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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次提出义务教育的学制是（    ）。 

A.壬寅学制 B.癸卯学制 C.壬戌学制 D.壬子癸丑学制 

2.首次提出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划分出来，并被誉为“科学归纳法第一人”

的是（    ）。 

A.赫尔巴特 B.洛克 C.培根 D.亚里士多德 

3.（    ）提出学习是渗透性的，它会使学生的行为、态度发生变化。 

A.有意义的自由学习  B.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 

C.建构主义的学习观  D.顿悟学习理论 

4.《大学》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它提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

（    ） 

A.明明德 B.止于至善 C.化民成俗 D.明人伦 

5.王老师对待学生从不一刀切，他从接手新生开始到送学生毕业，不同年级采用不

同的教育方法，他这样做遵循了学生发展的（    ）。 

A.连续性 B.阶段性 C.差异性 D.顺序性 

6.“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

虽舍之可也”体现的教学原则是（    ）。 

A.量力性原则  B.因材施教原则 

C.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D.系统性原则 

7.强调在群体中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着眼于发现并重视团体生活对个人思维

方式深刻影响的德育模式是（    ）。 

A.道德认知发展模式  B.体谅模式 

C.价值澄清模式  D.社会模仿模式 

8.根据科尔伯格的理论，基于行为后果的道德判断阶段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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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习俗水平 B.后习俗水平 C.自律水平 D.前习俗水平 

9.当学生的道德观念不断得到加强，并相应地产生道德体验时，就会变为（    ）。 

A.道德认知 B.道德行为 C.道德情感 D.道德信念 

10.有一些老师在一定时期会出现“躺平”的现象，产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

态，依据费斯勒的教师生涯循环论，其处于（    ）。 

A.生涯低落阶段  B.稳定和停滞阶段 

C.生涯挫折阶段  D.生涯退出阶段 

11.制定教学评价的依据是（    ）。 

A.教学目标 B.课程目标 C.教学能力 D.教学知识 

12.教师做好教育工作的前提是（    ），它也是衡量教师能否胜任本职工作的基

本条件。 

A.教师的心理素质  B.教师的条件性知识 

C.教师的职业素养  D.教师的能力 

13.班主任的工作中心环节是（    ）。 

A.组织和培养班集体  B.了解和研究学生 

C.促进学生发展  D.统一多方面教育力量 

14.美国教育学家克伯屈从杜威的“儿童中心”“从做中学”的思想中提出来的教

学组织形式是（    ）。 

A.范例教学法 B.五段教学法 C.设计教学法 D.结构化教学法 

15.发展性课程评价模式强调评价要注重（    ） 

A.以教论学 B.以学论教 C.教师的教 D.学生的学 

16.下列不属于影响课堂管理的主要因素的是（    ）。 

A.教师的领导风格  B.班级的状况 

C.学生对老师的定型期望 D.教师积极的情绪状态 

17.儿童的智慧活动具有了守恒和可逆，掌握了群集运算、空间关系、分类和排序

等逻辑运算能力，但并不能通过假设来推理解答问题，说明儿童此时此刻处于（    ）。 

A.前运算阶段 B.具体运算阶段 C.形式运算阶段 D.感知运动阶段 

18.属于正面鼓励的心理效应的是（    ）。 

A.罗森塔尔效应 B.霍桑效应 C.巴纳姆效应 D.瓦拉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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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老师向学生进行正确的学习价值观教育，让学生明白大家对他的称赞和鼓励正

是要求他去发奋学习和争取进步的动力，这是培养学生的（    ）。 

A.认知内驱力 B.自我提高内驱力 C.附属内驱力 D.外部动机 

20.识记过的材料不能回忆，但它重现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并能确认是自己已经

接触过的材料，这个过程叫做（    ）。 

A.保持 B.重现 C.再认 D.回忆 

21.先于学习任务本身呈现的一种引导材料是（    ）。 

A.学习准备 B.思维定势 C.最近发展区 D.先行组织者 

22.下列气质类型适合做要求反应迅速而灵活的工作的是（    ）。 

A.胆汁质 B.多血质 C.粘液质 D.抑郁质 

23.掌握了“身份权”概念后再学习“探望权”概念，则前一学习对后一学习的影

响是（    ）。 

A.水平迁移 B.垂直迁移 C.一般迁移 D.逆向迁移 

24.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论，19~25 岁面临的主要发展矛盾是（    ）。 

A.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B.亲密对孤独 

C.自我统合对绝望  D.勤勉对自卑 

25.根据维纳的归因理论，能力属于（    ）。 

A.内部、稳定、可控的 B.内部、稳定、不可控的 

C.外部、稳定、不可控的 D.外部、不稳定、不可控的 

26.以人类生存、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社会组织和管理、娱乐和审美活动等人类

的基本活动为主题设计的课程属于（    ）。 

A.相关课程 B.融合课程 C.广域课程 D.核心课程 

27.在记忆 24 节气口诀、乘法口诀采用的编码方式是（    ）。 

A.按语义关系编码  B.利用语言的音律和节律编码 

C.采用主观组织能力加工材料编码 D.使用字形编码 

28.学生在记忆课堂笔记时对汉字字形的结构正误的注意属于（    ）。 

A.随意注意 B.无意注意 C.注意广度 D.随意后注意 

29.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相适应的一项特定的基本权力是（    ） 

A.参与民主管理权 B.管理学生权 C.学术自由权 D.教育教学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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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下列举措有利于提升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是（    ）。 

A.带领教师学习各项政策法规 

B.完善集体备课、听课，骨干教师考核、青年教师培养等一系列制度 

C.积极开展培训讲座、课题研究、优质课评比、名师领航等活动 

D.夯实校本培训，促进教师走上职业发展快车道 

10 1.3 13  

31-39 缺题。 

4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 

B.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继续教育制度 

C.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 

D.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前提下，应当积极参加各种社

会公益活动 

3 10+12+13 35  

41.《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版）》目前公布，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

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新课程方案要求劳动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 1 课时，其中，

日常劳动包括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饪与营养、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四个任务群，

生产劳动包括农业生产劳动、传统工艺制作、工业生产劳动、新技术体验与应用四个任

务群。 

有家长质疑，“种植蔬菜、饲养家禽这些城市的孩子平时没机会接触，需要都学会

吗？”还有家长担心，一些劳动课程任务比较难，包括修家电、饲养动物、三维打印技

术、激光切割技术、数控加工技术、液态金属打印技术等，家长并不懂相关知识，很难

给予孩子有效指导，不少受访者认为，劳动课对于中小学的作用在于育人，而不是教谋

生技能，老师不应过于应试化。 

问题：请结合相关教育思想，对材料中的问题进行评析。（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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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对于班主任而言，期末品德评语是一项巨大工程。如何高效、高质量地写好期

末学生评语，杨老师做法如下： 

（1）用一节班会课，让学生两个或三个好朋友围着一张桌子坐在一起，下发 A4

纸。 

（2）杨老师在黑板上做一个样板，罗列出了某某同学的优点和缺点，每个优点缺

点后面都附上一个小事例作为佐证，可以自己说一些，伙伴说一些。等于是一次表扬和

自我表扬、批评和自我批评。学生反映很热烈，因为谁都想知道自己在好朋友眼里是怎

样的人。杨老师也鼓励大家做诤友。 

（3）选择一位字体优美的同学执笔，把讨论结果写在纸上，杨老师也不着急，花

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充分讨论，讨论的过程才是学生彼此最大的收获。 

（4）每个人评语在 150 字左右，全部讨论写完后，杨老师表扬大家都很能干，就

算看到写的不太符合要求的或者表达比较有问题的也不做任何批评，因为评语撰写还需

要自己最后操刀，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5）随后杨老师一边读一边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基本一个小时完成 50 个学生的品

德评语。 

问题：请运用相关教育理论知识，对杨老师的做法进行评价。（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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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奖励是教育实践中常见的激励措施，也是教师最常使用的教育手段，通过奖励

控制学生的行为，以帮助学生产生社会期待的良好行为习惯。惩罚能够带给人痛苦，可

以用来抑制学生的错误行为。因此，长久以来，在学校教育中“奖励”与“惩罚”一直

被看作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常常被教师使用，但随着教育人性化、法治化浪潮的不断

兴起，惩罚的方法逐渐被教育者摒弃，奖励则成为许多教师能够使用的唯一教育手段。

然而奖励的过度使用，也会带来误用或乱用，奖励失效的问题自然就会浮现出来。 

问题：结合材料，请阐述奖励失效问题的解决对策（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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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发展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前提与基础，教学中问题

解决的过程也正是训练学生批判思维的有效途径。因此，教师应该在理解批判性思维内

涵的基础上，在教学中从心理、情境和技能等方面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请结合教学实践，阐述说明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具体做法（13

分） 

 

 

 

 

 

 

 

 

 

 

 

 

 

45.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

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的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地

回归校园。 

请结合教学实际，谈谈教师在“双减”背景下如何提高教学质量（1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