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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 2013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认知心理试题
课程代码：0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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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小题，每小题 1分，共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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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倾向性的特征包括

A.积极性和选择性 B.主观性和客观性

C.稳定性和可塑性 D.多样性和单一性

2.心理现象产生的基本方式是

A.兴奋 B.反射

C.抑制 D.反射弧

3.下列哪个注意理论认为注意对信息的选择是按照“全或无”原则进行的

A.衰减器理论 B.过滤器理论

C.主动加工模型理论 D.特征整合理论

4.学生在上课时开小差，出现了分心。这种现象属于

A.注意的分配 B.随意注意

C.注意分散 D.注意持续

5.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哪里开始的

A.知觉 B.表象

C.记忆 D.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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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刺激停止作用，在一定时间内还有感觉印象存在的现象称为

A.后象 B.记忆

C.表象 D.知觉象

7.下列哪个公式反应了绝对感受性（E）和绝对感觉阈限（R）的关系

A.E=R B.E=1/R

C.E=1-R D.E*R=-1

8.属于几何图形错觉的是

A.大小错觉 B.运动错觉

C.时间错觉 D.形重错觉

9.我们在知觉对象时总要把对象归入一定类别之中，同时把一种对象和另一种对象区别开。

这反映了知觉的

A.整体性 B.恒常性

C.理解性 D.选择性

10.教育上所谓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通过哪个认知过程实现的

A.机械识记 B.意义识记

C.无意识记 D.有意识记

11.当我们听到歌曲“歌唱祖国”时，头脑中会出现的栩栩如生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

心理形象，这反映了表象的什么特征

A.概括性 B.直观性

C.由感知到思维的过渡性 D.视觉性

12.科学家在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时，有时会突如其来地解决了问题而丝毫意识不到自

己是如何思考的，这种现象属于

A.逻辑思维 B.发散思维

C.聚合思维 D.直觉思维

13.看到铅笔，想到“凡是有铅心的书写工具都叫铅笔”，这属于

A.知觉 B.感觉

C.表象 D.思维

14.皮球、铅球等属于“球”这个概念的

A.外延 B.内涵

C.表象 D.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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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列属于关系概念的是

A.右边 B.墨水

C.诚实 D.富有

16.在人工概念研究中，第一次选择正确之后同时考虑选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属性展开进攻，

这种策略属于

A.同时性扫描策略 B.相继性扫描策略

C.保守性聚焦策略 D.冒险性聚焦策略

17.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特征是

A.现存知识中已有答案

B.没有固定答案

C.有固定答案

D.没有答案，不是轻而易举地确定一个明显的答案

18.习惯骑自行车的人，一开始学习骑三轮车时总是困难重重，这可以称为

A.正迁移 B.功能固着

C.负迁移 D.定势

19.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A.语言就是言语 B.语言是交际过程

C.言语是交际的工具 D.语言和言语不可分

20.下列哪个言语获得理论主要研究“词是如何代替具体实物信号而获得‘信号的信号’功

能，并在词与词之间形成相互联系的言语系统”

A.以经典条件反射学说为基础的理论 B.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C.社会学习理论 D.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

二、多项选择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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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下面哪些属于认知心理的范围

A.感觉、知觉 B.注意、记忆

C.表象、想象 D.思维、言语

E.情绪、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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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下列关于注意转移的叙述正确的是

A.注意转移需要时间 B.注意转移受先前活动吸引注意的强度的影响

C.新注意对象的特点影响注意的转移 D.注意转移有个体差异

E.注意转移和注意分散是一回事

23.负后象是

A.和原来的感觉在明度上是相反的 B.在色调上是互补的

C.是从白色中减去先前作用的光线 D.在明度上与原来的感觉相似

E.和原来的色调相似

24.下列关于感觉和知觉的叙述正确的是

A.感觉和知觉属于认识的感性阶段 B.感觉和知觉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名称

C.知觉比感觉更完整地反映客观现实 D.感觉和知觉可以相互分离

E.感觉由知觉过渡而来

25.时间知觉的标志包括

A.自然界的周期现象 B.社会的周期现象

C.计时工具 D.人自身的生理节律规律性活动

E.生物钟

26.一个完整的记忆过程包括

A.识记 B.保持

C.再认或回忆 D.感觉

E.知觉

27.记忆按内容可以分为

A.直观形象记忆 B.逻辑思维记忆

C.情绪记忆 D.运动记忆

E.短时记忆

28.下列对幻想的描述正确的是

A.幻想不同于再造想象 B.幻想就是创造想象

C.幻想以客观规律为依据 D.幻想包括理想和空想

E.幻想等于空想

29.你去过灵隐寺，有人问起灵隐寺什么样子时你还能描出它的形象，这是

A.视觉表象 B.无意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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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记忆表象 D.创造想象

E.再造想象

30.下列关于概念和判断、推理的关系叙述正确的是

A.概念是判断和推理的基础

B.概念的形成必须借助于判断和推理

C.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离不开概念、判断和推理相互联系进行活动所起的重要作用

D.三者没有直接关系

E.所有推理都依赖于概念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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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小题，每空 1分，共 10分)

31.________和________是神经活动的基本过程。

32.注意的两个基本特点是指向性和________。

33.感觉是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的________的反映。

34.各种感觉神经都具有相互区别的各自特殊能量，这个观点来自缪勒提出的________。

35.断续的闪光由于频率增加人们会得到融合的感觉，这种现象叫做________。

36.物体的大小知觉决定于物体的大小和________两个条件。

37.刺激物停止作用后感觉不立即消失而是在极短时间内仍保留其印象，这个现象称为

________。

38.依据表象的创造程度，可以将表象分为记忆表象和________。

39.创造性思维活动中最明显的标志是________。

四、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4分，共 16分)

40.第二信号系统

41.定向反射

42.短时记忆

43.表象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6分，共 30分)

44.记忆有哪些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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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创造想象的条件是什么？

46.如何理解“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

47.问题解决的基本阶段有哪些？

48.语言和思维有何联系？

六、案例题(本大题共 14分)

49.案例一：德国音乐家巴哈共有 19 个孩子，其中 5 人为著名音乐家，占总数的 26％。他

的家族在 200 年间出了 50 个音乐家，其中 20 个属特别优秀；意大利画家蒂申一家出了 9

个有名的画家；法国大数学家伯努利一家 3 代共出了 8 位有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案例二：在一项研究中，比较了 24 对同卵双生子和 26 对异卵双生子在识记和辨别简单材

料和复杂材料任务中的差异，结果表明：学前期的成对异卵双生子的成绩上的差异为成对

的同卵双生子的 3.3 倍，学龄期的成对异卵双生子的成绩上的差异为成对的同卵双生子的

2.5 倍。

（1）案例一和案例二分别说明了什么？

（2）结合两个案例，谈谈你对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制约因素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