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单项选择题 

 

1.教育与社会诸多因素有密切联系，其中制约教育领导权的首要因素是()。 

A.经济水平 

B.政治制度 

C.文化传统 

D.科技水平 

答案：B 

解析：政治制度对教育的制约表现在:(1)社会政治制度制约教育的领导权;(2)社会政治制度制

约着受教育权;(3)社会的政治制度制约着教育目的。B项正确。A项:经济水平制约着教育发

展的规模和速度、教育的结构、教育的内容和手段。C项:文化传统影响教育的传统与变革。

D项:科技水平一般是放在经济的子系统里面的。 

综上所述，本题选 B。 

分数：2 

 

2.轻视国民教育，认为学校里集中了“教养不良、品行恶劣、成分复杂的儿童”，有害于绅

士的培养，主张绅士教育应在家庭中实施的是()。 

A.孔子 

B.夸美纽斯 

C.洛克 

D.华生 

答案：C 

解析：洛克提倡绅士教育，认为学校教育不利于绅士培养，主张在家庭中实施绅士教育，C
项正确。A项孔子主张有教无类。B项夸美纽斯主张泛智教育。D项华生是环境决定论的代

表，行为主义的创始人。A、B、D均为干扰选项。故选 C。 

分数：2 

 

3.小明犯错误后通过撒谎避免了父母的惩罚，此后小明学会了用谎言来逃脱惩罚。此处发生

了() 

A：正强化 



B：逃避条件作用 

C：回避条件作用 

D：消退 

答案：C 

解析：回避条件作用是指当预示厌恶刺激即将出现的刺激信号呈现时，有机体自发地做出某

种反应，从而避免了厌恶刺激的出现，则该反应在以后的类似情境中发生的概率便增加的一

类条件作用。 

分数：2 

 

4.“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理想人格的提出者是()。 

A.孔子 

B.孟子 

C.荀子 

D.老子 

答案：B 

解析：B项，《孟子·滕文公下》:“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与题意相符，故正确。 

分数：2 

 

5.依据课程层级的不同，古德莱德提出了五种类型的课程。据此，由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课

程方案和教材属于()。 

A.领悟的课程 

B.理想的课程 

C.正式的课程 

D.经验的课程 

答案：C 

解析：美国著名课程专家古德莱德认为正式的课程即由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课程计划、课程

标准和教材。 

分数：2 

 



6.中国近代学校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标志是()。 

A.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B.京师大学堂的设立 

C.癸卯学制的颁布施行 

D.壬子学制的颁布施行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我国近代学校制度化的标志。教育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制度化教育到

制度化教育，再到非制度化教育的过程。现代教育制度是社会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它诞生于

19 世纪的欧洲，以国家教育制度的出现为形成标志。我国近代制度化教育兴起的标志是清

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以及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教育宗旨和近代学制。1903 年由清政

府颁布的“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系统，

它的颁布施行成为中国近代教育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标志。C项正确。A项:京师同文馆是

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最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由恭亲王奕诉于

1861 年 1 月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的标志。紧随其后，外国传教士

在广州、福建、上海等沿海地区纷纷开始设立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示范。1902 年近

代学制颁布后，京师同文馆并入了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与题干不符，排除。B
项: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清末 1898 年至 1911 年间的曾用名。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

之一，该学校创办于 1898 年 7 月 3 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

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与题干不符，排除。D项:壬子学制是 1912(壬子)年民国政府教育部

制定的新学制。这一学制近似于法、德学制，其中普通、职业、师范三种教育各成系统，师

范教育完全公立，学生公费。与清政府公布的学制相比，它在课程设置上取消了“忠君尊孔”

的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能训练内容，并缩短了学习年限。与题干不符，排除。  

综上所述，本题选 C。 

分数：2 

 

7.小学生上体育课，在运动中不小心摔到胳膊肘擦伤并少量出血，教师应该采取的正确处理

方式是（）。 

A.用清洁水冲洗伤口，盖上消毒纱布 

B.冷毛巾敷伤口，立即送到医院 

C.用止血带绑在伤口上方，注意保暖 

D.用干净的纸巾盖上伤口，送往医务室 

答案：A 

解析：冷毛巾敷大部分针对中暑情况；用止血带绑在伤口上方针对大出血；用干净的纸巾盖



上不清理浮灰，伤口容易伤口感染。 

分数：2 

 

8.以下不符合 2001 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基本要求的()。 

A.小学以分科课程为主 

B.课程结构设置具有综合性、均衡性和选择性 

C.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并作为必修课程 

D.实施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 

答案：A 

解析：A项，小学以综合课程为主，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 A项知识点表述错误，符合题干

要求，故正确，当选。B项，课程结构设置具有综合性、均衡性和选择性，B项知识点表述

正确，不符合题干要求，故错误，排除。C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从小

学三年级到高中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并作为必修课程。《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

要》规定自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全面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C项知识点表述正确，不符

合题干要求，故错误，排除。D项，实施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D项知识点表述

正确，不符合题干要求，故错误，排除。 

分数：2 

 

9.栗老师在教学中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并经常发自内心地表扬他们。正是受到栗老师的鼓

励与赞扬，学生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学生的变化体现的是()。 

A.首因效应 

B.晕轮效应 

C.罗森塔尔效应 

D.刻板效应 

答案：C 

解析：罗森塔尔效应也叫皮格马利翁效应或者教师的期望，它指的是当教师对一个学生的期

待值很高时，这个学生往往会受到影响而达到教师预期的效果 C项正确。A项:首因效应是

指由最初接触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我们以后的行为和评价的影响，实际上指的就是“第

一印象”的影响。与题干不符，排除。B项:晕轮效应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

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他就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与题干不符，排除。D项:

刻板效应强调的是对一群人的印象。与题干不符，排除。 

综上所述，本题选C。 



分数：2 

 

10.小学生学习了四边形以后，再学习平行四边形。这种学习属于（） 

A.上位学习 

B.下位学习 

C.归属学习 

D.并列学习 

答案：B 

解析：下位学习是指将概括程度或包容范围较低的新概念或命题归属到认知结构中原有的概

括程度或包容范围较高的适当概念或命题之下，从而获得新概念或新命题的意义。平行四边

形是四边形的下位概念，先学习四边形，再学习平行四边形属于下位学习。 

分数：2 

 

11.小明在期末考试取得 100 分后惊喜地说:“我背到的知识点老师都考到啦!”根据韦纳的

归因理论，该生将这次成功归因于()因素。 

A.内在、稳定、不可控 

B.内在、不稳定、可控 

C.外在、稳定、不可控 

D.外在、不稳定、不可控 

答案：D 

解析：该生认为考好的原因在于背到的知识全部都考到了，属于运气归因。运气是一种外在、

不稳定、不可控的因素。D项正确。 

ABC项:与题干不符，排除。综上所述，本题选D。 

分数：2 

 

12.在教小学生记汉语拼音时，李老师会告诉学生 m 像两个门洞，n 像一个门洞，h 像一把

小椅子。这里运用的是()记忆方法。 

A.形象联想法 

B.谐音联想法 

C.位置记忆法 



D.复述记忆法 

答案：A 

解析：形象联想法是通过人为联想，使无意义的难记的材料和头脑中的鲜明奇特的形象相结

合，从而提高记忆效果。题干中“m 像两个门洞，h 像把椅子”使用了形象联想记忆法。A
项正确。B项谐音联想法是通过谐音线索进行人为联想，与题意不符。C项位置记忆法是通

过与熟悉的地点顺序相联系起来记忆一些名称或者客体顺序的方法，与题意不符。D项复述

就是反复重复，与题意不符。B、C、D均为干扰选项。故选 A。 

分数：2 

 

13.小青同学在寒冷的冬天迫切地寻找可以御寒的衣物。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小青同

学缺乏()的满足。 

A.生理需要 

B.归属与爱的需要 

C.安全需要 

D.自我实现的需要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是指人对食物、水分、空气、睡眠、

排泄等的需要。这类需要在人的所有需要中是最低层次的需要，但也是最重要、最有动力作

用的需要。题干中，小青缺乏的是生理需要的满足。A项正确。 

分数：2 

 

14.小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常以外部线索为依据，其态度和自我认知易受周围环境或背景

的影响，不易独立地对事物做出判断，而是人云亦云，从他人处获得标准。这是()认知风格。 

A.场依存型 

B.场独立型 

C.冲动型 

D.沉思型 

答案：A 

解析：题干描述的是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的特征。 

分数：2 

 



15.刘老师工作了五年后，突然觉得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找不到工作的价值在哪里，

刘老师的职业倦怠体现为()。 

A.情绪衰竭 

B.个人成就感低 

C.去人格化 

D.低自尊 

答案：B 

解析：A项，情绪耗竭是指教师的情绪情感处于极度的疲劳状态，工作热情完全丧失。与题

干表述不符，故错误，排除。B项，个人成就感低是指教师消极地评价自己，贬低工作的意

义和价值。刘老师找不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是个人成就感低的表现，故正确，当选。C项，

去人格化是指教师刻意在自身和工作对象间保持距离，对工作对象和环境采取冷漠和忽视的

态度。与题干表述不符，故错误，排除。D项，低自尊不是教师职业倦息的表现，故错误，

排除。 

分数：2 

 

16.丁老师为了让学生能更直观的感受《爬山虎的脚》这篇文章，特别带学生到户外去观察

爬山虎的叶子、根、茎等。这种使学生获得新知，巩固旧知的方法是()。 

A.讲授法 

B.实验法 

C.参观法 

D.演示法 

答案：C 

解析：A项，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连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发展学生智力

的教学方法。与题意不符，故错误。B项，实验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一定的仪器

设备，通过条件控制引起实验对象的某些变化，从观察这些变化中获得知识的方法。与题意

不符，故错误。C项，参观法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使学生获取新知识，巩固、验证旧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与题意相符，故正确。D项，演示

法是教师通过展示实物、直观教具，进行示范性实验或采取现代化视听手段等，指导学生获

得知识或巩固知识的方法。与题意不符，故错误。  

分数：2 

 

17.当班主任接到一个教育基础较差的班级时，首先要做好的工作是 () 



A.建立班集体的正常秩序 

B.建立班集体的核心队伍 

C.组织形式多样的集体活动 

D.确定班集体的发展目标 

答案：A 

解析：班主任在班集体的组建阶段，就应着手班集体的正常秩序的建立工作，特别是当接到

一个教育基础较差的班级时，首先就要做好这项工作。 

分数：2 

 

18.在小学低年级的某次数学测验中，由于数学试卷中试题的文字表述过于复杂，学生不能

完全理解题干的要求，也不能正确地解答题目，以至于该试卷无法准确测量学生数学学习的

情况。据此可以判断，这次数学测验是()。 

A.高信度的 

B.低信度的 

C.低效度的 

D.高效度的 

答案：C 

解析：数学试卷无法准确测量学生数学学习的状况，可见本次数学测验效度低。 

C项正确。信度，又称测验的可靠度，是指一个测验多次测量所得结果的致信程度，以及一

次测量所得结果的准确性程度。题干并没有反映信度，排除 AB两项。综上所述，本题选 C。 

分数：2 

 

19.小花学会了通过用手拉动面前的毯子，拿到毯子上放置的玩具，这处于 ()。 

A.感知运动阶段 

B.前运算阶段 

C.具体运算阶段 

D.形式运算阶段 

答案：A 

解析：A项，题干表述为因果关系的初步形成，处于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中的感知运动阶段。

与题意相符，故正确。 



分数：2 

 

20.世界上最早颁布义务教育法的国家是（)。 

A.英国 

B.美国 

C.德国 

D.法国 

答案:C 

解析: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颁布义务教育法的国家。 

分数：2 

 

二、简答题 

 

21.班主任要做好后进生的教育工作，应注意哪些方面? 

解析：(1)关心爱护后进生，尊重他们的人格。 

(2)培养和激发学习动机。 

(3)提供范例，增强是非观念。 

(4)根据个别差异，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 

分数：10 

 

22.简述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解析：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问题情境 

(2)定势与功能固着 

(3)已有的知识经验一一迁移 

(4)原型启发 

(5)情绪与动机 

除了上述因素外，个体的智力水平、性格特征、认知风格和世界观等个性心理特性也制约着



分数：10 

 

23、简述如何利用记忆规律促进学生有效学习。 

解析：(1)明确记忆目的，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2)理解学习材料的意义。 

(3)对材料进行精细加工，促进对知识的理解。 

(4)运用组块化学习策略，合理组织学习材料。 

(5)运用多重信息编码方式，提高信息加工处理的质量。 

(6)注重复习方法，防止知识遗忘。 

分数：10 

 

三、材料分析题 

 

24.材料: 

阅读《动物学校》这个故事，回答相关问题。 

动物学校要招生啦!动物园的动物们奔走相告，踊跃报名。泥鳅、松鼠、老鹰有幸成为首期

学员。学校开设了游泳、跳跃、跑步、飞行等课程。 

开学第一天的第一堂是游泳课。松鼠、老鹰首先遭遇尴尬，由于他们是“旱鸭子”，迟迟不

敢下水,遭到了老师的训斥和嘲笑。而泥鳅却在这堂课上出尽了风头，他以舒展自如的泳姿

得到了老师的赞赏和同学们的喝彩。但接下来的课程训练却让松鼠、老鹰扬眉吐气，跳跃是

松鼠的强项，飞行是老鹰的看家本领，跑步项目对他俩来说更不成问题。但这些训练却让泥

鳅吃尽了苦头，尤其是跳跃和飞行，是他的弱势项目。为了提高成绩，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这

两个项目上。一学期过去了，泥鳅被摔得伤痕累累，苦不堪言，虽然期间他想放弃这两个项

目的训练，在游泳这个优势项目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碍于校方的规定和校长、教练的威

严，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期末的成绩汇报课上，泥鳅训练刻苦，跳跃、跑步虽有所长进，但也只得了 “C”等，飞

行项目最终没有学会。原本的优势项目一游泳，因为长期没有训练，泳技大不如前，由期初

的“A等降到现在的“B”等。老鹰在飞行项目上以绝对优势得到了“ A”等，但在跳跃与跑

步项目上只得到了“B”等，游泳不及格。松鼠在飞行项目上得到了“ B”等，跑步得“C”
等，游泳没有通过，在跳跃项目上破动物界的最高纪录，但也只得到 “B”等，因为他是在

树顶上起跳，而没有按照学校规定在地上起跳。  



）请你就该校的课程设置作以评析。 

解析：动物学校的课程设置不合理。首先课程的设置不能有效促进各种动物的个性发展(而

是要动物去适应课程)。其次采取统一设置的方式，不注重各种动物的选择与需求(松鼠、老

鹰的游泳，泥鳅的跳跃和飞行)。 

分数：10 

 

（2）请你就该校的教学评价作以评析。 

解析：在教学评价上，评价的内容和方法不科学。 

①期末的成绩汇报课上，泥鳅跳跃、跑步得了“C”等，飞行没有学会。游泳由期初的“A”
等降到现在的“B”等。老鹰飞行以绝对优势得到了“A”等，但在跳跃与跑步项目上只得

到了“B”等，游泳不及格。松鼠在飞行项目.上得到了“B”等，跑步得“C”等，游泳没有

通过...”(在评价方法上,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教育应是一种动态的管理过程)； 

②泥鳅训练刻苦，跳跃、跑步虽有所长进，但也只得了“C”等，飞行项目最终没有学会。(不

注重发展性评价，不注重期望与激励)； 

③在评价内容上，只注重(知识与技能)甄别与选拔，不注重其它方面(态度和能力)的发展，

人的智能有多元的，知识和技能仅仅是一个方面。 

分数：10 

 

25.材料: 

阅读下面案例材料，回答问题。 

在上课时，林老师在给学生讲“磁铁”之前演示了一个小“魔术”：一盆水中游着一只“小

鹅”(标本)，林老师手里拿着一块面包吸引“小鹅”，“小鹅”就紧紧跟着面包转。学生都

感到很惊奇。林老师边演示边问:“你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学生响亮地回答:“想！”这

时林老师就从“小鹅”的嘴里取出一块铁片，又从面包中间拿出一块磁铁。然后他向学生演

示了磁铁的作用，让学生观察、讨论，并总结出磁铁的特性。接着又问学生日常生活中有哪

些物品运用了磁铁，并让学生思考磁铁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学生纷纷举手抢着回答。 

（1）案例中的林老师主要遵循了什么教学原则 ? 

解析：案例中的林老师主要遵循了直观性教学原则。  

材料中的老师利用实验，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磁铁的神奇，丰富了学生的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

使学生获得生动的表象，从而全面地掌握知识。  

分数：10 

 



）林老师的做法对教师教学有哪些启示? 

解析：在教学过程中，尤其是针对小学生或者比较抽象的理论性知识，老师更应该借助各种

途径来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让学生积累直接经验。在采用直观性教学原则时，要正确选择

直接教具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把直观教具的演示与语言讲解结合起来；并且要重视运用语

言直观。 

分数：10 

 

四、教学设计题 

 

26.请认真阅读下列材料，并按要求作答。 

鲸 

不少人看到过象，都说象是很大的动物。其实还有比象大得多的动物，那就是鲸。目前已知

最大的鲸约有十六万公斤重，最小的也有两千公斤。我国发现过一头近四万公斤重的鲸，约

十七米长，一条舌头就有十几头大肥猪那么重。它要是张开嘴，人站在它嘴里，举起手来还

摸不到它的上腭(e)，四个人围着桌子坐在它的嘴里看书，还显得很宽敞。  

鲸生活在海洋里。因为体形像鱼，许多人管它叫鲸鱼。其实它不属于鱼类，而是哺乳动物。

在很远的古代，鲸的祖先跟牛羊的祖先一样，生活在陆地上。后来环境发生了变化，鲸的祖

先生活在靠近陆地的浅海里。又经过了很长很长的年代，它们的前肢和尾巴渐渐变成了鳍 (qi)，
后肢完全退化了，整个身子成了鱼的样子，适应了海洋的生活。  

鲸的种类很多，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须鲸，没有牙齿；一类是齿鲸，有锋利的

牙齿。 

鲸的身子这么大，它们吃什么呢？须鲸主要吃虾和小鱼。它们在海洋里游的时候，张着大嘴，

把许多小鱼小虾连同海水一齐吸进嘴里，然后闭上嘴，把海水从须板中间滤出来，把小鱼小

虾吞进肚子里，一顿就可以吃两千多公斤。齿鲸主要吃大鱼和海兽。它们遇到大鱼和海兽，

就凶猛地扑上去，用锋利的牙齿咬住，很快就吃掉了。有一种号称“海中之虎”的虎鲸，常

常好几十头结成一群。围住一头三十多吨重的长须鲸，几个小时就能把它吃光。  

鲸跟牛羊一样用肺呼吸，这也说明它不属于鱼类。鲸的鼻孔长在脑袋顶上，呼气的时候浮出

海面。从鼻孔喷出来的气形成一股水柱，就像花园里的喷泉一样；等肺里吸足了气，再潜入

水中。鲸隔一定的时间必须呼吸一次。不同种类的鲸，喷出的气形成的水柱也不一样：须鲸

的水柱是垂直的，又细又高；齿鲸的水柱是倾斜的，又粗又矮。有经验的人根据水柱的形状，

就可以判断鲸的种类和大小。 

鲸每天都要睡觉。睡觉的时候，总是几头聚在一起。它们通常会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头

朝里，尾巴向外，围成一圈，静静地浮在海面上。如果听到什么声响，它们立即四散游开。

鲸是胎生的，幼鲸靠吃母鲸的奶长大。这些特征也说明鲸是哺乳动物。长须鲸刚生下来就有

十多米长，七千公斤重，一天能长三十公斤到五十公斤，两三年就可以长成大鲸。鲸的寿命



请根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1）简要分析本篇课文的写作特点。 

解析：写作特点 

这是一篇常识性说明文，介绍了鲸的形体特点、进化过程、种类和生活习性等方面的知识。

这篇课文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每个自然段表意明确。语言简练准确、平实质朴又不乏生动

形象。是这篇课文表达上的一大特点。作者运用列数字、举例子、作比较、打比方等多种说

明方法，通俗、生动、准确地对鲸的特点加以说明，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增强了文章

的可读性。 

分数：10 

 

（2）若指导高年段学生学习本课，试拟定教学目标及教学重难点。  

解析：教学目标及教学重难点 

①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认识 10 个生字，会写 6 个生字。正确读写“目前”“上腭”“哺乳”“退

化”“垂直”“经验”“胎生”“特征”“寿命”等词语。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目标：认识列数字、举例子、作比较、打比方等说明性文章的表达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了解鲸的特点、进化过程、种类和生活习性等方面的知识，激发探

索动物世界的兴趣，培养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的情感。  

②教学重点：了解课文中介绍的与鲸相关的各种知识。学习作者用多种方法说明事物特点的

表达方法。 

③教学难点：学习说明文基本的说明方法，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表达的形象，并在习作中

加以运用。 

分数：10 

 

（3）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新授环节。 

解析：新授环节 

1)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读课文：读通句子，把带有生字新词的句子多读几遍；标出自然段序号。 

2.检查自读情况：学生轮读生字新词。 

2)再读课文，体会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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