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考试模拟试卷答案及解析（三）

一、单项选择题

1.B【解析】英国哲学家洛克是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白板说”，

认为人的心灵犹如一块白板，它本身没有内容，可以任意涂抹。题干的描述类似

于“白板说”的观点，属于环境决定论。

2.B【解析】李老师对学生强调不仅要知道传统礼仪，更要在生活当中积极践行

这些传统礼仪，这体现了知行统一的德育原则。

3.B【解析】在从具体形象思维为主逐渐向抽象逻辑思维为主的过渡中出现“飞

跃”或“质变”。一般认为，这个关键年龄出现在小学四年级（约 10～11 岁）。

4.D【解析】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班风是班集体形成的重要标志。

5.A【解析】生物起源说的提出标志着在教育的起源问题上开始从神话解释转向

科学解释。

6.D【解析】形式教育论认为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开设希腊文、拉丁文、逻

辑、文法和数学等学科发展学生的智力，至于学科内容的实用意义则是无关紧要

的。实质教育论认为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传授给学生有用的知识，至于学生的智

力则无需进行特别的培养和训练。

7.A【解析】知识的表征方式能影响问题的解决。以九点连线图问题为例，实验

时要求人们用一笔连续画四条直线把图中的九个点连在一起。人们常常不能成功

的解决这一问题，其原因在于，9个点在知觉上组成了方形，人们总是试图在这

个方形的轮廓中连线，这种问题的表征方式阻碍了问题的解决，如果在实验中告

诉被试，连线时可以突破方形的限制，被试的成绩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8.C【解析】教师是教育者，教师职业是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职业。

9.D【解析】形态扩散，即以事物的形态（如颜色、味道、形状等）为扩散点，

设想出利用某种形态的各种可能性。“利用红色可以做什么，办什么事”是形态

扩散的典型事例。

10.C【解析】小明即将上考场，感觉心跳加速，有点微微出汗，这种伴随情绪产

生的心跳加速和微微出汗属于内脏器官和内分泌腺的生理变化，因此属于生理唤



醒。

11.B【解析】形象记忆是以我们感知过的事物形象为内容的记忆。这种记忆在头

脑中保留的是事物的具体形象，它以表象的形式在头脑中储存过去的经验。

12.A【解析】波斯纳提出了“经验+反思=成长”这一教师成长公式。

13.A【解析】评估性会谈是心理咨询与辅导的基本方法。

14.D【解析】对问题解决起启发作用的事物叫原型。原型启发是指从其他事物上

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丝茅草”在这里充当了创造性活动的原型。

15.B【解析】2008 年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有六条，

即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

16.A【解析】人的各种心理活动中，都伴随着注意这种心理状态。注意不能作为

独立的心理过程而存在。

17.B【解析】职业倦怠是个体在长期的职业压力下，缺乏应对资源和应对能力而

产生的身心耗竭状态。教师的职业倦怠是在长期工作压力和自身心理素质的互动

下形成的，并带来生理、情绪、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教师出现严重的

身心疾病。玛勒斯等人认为职业倦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情绪耗竭、去人性化、

个人成就感低。题干中吴老师的表现符合职业倦怠的特征。

18.A【解析】一般认为，IQ 超过 140 的人属于天才，他们在人口中大约占 1.3%；

IQ 超过 130 为智力超常，他们在人口中大约占 4.4%。

19.D【解析】教育目的包括三个层次：国家的教育目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

标和教师的教学目标。其中，教师的教学目标居于第三个层次。

20.C【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

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

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

二、判断题

1.A【解析】头脑风暴法通常以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鼓励参加者尽可能快地提

出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设想或观点，相互启迪，激发灵感，从而引发创造性思维

的连锁反应，形成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2.A【解析】聚合思维，也叫求同思维、集中思维、辐合思维、会聚思维，是指



人们解决问题时，思路集中到一个方向，从而形成唯一的、确定的答案。

3.A【解析】意志可以调节、控制人的情感。“胜不骄，败不馁”就是情感服从于

意志的表现。

4.A【解析】非智力因素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等对学生学习有重

要作用的心理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可以通过后天教育加以培养的。

5.B【解析】在解决低层次事实性信息的问题时，冲动型学生更占优势；在解决

高层次问题时沉思型学生更占优势。

6.A【解析】一个总是失败并把失败归于内部的、稳定的和不可控的因素（即能

力低）的学生会形成一种习得性无助的自我感觉，因而更可能放弃学习。

7.B【解析】发现学习、情境教学、合作学习等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

8.B【解析】爱与责任是贯穿 2008 年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核心

和灵魂。

9.A【解析】霍尔是遗传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

育”。

10.A【解析】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补充，有不可代替的教育作用。

11.A【解析】略。

12.A【解析】略。

13.A【解析】直接导入是指教师上课伊始直接阐明本节课的学习内容、目标和要

求的导入方法。这是最简单和最常用的一种导入方法。

14.B【解析】从理论上讲，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具有同等的合理性与同等的

局限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教育目的必须体现这种辩证统一的

关系。单纯从社会出发或单纯从个人出发的教育目的价值取向都是不正确的。

15.B【解析】分组教学虽然克服了班级授课制的一些弊端，但自身也存在缺点，

因此不能说它比班级授课制更优越。

三、案例分析题（答案要点）

1.（1）陈老师的做法符合爱岗敬业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爱岗敬业要求教师要

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学生、不得敷衍塞责。

陈老师努力工作、认真备课，对于不同个性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都体现了



这一规范的要求。

（2）陈老师的做法符合关爱学生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关爱学生要求教师要关

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

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面对留守和单亲家庭的孩子，陈老师不仅没有歧视，还

给予了学生温暖关心，这体现了关爱学生的师德规范要求。

（3）陈老师的做法符合教书育人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书育人要求教师要遵

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良好品

行，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陈老师全心投入教育事业，对各种

“问题学生”给予关爱，对学生因材施教，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体现了教

书育人的师德规范要求。

2.（1）莫校长受学生尊敬的主要原因在于他高尚的职业道德素养（热爱教育事

业和热爱学生）。

（2）热爱教育事业是教师做好教育工作的前提，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基础，也是

教师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源泉。三十五年来，莫校长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三百多

名学生，并通过筹集善款资助近两万名贫困生。这些做法均体现了莫校长对教育

事业的热爱。

（3）热爱学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是教师高尚道德品质的表现。莫校长对

学生的爱，系在前途命运上，落在生活细微处——晒衣服要拧干、降温要添衣服、

淋雨的同学要喝姜糖水等。这都表明莫校长对学生的关爱是事无巨细的。

（4）莫校长的所有行为均体现了人们常说的“师生如父子”，即教师要像父亲一

样关爱学生，也正因为这样，学生们都称莫校长为“校长爸爸”。

3.（1）加强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吴明的父母忙于农活，并且文化水

平不高，对吴明缺乏教育，老师要多注意这一点，加强对吴明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的教育。

（2）及时强化学生的积极行为。吴明对于学习马马虎虎，每次写作业都是应付

了事，老师应多注意观察他的积极行为，并给予及时的强化。

（3）充分利用榜样人物的示范作用。教师应经常给学生讲解优秀人物的事迹，

激励学生向他们学习。吴明成绩排名靠后，可以引导他将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榜

样，帮助他树立学习目标。



（4）利用集体的教育力量。生活在一个优秀的集体里，才能让学生产生集体荣

誉感和归属感，并在集体活动中锻炼自己的毅力，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交流、建

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逐步完善自己的性格。因此，应该加强班集体对吴明的吸引

力，让他真正成为班级的一员，改掉对集体利益漠不关心的态度。

（5）提供实际锻炼的机会。学生的性格是在后天的各种实践活动中不断形成的，

性格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也还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因此，老师在为吴

明提供实际锻炼机会的同时，也要给他提出明确的锻炼要求与目的。

（6）及时进行个别指导。个别指导在性格培养中特别重要。教师在对学生进行

性格培养时，既要考虑学生的共性，也不能忽视个别性。吴明的情况比较特殊，

老师应该给予其特别的关心和个别辅导，帮助他更快地形成良好的性格。

（7）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做任何事情想要成功都要有强烈的自觉能动性，

外因只是起一个辅助作用，而内在的主观能动性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应注重

培养吴明的自我教育能力，让他养成良好的自我教育习惯。

四、论述题（答案要点）

试述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前五阶段）。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必须经历八

个顺序不变的阶段，其中前五个阶段属于儿童成长和接受教育的时期。每一个阶

段都有一个由生物学的成熟与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期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所决定

的发展危机。成功而合理地解决每个阶段的危机或冲突将使个体形成积极的人格

特征和健全的人格。（1）基本的信任感对基本的不信任感（0～1.5 岁）。本阶段

的发展任务是发展对周围世界，尤其是对社会环境的基本态度，培养信任感。（2）

自主感对羞耻感（2～3岁）。本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自主性。（3）主动感对内

疚感（4～5 岁）。本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主动性。（4）勤奋感对自卑感（6～

11 岁）。本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勤奋感。在这个时期，多数儿童已进入学校，

第一次接受社会赋予他并期望他完成的任务。他们追求任务完成时获得的成就感

及由此带来的长辈的认可和赞许。（5）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12～18 岁）。本

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自我同一性。



五、教学设计题（答案要点）

【教学目标】

（1）能概括出故事的主要内容。

（2）分析人物形象特点，能结合实际多角度谈谈自己获得的启示。

（3）学习续写、改写寓言，丰富想象力。

【学情分析】

寓言是通过短小的故事来寄寓道理，给人以启示的一种具有趣味性和深刻内涵的

作品，它具有劝喻性和讽谏性。初一的孩子虽然在小学已经接触过寓言作品，但

是不会深入思考寓言作品的写作特色以及现实的讽刺、劝谏意义。也不会进行自

主的创造性、个性化的阅读。而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的两篇出自《伊索寓言》的小

故事符合初一孩子的认知水平，既具有趣味性又具有思维性。因此在这个基础上，

这节课的教学设计旨在培养学生的下列能力：（1）概括能力；（2）分析能力；（3）

理解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1）分析人物形象特点，能结合实际多角度谈谈自己获得的启示。

（2）学习续写、改写寓言，丰富想象力。

【教学过程】

（1）导入

《孙子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这样一只读了半句兵法的小蚊子

自以为深谙兵法之道，所以决定去挑战狮子。让我们一起去观战吧！

（2）新课讲授

①齐读寓言，复述故事

引导学生用规范的语言概括：谁做了什么，结果怎样？

内容概括：蚊子打败了狮子，最后却被不起眼的蜘蛛吃掉了。

教学策略说明：本环节旨在巩固学生的概括能力，并且激发学生大胆地说出来。

②分析人物形象特点

方法点拨：通过哪些方面（如事、动作、语言等）可以看出谁有怎样的性格特点？

性格特点：从蚊子的动作语言可以看出他有智慧、有胆量、自信、冷静。能够以

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它过于骄傲自大，“知彼”却不能



“知己”。从狮子的动作可以看出它易怒、冲动、轻视敌人。

教学策略说明：本环节是为了引导学生立足文本，深入文本，进行个性化的阅读。

采用小组讨论合作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学习寓言的方法。

③多角度谈获得的启示

从蚊子的角度来说：世上的事物各有所长所短，强者有短处，弱者也有长处，弱

者若是能够扬长避短，就有可能以弱胜强。但是做人不能骄傲自大，要学会谦虚

谨慎。

从狮子的角度来说：在别人充分了解自己的弱点、激怒自己时，要学会冷静。世

上的事物各有所长所短，不要轻视看上去弱小的人。

从蜘蛛的角度来说：要学会等待时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或者“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

教学策略说明：本环节是为了引导学生有创意、多角度的体验性阅读。但最重要

的是要告诉学生阅读时要回归文本，忠于作者的写作意图。

（3）拓展练习

趣读编故事：这时上帝听到了蚊子的忏悔，决定给它一次机会。现在，你华丽变

身，手握魔杖，成为它命运的改写者。请将你的故事写在我们的寓言乐园上吧。

教学策略说明：本环节是为了引导学生充分想象，进行创造性的阅读，并且落实

到语文能力中的“写”上。

（4）作品展示

教学策略说明：此环节希望学生不仅能写，还能大胆表达，激发学生的表现欲望。

（5）布置作业

分析寓言中的人物形象和寓言中所用的修辞手法、描写方法，谈谈获得了怎样的

启示。

六、教育写作（写作思路）

分析题中所给材料可知论述的主题应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考生

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着手，既可从宏观方面论述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的成就

和要努力的方向，也可从个人角度论述如何提升教师个体的职业素质及专业化程

度，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或者将两个角度相结合。最后还可以进一步提出



自己的建议或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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