ABC

【解析】布鲁纳认为，学习包括知识的获得、转化和评价三个过程。因此，答案选 ABC。

72、ABCD

【解析】前运算阶段（2岁～7 岁） 这一阶段儿童的思维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早期的符号功能；二是自我中心性；三是思维的片面性；四、思维活动表现的关系单一，

不能进行可逆运算；五、缺乏守恒，守恒概念没有形成，思维缺乏观念的传递性。

73、AC

【解析】桑代克和斯金纳、巴甫洛夫都承认学习是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建立联结的过程。

74、ABCD

【解析】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以及尊重的

需要都是人的基本需要，同时这些需要也是缺失需要。

75、ABC

【解析】学习迁移的类型：根据迁移的性质和结果，可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根据迁移发

生的方向，可分为顺向迁移和逆向迁移；根据迁移内容的抽象和概括水平不同，可分为水

平迁移和垂直迁移；根据迁移内容的不同，可分为一般迁移和具体迁移。D 项不是公认的

迁移种类。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 20 题，每小 0.5 分，共 10 分）

判断各题的正误，你认为正确的用 T 来表示，认为错误的用 F 来表示，并将其代码填

涂在答题卡上。

76、T

【解析】关键期是指个体的行为和能力的发展有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个体对某种

刺激特别敏感，过了这一时期，同样的刺激对之影响减弱或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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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T

【解析】变式是指用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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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属性，一边突出本是属性。

78、T

【解析】垂直迁移也称纵向迁移，是指先行学习内容与后续学习内容是不同水平的学习

活动之间产生的影响。垂直迁移又分两类：一是自下而上的迁移，即下位的较低层次的经

验影响尚未的较高层次的经验的学习；二是自上而下的迁移，即上位的较高层次的经验影

响下位的较低层次的经验的学习。

79、F

【解析】考察传统迁移理论。形式训练说认为迁移的关键是对各种官能的训练而不是训

练的内容。

80、F

【解析】我国心理学家冯忠良提出了心智技能形成的三阶段说，即原型定向、原型操作、

原型内化。先后顺序不能改变。

81、F

【解析】卡特尔智力形态论将人的智力分为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两种不同的形态。流体

智力的发展与年龄有密切的关系。一般人在 20 随后，流体智力的发展达到顶峰，30 岁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82、T

【解析】这是结构主义教学观的主要观点：形成认知结构，使学生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

83、T

【解析】定势有时会促进问题解决，但大多表现是一种阻碍作用。

84、F

【解析】强化都是在最终增加了行为或反应发生的频率。负强化是指取消厌恶性刺激以

提高反应概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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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T

【解析】建构主义强调知识的动态性以及学生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学生的学习是一种知

识的生长。

86、T

【解析】程序教学指一种能让学生以自己的速度和水平自学以特定顺序和小步子安排的材

料的个别化教学方法。

87、F

【解析】经常表扬会使学生失去对这个刺激的反应，起不到强化的效果，偶尔表扬学生可

以从中体会快乐，达到较佳的效果。

88、F

【解析】问题解决的思维策略有算法式和启发式策略，算法式策略是把所有可能的方案列

出，从中选一个正确方案。启发式解决策略是受已有知识经验的启发而直接选择一个可能

正确的方案。打乱的模仿要回复原位信息不足，无法判断是算法还是启发式策略。

89、F

【解析】属于惩罚。

90、T

【解析】抽象逻辑思维是一种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进行的思维。

91、F

【解析】技能的掌握部分以陈述性知识的掌握为前提。

92、F

【解析】中等困难的问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93、T

【解析】“跳起来能够摘到桃子”是维果斯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的观点。

94、F

【解析】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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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T

【解析】《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心理健康教育的总目标是：提高全体学

生的心理素质，充分开发他们的潜能，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人格的

健全发展。研究者归纳出心理健康的六条标准：①对现实的有效知觉。②自知自尊与自我

接纳。⑧自我调控能力。④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⑤人格结构的稳定与协调。⑥生活

热情与工作高效率。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10 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请分析以下材料，每题有一个或多个正确答案，请从备选答案中选出相应的代码，并

将其填涂在答题卡上，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 少选且选择正确的，每个选项答案

给 0.5 分。

96、BCD

【解析】教师的严厉批评对学生而言是一种惩罚而不是负强化，故 A项的说法错误。材料

中教师对所有的学生都十分严厉，忽视了学生的个别差异性，故 B 项正确。从材料的最后

可知，雯雯产生了考试焦虑。另外雯雯对考试期望太高也容易导致紧张、焦虑，降低了学

习效果。故 CD 说法正确。

97、BD

【解析】走出失误来看失误，有两点启示：首先这位教师潜意识里犯了简单武断的错误。

要知道一名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冷静、理智、思维缜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一个

引导者的作用，才能敏锐地捕捉各种资讯，并恰当地处理这些资讯。其次，要想真正出精

彩，就要抓住契机，大胆地让学生自己去感悟、辩论，从而也给自己赢得思考的空间。

98、ABD

【解析】面对学生们的“碰壁”，首先应该引导学生分析“碰壁”的原因，然后鼓励学生

使学生增加信心；其次指导学生重新修改采访计划。

研究性学习活动，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尝试和探索的机会，如果学生只是单纯的假设了研

究成功的方案时，作为教师还要让学生看到成功中的坎坷，胜利中的曲折，理想和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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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在遭遇挫折时，还想方设法让他们去反思、去体味，才能让他们从失败中崛起，从

挫折中起飞。

99、AD

【解析】①甲属胆汁质，乙属抑郁质。②对甲在方法上，严厉批评，触动其思想，又不激

怒他们，以防骄傲反应。表扬时应恰如其分，不可夸张，以防骄傲。教师自己不要急躁，

也教育学生控制自己的任性。③对乙方法上要突出关怀体贴，柔和细致，具体帮助。多表

扬鼓励，及时肯定其点滴成绩和进步。不要公开批评、指责，以增强其自信心，克服自卑

心理。引导他们多参加集体活动，消除疑虑，鼓舞勇气。

100、C

【解析】“罗森塔尔效应”，即“教师期望效应”。教师只要对学生充满信心与深情。在

教育过程中，对学生抱有极大的期望去教育学生，学生感受到这种期望，并转化成一定动

力，那么学生在智力、情感、个性等方面一定会取得迅速发展。

101、A

【解析】是有意后注意状态，是一种高级类型的注意，状态上是无意注意的轻松，目的上

象有意注意的明确，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是人类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必要条件。

102、BC

【解析】 (1)这个孩子正处于幼儿心理发展的转折期和危机期。(2)容易产生强烈的情绪

表现；出现对成人反抗的行为或各种不符合社会行为准则的表现，独立性和自我意识产生。

(3)不对，容易使孩子要么养成执拗性格，要么形成懒惰、依赖，无独立愿望的性格

103、ABC

【解析】塑造和完善学生的个性不仅是现代教育也是古代教育的基本要求，气质是个性特

征的重要方面，因此了解学生的气质类型和特征是对培养学生健全人格极为有价值的。

因为子路和冉有具有不同的气质特性，子路属于胆汁质，而冉有属于抑郁质，即两人具有

的个性特征不同。尽管气质类型不能决定个人的成就，但是不同气质特征的学生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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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行为表现方面存在着差异，教师应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点，才有可能使得教育

教学工作收到实效。孔夫子正是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来给学生施教的。

教师在针对不同的气质特征的学生进行教育时，应注意因材施教，针对气质特点因

材施教，总的原则和出发点是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扬长避短，对不同气质类型的学生

采用不同的方法，由于同一种教学方式对不同气质特点的学生所产生的作用不尽相同，所

以教师要特别关照胆汁质和抑郁质的学生。对于胆汁质的学生要抑制其强烈的反应，教会

他们坚韧和自制，培养他们安静、平稳地进行工作和学习的习惯，对于抑郁质的学生，要

使其在集体中获得友谊和生活的乐趣，在学习成功中增强自信心，并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和

培养坚强的意志力。

104、BC

【解析】在目标锁定上，小玲缺乏明确学习目标的确定，“暗自发誓要考出好成绩，至于

好到什么程度就没有太多想。”没有一定明确的学习目标，不能够很好激发学习动机，也

是其学习差的主要原因。在学习信念上，小玲将其学习成绩不理想归因于自己的学习能力，

认为自己学习能力差，产生地自我效能感，久而久之，导致习得性无助。因此，小玲需要

会的成功体验，来提升其学习的自信心。在教师变量这个因素上，教师可以对其给予积极

关注，给予一定的教师期望，利用教师的反馈信息使其变得更加自信。

另外为了让其体验成功，教师在布置学习任务时，应遵循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原则，保

持学习任务循序渐进，让其体验成功，提高其自我效能感。总之，学习是复杂的活动，影

响因素很多，彼此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因此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激发学习动机，并

对自我成败进行合理归因是最主要的。

105、ABC

【解析】陈老师的方法用得恰到好处，树立了学生的信心，挽救了一个后进生。从德育方

面来看，陈老师在教育过程中主要运用了知行统一原则、正面教育、疏通原则，并在运用

中“活化”了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