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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普通心理学 参考答案 

思维与语言 

一、单选题 

基础训练 

1.选 C 

【解析】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

性联系。思维是人类认识的高级阶段，它是在感知基础上实现的理性认识形式。 

2.选 A 

【解析】分析与综合是思维过程的基本环节，一切思维活动，从简单到复杂，从概念形成到

创造性思维，都离不开头脑的分析与综合。 

3.选 B 

【解析】创造性思维具有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三个特点，因此选 B。 

4.选 D 

【解析】思维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两个特点，所谓思维的间接性，是指思维能对感官所不能

直接把握的或不在眼前的事物，借助于某些媒介物与头脑加工来进行反映。所谓思维的概括

性，是指思维通过抽取同一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特征和事物间的必然联系来反映事物。 

5.选 B 

【解析】比较是在头脑中把各种事物或现象加以对比，确定它们之间的异同点的思维过程。

分类是在头脑中根据事物或现象的共同点和差异点，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种类的思维过程。抽

象是在头脑中把同类事物或现象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抽取出来，并舍弃个别的、非本质特

征的思维过程。如，总结出鸽子，老鹰、鸡鸭鹅等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为“有羽毛的动物”，

舍弃“会不会飞”“大小”等非本质特征。 

概括是在头脑中把从各种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特征联合起来的过程。如，根据鸟会飞这一

外部特征得出“会飞的动物就是鸟类”，从而错误地认为鸭、鹅不会飞，所以不是鸟类。 

6.选 B 

【解析】概括是在头脑中把从各种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特征联合起来的过程。如，根据鸟

会飞这一外部特征得出“会飞的动物就是鸟类”，从而错误地认为鸭、鹅不会飞，所以不是

鸟类。 

7.选 A 

【解析】聚合思维又称求同思维、集中思维、辐合思维、会聚思维，是把问题所提供的各种

信息集中起来得出一个正确的或最好的答案的思维。发散思维又称求异思维、辐射思维，是

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各种不同途径寻求各种答案的思维。例如，数学中的“一题多解”。 

8.选 B 

【解析】抽象是在头脑中把同类事物或现象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抽取出来，并舍弃个别的、

非本质特征的思维过程。如，总结出鸽子，老鹰、鸡鸭鹅等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为“有羽

毛的动物”，舍弃“会不会飞”“大小”等非本质特征。 

9.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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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思维的过程包括分析和综合、比较和分类、抽象和概括、具体化和系统化等，判断

与推理是思维的表现形式而非思维过程。 

10.选 B 

【解析】根据思维的凭借物不同，可分为直观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3

岁前主要用感知动作思维，3—7岁的儿童主要用具体形象来思考，7岁以后的儿童开始出现

抽象逻辑思维。 

11.选 D。 

【解析】头脑风暴法是通过集体讨论，使思维相互撞击，进发火花，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 

具体应用此方法时，应遵循四条基本原则：一是让参与者畅所欲言，对所提出的方案暂不作

评价或判断；二是鼓励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观点；三是以获得方案的数量而非质量为目的，

即鼓励多种想法，多多益善；四是鼓励提出改进意见或意见。用途扩散即让学生以某件物品

的用途为扩散点，尽可能多地设想它的用途。比如，尽可能多地说出别针的用途。 

12.选 D 

【解析】独白言语是个人独自进行的，与叙述思想、情感相联系的，较长而连贯的言语，如

报告、讲演等。独白言语是说话者独自进行的一种展开性的、有准备的、有计划的言语活动。 

13.选 B 

【解析】语言是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以语法为构造规则的符号系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是意义统一的人类交际工具。 

言语是人们在交际中对语言的运用。即个体借助语言这种交际工具来传递信息的过程。 

14.选 A 

【解析】内部言语是一种自问自答或不出声的言语活动，是在外部言语的基础上产生的，具

有隐蔽性和简略性。 

15.选 B 

【解析】学习口语的最佳期是 2-3岁，此题最佳选项为 B。 

16.选 C 

【解析】正常情况下，学习书面语的最佳时期是 4-5岁。 

17.选 C 

【解析】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是创造性思维。 

 

 

拔高训练 

1.选 A 

【解析】直觉思维是未经逐步分析就迅速对问题答案作出合理的猜测、设想或突然领悟的思

维。例如，医生听到病人的简单自述，迅速作出疾病的诊断；公安人员根据作案现场情况，

迅速对案情作出判断；学生在解题中未经逐步分析，就对问题的答案作出合理的猜测、猜想

等的思维。这类思维活动主要包括人们常说的直觉、灵感和顿悟等方法。 

2.选 C 

【解析】外延指所反应对象的具体范围、具体事物。内涵指概念所反应的特征和本质属性。

内涵越大,外延就越小；内涵越小,外延就越大。“笔”的本质属性是书写的工具，因此选 C。 

3.选 B。 

【解析】3—7 岁的儿童主要用具体形象来思考，思维活动受具体知觉情景的影响。如儿童

计算 3+4＝7，不是对抽象数字的分析、综合，而是在头脑中用三个手指加上四个手指，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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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苹果加上四个苹果等实物表象相加而计算出来的。 

形象思维在青少年和成人中，仍是一种主要的思维类型。例如，要考虑走哪条路能更快到达

目的地，便须在头脑中出现若干条通往目的地的路的具体形象，并运用这些形象进行分析、

比较来作出选择。在解决复杂问题时，鲜明生动的形象有助于思维的顺利进行。 

4.选 C。 

【解析】3—7 岁的儿童主要用具体形象来思考，思维活动受具体知觉情景的影响。如儿童

计算 3+4＝7，不是对抽象数字的分析、综合，而是在头脑中用三个手指加上四个手指，或三

个苹果加上四个苹果等实物表象相加而计算出来的。 

形象思维在青少年和成人中，仍是一种主要的思维类型。例如，要考虑走哪条路能更快到达

目的地，便须在头脑中出现若干条通往目的地的路的具体形象，并运用这些形象进行分析、

比较来作出选择。在解决复杂问题时，鲜明生动的形象有助于思维的顺利进行。 

5.选 A 

【解析】3 岁前，儿童的思维常常是伴随着动作进行的，他们不能在动作之外默默思考。如

儿童骑在椅子上时，会说“开汽车了”“骑马了”等；但当离开椅子时，“开汽车”、“骑马”

的思维活动也就停止了。 

成人也有动作思维。例如电灯突然不亮了，首先是看看灯泡的钨丝是否断掉，保险丝是否烧

掉，线路是否短路等，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操作，最后找出停电的原因。 

6.选 D 

【解析】发散思维又称求异思维、辐射思维，是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各种不同途径寻求各

种答案的思维。例如，数学中的“一题多解”；科学研究中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提出多种设想；

教育改革的多种方案的提出等的思维。 

7.选 B。 

【解析】言语的理解是指人们借助于听觉或视觉的语言材料，在头脑中建构意义的一种主动、

积极的过程。它可以分为三级水平： 

（1）词汇理解或词汇识别是言语理解的第一级水平。词汇理解是指人们通过视觉或听觉，

接受输入的词形或语音信息，并在人脑 中揭示词义的过程。词汇理解也称词汇识别或词汇

通达。 

（2）句子的理解是言语理解的第二级水平。 

（3）言语理解的第三级水平是文本理解或话语的理解。 

8.选 C。 

【解析】人们往往通过活动过程掌握各种概念，并运用各种概念组成判断，用各种判断进行

推理。因此，概念、判断和推理是思维的基本形式。概念是人脑反映事物或现象的一般特征

和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思维的基本单位。 

9.选 B 

【解析】3 岁前，儿童的思维常常是伴随着动作进行的，他们不能在动作之外默默思考。如

儿童骑在椅子上时，会说“开汽车了”“骑马了”等；但当离开椅子时，“开汽车”、“骑马”

的思维活动也就停止了。 

成人也有动作思维。例如电灯突然不亮了，首先是看看灯泡的钨丝是否断掉，保险丝是否烧

掉，线路是否短路等，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操作，最后找出停电的原因。 

10.选 A 

【解析】思维的敏捷性是指思维过程的速度或迅速程度。思维敏捷是指人们在短时间内当机

立断地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迅速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缺乏思维的敏捷性则会导致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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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迟钝性。 

11.选 C 

【解析】3 岁前，儿童的思维常常是伴随着动作进行的，他们不能在动作之外默默思考。如

儿童骑在椅子上时，会说“开汽车了”“骑马了”等；但当离开椅子时，“开汽车”、“骑马”

的思维活动也就停止了。 

成人也有动作思维。例如电灯突然不亮了，首先是看看灯泡的钨丝是否断掉，保险丝是否烧

掉，线路是否短路等，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操作，最后找出停电的原因。 

12.选 D 

【解析】发散思维又称求异思维、辐射思维，是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各种不同途径寻求各

种答案的思维。例如，数学中的“一题多解”；科学研究中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提出多种设想；

教育改革的多种方案的提出等的思维。 

13.选 C 

【解析】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感知觉的进一步深化，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 

14.选 D 

【解析】发散思维又称求异思维、辐射思维，是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各种不同途径寻求各

种答案的思维。例如，数学中的“一题多解”；科学研究中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提出多种设想；

教育改革的多种方案的提出等的思维。 

15.选 A 

【解析】具体化是指在头脑里把抽象、概括出来的一般概念、原理与理论同具体事物联系起

来的思维过程，也就是用一般原理去解决实际问题，用理论指导实际活动的过程。 

16.选 D. 

【解析】言语的理解是指人们借助于听觉或视觉的语言材料，在头脑中建构意义的一种主动、

积极的过程。它可以分为三级水平： 

（1）词汇理解或词汇识别是言语理解的第一级水平。词汇理解是指人们通过视觉或听觉，

接受输入的词形或语音信息，并在人脑 中揭示词义的过程。词汇理解也称词汇识别或词汇

通达。 

（2）句子的理解是言语理解的第二级水平。 

（3）言语理解的第三级水平是文本理解或话语的理解。 

17.选 C 

【解析】人类心理活动反应的最高级形式是意识不是思维，思维是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

的反应，而意识是大脑的一切活动和结果，包括感知觉，思维和想象，是一种自觉的思维，

也是人所特有的反映现实的最高形式。现象是可观察的事实或事件，是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

表现出来的形式，而心理现象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意识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反映，

所以这道题选意识。 

18.选 B 

【解析】思维的间接性，是指思维能对感官所不能直接把握的或不在眼前的事物，借助于某

些媒介物与头脑加工来进行反映。例如，内科医生不能直接看到病人体内各种脏器的病变，

却能通过听诊、化验、切脉、量体温、量血压，以及利用各种医疗器械为中介，经过思维加

工间接地判断。 

19.选 C 

【解析】思维的概括性，是指思维通过抽取同一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特征和事物间的必然联

系来反映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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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选 A 

【解析】思维的灵活性是指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随机应变程度。例如，有的学生在解题时，

不喜欢套用现成的公式，而愿意开动脑筋，尽管题目变化很大，都能应付自如，独立解决。

这说明该学生的思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21.选 D 

【解析】思维的敏捷性是指思维过程的速度或迅速程度。思维敏捷是指人们在短时间内当机

立断地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迅速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缺乏思维的敏捷性则会导致思维

的迟钝性。 

22.选 B 

【解析】思维的广阔性是指善于全面思考问题，多方面地认识事物。它与一个人丰富的知识

经验紧密相联。例如，具有思维广阔性的教师能全面地掌握学生的情况并且考虑事情顾全大

局。缺乏思维的广阔性则会导致思维的狭隘性。 

23.选 B 

【解析】思维的深刻性指思维的深度。它集中地表现在是否善于深入地思考问题，抓住事物

的规律和本质，预见事物的发展和进程。在思维的深刻性方面，要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善于打

破沙锅问到底，非弄个明白，好学深思、不耻下问，但又不钻牛角尖，其思维是深刻的；而

有的人思考问题往往很肤浅，一知半解。值得注意的是，思维的深刻性是一切思维品质的基

础。 

24.选 B 

【解析】思维的批判性是指善于批判地评价他人的思想与成果，也善于批判地对待自己的思

想与成果。批判性的思维能够吸取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吸取别人的思想的精华，而摒弃别人

的短处和缺点，摒弃别人思想的糟粕。在学习中，有的学生敢于同教师争论，敢于向权威挑

战，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格言作为座右铭，这便是有思维批判性的表现。 

25.选 D 

【解析】思维的敏捷性是指思维过程的速度或迅速程度。思维敏捷是指人们在短时间内当机

立断地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迅速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缺乏思维的敏捷性则会导致思维

的迟钝性。 

26.选 C. 

【解析】书面言语指一个人借助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或阅读来接受别人言语的影响。它具

有随意性、展开性、计划性等特点。 

27.选 C 

【解析】判断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对象和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和

关系的反映形式，即是用概念去肯出或否定事物具有某种属性的思维形式。例如，“闪电后

有雷鸣”，便肯定了这两种自然现象之间在时间上的联系。“蝙蝠不是飞禽”，便否定了蝙蝠

的本质特征与飞禽所具有的本质特征之间的一定联系。 

28.选 A. 

【解析】独白言语是个人独自进行的，与叙述思想、情感相联系的，较长而连贯的言语，如

报告、讲演等。独白言语是说话者独自进行的一种展开性的、有准备的、有计划的言语活动。 

29.选 D. 

【解析】对话言语是一种最基本的言语形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直接进行交际时的言

语活动，如聊天、座谈、辩论等。对话言语具有情境性、反应性、简略性等特点。 

30.选 C. 



购买刷题班学员可添加客服岸岸老师

（微信号 shangbai005） 

 

【解析】对话言语是一种最基本的言语形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直接进行交际时的言

语活动，如聊天、座谈、辩论等。对话言语具有情境性、反应性、简略性等特点。 

 

挑战训练 

1.选 A 

【解析】教学语言是独白语言与对话语言的结合。有声系统的教学语言主要是口头语言，它

又可分为独白表达语言和对话表达语言两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的讲解、说明、报告和

讲演，都属于独白语言形式，而使用的问答、 座谈及辨论等，都属于对话语言的形式。当

然，这两种不可截然分开，而要有机结合，最好使其穿插进行，错落有致。 

2.选 D 

【解析】变式，就是用不同形式的直观材料或事例说明事物的本质属性，即变换同类事物的

非本质特征，以便突出本质特征。用麻雀作为正例说明“前肢有翼、无齿有喙”是鸟的本质

特征。用蝙蝠作为范例，说明“会飞”是鸟的无关特征。 

3.选 D 

【解析】思维的灵活性是指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随机应变程度。例如，有的学生在解题时，

不喜欢套用现成的公式，而愿意开动脑筋，尽管题目变化很大，都能应付自如，独立解决。

这说明该学生的思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4.选 C 

【解析】当一个人长期致力于某一问题的解决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如果他对这个问题

的思考暂时停下来去做别的事情，几小时、几天或几周之后，他可能会忽然想到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酝酿效应。 

5.选 A 

【解析】定势，是指由先前的活动所形成并影响后继活动趋势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通常表

现为以最熟悉的方式做出反应或者解决问题。定势在问题解决中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

如定势使解决问题的思维刻板化。 

6.选 C 

【解析】思维的变通性，也叫思维的灵活性，是指摈弃旧的习惯思维方法开创不同方向的那

种能力。例如，让被试“尽可能举出报纸的用途”，他会有“学习用”、“包东西”、“当坐垫”、

“折玩具”、“剪成碎片玩”、“裹在身上取暖”、“用来引火”等各种各样的答案。 

7.选 C 

【解析】思维的间接性，是指思维能对感官所不能直接把握的或不在眼前的事物，借助于某

些媒介物与头脑加工来进行反映。例如，内科医生不能直接看到病人体内各种脏器的病变，

却能通过听诊、化验、切脉、量体温、量血压，以及利用各种医疗器械为中介，经过思维加

工间接地判断。由此可知，该题选 C 

8.选 A 

【解析】思维的概括性，是指思维通过抽取同一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特征和事物间的必然联

系来反映事物。由于这一特性，人能通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特征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

律。通过感知觉我们只能看到具体的一只鸟的外形和活动情况，而通过思维我们才能认识鸟

的本质属性：有羽毛，卵生。照明是观察而来的灯的本质特点，由此可知是概括性。 

9.选 B 

【解析】合取概念是根据一类事物中单个或多个共同属性形成的概念。例如，“毛笔”这个

概念必须具有两个属性，即用“毛制作的”和“写字的工具”。析取概念是根据不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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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单个或多个属性的形成的概念。例如，“好学生”这个概念可以结合各种属性，如“学

习好”、“热爱集体”、“乐于助人”等，一个学生同时具有这些属性固然是好学生，只具有其

中两三种属性的也是好学生。 

10.选 D 

【解析】语音知觉的效果可以用语言的清晰度和可懂度进行度量。 

 

二、多选题 

基础训练 

1.选 AC 

【解析】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

性联系,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两个基本特征。 

 

拔高训练 

1.选 ABC 

【解析】创造性思维的特征有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 

2.选 ABCE 

【解析】英国心理学家沃拉斯（Wallas，1926）把创造性思维分成准备期、酝酿期、豁朗

期和验证期四个阶段。 

3.选 ABCDE 

【解析】语言的特征：（1）创造性，有限数量的词语和规则，产生或理解无限数量的语句；

（2）结构性，老师批评我了。批老我评师了；（3）意义性，词或话的含义使人相互理解、

交流；（4）指代性，特定的词指向特定的事物或概念；（5）社会性和个体性，特定社会背景

的交际活动，通过个人运用来完成。 

4.选 ABE 

【解析】书面言语指一个人借助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或阅读来接受别人言语的影响。它具

有随意性、展开性、计划性等特点。 

5.选 BCD 

【解析】言语的理解是指人们借助于听觉或视觉的语言材料，在头脑中建构意义的一种主动、

积极的过程。它可以分为三级水平： 

（1）词汇理解或词汇识别是言语理解的第一级水平。词汇理解是指人们通过视觉或听觉，

接受输入的词形或语音信息，并在人脑 中揭示词义的过程。词汇理解也称词汇识别或词汇

通达。 

（2）句子的理解是言语理解的第二级水平。 

（3）言语理解的第三级水平是文本理解或话语的理解。 

 

挑战训练 

1.选 ABCD 

【解析】根据思维方向，可以分为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因此选 ABCD。 

2.选 BCDE 

【解析】创造性思维的准备期是指创造性思维形成之前，对问题相关知识的理解与累积。在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明确创造目的，掌握丰富的经验，收集广泛的信息和掌握必要的技能。

据说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撰写时虽只花了五周时间，但动笔前花在准备和探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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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有七年之久。诗圣杜甫有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3.选 ABCE 

【解析】直觉思维具有自由性、灵活性、自发性、偶然性、不可靠性等特点。直觉在创造活

动中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其功能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1、帮助人们迅速作出优化选择 2、

帮助人们作出创造性的预见。 

 

三、判断题 

基础训练 

1.选 A 

【解析】直观动作思维是一种依赖实际动作为支柱的思维。其特点是以实际操作解决直观的、

具体的问题。 

2.选 A 

【解析】分析与综合是思维过程的基本环节，一切思维活动，从简单到复杂，从概念形成到

创造性思维，都离不开头脑的分析与综合。 

 

拔高训练 

1.选 A 

【解析】明朗期是指经过潜伏性酝酿期之后，具有创造性的新观念可能突然出现，也就是常

说的灵感（inspiration），即问题方案获得的阶段。灵感的来临，可能是戏剧性突如其来的：

它可能产生在半睡半醒中，可能产生在沐浴时，也可能产生在旅行途中。总之，灵感多半是

在与创造无直接关系的活动中产生的。灵感可遇而不可求，它是创造性思维导向创造结果的

关键。 

2.选 B 

【解析】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

性联系。既有第二信号系统，又有第一信号系统。 

3.选 B 

【解析】思维是人类认识的高级阶段，它是在感知基础上实现的理性认识形式。 

4.选 A 

【解析】定势，是指由先前的活动所形成并影响后继活动趋势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通常表

现为以最熟悉的方式做出反应或者解决问题。定势在问题解决中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

如定势使解决问题的思维刻板化。 

5.选 B 

【解析】创造性思维往往与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两个概念相关，创造性思维通常更多地或首

先表现在发散性上，但创造性思维并不完全等同于发散式思维，是发散式思维和聚合式思维

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核心与关键。 

 

挑战训练 

1.选 B 

【解析】“马是草食性动物”阐述的是“马”的本质特征，而“马是动物”是“马”与“动

物”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属于思维表现形式中的判断，因此此题错误。 

2.选 A 

【解析】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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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联系。思维是人类认识的高级阶段，它是在感知基础上实现的理性认识形式。是一种积极、

能动的活动。 

3.选 B 

【解析】语言是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以语法为构造规则的符号系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是意义统一的人类交际工具。言语是人们在交际中对语言的运用。即个体借助语言这种交际

工具来传递信息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