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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主义】

1.【多选题】下列选项中，与“认知结构”含义基本相同的是（ABD）。

A.赫尔巴特的“统觉团” B.托尔曼的“认知地图”

C.布鲁纳的“学科结构” D.皮亚杰的“图式”

2.【单选题】依据认知学习理论，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的实质是内在的（ D ）。

A.信息加工 B.智力活动 C.信息输入 D.心理变化

3.【多选题】认知教学观认为（ABCD）。

A.学习是知识的自我建构和理解过程

B.学习依赖于学生自主的信息加工系统

C.教学导致认知结构的变化

D.教学的目的是建构知识或得深层次意义理解

4.【多选题】行为主义教学观把学习看成（ABCD） 。

A.经验的联结或操作的变化

B.通过练习和刺激反应式的强化来实现的

C.学习效果变现为外部的变化

D.教学的目的是传授知识技能体系

5.【多选题】认知学习理论认为（ABE）。

A.学习是主动地在头脑内部构造认知结构的过程

B.学习是通过顿悟与理解获得期待

C.学习是获得习惯的过程

D.学习是引起外部行为的变化过程

E.学习依赖于原有的认知结构和当前的刺激情境

6.【单选题】关于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学习理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 ）。

A.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是直接的，不需要意识参与

B.学习的实质是在主体内部构造完形

C.学习是通过顿悟过程实现的

D.经典实验是箱子实验（叠箱实验）和棒子实验（接竿实验）

7.【判断题】柯勒通过黑猩猩的实验研究认为智慧就是能够完成迂回任务。

（√ ）。（2019济宁邹城）

8.【多选题】托尔曼的符号学习理论是在一系列设计严密的动物实验的基础

上建立的。其经典实验主要包括（ABC）。

A.奖励预期实验 B.潜伏学习实验

C.位置学习实验 D.“斯金纳箱”实验

9.【单选题】即使不给予强化或奖励，学习也能发生。这种学习是（ A ）。

A.潜伏学习 B.替代学习 C.试误学习 D.意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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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判断题】托尔曼的认知地图理论认为学习是经验的获得，不是习惯的养

成。（ √ ）（2019邯郸市直）

11.【多选题】托尔曼认为（ABC）定律对说明学习是需要的。【能次菜】

A.能力律 B.刺激律

C.涉及材料呈现方式的定律 D.精加工

12.【单选题】“任何学科知识都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知识结构本身具有理

智发展的效力”这个观点的提出者是（ A ）。（2021年山东省枣庄市 第 8题）

A.美国的布鲁纳 B.美国的罗杰斯

C.英国的斯金纳 【美国】 D.法国的华生 【美国】

13.【单选题】（ B ）提出“学习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在教学方法上他

还主张发现法。 （2022年临沂市市直、兰山、兰陵 第 36题）

A.布鲁姆 B.布鲁纳 C.赞可夫 D.巴班斯基

14.【多选题】下列属于布鲁纳学习分类的是（AB）。

A.联想学习 B.概念形成

C.原理学习 D.基本结构学习

15.【单选题】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教学的目标在于（ D ）。

A.理解学科的历史渊源 B.理解学科的发展历程

C.理解学科的代表人物 D.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

16.【多选题】下列选项中，属于布鲁纳认知学习理论观点的有（ABD）。

A.强调学科基本结构的学习 B.强调基础学科的早期学习

C.强调重点理论学科的学习 D.提倡使用发现法

17.【多选题】下列有关于布鲁纳的认知教学理论，描述正确的有（CD）。

A.教学目标——学科的基本结构【AB说反了】

B.教学内容———发展学生智力

C.教学原则——动机原则、结构原则、程序原则、强化原则

D.教学方法——发现教学法

18.【多选题】布鲁纳的认知结构教学理论主张（BCD）。

A.预期行为结果的教学目标

B.理智发展的教学目标

C.动机—结构—程序—强化原则

D.学习的目的在于以发现学习的方式，使学科的基本结构转变为学生头脑中

的认知结构

19.【单选题】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维持学习的基本动力是（ A ）。

A.内部动机 B.外部动机 C.表扬奖赏 D.批评惩罚

20.【单选题】学生在课堂听懂了老师的讲课，但到做题时却又效果不佳，这

是布鲁纳认知结构过程中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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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知识获得 B.知识提取 C.知识转化 D.知识评价

21.【单选题】布鲁纳认为在人类智慧生长期间，经历了三种表征系统的阶段，

不包括（ B ）。

A.动作性表征 B.思维性表征 C.符号性表征 D.映像性表征

22.【单选题】布鲁纳认为，个体认知生长的过程就是表征系统的形成过程，

即个体形成知觉和认识世界的一整套规则，他认为，在人类认知生长期间，经历

了三种表征系统阶段，其中映像性表征阶段相当于皮亚杰所说的（ A ）。

A.前运算阶段早期 B.前运算阶段后期

C.具体运算阶段早期 D.具体运算阶段后期

23.【单选题】课程上知识以什么形式呈现给学生会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难易

程度和正确性，对小学高段及中学低段的学生来说，知识的最佳呈现形式是

（ B ）。（2020邢台信都）

A.图像表象 B.符号表象 C.动作表象 D.语言表象

24.【多选题】布鲁纳的认知发展学习理论认为，教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

对学科结构的一般理解。要想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教师在教学中就要做

到（BCD）。

A.引导学生按照统一的程序开展学习，提高对知识的掌握、转化、迁移能力

B.通过动作、图像、符号等表象形式，将知识结构以适宜的方式呈现给学生

C.教师开展教学时，规定适合的强化时间和步调是学习成功的重要环节

D.促进调节学生的探究活动，激发学生的好奇内驱力、胜任内驱力、互惠内

驱力

25.【单选题】教学中，许老师一旦发现教学效果不理想，就立即根据学生的

实际状况修正、改变原有的教学顺序。许老师这样做符合布鲁纳提出的（ C ）。

A.动机原则 B.结构原则 C.序列原则 D.强化原则

26.【单选题】在开家长会的过程中，小明妈妈向老师反映小明在写作文方面

十分困难，希望可以多讲解作文写作的方法，老师表示写作是综合内容，需要多

方面知识的积累和练习才会提高，单独讲解写作方法效果甚微。这是因为教学本

身需要遵循（ C ）原则。【2021太原小店区】

A.动机 B.结构 C.序列 D.管束

27.【多选题】符合布鲁纳教学观中关于掌握学科基本结构原则的是（ABCD）。
A.为出国苦学英语【动机原则】

B.化学老师画出分子结构图【结构图——结构原则】

C.生物老师讲解生态农业【用图讲：结构原则 or结合已有知识讲：程序原则】

D.英语老师让学生把文章朗读五遍【强化原则】

28.【单选题】奥苏伯尔认为课堂学习的最佳方式是（ D ）。（2020 石家庄裕华区）

A.发现学习 B.构造一种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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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形成认知地图 D.有意义的接受学习

29.【单选题】“有效学习的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教学，但是他确实给

我们提供了最可靠的起点，从中发现按师生的心理过程和因果关系来阐明教学的

一般原理”。这句话提出者是（ A ）。 （2021年山东省枣庄市 第 13题）

A.美国的奥苏贝尔 B.德国的杜威 【美国】

C.英国的皮亚杰 【瑞士】 D.捷克的赫尔巴特【德国赫尔巴特-捷克夸美纽斯】

30.【单选题】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曾说：“假如让我把全部教育

心理学仅仅归纳为一条原理的话，那么我将一言蔽之：影响学习的唯一最重要的

因素就是学生已知道了什么，要探明这一点，并应据此进行教学。”以下表述最

符合这一理念的是（ A ）。【废话文学】【2018年滨州市邹平市】

A.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是教学的起点

B.就学生学习而言，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什么而不是他不知道什么

C.全部教育心理学仅为一条原理：影响学习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生已

知道了什么

D.教育心理学的重要任务是要探明学生已知道了什么

31.【单选题】王老师在教学中比较重视基本概念、原理及学习方法的教授。

他所遵循的学习理论是（ B ）。（2017河南焦作）

A.行为主义学习原理 B.认知结构学习理论

C.认知同化学习理论 D.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32.【单选题】某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学生旧知识的巩固，并积极引导学生将新

旧知识加以联系。这位教师所遵循的学习理论主要是（ C ）。

A.认知结构学习理论 B.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C.认知同化学习论 D.行为主义学习论

33.【单选题】奥苏伯尔认为，当学习者具备同化有逻辑意义的新材料所必需

的背景知识时，则该新材料具备了（ B ）。

A.心理意义 B.潜在意义 C.现实意义 D.参考意义

34.【单选题】以下（ B ）不属于意义学习的特点。（2022天津市和平区）

A.学习的内容必须具有逻辑意义

B.学习者必须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实现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矮子拔个】

C.学习者应具备学习新知识所需要的适当的旧知识

D.学习者要有从事有意义学习的倾向

35.【单选题】 学生将“虎”这个词与虎的形象建立相应的等值关系，这属

于（ A ）。 （2022年河南省周口市中心城区 第 100题）

A.表征学习 B.概念学习 C.命题学习 D.意义学习

36.【单选题】学生在学习三角形的相关知识，掌握了同一平面内三角形三条

边、三个角、三个定点相连接这样的关键特征，而与三角形的大小、形状、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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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征无关。这种学习属于（ D ）。(2022年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 第 11题)
A.规范学习 B.符号学习 C.命题学习 D.概念学习

37.【单选题】下列哪项属于命题学习（ D ）。

A.回顾历史事件【符号学习】

B.学习英语单词【符号学习】

C.学习“正方形的四条边相等”【概念学习】

D.掌握“鲸”是哺乳动物，以肺呼吸 【命题学习】

38.【单选题】“正方形的周长是它的边长的四倍”的学习属于（ A ）。

A.命题学习 B.概念学习 C.符号学习 D.下位学习

39. 【判断题】概念学习以表征学习为前提，又为命题学习奠定基础，因此，

它是意义学习的核心。（ √ ） (2021年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 第 96题)
40.【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有意义活动学习特征的是（ACD）。

A.注重对策略性知识的默会理解 B.注重对案例知识的理解

C.强调实践、操作及探索行为 D.重视人际交往，突出情感体验

41.【单选题】学生在学习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过程中已掌握轴对称图形

概念，后来在学习圆的时候，告诉学生“圆也是轴对称图形”，学生立即能发现

圆具有轴对称图形的一切特征。这种学习属于（ C ）。（2022天津市和平区）

A.上位学习 B.相关类属学习

C.派生类属学习 D.并列结合学习

42.【单选题】学生通过对整数的学习掌握了基本的数概念，在此基础上学习

有理数的概念。这属于（ B ）。

A.上位学习 B.相关类属学习

C.派生类属学习 D.并列结合学习

43.【单选题】学生学习了平行四边形的概念，掌握了平行四边形的特点，而

后学习长方形的知识，并把长方形同化到平行四边形的概念之下，理解了长方形

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平行四边形。这种学习属于（ C ）

A.规范学习 B.统计学习

C.派生类属学习 D.相关类属学习

44.【单选题】学生已知“平行四边形”这一概念的意义，教师再通过“菱形

是四边一样长的平行四边形”这一命题界定菱形，使学生在掌握平行四边形概念

基础上学习菱形这一概念，这种学习属于（ C ）。

A.派生类属学习 B.总括学习 C.相关类属学习 D.组合学习

45.【判断题】学生先学会整数乘除法，再学习小数乘除法知识，这种学习属

于上位学习。（×）（2020沧州河间）

46.【单选题】接受学习的教学过程不包括（ C ）。

A.呈现先行组织者 B.提供学习任务和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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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提供学习目的 D.增强认知结构

47.【多选题】奥苏伯尔认为，每门学科都有一个分层次的概念和命题结构。

包容性较高的抽象概念为新知识和概念提供了固着点，新的观念只有与已有的、

起固定作用的观念联系起来时，才能有效的学习和保持。因此，在呈现正式学习

材料之前，应该先呈现与学习材料有关联但同时又更一般、更概括的概念或原理，

即先行组织者。乔伊斯等人在奥苏伯尔先行组织者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先行组

织者教学模式，按照该模式，下列属于先行组织者呈现阶段任务的是（ABD）。

A.阐明课的目的 B.举例

C.明确材料【提供新学习材料阶段】 D.提供前后关系

48.【单选题】学生不仅能从营养学的角度将黄豆和洋葱归入蔬菜，使之称为

蔬菜这一知识系统的具体内容，也要能从植物学的角度懂得：豌豆是植物的种子，

这体现了奥苏贝尔提出的（ B ）。

A.逐渐分化原则 B.整合协调原则

C.先行组织者策略 D.结构原则

49.【单选题】教学内容的横向组织应考虑学生认知结构中现有观念的异同，

并对之重新加以组合。这体现的是（ C ）。（2019邯郸市直）

A.逐渐分化原则 B.因材施教原则

C.融会贯通原则 D.巩固掌握原则

50.【单选题】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主张在正式学习新知识前向学生介

绍一种他们比较熟悉，同时又高度概括性的包含了正式学习材料的关键内容，称

为（ C ）。（2016河南安阳）

A.先导内容 B.桥梁者 C.先行组织者 D.前言

51.【判断题】先行组织者是指安排在教学任务之前呈现给学习者的引导性材

料，它比学习任务具有更高一层的抽象性和包摄性。（ √ ）

52.【单选题】教师在呈现教学内容之前，先向学生呈现适当相关的、包摄性

较广的、最清晰最稳定的引导性材料。这种引导性材料就是所谓的（ C ）。

A.分析性组织者 B.综合性组织者

C.先行组织者 D.比较性组织者

53.【判断题】李老师给学生们讲解植物学分类知识点时，先列举了一系列日

常生活中的菜肴，让同学们从中找出蔬菜后，李老师告诉学生这些蔬菜属于植物，

随即引入植物学及分类的概念，这种教学策略属于先行组织者教学策略。（ × ）

54.【单选题】下列关于“先行组织者”的描述错误的是（ C ）。【2018聊城】

A.“先行组织者”是奥苏贝尔提出的重要的教学策略

B.“先行组织者”包括陈述性组织者和比较性组织者

C.学习“地形”之前，老师给学生介绍山脉、高原、平原

D.学习“地形”之前给出“地形是由各种特殊形状的大小陆地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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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单选题】当学生面对新的学习任务时，倘若其认知结构中缺乏适当的上

位知识，则可以设计一个概括程度与包容水平高于新知识的组织者，这个叫作

（ B ）。（2014辽宁阜新）

A.比较性组织者 B.陈述性组织者

C.程度性组织者 D.直观性组织者

56.【单选题】在给学生讲解记述文时，先给学生设计一个组织者，补充记述

文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和结果。学生可以利用这一知识去

同化所学课文。这一组织者属于（ A ）。（2018山东临沂）

A.解释性组织者 B.比较性组织者

C.派生性组织者 D.并列性组织者

57.【单选题】汤老师在讲授人体细胞之前，先引导学生讨论了学生熟悉的社

区结构，再将细胞结构与类似的社区结构联系起来。汤老师使用的教学策略是

（ A ）。（2016济南市属）

A.比较性组织者 B.说明性组织者 C.提示策略 D.替代学习

58.【判断题】在语文课上，学生学习一篇课文前，教师介绍课文的作者和写

作时代背景，实际上这样的介绍材料便是奥苏贝尔所说的组织者。（ √ ）

59.【单选题】“教学心理学”这个术语最早由（ B ）提出的。

A.格拉泽【物理学家】 B.加涅

C.桑代克 D.安德森

60.【多选题】信息加工理论对实际教学的启示是（ABCD）。

A.在呈现重要的教学内容前，要先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B.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

C.突出重点，便于学生选择编码

D.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复述学习的内容，增强记忆

61.【单选题】按照加涅的学习过程阶段理论，与“实现学习的迁移”相对应

的阶段是（ C ）。

A.保持阶段 B.回忆阶段 C.概括阶段 D.操作阶段

62.【单选题】语文老师在上课时，总会把课文中的好词好句给同学们划下来，

让同学们记在脑中。这属于学习过程的（ D ）。

A.动机阶段 B.了解阶段 C.获得阶段 D.保持阶段

63.【单选题】加涅认为，教学中要依次完成九大教学事项，其中激发求知欲、

变化教学情境、配合学生经验等都是为了（ A ）。【2018年滨州市邹平市】

A.引起学生注意 B.唤起先前经验

C.呈现教学内容 D.提示教学目标

64.【单选题】教师上课前向学生展示教学目标，可以避免学生（ A ）。

A.迷失方向 B.错用方法 C.措手不及 D.产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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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多选题】根据加涅的信息加工学习理论，以下说法正确的有（ACD）。

A.学习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成若干阶段，每阶段进行不同

的信息加工

B.教学过程是根据学生内部加工的过程，对其他无任何影响

C.教学阶段与学习阶段是完全对应的

D.学习的模式是用来说明学习的结构与过程的

66.【多选题】在试误学习过程中，需要思考的要素有（ABCD）。

A.学习者 B.刺激情境 C.记忆 D.反应

67.【判断题】反应是学习的要素之一，是由于感觉输入及其后继的各种转换

而引发的行动。（ √ ） (2022年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 第 5题)
68.【单选题】（ C ）指学习者的刺激情境与预期的反应同时呈现，如果学

习者可以将两者相匹配，就说明达到了学习的目标。 (2021山东省德州市)
A.强化 B.泛化 C.接近 D.重复

69.【判断题】加涅认为，人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生长与学习。（ √ ）

70.【单选题】以下不属于加涅提出的学生素质构成成分的是（ A ）。

A.环境素质 B.习得的素质

C.在发展中形成的素质 D.先天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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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个小高】

1.【单选题】大学生对于“辛亥革命”的学习主要是（ A ）。

A.符号学习 B.概念学习 C.命题学习 D.产生式系统

2.【单选题】大学生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学习主要是（ A ）。

（2019济宁邹城）

A.符号学习 B.概念学习 C.问题学习 D.产生式系统

3.【单选题】叙述有关辛亥革命的时间、地点及历史影响属于（ C ）。

A.符号记忆 B.事实性知识 C.有组织的知识 D.概念

4.【单选题】婴幼儿在与成人的交往中，学习区分“你”“我”“他”。根

据奥苏伯尔的学习分类，这里发生的学习实质上是（ B ）。

A.符号学习 B.概念学习 C.命题学习 D.接受学习

5.【单选题】根据奥苏泊尔学习分类，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区分“你”“我”

“他”和“1、2、3、4、5”。这里的学习是（ B ）。

A.符号学习 B.概念学习 C.命题学习 D.技能学习

6.【单选题】小明两岁半就学会正确使用“你”“我”“他”三个代词进行

言语交流，按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这里发生的学习是（ B ）。

A.言语信息 B.智慧技能 C.认知策略 D.态度

7.【单选题】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能分辨你、我、他、上、下、左、右等

概念，这些概念一般是通过（ A ）获得的。

A.概念形成 B.接受学习

C.概念同化 D.学校系统教学

8.【单选题】二岁半到三岁的幼儿可以掌握“你、我、他”这三个人称代词

的含义，这属于（ C ）。

A.机械学习 B.命题学习 C.发现学习 D.接受学习

【配套习题】答案

1-5： ABD D ABCD ABCD ABE 6-10： A √ ABC A √

11-15： ABC A B AB D 16-20： ABD CD BCD A C
21-25： B A B BCD C 26-30： C ABCD D A A
31-35： B C B B A 36-40： D D A √ ACD
41-45： C B C C × 46-50： C ABD B C C
51-55： √ C × C B 56-60： A A √ B ABCD
61-65： C D A A ACD 66-70： ABCD √ C √ A
【拔个小高】1-8：A A C B B B A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