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2014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心理学导论试题
课程代码:06049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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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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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

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根据我国低常儿童分类标准,智商45的儿童属于

A.一级智力残疾 B.二级智力残疾

C.三级智力残疾 D.四级智力残疾

2.斯腾伯格的智力三元理论不包括

A.成分亚理论 B.元控亚理论

C.经验亚理论 D.情境亚理论

3.坚信某种观点的正确性,并支配自己行动的个性倾向称为

A.理想 B.动机 C.信念 D.世界观

4.下列选项中属于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是

A.感情 B.情感 C.情绪 D.感知

5.普通心理学是研究   的科学。

A.心理过程及其规律 B.个性心理及其规律

C.所有心理现象及其规律 D.正常成年人心理现象的一般规律

6.在中枢神经系统参与下,有机体对内外环境刺激所发生的规律性反应称为

A.传导 B.兴奋 C.反射 D.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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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的心理活动与动物心理活动最本质的区别在于

A.意识 B.情绪 C.认知 D.表情

8.视觉感受野位于

A.额叶 B.视网膜

C.视觉皮层 D.外侧膝状体

9.在汤里放10克盐,要使汤的咸味尝起来刚好有差异,需要增加2克盐。根据韦伯定律,如果

初放20克盐,要使汤的咸味刚好有变化,则需要加盐

A.2克 B.4克 C.6克 D.8克

10.讲演、授课、作报告等使用的语言主要是

A.独白言语 B.对话言语

C.内部言语 D.书面言语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

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11.心理学的应用领域包括

A.发展心理学 B.教育心理学 C.管理心理学

D.消费心理学 E.社会心理学

12.动物心理的发展大体上经历的阶段有

A.感觉阶段 B.知觉阶段 C.记忆阶段

D.思维萌芽阶段 E.初步言语阶段

13.颜色视觉的基本属性有

A.明度 B.色度 C.强度

D.色调 E.饱和度

14.表象具有如下特征

A.直观性 B.概括性 C.清晰性

D.可操作性 E.完整性

15.内部言语的特点是

A.开放性 B.规划性 C.离散性

D.简略性 E.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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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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16.根据韦克斯勒智力测验,若某年龄组的平均分数为80分,标准差是10分,该组某被试得

90分,该被试的智商是   。

17.人格结构五因素模型中的五因素是外向性、开放性、责任感、神经质、   。

18.驱使有机体产生一定行为的外部条件称为   。

19.具有“忧者见之则忧,喜者见之则喜”的特点的情绪状态是   。

20.有目的、有计划地控制条件,使被试产生某种心理活动,然后进行分析研究,以得出心理现

象发生的原因或规律的方法是   。

21.灵长类动物的心理发展水平处于   阶段。

22.480~550nm光波的色调是   。

23.暗适应是指从亮处到暗处人眼的感受性逐渐   的过程。

24.“心理旋转”实验可以证明表象具有   的特征。

25.威尔尼克区损伤引起的失语症称为   。

四、名词解释(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4分,共16分)

26.交往动机

27.道德感

28.分化抑制

29.两耳距离差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6分,共24分)

30.简述性格的态度特征。

31.简述注意的智源限制和资料限制理论。

32.简述短时记忆的概念、特点及编码方式。

33.简述界定问题解决思维活动的三个条件。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34.举例说明了解学生气质特征对教育工作的意义。

35.何为意志品质? 如何培养人的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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