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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证小学必背简答题

一、简述迁移的影响因素

(1)学习材料的特点(2)

原有的知识结构(3)对

学习情境的理解

(4)学习的心理准备状态(心向)

(5)学习策略的水平

(6)智力与能力

(7)教师的指导

二、简述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的条件

（1）客观条件，是指受学习材料本身性质的影响。有意义学习的材

料本身必须合乎这种非人为的和实质性的标准，即具有逻辑意义。教

材一般符合此要求。

（2）主观条件，是指受学习者自身因素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①学习者必须具有有意义学习的心向；

②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必须具有适当的知识，以便与新知识进行联系；

③学习者必须积极主动地使这种具有潜在意义的新知识与认知结构

中有关的旧知识发生相互作用。

三、小学生品德培养的常用方法有哪些

（1）有效的说服

（2）树立良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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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群体约定

（4）价值辨析

（5）给予适当的奖励和惩罚

口诀：嫁给有理数

四、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1）问题情境；（2）定势与功能固着；（3）原型启发；

（4）已有的知识经验；（5）情绪和动机。

口诀：问功原知情

五、简述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

加德纳认为，人的智力结构中存在着七种相对独立的智力，这七种智

力在每个人身上的组合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在不同领域的智力

发展水平是不同步的。

主要包括：

(1)言语智力

(2)逻辑-数学智力

(3)视觉-空间智力

(4)音乐智力

(5)运动智力

(6)人际智力

(7)自知智力（口诀：语数体音美，人际与自知）

对我国当前教学改革的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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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乐观的学生观。

（2）科学的智力观。

（3）因材施教的教学观。

（4）多样化人才观和成才观。

六、简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1）马斯洛是美国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的需要层次理论是最

富有影响力的需要理论。早期，他根据需要出现的先后及强弱顺序，

把需要分成了七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

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2）马斯洛对以上七种需要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位于需要层次底

部的四种需要被称为缺失需要，它们是个体生存所必需的。后三种需

要是成长需要，它虽不是我们生存所必需的，但对于我们适应社会来

说却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较低级的需要至少必须部分满足之后才会

出现对较高级需要的追求。与缺失需要相反，成长需要是永远得不到

完全满足的需要。

七、依据遗忘规律如何合理组织复习

（1）复习时机要得当。①及时复习；②合理分配复习时间；③间隔

复习；④循环复习。

（2）复习方法要合理。①分散复习与集中复习相结合；②复习方法

多样化；③运用多种感官参与复习；④尝试回忆与反复识记相结合。

（3）复习次数要适宜。①复习内容的数量要适当；②提倡适当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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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学习。

（4）重视对记忆品质的培养。

（5）注意用脑卫生。

口诀：十次方知味（时次方质卫）

八、1.简述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基本方法。

（1）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兴趣，维持好奇心；

（2）设置合适的目标；

（3）控制作业难度，恰当控制动机水平；

（4）表达明确的期望；

（5）提供明确的、及时的、经常性的反馈；

（6）合理运用外部奖赏；

（7）有效地运用表扬；

（8）对学生进行竞争教育，适当开展学习竞争。

2.简述激发与维持内在学习动机的措施。

（1）激发兴趣，维持好奇心；

（2）设置合适的目标；

（3）培养恰当的自我效能感；

（4）训练归因。

口诀：银幕小区（因目效趣）

九、简述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理论。

（1）“文化—历史”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①维果茨基强调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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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发展中的作用；②维果茨基强调，人的思维与智力是在活动中

发展起来的，是借助于语言等符号系统不断内化的结果。

（1）心理发展的实质与“内化说”。维果茨基强调环境和社会因素在 儿

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提出心理发展的实质是在环境和教育的影 响下，

个体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心理机能转化的过程。内化说

是维果茨基心理发展观的核心思想。

（2）最近发展区的概念。维果茨基认为，儿童有两种发展水平：一

是儿童的现有水平，即由一定的已经完成的发展系统所形成的儿童心理

机能的发展水平；二是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通过教学所获得

的潜力。这两种水平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4）在维果茨基

看来，“教学应该走在发展的前面”有两层含义：①教学在发展中起主

导作用。②教学创造着最近发展区。

（3）维果茨基认为评价人类发展应该从四个层面进行，除了微观、

个体、社会历史之外，第四个层面是文化层面。

十、皮亚杰认知发展四阶段论及各阶段特点：

（1）感知运动阶段（0～2岁）：客体永久性

（2）前运算阶段（2～7岁）：自我中心性、不可逆、不守恒、

（3)具体运算阶段（7～11 岁）：去自我中心性、可逆、守恒、序列

化、分类

(4)形式运算阶段（11岁～成人）：假设-演绎推理、类比推理、抽象

逻辑思维、可逆与补偿、反思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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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品德的心理结构 （知情意行）

（1） 道德认知（核心）：对于行为规范及其意义的认识，是人的认识

过程在道德上的表现。

（2） 道德情感：人的道德需要是否得到实现及其所引起的一种内心

体验。

（3） 道德意志：个体自觉地调节道德行为，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

道德目标的心理过程。

（4） 道德行为（衡量道德的重要标志）：指个体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

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和社会的有道德意义的活动。

十二、简述学校心理辅导的含义及途径。

（1）心理辅导是指学校教育者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的特征与规律，在

一种新型的、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中，运用心理学等专业知识技能，设

计与组织各种教育性活动，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充分发

挥个人潜能，进一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过程。

（2）学校心理辅导的途径：

①开设心理健康教育有关课程和心理辅导活动课；

②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③结合班级、团队活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④个别心理辅导或咨询；

⑤小组辅导。

记忆方法：课内+课外+个别/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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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个体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

(1)连续性与阶段性

(2)定向性与顺序性

(3)不平衡性

(4)个别差异性

十四、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一般因素

(1)遗传。遗传素质是人的身心发展的物质前提。

(2)环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3)教育。学校教育在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4)主观能力性。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内在动力。

十五、简述教师培养学生注意力的方法。

（1）运用注意规律组织教学。①根据注意的外部表现了解学生的听

课状态。②运用无意注意的规律组织教学：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注重

讲演、板书技巧和教具的使用；注重教学内容的组织和教学形式的多样

化。③运用有意注意的规律组织教学：明确学习的目的和任务； 培

养间接兴趣；合理组织课堂教学，防止学生分心；运用多种教学手段。

④运用两种注意相互转换的规律组织教学。

十六、影响遗忘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1)学习材料的性质。

(2)系列位置效应。系列位置效应就是指接近开头和末尾的记忆材料

的记忆效果好于中间部分的记忆效果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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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识记材料的数量和学习程度。

(4)记忆任务的长久性与重要性。

(5)识记的方法。

(6)时间因素。(7)

情绪和动机。

记忆方法：客观材料（第 1 2 3 ）+主观人（第 5 6 7）+任务（第

4）

十七、简述课堂问题行为的处置与矫正。

（1）课堂问题行为的处置：

①运用先入为主的策略，事先预防课堂问题行为；

②正确对待学生的课堂问题行为。

（2）课堂问题行为的矫正：

①控制策略；

②矫正策略。简述课堂问题行为的处置与矫正。

十八、心理辅导的原则

1 面向全体学生原则；

2 预防与发展相结合原则；

尊重与理解学生原则；

学生主体性原则；

个别化对待原则 ；

整体性原则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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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诀：学生预防与尊重，发挥个别整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