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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词解释题

21.【题干】明适应

【答案】它又称光适应。由暗处到光亮处，最初一瞬间会感到光线刺眼炫目，几乎看不

清外界物体，几秒钟后逐渐看清物体。这种对光的感受性下降的变化称为明适应。

22.【题干】交往动机

【答案】交往动机的定义：指个体愿意归属于某一团体，喜欢与人交往，希望得到别人

的关心、友谊、支持、合作与赞赏。

23.【题干】投射测验

【答案】投射法是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人格理论为依据的。方法有：罗夏克墨渍测验、

主题统觉测验、句子完成法。

24.【题干】人际沟通

【答案】人际沟通是信息的发送者与信息的接收者之间的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

25.【题干】社会性发展

【答案】社会性发展的定义：社会性发展是指个体在与他人交往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

成适合于自己生活的社会情境的人格，掌握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的过程。

三、简答题

26.【题干】知觉恒常性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答案】知觉恒常性包括大小恒常性、形状恒常性和颜色恒常性。

27.【题干】简述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答案】(1)问题表征的方式：解决问题首先要对问题加以理解，同一事物或问题由于

表征的方式不同，在理解上会出现很大差异。

(2)无关信息的干扰：研究发现人们经常错误地假定：问题中所给的条件或数字在解题

中都有用途。了解这个普遍倾向，我们在解题时就应该先注意考虑一下哪些信息有用，

哪些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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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固着性：人们在知觉—个物体时，倾向于只从它的一般性功能上认识它，这种

功能固着现象有时会限制人们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心向：在连续进行工作时，如果一个人屡次成功地以相同的方法解决了某类问题，

会使他机械性地或盲目性地以原有的方式方法去解决类似问题，而不去寻求新的、更好

的方法。

28.【题干】简述动机的功能。

【答案】(1)激活功能;

(2)指向功能;

(3)调节与维持功能。

29.【题干】简述自我调控的三个子系统。

【答案】自我调控系统。这是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人格调控系统，包括自我认识、自我

体验、自我控制三个子系统。

30.【题干】个体如何增进自我心理健康?

【答案】(1)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预防心理障碍的发生;

(2)开发自己的各种潜能，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

(3)激发自己的非智力因素，尝试创造性的学习和工作;

(4)提高自己人际交往能力，增强自己的社会适应性;

(5)增强自我意识、培养准确的自我评价能力。

四、论述题

31.【题干】试述依据学习内容划分学习类型并举例说明?

【答案】依学习内容划分可分为：①知识学习;②技能学习;③社会规范的学习。

32.【题干】试述影响智力发展的各因素的作用?

【答案】(1)遗传因素对智力的影响。双生子研究中同卵双生子在智力上的相关程度高

于异卵双生子。

(2)家庭环境对智力的影响。亲生父母社会地位低的儿童一旦被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养父

母收养，与生活在原来家庭环境相比，智商会明显增加。

(3)学校教育对智力的影响。

①学校教育对儿童在智力测验上的成绩有显著的影响。

②学校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智力的发展，一种最明显的方式就是知识的传授。

③在学校中，课堂教学的正确组织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发展。

④吸引学生参加课外科技小组、绘画小组、体操小组等丰富的校内外生活活动，也有利

于学生能力的发展。

⑤学校教育能促进多种智力技能的发展，并且各种智力技能在不同儿童身上的发展水平

是各不相同的。

(4) 社会实践对智力的影响。智力需要在社会实践发展和提高的。

33.【题干】试述从众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答案】从众指个人的观念或行为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的影响或压力，而向与多数

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原因：一、群体因素;二、情境因素;三、个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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