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学生原有知识对新学习的影响属于（ ）。

A. 逆向迁移

B. 负迁移

C. 顺向迁移

D.正迁移

1.【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学习迁移的类型。根据迁移发生的前后方向，可把迁移分为

顺向迁移和逆向迁移。先前的学习对后继学习的影响是顺向迁移，后继学习对先前学习的影

响是逆向迁移。学生原有知识对新学习的影响属于顺向迁移。故本题选 C。
2.“闻一知十”“触类旁通”是指学习中的（ ）。

A.定势现象

B.迁移现象

C.记忆现象

D.创造性

2.【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学习迁移的含义。学习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

响，或习得的经验对完成其他活动的影响。平时所说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闻一知十”等
都是典型的迁移形式。故本题选 B。
3.（ ）的经验类化理论强调概括化的经验或原理在迁移中的作用。

A.奥苏贝尔

B.桑代克

C.贾德

D.格式塔心理学派

3.【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概括化理论。两种学习活动之间存在共同要素是知识产生迁

移的必要条件，而迁移产生的关键是学习者在两种活动中通过概括形成了能够泛化的共同原

理。贾德在 1908 年所做的“水下击靶”实验是概括化理论的经典实验。故本题选 C。
4.学过高等数学后有利于初等数学的进一步理解和掌握，这属于（ ）。

A.顺向正迁移

B.逆向正迁移

C.顺向负迁移

D.逆向负迁移

4.【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学习迁移的类型。根据迁移发生的前后方向，又可把迁移分

为顺向迁移和逆向迁移。根据迁移的性质可以把迁移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学过高等数学后

进一步学习初等数学属于逆向迁移，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和掌握说明是正迁移，因此属于逆向

正迁移。故本题选 B。
5.两种学习间发生的相互干扰、阻碍的迁移称为（ ）。

A.正迁移

B.负迁移

C.横向迁移

D.纵向迁移

5.【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学习迁移的类型。根据迁移的性质可以把迁移分为正迁移和

负迁移。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叫正迁移，就是使两种学习之间相互促进。

一种学习对另—种学习产生消极的影响叫负迁移，也就是两种学习之间相互干扰。故本题选

B。
6.( )年,西藏和平解放。

A.1955



B.1953
C.1951
D.1950
6. C 【解析】本题考查历史常识。1951 年的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

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

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

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所以,本题选 C。
7.中国古代历史上跟“退避三舍”相关的战役是( )。
A. 巨鹿之战

B. 长平之战

C. 城濮之战

D.垓下之战

7.C 【解析】本题考查历史常识。“城濮之战”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和楚国之间。晋文公流

亡时,曾得到楚国的帮助,由此许下双方交战时“退避三舍”的诺言。“城濮之战”时,晋文公信守

诺言,命令军队后退九十里,实际上是为了诱敌深入,最后晋军大败楚国军队。所以,本题选 C。
8.出现在唐朝的盛世是( )。
A.贞观之治

B.文景之治

C.开元盛世

D.康乾盛世

8.C 【解析】本题考查历史常识。“贞观之治”出现在唐朝李世民在位时期,但这段时期只能称

为“治世”,尚不能称为“盛世”;“文景之治”出现在汉初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期,这段时期仍然

只是“治世”;“开元盛世”出现在唐朝李隆基在位时期,是盛世;“康乾盛世”出现在清朝。因此本

题选 C。
9.毛泽东的词《水调歌头· 游泳》中有“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说的是( )。
A.钱塘江大桥

B.南京长江大桥

C.武汉长江大桥

D.赵州桥

9.C 【解析】本题考查文学常识。武汉长江大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大桥横跨于武昌蛇山和

汉阳龟山之间,是中国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
从这首词的第一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可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写的是武汉长

江大桥。所以,本题选 C。
10.小张来到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他可以了解到生活在距今( )的北京人。

A.80 万~30 万年前

B.70 万~30 万年前

C.70 万~20 万年前

D.80 万~20 万年前

10. C 【解析】本题考查历史常识。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原始人,距今约 70 万一 20 万年前。

所以,本题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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