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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初中数学真题及答案
       

1.[单选题]有5个编号为1、2、3、4,5的红球和5个编号为1、2、3、4,5的黑球，从这10个球中取出4个，则取出的球的

编号互不相同的概率为( )。

A)5/21

B)2/7

C)1/3

D)8/21

答案:D

解析:把从l0个不同的球中取出4个球的组合看成基本事件，总方法数为

取出的4个球的编号互不相同的方法数，分两步：先确定选哪4个编号，确

方法：再确定各编号球的颜色的方法有2x2x2x2=16种．即取出的4个球的编号互不相同的基本事件数为 因此．取出的

4个球的编号互不相同的概率为

故选D，

       

2.[单选题]下列关于反证法的认识，错误的是( )。

A)反证法是一种间接证明命题的方法

B)反证法的逻辑依据之一是排中律

C)反证法的逻辑依据之一是矛盾律

D)反证法就是证明一个命题的逆否命题

答案:D

解析:反证法是假设结论的反面成立，在已知条件和“否定结论”这个新条件下，通过逻辑推理，得出与公理、定理、

题设、临时假定相矛盾的结论或自相矛盾，从而断定结论的反面不能成立，并不是证明它的逆否命题成立。

       

3.[单选题]函数

的图象与x轴交点的个数是( )。

A)0

B)1

C)2

D)3

答案:B

解析:

f(x)的图象与x轴有且只有一个交点。故选B。

       

4.[问答题]案例：阅读下列3个教师有关“代数式概念”的教学片段。 教师甲的情境创设： “一隧道长Z米，一列火车

长180米，如果该列火车穿过隧道所花的时间为t分钟．则列车的速度怎么表示 ”学生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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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表达式称为代数式。 教师乙的教学过程： 复习上节内容后，教师在黑板上写下代数式的定义：“由运算符号、括

号把数和字母连接而 成的表达式称为代数式”，特别指出“单独一个数或字母也称为代数式”；然后判断哪些是代数

式．哪些不是；接着通过“由文字题列代数式”及“说出代数式所表示的意义”进一步解释代数式的概念：最后让学生

练习与例题类似的题目。 教师丙的教学过程： 让学生自学教材，但是教材并没有说“代数式”是怎么来的，有什么作

用。接着教师大胆地 提出开放式问题：“我们怎样用字母表示一个奇数 ”当时教室里静极了，学生们都在思考。 先

有一位男生举手回答：“2a-1”。 “不对，若a=1．5呢 ”一位男生说。 沉默之后又有一位学生大声地说：“77,应该

取整数!” 有些学生不大相信：“奇数77能用这个式子表示吗 ” 不久，许多学生算出来：“a取39”。 此时，教师趁

势作了一个简单的点拔：“只要。取整数，2a-1一定是奇数，对吗 那么偶数呢 ”他并没有作更多的解说，点到为止

，最后的课堂小结也很简单：“数和式有什么不同 ”“式中的字母有约束吗 ”“前面一节学过的式子很多都是代数式

!……”从师生们自如的沟通来看，他们都已成竹在胸。 问题： (1)你认可教师甲的情境创设吗 说明理由。(6分)

(2)你认可教师乙的教学过程吗 说明理由。(7分) (3)你认可教师丙的教学过程吗 说明理由。(7分)

答案:(1)甲教师情境创设的优点在于运用学生熟悉的物理背景来进行情境导入，降低了认知的难度。 缺点在于看似联

系实际，其实脱离学生的现有认知水平，使学生的认知起点与数学逻辑起点失调，无法引起学生的思维共鸣，使问题情

境中隐含的数学问题与数学方法不能与教学目标相衔接，不能形成学生原有认知水平及生活经验的正迁移。 (2)乙教师

的教学过程存在优点也存在缺陷。优点是一开始复习了上节内容，进行了薪旧知识间的过渡，降低了学生对新知识的认

知难度；采取了直接导入的方法，开门见山的介绍本节课题，引起学生的注意，使学生迅速进入学习状态，对本节内容

的基本轮廓有了大致了解；整个教学过程条理清楚、重难点突出；最后进行巩固练习，加深了学生对新知识的识记和掌

握。 缺点在于没有进行合适的情境创设，将知识全盘塞给学生，剥夺了学生研究问题的权利，无法激发学生学习新知

识的兴趣，学生只能机械地配合老师的教学，整个过程中，缺乏师生问的互动，忽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3)丙教师的教

学过程存在优点也存在缺陷。优点是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开放性问题激发了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有利于培养

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 缺点在于首先教师没有给出学生自主探究的准备时间，没有提供丰富的自学素材

；另外教师导入的开放式 问题并不能充分突出代数式这节的核心“数”与“式”的区别；在探究过程中，教师没有科

学合理地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小结也显得过于潦草和模糊。

解析:

       

5.[问答题]求过点A(1，-2)的所有直线被圆x2+y2=5截得线段中点的轨迹方程。

答案:占A存网卜．根据垂径定理可知．被圆截得线段中点

的圆心0(0，0)连线必然垂直于直线AB,所以B点在以0A为直径的圆上 （盲角所对的弦为直径)。所以B在以

为半径的圆上。故B点的轨迹方程为

解析:

       

6.[问答题]数学教学中如何贯彻严谨性与量力性相结合的原则

答案:(1)认真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与接受能力，是贯彻严谨性和量力性相结合的原则的前提。“备课先备学生”的经验

之谈，就出于此。也就是说，只有全面地了解学生情况，才能使制订的教学计划与内容安排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

教，才能真正贯彻好这一原则。 (2)在教学中，应设法安排使学生逐步适应的过程与机会，逐步提高其严谨程度，做到

立论有据。例如初学平面几何的学生，对严格论证很不适应，教学时应先由教师给出证明步骤，让学生只填每一步的理

由，鼓励学生发扬“跳一跳够得到，，的精神，合情合理地提出教学要求，逐步过渡到学生自己给出严格证明，最后要

求达到立论有据．论证简明。但绝不能消极适应学生，人为地降低教材理论要求，必须在符合内容科学性的前提下，结

合学生实际组织教学。 (3)在数学教学中，注意从准确的数学基础知识和语言出发培养严谨性。这就要求教师备好教材

，达到熟练准确．不出毛病。另外要严防忽公式、法则、定理成立的条件，还要注意逐步养成学生的语言精确习惯。这

就要求教师有较高的教学语言素养，使自己的语言精确、简练、规范，对教学术语要求准确、得当。 (4)在数学教学中

，注意培养全面周密的思维习惯，逐步提高严谨程度。一般数学中所研究的是一类事物昕具有的性质或它们元素之间的

关系．而不仅仅是个别事物。于是要求教师思考问题全面周密。 总之，数学的严谨性与量力性要很好地结合，在教学

中要注意教学的“分寸”，即注意教材的深广度，从严谨着眼，从量力着手；另外，要注意阶段性，使前者为后者作准

备，后者为前者的发展，前后呼应。通过对学生严谨性的培养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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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7.[问答题]对学生数学学习的评价，既要关注学习结果，也要关注学习过程，你认为对学生数学学习过程的评价应关注

哪些方面 试举例说明。

答案:数学学习评价，既要关注学生数学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也要关注学生学习数学的情感与态度；既要关注学

生数学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们在学习数学过程中的变化和发展；另外评价是与教学过程并行的同等重要的过程，评

价提供的是学生强有力的信息，教师要及时给予学生指导和反馈，促进学生改进。评价还应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构建

个体的发展。具体地说，对学生数学学习过程评价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数学

的认识、数学思想的感受、数学学习态度、动机和兴趣等方面的变化．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信心、勤奋、刻苦以

及克服困难的毅力等意志品质方面的变化。注重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情感和良好学习品质的形成过程。 (2)评价学生能

否理解并有条理地表达数学内容，是否积极主动地参与数学学习活动，是否愿意和能够与同伴交流、与他人合作探究数

学问题。注重学生参与数学学习，和同伴交流、合作的过程。 (3)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否肯于思考、善于思考，能

否不断反思自己的数学学习过程，并改进学习方法。注重学生思考方法和思维习惯的养成过程。 (4)评价学生从实际情

境中抽象出来的数学知识以及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举例。)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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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初中数学真题及答案
       

1.[单选题]定积分

的值是( )。

A)25π/4

B)25π/2

C)25π/6

D)9π/4

答案:A

解析:

       

2.[单选题]下面哪位不是数学家 ( )

A)祖冲之

B)秦九韶

C)孙思邈

D)杨辉

答案:C

解析:孙思邈是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故选C。

       

3.[问答题]案例：下面是“零指数幂”教学片段的描述，阅读并回答问题。 片段一：观察下列式子，指数有什么变化

规律 相应的幂有什么变化规律 猜测20- 24=16 23=8 22=4 21=2 20= 上面算式中，从上向下每一项指数减1，幂减半

，猜测20=1。 片段二：用细胞分裂作为情境，验证上面的猜测：一个细胞分裂一次变为2个，分裂2次变为4个，分裂

3次变为8个……那么，一个细胞没有分裂时呢 片段三：应用同底数幂的运算性质：2m÷2n=2m-n(m，n为正整数

，m>n)，我们可以尝试m=n的情况，有23÷23=23-3=20。根据23÷23=8÷8=1，得出：20-1。 片段四：在学生感受“20-

1”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做出零指数幂的“规定”，即a0=1(a≠0)。验证这个规定与原有“幂的运算性质”是无矛盾的

，即原有的幂的运算性质可以扩展到零指数幂。 问题： (1)请确定这四个片段的整体教学目标；(6分) (2)验证运算法

则

可以拓展到自然数集；(5分) (3)这四个片段对数学运算法则的教学有哪些启示 (9分)

答案:(1)知识与技能目标：掌握整数指数幂的运算性质，理解零指数幂的意义，掌握数学中归纳总结的能力。 过程与

方法目标：通过探索，让学生体会从特殊到一般的数学研究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和根

据规律探究问题的能力，加深对类比、找规律、严密的推理等数学方法的认识。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2)当

m．n中有一个为零时

(3)从特殊到一般是研究数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可以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推导运算法则；观察分析和根据规律是数学运

算法则教学中的一种方法；要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可以用学生比较熟悉的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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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4.[问答题]已知矩阵

求曲线y2=x+y=O在矩阵M-1对应的线性变换作用下得到的曲线方程。

答案:

解析:

       

5.[单选题]定积分

的值是( )。

A)25π/4

B)25π/2

C)25π/6

D)9π/4

答案:A

解析:

       

6.[问答题]简述义务教育数学课程中设置“综合与实践”内容的必要性，并举例说明“综合与实践” 的教学特点。

答案:(1)必要性：我国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相对薄弱，为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在规划新的课程

体系时，规定“从小学到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强调通过学生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

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同时《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纲要(试行)》又指出综合实践活动与各学科领域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二者既有其相对独立性，又存在紧密的联

系，在某些情况下，综合实践活动也可和某些学科教学打通进行，同时，各学科课程中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和综合

应用能力。为此，课程标准调整了数学学科的结构，在“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这些知识性的领域

之外，设置了“综合与实践”这一数学学习领域。 教学特点： (1)综合性：对任何主题的探究都必须体现个人、社会

、自然的内在整合，体现科学、艺术、道德的内在整合。 (2)实践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展开往往以各种活动为载体

，强调学生通过活动或亲身体验来进行学习，但不是为“活动”而“活动”。 (3)开放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面向学生

整个的生活世界，其内容与学生个人的生活或现实社会紧密相连，往往表现为一个没有固定答案的开放性问题，要解决

这样的开放性问题，学生不可能到书本上去找现成的答案，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探索、去发现，才能找到可能的答案

。 (4)生成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展开很少从预定的课程目标人手，它常常围绕某个开放性的主题或问题来展开。随

着活动的不断展开，新的目标、新的问题、新的主题不断生成，学生的认识和体验不断加深，创造性的火花不断迸发

，这便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具有“生成性”的集中体现。 (5)自主性：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十分注重从学生现有的

兴趣与经验出发，强调学生的自主选择与探究。学生不仅可以选择学习的内容、进度与方式，还可以自己对自己的学习

ᮉᐸ䍴Ṭ考试ࡍѝᮠᆖ真题及答案䘁ᒤਸ䳶 �/40



过程或结果进行评价与反思。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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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上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初中数学真题及答案
       

1.[单选题]积分

的值是( )。

A)1

B)Π/4

C)Π/2

D)1/2

答案:B

解析:@jin

       

2.[单选题]下列不属于《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规定的第三学段“图形与几何”领域内容的是( )。

A)图形的性质

B)图形的变化

C)图形与位置

D)图形与坐标

答案:C

解析:选项c图形与位置是《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规定的第二学段“图形与几何”领域内容。

       

3.[单选题]欧式平面R2上的下列变换不是保距变换的是( )。

A)平移变换

B)轴对称变换

C)旋转变换

D)投影变换

答案:D

解析:投影变换是对图形整体进行缩放变换，不一定是保距变换。

       

4.[问答题]案例： 下面是某位同学用开方法解方程的过程。

问题： (1)该同学的解题过程哪步错了 分析其原因。(8分) (2)针对该生情况．请你设计一个辅导教学片段(可以为师

生问答形式)，并说明设计意图。 (8分) (3)除了开方法外，本题还可以用哪些方法解答(至少列举两种) (4分)

答案:(1)该同学在开平方3x+1=2这一步出现了错误．原因是对平方根的概念没有掌握：其次在最后得出根z=1/3这一步

也出现了错误，原因是对一元二次方程根的个数及写法没有掌握。 (2)师：32= (-3)2= 生：9 师：根据平方根的定义

。9的平方根为多少 生：±3 师：a(a≥0)的平方根为多少

师：非常好。步骤也很完整。以后注意细节，继续努力。(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让学生能运用开平方法解方程) 在整

个辅导教学片段中，通过师生问答形式，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提出问题，启发学生反思自己做题中的错误以及错误的原

因所在，帮助学生真正领悟开平方法解方程的正确解题方法，并通过巩固练习的方式，一步一步，由易到难，由具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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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促进能力的提高。 (3)①公式法：

②因式分解法

解析:

       

5.[问答题]求方程x4+x2+x+1=0的四个复根中落在第一象限的那个根，要求用根式表达。(提示： 作变量替换

答案:

@jin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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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答题]下列框图反应了三角函数与其他数学内容之间的关系，请用恰当词语补充完整。

答案:①基本初等函数； ②性质； ③锐角三角函数； ④应用。

解析:

       

7.[问答题]如何认识数学的抽象性(7分) 在数学教学中如何处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请结合实例谈谈你的看法。

(8分)

答案:(1)数学的抽象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①不仅数学概念是抽象的，而且数学方法也是抽象的，并且大量使用抽

象的符号。 ②数学的抽象是逐级抽象的，下一次的抽象是以前一次的抽象材料为其具体背景。 ③高度的抽象必然有高

度的概括。 (2)首先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所谓抽象思维能力，是指脱离具体形象、运用概念、判断、推理

等进行思维的能力。按抽象思维不同的程度，可分为经验型抽象思维和理论型抽象思维。在教学中，我们应着重发展理

论型抽象思维．因为只有理论型抽象思维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才能很好地分析和综合各种事物，才有能力去解决问题。

其次要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提高抽象、概括能力。在教学中，可通过实物教具，利用数形结合，以形代数等手段。例如

，讲对数函数有关性质时，可先画出图象，观察图象抽象出有关性质就是一例。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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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初中数学真题及答案
       

1.[单选题]《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课程内容的四个部分是( )。

A)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

B)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数学实验

C)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数学建模

D)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数学文化

答案:A

解析:《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规定了课程内容的四个部分是：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

，综合与实践。

       

2.[问答题]在空间直角坐标系下。试判定直线

与平面π：3x-y+2z+1=0的位置关系，并求出直线Z与平面π的夹角的正弦值。

答案:平面π的法向量为n=(3，一l，2)； 平面2x+γ+z=0的法向量为nl=(2，1，1)，平面x+2y一2=0的法向量为

n2=(1，2，一l)，则直线l的方向向量为

mn=一9-3+6-6，可知直线f与平面π相交。设直线Z与平面π的夹角为θ，则

解析:

       

3.[问答题]袋子中有70个红球，30个黑球，从袋中任意摸出一个球，观察颜色后放回袋中，再摸第二个球，观察颜色后

也放回袋中。 (1)求两次摸球均为红球的概率；(3分) (2)求两次摸球颜色不同的概率。(4分)

答案:(1)每次摸到红球的概率均为

两次摸球相互独立．所以两次摸球均为红球的概率为P=-0．7x0．7=0．49。 (2)两次摸球均为黑球的概率为

0．3x0．3=0．09，所以两次摸球颜色不同的概率为1-0．49-0．09=0．42。

解析:

       

4.[问答题]《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强调培养学生“符号意识”。简要回答“符号意识”表现为哪些方

面，并举例说明。

答案:符号意识主要是指能够理解并且运用符号表示数、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知道使用符号可以进行运算和推理．得

到的结论具有一般性。建立符号意识有助于学生理解符号的使用是数学表达和进行数学思考的重要形式。

解析:

       

5.[问答题]请列举数学课堂教学导人的两种方法，并举例说明。

答案:(1)直接导入法 直接导人法就是开f-1见山紧扣教学目标要求直接给出本节课的教学目的，以引起学生的有意注意

，诱发探求新知识的兴趣。使学生直接进入学习状态。这种导入能使学生迅速定向，对本节课的学习有一个总的概念和

基本轮廓。他能提高学生自学的效率和质量，适合条理性强的教学内容。如在讲切割定理时，先将定理内容写在黑板上

。让学生分清已知、求证后，师生共同证明。 (2)复习导入法 复习导入法即所谓“温故而知新”，主要是利用新旧知

识间的逻辑联系，即旧知识是新知识的基础，新知识是旧知识的发展与延伸，从而找出新旧知识联接的交点，由旧知识

的复习迁移到新知识的学习上来导人新课。通过这种方法导入新课，可以淡化学生对新知识的陌生感，使学生迅速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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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纳入原有的知识结构中，能有效降低学生对新知识的认知难度。使用这种导入方法，教师一定要摸清学生原有的知

识水平；要精选复习、提问时新旧知识联系的“支点”。例如在学习勾股定理逆定理时，可先复习勾股定理的内容，再

求以线段Ⅱ，b为直角边的直角三角形，求斜边c的长，再提出“以上述三边长为边的三角形是什么样 ”的问题，引出

勾股定理逆定理。 (3)类比导入法 类比就是当两个对象都有某些相同或类似属性，而且已经了解其中一个对象的某些

性质时，推测另一个对象也有相同或类似性质的思维形式。所谓联想，就是由一事物想到与之相似的另一事物。采用类

比联想导入简洁明快，同时能高效地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 例如讲相似三角形性质时，可以与全等三角形性质类比

。 (4)趣味导人法 趣味导人法就是把与课堂内容相关的趣味知识，如数学家的故事、数学典故、数学史、游戏、谜语

等传授给学生来导入新课。俄国教育学家乌申斯基认为：“没有丝毫兴趣的强制性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求真理的欲望。

”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诺也说过：“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知识的兴趣。”趣味导人可以避免平铺直叙之弊

．可以创设引人人胜的学习情境，有利于学生从无意注意迅速过渡到有意注意。 例如讲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关系时

．可提出问题：“方程3x2-x=0的一个根为X1=-1，不解方程求出另一根x2。”，解决这个问题使学生感到困难，教师给

出答案。

，请同学们验算。激发同学们兴趣。

解析:

       

6.[问答题]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Hans．Freudentha1)"：认为人们在观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运用数学

的思想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客观世界的种种现象，从客观世界的对象及其关系中抽象并形成数学的概念、法则和定理

，以及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构造出数学模型的过程，就是一种数学化的过程。 (1)请举出一个实例，并简述其“数学化

”的过程； (2)分析经历上述“数学化”过程对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及“抽象概括”能力的作用。

答案:(1)实例：老鼠的繁殖率：假设老鼠每胎产鼠6只，其中3雌3雄，两胎之间间隔时间为40天，小鼠从出生到发育成

熟需要120天。现假设在理想情况下(即不考虑死亡、周期变化、突发事件等)，一对老鼠开始生育，估计一年后老鼠的

总数将达多少只 “数学化”：①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有关的数学模型，并对这些数学成分用图式法表示。②从图式

法表示中，寻找并发现问题的有关关系和规律。③从所发现的关系中，建立相应的公式，以求得某种一般化的规律。

④运用其他不同方法(数学模型)解决这一问题。 (2)经历上述“数学化”过程，对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以及“抽象概括”能力有以下作用： ①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数学的实际，灵活处理教材

，根据实际需要对原材料进行优化组合。通过设计与生活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帮助学生认识到数学与生活有密切联系

，从而体会到学好数学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无形当中产生了学习数学的动力，有利于快速地发现问题。

②由“数学化”过程可以看出发现问题是直观的，容易引起学生想象的数学问题，进而提出问题。而这些数学问题中的

数学背景是学生熟悉的事物和具体情景，而且与学生已经了解或学习过的数学知识相关联，特别是要与学生生活中积累

的常识性知识和那些学生已经具有的数学知识。 ③通过一个充满探索的过程去学习数学，让已经存在于学生头脑中的

那些非正规的数学知识和数学体验上升发展为科学的结论，从中感受数学发现的乐趣，增进学好数学的信心，形成应用

意识、创新意识，从而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对于学生抽象概括能力明显增强。

解析:

       

7.[问答题]在相似三角形的判定的复习课上．甲乙两位教师分别设计了如下的教学片段： (甲教师) 问题引入：如图

1，在△ABC中，D、E分别是AB、AC上的两个点，请你另外添加一个条件，使△ABC-AADE．并说明添加条件的理由。 预

设学生回答。 (1)添加一个条件

(2)添加一个条件

(3)添加一个条件

(4)添加一个条件

(5)…………依次说出判定方法和理由。 (乙教师) 教师提问：判定三角形相似有哪些方法 预设学生回答： (1)两角分

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相似； (2)两边成比例且夹角相等的两个三角形相似； (3)三边成比例的两个三角形相似。 针对

上述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1)请分别对两位教师的教学设计片段进行评价，并简述理由。(10分) (2)为了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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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相似的判定定理，请设计开放性的例题和习题各一个，并简述理由。(10分) (3)简述数学教学中例题和习题设计

的注意事项。(10分)

答案:(1)两位教师的教学片段均属于课堂提问的类型。教师甲是应用提问。这种提问的目的是了解学生能否在理解新知

识的基础上应用新知识和旧知识来解决问题。而教师乙采用的是复习、回忆提问。通过复习，回忆提问，使新旧知识相

互连贯，强化了所学知识，还能检查学生的复习情况。 (2)例题：如图2在AABC中，点D，E分别在AB，AC边上，连结

DE并延长交BC的延长线于点F，连结DC，BE，若∠BDE+∠BCE=1800

①写出图中三对相似三角形(注意：不得加字母和线) ②请在你所找出的相似三角形中选取一对，说明他们相似的理由

。 习题：如图3，已知格点AABC，请在图4中分别画出与△ABC相似的格点△A1B1C1和格点△A2B2C2，并使△A1B1C1和

△ABC的相似比等于2，而△ABC和△ABC的相似比等于根号5。(说明：顶点都在网格线交点处的三角形叫做格点三角形

，友情提示：请在画出的三角形的顶点处标上相应的字母。)

理由：两道例题设计具有梯度，难度逐渐增加，例l在老师的引导下充分巩固了三角形相似的性质，练习题设置具有开

放性，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调动学生主动思考的积极性。 (3)例题设计应具有目的性、典型性、启发性、科学

性、变通性和有序性。具体来说，例题的选择要从学习目标和任务出发进行精选；要根据学生的学情进行例题的选配和

安排，学习新知识必须建立在已有知识基础之上；更要具有提炼性。 习题是数学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不

仅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巩固形成熟练的技能技巧，而且对学生智力发展和能力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习题的

设计应具有目的性、要及时、要有层次、要多样化、要有反馈。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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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上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初中数学真题及答案
       

1.[单选题]与命题“y=?(x)在 x0连续”不等价的命题是()。

A)A

B)B

C)C

D)D

答案:C

解析:

连续。

       

2.[单选题]设 s=a 是代数方程?(x)=0 的根，则下列结论不正确的是()。

A)a-a 是?(x)的因式

B)x-a 整除?(x)

C)(a，0)是函数 y= ?(x)的图像与 x 轴的交点

D)?(a)=0

答案:D

解析:由于 x=a 是代数方程?(x)=0 的根，故有?(a)=0，x-a 是?(x)的因式，x-a 整除?(x)，(a，0) 是函数 y= ?(x)的

图像与 x 轴的交点，但是不一定有?′(a)=0，比如，?(x)=x-2。

       

3.[单选题]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应该具有()。

A)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

B)实践性、普及性、选拔性

C)基础性、实践性、选拔性

D)实践性、普及性、发展性

答案:A

解析: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应具有：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性。．

       

4.[问答题]某人从 A 处开车到 D 处上班，若各路段发生堵车事件是相互独立的，发生堵车的概率

车的概率最小．并计算此概率。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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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5.[问答题]举例说明运用综合法证明数学结论的思维过程和特点。

答案:利用已知条件和某些数学定义、公理、定理等，经过一系列的推理论证，最后推导出所要证明的结论成立，这种

证 明方法叫作综合法。 综合法证明的思维过程：用 P 表示已知条件、已有的定义、公理、定理等，Q 表示所要证明

的结论。则综合法用框 图表示为：

综合法的特点：综合法是由因导果，也就是从“已知”看“未知”，其逐步推理，实际是寻找使结论成立的必要条 件

。

解析:

       

6.[问答题]简述“尺规作图”的基本要求，并写出古希腊时期“几何作图三大问题”的具体内容。

答案:尺规作图的基本要求： (1)使用的直尺和圆规带有想象性质，跟现实中的并非完全相同； (2)直尺必须没有刻度

，无限长，且只能使用直尺的固定一侧。只可以用它来将两个点连在一起，不可以在上画刻 度：(3)圆规可以开至无限

宽，但上面亦不能有刻度。它只可以拉开成之前构造过的长度。 古希腊时期“几何作图三大问题”：这是三个作图题

，只使用圆规和直尺求出下列问题的解，直到十九世纪被证实 这是不可能的：(1)立方倍积，即求作一立方体的边，使

该立方体的体积为给定立方体的两倍。 (2)化圆为方，即作一正方形，使其与一给定的圆面积相等。 (3)三等分角，即

分一个给定的任意角为三个相等的部分。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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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答题]以初中阶段的函数概念为例，阐述数学课程内容的呈现如何体现螺旋上升的原则。

答案:数学中有一些重要内容、方法、思想是需要学生经历较长的认识过程，逐步理解和掌握的，如分数、函数、概率

、 数形结合、逻辑推理、模型思想等。因此，教材在呈现相应的数学内容与思想方法时，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与知

识积累，在遵循科学性的前提下，采用逐级递进、螺旋上升的原则。螺旋上升是指在深度、广度等方面都要有实质 性

的变化，即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要求。 例如，函数是“数与代数”的重要内容，也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比较难理解和

掌握的数学概念之一，本标准在三个 学段中均安排了与函数关联的内容目标．希望学生能够逐渐加深对函数的理解。

因此，教材对函数内容的编排应体 现螺旋上升的原则，分阶段逐渐深化。依据内容标准的要求，教材可以将函数内容

的学习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一些具体实例，让学生感受数量的变化过程、以及变化过程中变量之间的

对应关系，探索其中的变 化规律及基本性质，尝试根据变量的对应关系作出预测，获得函数的感性认识。 第二阶段

，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归纳概括出函数的定义，并研究具体的函数及其性质，了解研究函数的基本方法， 借助函数

的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等，使得学生能够在操作层面认识和理解函数。 第三阶段，了解函数与其他相关数学内容之间

的联系(例如函数与方程之间、函数与不等式之间的联系)，使得学生 能够一般性地了解函数的概念。

解析:

       

8.[问答题]某位教师在讲完《相交线与平行线》这部分内容后，设计了一节《相交线与平行线》的复习课。在这节课中

．他 设计了如下一组题： 题 1．如图 ，BE 平分∠ABD，DE 平分∠BDC，且∠1+∠2=90。。 ①BE 与 DE 有什么样的

位置关系?请说明理由。 ②AB 与 CD 有什么样的位置关系?请说明理由。 题 2．如图 4，AB∥CD 且∠1+∠2=800，求

∠BED 的度数。 题 3．如图 5，AB∥CD 直线ι交 AB 于点 F、交 CD 于点 G，点 E 是线段 GF 上的一点(点 E 与点

F、G 不重合)，设∠ABE=a， ∠CDE=β，∠BED=γ。试探索 a、β、γ之间的关系，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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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上述教学设计片段，完成下列任务： (1)从这组习题分析这节复习课的教学目标；(8 分) (2)分析这三道题的设计

意图，并说明这组习题设计的特点；(10 分) (3)请你在图 5 的基础上，编一道类似习题，并给出答案。(12 分)

答案:(1)知识与技能目标：能够利用平行线的性质与判定定理，判断两条直线是否平行；能够利用两直线相交的性质求

相交直线的交角度数。 过程与方法目标：学生通过对两直线的位置关系进行观察、猜想、探索等过程，初步形成几何

直观，发展形象思维 与抽象思维，锻炼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能力，并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

标：在学习过程中，体验获得成功的乐趣，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建立自信心。养成认真勤奋、 独立思考、合作交流

、反思质疑等学习习惯，形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第一道题目，给出已知条件 BE 平分∠ABD，DE 平分∠BDC 且

∠1+∠2=90°，通过两个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利用 角平分线的性质．先判断出 BE 与 DE 的位置关系，进而利用两直

线平行的判定定理判断 AB 与 CD 的位置。 这道题目结合学生的已有知识经验，加深巩固对两直线平行判定定理的应

用。为第三道题目的猜想做铺垫。第二道 题目，在第一道题目的基础之上对题目进行变形，已知 AB∥CD 且

∠1+∠2=80°，结合对一道题目解题的经验．利 用两直线平行的性质求出∠BED 的度数。这道题目的主要设计意图为

加深巩固学生对两直线平行的性质的应用，并 为第三道题目的猜想做铺垫。 第三道题目，在前两道题目的铺垫下，将

具体角变为抽象角，学生结合前两道题目的解题经验，进行猜想、探索证 明。这道题目的主要设计意图为加深巩固学

生对两直线平行的性质的应用，提高学生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能力，将 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三道题目逻辑联系紧密

，考虑到学生的认知顺序，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表及里等一系列规律，让学生能够 拾级而上，循序渐进，步

步深入。以达到能够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并初步形成几何直观，发展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锻炼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

能力的目的。 (3)如图 5，直线ι交 AB 于点 F、交 CD 于点 G，点 E 是线段 GF 上的一点(点 E 与点 F、G 不重合

)，设∠ABE=a，∠CDE=β，∠BED=γ。试探索 a、β、γ满足何条件的时候，AB 与 CD 平行，并说明理由。 当

a+β=γ时，AB与CD平行。连接BD，因为三角形BDE的内角和为180°，所以∠EBD+∠EDB=180°-∠BED，若a+β=γ， 则

∠EBD+∠EDB+a+β=180°-∠BED+a+β=180°，则 AB 与 CD 平行。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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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初中数学真题及答案
       

1.[单选题]

A)圆

B)椭圆

C)抛物线

D)双曲线

答案:B

解析:

       

2.[单选题]

A)(-1，1)

B)(1，1]

C)[-1，1)

D)[-1，1]

答案:A

解析:

       

3.[单选题]四个图形：相交直线、等腰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正多边形，既是轴对称又是中心对称的有()个。

A)1

B)2

C)3

D)4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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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相交直线既是轴对称又是中心对称图形，等腰三角形是轴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是中心对称 图形。正多边形当边

数为奇数时是轴对称图形，当边数为偶数时既是轴对称又是中心对称图形。

       

4.[问答题]

反射光线的方程。若将反射光线绕平面镜的法线旋转一周，求所得的旋转曲面的方程。

答案:以此光线与平面的交点为原点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如下图：

解析:

       

5.[问答题]某飞行表演大队由甲、乙两队组成。甲队中恰好有喷红色与绿色喷雾的飞机各 3 架。乙队中仅有 3 架喷红

色烟 雾的飞机。在一次飞行表演中，需要从甲队中任意选出 3 架飞机与乙队飞机混合编队进行表演，并任意确定一架

飞 机作为领飞飞机，求领飞飞机是喷绿色烟雾的概率。

答案:分两步进行计算，先选出含有喷绿色烟雾的飞机的概率再选领飞的飞机是喷绿色烟雾的概率，最后乘起来即得。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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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6.[问答题]抽象是数学的本质特征，数学的抽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请举例。

答案: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所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表现在对空间形式和

数量关系这一特性的抽象，如运算律、空间几何的一些证明。 (2)表现为思考事物的纯粹的量，广泛使用抽象符号，不

仅数学概念是抽象的，而且数学方法也是抽象的，并且大 量使用抽象的符号。如空间几何图形的位置关系的定义，数

量间的加减乘除方法的归类。 (3)它在抽象过程中抛开较多的事物的具体的特性，因而具有十分抽象的形式。数学的抽

象是逐级抽象的，下一次 的抽象是以前一次的抽象材料为其具体背景，如数形结合得出函数单调性和奇偶性性质。

(4)高度的抽象必然有高度的概括，表现为高度的概括性，并将具体过程符号化，当然，抽象必须要以具体为基础。

(5)数学语言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数学阅读需要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有关的数学术语和符号，正确依据数学

原理分析逻辑关系，才能达到对书本的本真理解。同时数学有它的精确性，每个数学概念、符号、术语都有其 精确的

含义，没有含糊不清或易产生歧义的词汇，结论错对分明，因此数学阅读要求认真细致，同时必须勤思多想。

解析:

       

7.[问答题]

为例，说明在教学中如何体现该教学原则。

答案:(1)数学的严谨性，是指数学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较高的精确性，即逻辑的严格性和结论的确定性。量力性是指学

生的可接受性。 这一原则。说明教学中的数学知识的逻辑严谨性与学生的可接受性之间相适应的关系。理论知识的严

谨程度要适合 学生的一般知识结构与智力发展水平，随着学生知识结构的不断完善，心理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强

理论的严谨 程度；反过来，又要通过恰当的理论严谨性逐渐促进学生的接受能力。 显然，这一原则是根据数学本身的

特点及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提出的。但是，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心理发展是逐 步形成的。不同的年龄阶段，其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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