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考试模拟试卷答案及解析（一）

一、单选题

1.A【解析】蔡元培在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中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办学原则。

2.A【解析】题干的描述体现了教育的政治功能。

3.B【解析】2008 年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关于“为人师表”方

面要求教师要“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

4.C【解析】效度是指一个测验工具希望测到某种行为特征的有效性与准确程度。

此次数学测验由于试题文字表述过于复杂，没有达到测量学生数学学习状况的目

的，所以是低效度的。

5.B【解析】人的心理现象，就其产生方式来说，是客观事物引起人脑反射的活

动。

6.A【解析】有利于教育的原则是班级组织建立的一条首要的原则。当其他的原

则与其发生冲突的时候，其他原则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一原则。

7.A【解析】题干所述为特定性原则的含义。

8.C【解析】略。

9.A【解析】教师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其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

10.C【解析】略。

11.B【解析】巴班斯基提出了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12.C【解析】题干的意思是：吴国、越国、东夷、北貉之人，刚生下来啼哭的声

音都是一样的，长大后风俗习惯却各不相同，就是教育使他们如此的。故题干内

容强调了教育对人的身心发展的影响。

13.A【解析】略。

14.D【解析】教育相对独立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15.A【解析】知觉的整体性是指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把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客观

事物的多种属性整合为统一整体的过程。知觉对象中强度大的组成部分对事物的

知觉有重要的意义，它往往决定对知觉对象的整体认识。人的面部特征是我们感



知人体外貌的强的刺激部分。只要认得人的面部特征，不管他的发型、服饰等如

何变化，只要面部没有变化，就依然能够认出来。

16.C【解析】狭义的教育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依据一定的社会要求，依据受教

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促使其

朝着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变化的活动。

17.D【解析】学习准备，又称为学习的“准备状态”或学习的“准备性”，指的

是学习者在从事新的学习时，其身心发展水平对新的学习的适合性，即学生在学

习新知识时，那些促进或妨碍学习的个人生理、心理发展的水平和特点。

18.A【解析】教师主要的职业心理特征有认知特征、人格特征和行为特征。

19.D【解析】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起源于人类所特有的生产劳动。

20.A【解析】受教育权是学生在学校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不让学生参加考试是

教师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常见表现形式之一。

二、判断题

1.B【解析】大脑左半球是抽象逻辑思维和言语中枢的优势半球，它主要负责言

语、阅读、书写、运算和推理等；右半球是形象思维和高度空间知觉的优势半球，

它主要处理的信息是知觉物体的空间关系、情绪情感、欣赏音乐和艺术等。

2.A【解析】略。

3.B【解析】由于人的知识经验、需要、愿望以及个性特征的不同，因而对客观

现实的反映也不同。受人的心理主观性的影响，相同的刺激情境可能会有不同的

情感体验。

4.B【解析】经验思维是以日常经验为依据，判断生产、生活中的问题的思维。

“太阳从东边升起，往西边落下”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日常经验进行的判断，属于

经验思维。

5.B【解析】无论正强化还是负强化，其作用都是增加行为出现的频率。

6.B【解析】虽然表扬和奖励对学习具有推进作用，但使用过多或者使用不当，

也会产生消极作用。有许多研究表明，如果滥用外部奖励，不仅不能促进学习，

而且可能破坏学生的内部动机。只有当内部动机缺乏时，物质奖励才能起到很好

的激励作用。



7.B【解析】情绪是原始的、低级的态度体验，与生理需要是否满足相联系，是

人和动物共有的。具有情境性和易变性，带有冲动性，伴随明显的外部表现。

8.B【解析】基础型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学力，注重学生对科学文化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同时获得智力的发展和能力的培养，即培养学生作为一个

公民所必需的以“三基”（读、写、算）为中心的基础教养，是中小学课程的主

要组成部分。

9.A【解析】苏格拉底的教学没有特定的对象，没有固定的场所，也没有贵贱之

分，他主张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教育，与孔子一样，坚持“有教无类”。

10.B【解析】教学与智育是一种复杂的交叉关系，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1.B【解析】复式教学是现代教学的特殊组织形式。

12.B【解析】原始社会的教育具有自发性、全民性、广泛性、无等级性和无阶级

性，是原始状态下的教育机会均等，只因年龄、性别和劳动分工不同而有差别。

13.A【解析】题干的描述体现了环境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

14.A【解析】教育具有永恒性，教育与人类社会共始终。

15.B【解析】编写教科书和教师进行教学的直接依据是课程标准。

三、案例分析题（答案要点）

1.（1）①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新课程倡导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教师

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成为学生学习的激发者，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者。

案例中的语文老师，在学生提出疑问之后，大力赞赏学生，并且引导学生在课后

进行研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愿望。②在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

调尊重、赞赏。新课程强调教师不仅要尊重每一位学生，还要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学会赞赏每一位学生。案例中的语文老师在面对学生的疑问时，没有发火，没有

否定学生，而是耐心地与学生交流，赞赏学生的质疑精神，这就体现了新课程提

倡的尊重和赞赏。③新课程倡导全面发展的教学观，提倡教学关注学科更要关注

人。案例中的语文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只讲书本知识，忽视学生。而是

在学生提出疑问后，关注学生，鼓励学生去探讨问题。

（2）①新课程提倡开放与生成的教学观，教学不只是课程传递和执行的过程，

更是课程创生与开发的过程。案例中的语文老师不应仅仅执行之前设计好的课程，



将学生提出的问题放到课后去研究、讨论，而是应该借此契机，引导学生在课堂

上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深入思

考。②案例中的语文老师在面对学生的问题时，由于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故需

要放到课下去解决此问题。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再次发生，该老师需要树立终身

学习理念，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素养，以便在教学过

程中游刃有余。

2.（1）案例反映了我国中小学生沉溺于网吧的现状，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

的现象和问题，从大的方面看，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从小的

方面看，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和个体的发展。

（2）在案例中，学校虽然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是由于社会上的网吧太多，学

校管不住网吧。面对孩子沉溺于网吧的情况，王小奇的家长也无可奈何，只能把

他关在家里。这就从侧面说明了社会、家庭和学校三种教育力量整合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3）为了解决上述案例中的问题，应该使社会、家庭和学校协调一致，形成教

育合力，共同为学生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该

时常关心孩子的生活，注意教育方式；社会应该开展多种有益的教育活动方式，

协调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吸引学生参加，尤其是政府应该采取强硬措施，对网

吧进行整顿，以优化学生的成长环境；作为学校，应该积极与社会、家长进行沟

通，并一起努力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3.（1）张某上课玩手机的行为是不正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四十四条规定，受教育者应当履行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

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努力学习，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以及遵守

所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的义务。因此，张某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2）罗老师强行收走张某的手机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翻看张某手机微信里的

聊天记录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罗老师对张某的批评教育带有侮辱的性质，侵犯

了学生的人格尊严权。

四、论述题（答案要点）

试述遗忘的影响因素以及防止遗忘的方法。



（1）影响遗忘的因素有：①学习材料的性质；②系列位置效应；③识记材料的

数量和学习程度；④记忆任务的长久性与重要性；⑤识记的方法；⑥时间因素；

⑦情绪和动机。

（2）防止遗忘的方法：①复习时机要得当：及时复习；合理分配复习时间；间

隔复习；循环复习。②复习方法要合理：分散复习与集中复习相结合；复习方法

多样化；运用多种感官参与复习；尝试回忆与反复识记相结合。③复习次数要适

宜：复习内容的数量要适当；提倡适当的过度学习。④重视对记忆品质的培养。

⑤注意用脑卫生。

五、教学设计题（答案要点）

【教学目标】

（1）借助汉语拼音认识 8个汉字，学会书写“农、当、午、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并试着背诵。

（3）理解古诗大意，体会农民伯伯的辛苦，懂得珍惜粮食。

【教学重点】

（1）认识 8个汉字，会写“农、当、午、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

【教学难点】

（1）学会“农”“当”的写法。

（2）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懂得珍惜粮食。

【教学准备】

生字卡片、稻穗图、小黑板、磁带等。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1）谈话导入

今天，老师有一个难题，想请同学们帮我解决一下。（出示图片“一碗打翻的饭”）

这就是老师遇到的难题，有个孩子每天吃饭都吃不完，而且漏得满桌子都是。老

师想请会讲道理的同学给他讲讲道理。（……这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



同学们见过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粮食的情景吗？老师带来了一幅图，就是农民伯

伯平常劳作的情景，请同学们观察一下图上都画了什么？（出示“辛苦”卡片，

教读）

（2）观察图画

同学们从图上都看到了什么？（……农民伯伯在锄草，他很辛苦）再次齐读“辛

苦”，并将卡片贴在黑板上。今天，我们就要学一首能描述这幅图的诗——《悯

农》。

（3）学习生字

①初读课文，感知诗意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古诗，用右手的食指指着字，要听清字的读音，

看看谁最认真？

这首诗你们会背了，但是里面的生字你们都认识吗？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古诗

中的生字词，看谁学得又对又快。

②认读生字

下面请同学们轻声读课文，用手指指着课文，圈出带红色音节的生字。（引导学

生回忆平时学习生字的主要方法）你们平时都用哪些方法来学习生字？（用拼音、

问同学、查字典、问老师）同学们归纳得真好，那就请你赶快用你自己喜欢的方

法学习生字吧。（学生自主学习生字，教师巡视，发现问题及时点拨）学习完生

字以后，请你给同桌读一读，注意用手指指着字读。

这些生字又交上了新朋友，你能把它们读出来吗？（出示词语：悯农、日当午、

谁知、汗滴、粒粒、辛苦）抽学生读，齐读。

在词语中你认识了生字，那么老师把生字单独拿出来你还能认出它们吗？如果你

认识就站起来大声地读出来。（当读到“午”字时进行扩词，从而理解“日当午”）

挑选学生读课文，其他小朋友用手指着书，认真听，听他哪个字音读准了，哪个

跟你不一样，等会儿请你给他指出来。齐读。

（4）再读课文，理解诗意

刚才我们一起初读了课文，同学们学得特别好，下面，请你们再读课文，从课文

中你知道了什么？你从哪些诗句中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自己读一读。

重点指导：



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

指导方法：

先通过做锄草的动作表现出辛苦，应表现得行动缓慢、吃力；在朗读古诗时语气

应重而稍慢，学生基本领悟即可。

（5）巩固练习，指导书写

①捡稻穗游戏，复习生字

秋天来了，农民伯伯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了大丰收。收割后，还有一些稻穗遗留

在田地里，下面咱们一起去捡稻穗吧。（老师贴稻穗图，画篮子）要求学生任选

一个稻穗，读出后面的生字，然后放到篮子里。抽学生上台拾稻穗，然后反过面

贴于篮子里。问学生打算把带哪个字的稻穗送给谁？为什么？

②指导写字

（出示“农、当、汗、午”）

重点指导“当”，认识小字头，学生认真观察书上的笔画，然后写字。学生练习

写一个字，同桌互评，然后再写一个。

（6）总结全文

六、教育写作（写作思路）

首先，分析材料，明确材料表达的中心思想。材料表达的重点是每个孩子都是独

一无二的，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孩子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发展。

其次，考生可从现代学生观角度展开讨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认识到学生是发

展中的人和独特的人，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学生，并且要对学生因材施教，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最后，考生可结合自己的报考岗位，谈一谈自己如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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