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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迁移—课堂习题

【课堂习题】

1.【单选】掌握英语的人学起法语来就比较容易；会骑自行车的人比不会骑的人学开摩托车要容易一些；

会拉二胡的人，再学习弹三弦、拉小提琴，也比较容易。这种现象被称为（ ）。

A.学习准备 B.学习迁移 C.能力提升 D.互动影响

2.【多选】下列属于迁移现象的是（ ）。

A.物以类聚 B.举一反三 C.见微知著 D.融会贯通

3.【判断】一切有意义学习都包含知识的迁移，在机械学习中没有迁移。( )

4.【单选】下列现象属于学习迁移的是( )。

A.温故而知新 B.学而时习之

C.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D.书山有路勤为径

5.【单选】下列不属于迁移的是( ) 。

A.杯弓蛇影 B.见异思迁 C.惊弓之鸟 D.因噎废食

6.【多选】关于知识应用与学习迁移的关系，下面说法错误的是( )。

A.在知识的应用中都存在着迁移

B.在知识的应用中可能存在着迁移

C.知识的应用与迁移没有关系

D.迁移就是知识的应用

7.【单选】后面的学习影响前面学习所形成的知识结构，这种迁移是（ ）。（2020廊坊三河市）

A.水平迁移 B.垂直迁移 C.顺向迁移 D.逆向迁移

8.【判断】从迁移的性质来看，倒摄抑制属于逆向负迁移。（ ）（2019石家庄新华区）

9.【判断】可将皮亚杰认知结构学习理论的顺应理解为逆向迁移。( )

10.【判断】骑自行车的经验对学习骑摩托车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现象属于正迁移。（ ）

（2021年廊坊市直）

11.【单选】学过汉语拼音对初学英语有干扰作用、这种影响属于（ ）。（2021河北邯郸）

A.负迁移 B.正迁移 C.逆向迁移 D.动作迁移

12.【单选】说粤语的人很难说好普通话。这主要受（ ）的影响。（2020石家庄裕华区）

A.正迁移 B.原型 C.负迁移 D.心向

13.【单选】词汇知识的学习将促进阅读技能的形成,这是（ ）。（2019石家庄新华区）

A.正迁移 B.负迁移 C.自迁移 D.远迁移

14.【单选】迁移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平面镜、凸透镜、凹透镜等知识会相互影响，这是

学习的（ ）。

A.横向迁移 B.负迁移 C.逆向迁移 D.特殊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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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单选】凡是新活动和旧活动刺激相同而反应不同，则容易发生( )。

A.正迁移 B.负迁移 C.正启动 D.负启动

16.【单选】“深入浅出”这个成语中主要涉及的迁移类型是( )。

A.横向迁移 B.纵向迁移 C.一般迁移 D.特殊迁移

17.【单选】根据迁移内容的不同抽象和概括水平划分，学习可以分为水平迁移和垂直迁移。下列叙述

体现了垂直迁移的事例有( )。

A.汉语拼音的学习影响英语字母发音的学习

B.读报纸时能看懂在课堂上学习过的新词汇

C.学习“哺乳动物”的概念，把这一概念用于对不熟悉的鲸与海豚的识别

D.“三角形”概念的掌握影响“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概念的学习

18.【单选】学生在掌握圆锥体的体积计算公式(V=1/3Sh)之后，能推测出三棱锥，四棱锥的体积计算方

法，这属于以下哪一种学习迁移( )。

A.侧向迁移 B.纵向迁移 C.普通迁移 D.特殊迁移

19.【单选】一种学习中习得的一般原理、方法、策略和态度等迁移到另一种学习中去的迁移属于（ ）。

（2022年石家庄）

A.一般迁移 B.具体迁移 C.垂直迁移 D.水平迁移

20.【多选】根据迁移内容的不同，学习迁移可分为一般迁移和具体迁移。下列属于具体迁移的是（ ）。

A.对蚂蚁、蝗虫等具体概念的理解影响着对昆虫这一概念的掌握

B.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闻一知十

C.乒乓球运动学习中，推挡动作的学习可以直接迁移到左推右攻这种组合的动作学习中去

D.学生学会写“牛”这个字，有助于学习写“犇”字

21.【单选】李明能将在语文的学习中习得的阅读技巧、写作技巧运用到英语学习当中。李明利用的是

（ ）。

A.水平迁移 B.具体迁移 C.一般迁移 D.垂直迁移

22.【单选】数学学习中形成的认真审题及审题方法会影响化学、物理等学习的审题态度及审题方法，

这种学习迁移属于( )。

A.具体迁移 B.顺应迁移 C.一般迁移 D.重组迁移

23.【单选】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掌握了形容词+后缀“ly”变成副词这种方法后，轻松学会了将形

容词“bad”+“ly” 变成副词“badly”。这一学习 迁移方式是( )。

A.一般迁移 B.具体迁移 C.水平迁移 D.垂直迁移

24.【单选】乘法口诀的掌握可以广泛迁移于各种情景之中，这是一种( )。

A.水平迁移 B.垂直迁移 C.一般迁移 D.具体迁移

25.【判断】 “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等属于顺应性迁移。（ ）（2020石家庄市直）

26.【判断】在同化性迁移中，决定迁移的关键成分是在学习迁移中产生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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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多选】改变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的学习是( )。

A.上位学习 B.派生类属下位学习 C.并列组合学习 D.概念学习

28.【多选】以下属于重组性迁移的是( )。

A.一些原有舞蹈或体操的动作进行调整或重新组合后，编排出新的舞蹈或体操动作

B.在物理中学习了“平衡”概念，就会对以后学习“化学平衡”“生态平衡”“经济平衡”产生影响

C.学习珠算有利于心算

D.对“网络”“战争”“游戏”等概念进行重新组合，就会形成“网络战争游戏”的新概念

29.【单选】近迁移指将所学的经验迁移到与原初学习情境比较相似的情境中。远迁移指个体能将所学

的经验迁移到与原初的学习情境极不相似的其他情境 中。下列选项中，属于近迁移的是( )。

A.学生学习解决有关汽车的路程问题的应用题后，能够利用时间、速度和路程之间的关系解决飞机、

自行车、轮船或者步行等情境下的路程问题

B.学生能够利用时间、速度和路程这种三量关系解决工程问题的应用题

C.驾驶不同类型的汽车

D.利用做笔记策略来阅读文章

30.【单选】修车的工人在修车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和技术，应用到新的修车过程中。这属于( )。

A.低路迁移 B.高路迁移 C.顺应性迁移 D.重组性迁移

31.【多选】下列选项中属于迁移作用的例子有( )。

A.鲁班被带齿的丝茅草划破了皮肤而发明了锯子

B.先学普通心理学再学心理学的其他内容会觉得容易

C.练好毛笔字有助于写好钢笔字

D.瓦特观察水壶里的水烧开后，壶盖被蒸汽顶开，由此发明了蒸汽机

32.【单选】形式教育论认为教育应发展人的能力，这个能力指( )。

A.创新能力 B.实战能力 C.理性思维能力 D.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33.【单选】被认为缺乏科学依据的迁移理论是( )。(2021年廊坊市直)

A.形式训练说 B.共同要素说 C.经验类化说 D.关系转换说

34.【单选】与形式训练说迁移理论联系最为紧密的是( )。

A.逆向迁移 B.负迁移 C.特殊迁移 D.一般迁移

35.【单选】学校作业越难，学习就越有效。有了这样的训练，会使小学生在以后学习中受益无穷。这

体现的是( )的基本观点。

A.形式训练说 B.相同要素说 C.概括说 D.奥苏贝尔的认知观

36.【单选】桑代克共同要素说所认为的迁移属于( )。

A.一般迁移 B.具体迁移 C.垂直迁移 D.水平迁移

37.【单选】【易错题】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学习“going”的“ing”，在教学生学习“playing、coming”

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解释这种学习现象的是( )。

A.共同要素说 B.形式训练说 C.概括化理论 D.实质训练说



4

38.【单选】英语课上，老师先教会学生掌握“played”中的“-ed”之后学生就会轻松地掌握“looked”

“started”等。以下最能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是( )。

A.形式训练说 B.相同要素说 C.概括化理论 D.关系转换理论

39.【单选】不同的迁移理论对影响迁移效果的因素的认识不同。其中强调前后学习情境的相似性对迁

移效果影响的理论是（ ）。

A.形式训练说 B.共同要素说 C.学习定势说 D.关系转换说

40.【单选】在教学中，老师通过引导使学生对核心的、基本的概念进行抽象和概括，可以促进迁移，

这是基于（ ）。

A.共同因素 B.形式训练 C.关系转化说 D.概括化理论

41.【单选】认为顿悟情境中的关系是产生迁移的根本的迁移理论是（ ）。（2021年邢台市内丘县）

A.概括说 B.关系转换说 C.共同元素说 D.定势说

42.【单选】贾德的“水下打靶实验”说明( )。

A.掌握知识是次要的，训练官能才是最重要的

B.两种情景相同的要素越多，迁移的程度越高

C.概括化原理掌握得越好，迁移的效果越好

D.迁移取决于对各要素间整体关系的理解

43.【判断】掌握水的折光原理的学生，能够准确射击在不同深度的水面下的靶子，这说明只需掌握抽

象的概念、原理，就可以广泛的迁移。( )

44.【单选】外语学习方法的教学促进了外语学习成绩的提高，能解释这一现象的迁移理论是( )。

A.形式训练说 B.共同要素说 C.概括化理论 D.关系转换理论

45.【单选】【易错题】写作学习方法的教学促进了写作能力的提高，能解释这一现象的迁移理论是( )。

A.形式训练说 B.共同要素说 C.概括化理论 D.关系转换理论

46.【单选】某教师认为，学生对长方形定义的学习和总结，有助于正方形定义的学习。这位老师更多

受到以下哪种理论的影响( )。

A.相同要素说 B.形式训练说 C.概括化理论 D.关系转换说

47.【多选】下列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迁移理论，说法正确的是( )。

A.传统的迁移理论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现代理论有科学理论做支撑

B.传统的迁移研究是比较宏观的、粗线条的;现代的则是比较微观、细致的

C.关系转换理论和认知结构迁移理论都属于现代的迁移理论

D.传统的迁移理论对迁移研究无实质性进展，现代迁移理论促进了迁移研究的深化

48.【单选】认知结构迁移理论的提出者是( )。

A.桑代克 B.贾德 C.奥苏贝尔 D.布鲁纳

49.【单选】在讲新课之前，老师会先复习上节课的知识。这运用了迁移的 ( )。

A.形式训练说 B.相同要素说 C.关系转换理论 D.认知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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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单选】奥苏伯尔提出的三个主要影响迁移的认知结构变量是（ ）。（2017石家庄深泽县）

A.结构性可操作性和可辨别性 B.稳定性、可利用性和结构性

C.可操作性、可利用性和结构性 D.可利用性、可辨别性和稳定性

51.【单选】英语老师在讲解状语从句之前，首先讲授了分词充当状语、不定式充当状语以及从句的特

征结构。在讲授了上述内容后，教师才向学生讲解状语从句的特征结构。英语老师的做法是通过导入材料

在已有知识和目标知识中架设桥梁，加强学生认知结构的( )变量。

A.稳定性 B.可利用性 C.可辨别性 D.可记忆性

52.【单选】学习新知识时，学生原有观念与新知识的区别程度是认知结构的( )特征。

A.可利用性 B.可辨别性 C.稳定性 D.可迁移性

53.【单选】在做练习题“证明三角形全等”时，小明记不清有没有“边边角”这一定理从而影响了问

题的解决，按照奥苏贝尔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这里主要谈的是( )。

A.学生认知结构的可利用性对学习迁移的影响

B.学生认知结构的可辨别性对学习迁移的影响

C.学生认知结构的稳定性对学习迁移的影响

D.学生认知结构的同化顺应对学习迁移的影响

54.【多选】两个学生在争论“鲨鱼属鱼类还是哺乳类”时，甲说∶“鲨鱼和其它鱼类一样生活在水中，

所以属于鱼类。”乙说∶“之前在电视中看过，鲨鱼和海豚一样是胎生，所以应该是哺乳类。”甲无法反

驳，随后甲乙共同查阅资料发现鲨鱼属于鱼类。对于甲乙的争论，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甲的回答体现了认知结构的可利用性

B.乙原有的起固定作用的观念更加稳定和清晰

C.甲无法反驳的原因是其新旧观念的可辨别性不足

D.两个学生都是通过知识迁移进行问题的解决

E.乙运用了具体形象思维来帮助回答问题

55.【单选】某学生在学校的数学计算测算中表现良好，购物时却不能进行正确的计算，适合解释这一

现象的迁移理论是( )

A.机构匹配理论 B.关系转换理论 C.建构主义迁移理论 D.产生式迁移理论

56.【单选】迁移理论中，学习定势说的提出者是( )

A.贾德 B.沃尔夫 C.桑代克 D.哈罗

57.【判断】学习定势说认为，学会前摄抑制有利于学习迁移。（ ）（2021年沧州运河区）

58.【单选】心理学家陆钦斯的“量水实验”证明的迁移理论是( )。

A.形式训练说 B.概括化理论 C.共同要素说 D.学习定势说

59.【多选】影响学习迁移的因素有( )。

A.学习场所 B.学习材料的共同因素

C.原有的认知结构 D.学习的心向和定势



6

60.【多选】下列属于影响迁移的客观因素是( )。

A.学习态度 B.学习材料特征 C.媒体 D.认知结构

61.【单选】学生在记忆数列无意义的音节时，前面的练习加快了对后面音节的记忆。这是( )的影响。

A.学习任务的相似性 B.原有的认知结构

C.学习的心向与定势 D.学习的指导

62.【单选】学习平面几何对学习立体几何有迁移作用，其中影响迁移的因素是（ ）。

A.教师的指导

B.学习者的认知结构

C.学习情境相同

D.学习材料具有共同因素

63.【判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学习方法不仅可以促进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而且可以

改善学生的迁移能力。（ ）

【课堂习题答案】

1. B 2. BCD 3.× 4. A 5. A

6. BCD 7.D 8. √ 9. √ 10.√

11.A 12.C 13.A 14. A 15. B

16. B 17. D 18. A 19.A 20. CD

21. C 22. C 23. A 24. C 25.×

26. × 27. AD 28. AD 29. A 30. B

31. ABCD 32. C 33.A 34. D 35. A

36. B 37. A 38. B 39. B 40. D

41.B 42. C 43. × 44. C 45. C

46. C 47. BD 48. C 49. D 50.D

51. B 52. B 53. C 54. ACD 55. C

56. D 57.× 58. D 59. ABCD 60. BC

61. C 62. D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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