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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C。解析：“长善救失”、“教学相长”等教学思想均出自《学记》。

2.【答案】C。

3.【答案】B。解析：经验课程也称活动课程，它是以学生的主体性活动经验为中心组织的课程。经

验课程着眼于学生的兴趣和动机，主张通过一系列的由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使学生获得经验、培养兴

趣、解决问题、锻炼能力。经验课程对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兴趣特长，

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思想品德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4.【答案】A。

5.【答案】D。解析：行动研究是从实践中寻找需要解决且值得研究的问题的研究，不是在虚拟的环

境中进行的，故选 D。

6.【答案】A。 7.【答案】A。 8.【答案】D。 9.【答案】A。

10.【答案】A。解析：新课程改革提倡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

生是主体，是一种教学相长、相互促进的合作模式。

11.【答案】A。解析：发散思维是指人们解决问题时，思路向各种可能的方向扩散，从而求得多种

答案。

12.【答案】B。解析：课程理论专家泰勒 1949 年出版了《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由此确立

起了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

13.【答案】D。解析：品德评价法是通过对学生品德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予以激励或抑制，促

使其品德健康形成和发展。

14.【答案】D。

15.【答案】B。解析：科尔伯格通过道德两难故事法提出了道德发展阶段论（三水平六阶段）。

16.【答案】B。解析：权威式领导虽然在发展学生的创造性和责任心方面稍差，但是当班集体涣散，

课堂秩序混乱，人际关系紧张时，权威式领导往往能有效地控制局面，使课堂活动走上正常运行轨道。

17.【答案】A。 18.【答案】B。

19.【答案】C。解析：小明发现的这种现象说明不同的人体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因此体现了个体身

心发展的差异性规律。

20.【答案】B。解析：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的评价，是为引导教学过程正确、完善地前进而对学生学

习结果和教师教学效果采取的评价。题干描述属于形成性评价。

二、简答题

21.【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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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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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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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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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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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

决的方向和效果。 

23.【参考答案】

（1）一般性指导。这是指向家长宣传国家教育政策法规，普及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提出家庭教育

的一般要求和建议。   

（2）针对性指导。这是针对当前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原因，分别提出

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应采取的教育措施，以及实施措施的途径和方法。 

（3）分类指导。这是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类型的学生以及不同类型的家庭所进行的分别要求、分类

指导。 

（4）个别指导。这是针对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所作的个别深入细致的指导，帮助分析学生情况，制

定教育措施，总结经验教训。 

三、材料分析题 

24.【参考答案】

（1）张老师教育的班级产生这样的后果的原因： 

①没有“身教”。没有“身教”，“言教”就显得苍白无力。“身教”既可以增加“言教”的可信性和

感染力，还能像春雨润物一样起着细微的、不易觉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张老师教育学生不

要说脏话，不要乱扔废纸，自己却说脏话、粗话，乱扔烟头。口头上的教育没有起到正面教育的效果，

不好的“身教”却对学生起到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②言教不服。“言教”必须以理服人，否则无教育可言。学生中出现问题，一味的“管、卡、压”，

显然不行，只有言之有理，以理服人，才能达到教育效果，否则一切教育都是徒劳的。 

③心教不诚。教育不过是为了让学生弄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怎样去改正。

如果心不诚会使学生产生对立情绪，对教师产生戒备和反感，甚至会“背道而驰”。张老师自己口头上教

育学生，自己却做不到，在教育学生方面没有付出自己的真心诚意，因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2）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正确方法： 

①身体力行。班主任只有严格要求自己，随时把自己置身于“榜样”和“镜子”的位置，事事从我

做起，才能顺利地“内化”为学生的需要。 

②说理教育。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教育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让学生明白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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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如何去改正。用事实说话，用道理说话比苍白无力的说辞更具有说服力。 

③真诚教育。班主任在教育学生时，必须抱着关心、帮助、谅解、鼓励的态度，用“心”去爱学生，

让学生明白“老师是爱你才教育你”，让学生感到你的“爱心”和“诚意”，乐于接受你的教育，才会有

效果。 

25.【参考答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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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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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学设计题 

26.【参考答案】

（1）文章大意： 

《小摄影师》这篇课文讲述的是一名少先队员为苏联文学家高尔基照相，因没带胶卷未能照成的故

事。这个故事体现了文学家高尔基对少先队员的关怀爱护。 

写作特点： 

本文在写作上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人物的对话、语言、动作、表情等细节描写来反映人物的高尚情操、

道德品质，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 

（2）教学目标： 

①知识与技能：学会生字新词；会用“突然、打量、已  经、如果……就”口头语说话。

②过程和方法：通过分角色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③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读好人物对话，学习高尔基关心爱护青少年的品质。

（3）新授课教学： 

一、初读课文 

1.默读课文，力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不明白的词语、句子做上记号。

2.检查朗读情况：开火车读词语，重点指导“鞠（jū）躬（gōng）”、“胶（jiāo）卷”，轻声字“停当

（dang）”、“打量（liang）”。 

3.交流学习疑难，指导学生朗读该词、句所在段落，通过联系上下文的方法初步疏解课文字、词障

碍。 

4.齐读全文后，小组讨论，说说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二、细读感悟 

1.以小组为单位，组长为导演，安排组员分角色朗读、表演课文第 1—11 自然段的内容。

提醒：以课文内容为剧本，找出描写动作、神态的重点词语，边做动作边朗读。 

2.教师分组巡视、指导朗读、表演。

3.挑选一组学生上台表演，根据表演情况，指导理解几处重点语句。



4 

①点评学生表演的动作。理解“鞠躬”、“打量”、“摆弄相机”、“赶紧站”等词语。

②从小男孩“咧嘴笑了”到“大哭起来”，说说你表演时体会到小男孩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引导学

生从中感受到小男孩对高尔基的崇敬热爱之情。 

③抓住高尔基的反应，尤其是“吩咐”二字，展开讨论，体会到他对下一代的宽厚慈爱和关怀。

④引读第 10 自然段，注意高尔基的神态动作，指导读好句子：“孩子，回来！我给你胶卷，我这儿

有很多胶卷。”让学生反复朗读好这句话，从中感受到高尔基多么想留住小男孩，帮助孩子拍成这张照

片，实现他美好的愿望。 

4.练习分角色有感情朗读课文，读出对话的不同语气。

三、再读课文，升华情感 

让学生再次朗读课文，提问两个问题： 

①小男孩会回来吗？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要求联系全文，在课文中找出自己的依据。

②高尔基希望孩子来吗？指导朗读最后一句话，抓住“不过”、“一定”等词表示的前后态度上的转

变，再次深切感受他对少年儿童的关怀和深深的爱。 

27.【参考答案】

（1）《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中“四能”的内容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在数学中，发现结论常常比证明结论更重要，创新性的成果往往始于问题，问题解决

的全过程是发现、提出、分析、解决问题。“四能”体现了对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的要求。 

（2）知识与技能：通过量、剪、拼等活动发现、证实三角形内角和是 180°，并会应用这一知识解

决生活中简单的实际问题。 

过程与方法：经历观察、猜想、验证的过程，提升自身动手操作及推理、归纳总结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参与学习的过程中，感受数学的魅力，体验成功的喜悦，激发学习数学的兴

趣。 

（3）（一）新课导入 

游戏导入：在图形的王国中，爆发了一场关于“三角形内角和的大小”的激烈的争吵。钝角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都说自己的内角和最大。 

顺势引出题目——三角形的内角和。 

（二）新课探究 

1.猜想三角形的内角和

画几个不同类型的三角形。量一量，算一算，三角形 3 个内角的和各是多少度？同桌之间相互量一

量，交流一下。 

提问：通过测量，你们发现了什么？ 

2.操作、验证一般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

提问：是不是所有的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 180°，如何验证呢？ 

（1）剪拼的方法验证 

分组进行剪拼。先把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剪下来，再拼一拼，拼成一个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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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汇报验证结果 

提问：通过验证，我们得出什么结论？ 

三角形的三个内角拼在一起是一个平角，得出三角形内角和是 180°。 

（三）巩固提高 

1.解决导入中的问题。

2.如图，已知 1=140°， 3=25°.求 2 的度数。

3.把这两个完全一样的直角三角形拼组在一起，得到的新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

（四）小结作业 

小结：这节课你都学习了哪些内容？三角形内角和定理的推导过程体现了哪种数学思想方法？ 

作业：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课后思考一下四边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 

28.（1）a.温故知新法：运用所学过的旧知识联系新内容。 

b.设置情境法：假设一定的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去体会与学习，实现在玩儿中学，在学中玩儿

的教学效果。 

①教师语言：讲故事、讲谜语等

②多媒体：视频、图片等

③律动：咏唱（chant）、绕口令等

（2）Teaching aims: 

Knowledge aims:  

①Students can learn some new words during the class, such as “blackboard” and “window”.

②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imperative sentence.

Ability aim:  

Students are able to recognize communication signals through listening. 

Emotional aim:  

Students can learn to respect others, and their awareness of being polite can also be cultivated. 

（3）Presentation 

①Point to the blackboard, the window and the door in the classroom separately, and write these three words

on the blackboard, then ask students to read after teacher. 

②Let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meanings and functions of the new sentences by means of teacher’s

description and body language. For example, teacher says to one student: “I feel very hot. Lily, open the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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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③Guide the student to open the window, and express thanks to him or her.

④ Explain the function of the sentence for students, and make a new sentence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imperative sentence better. 

(Justification: Through those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learn the new words, and understand the function and 

basic structure of imperative sentence.) 

Practice 

①Let students listen to the tap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ry to repeat it. After listening, ask the question:

“Does Peter help Miss Fang open the door?” Students may answer: “Yes, he helps Miss Fang open the door.” 

②Let students listen to the tape for the second time,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on the blackboard according

to the tape material: 

a. ( ) the door, please. 

b. Look at the ( ), please. 

...... 

③Pair work: Ask students to role play the conversation with their deskmates, and invite one group to give

a representation in front of the class. 

(Justification: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and they can consolidate the new 

words and sentences they learned today.)  

29.【参考答案】

（1）歌曲特点 

本课第一首歌曲《摇篮曲》是奥地利作曲家、“歌曲之王”舒伯特的著名代表作之一，这是他 19 岁

时以克劳蒂乌斯的诗谱写的。歌曲为带再现的两段体结构，每个乐段分为两个乐句，每乐句都是 4 小节，

因此，结构十分规整： 

第一乐段的两个乐句除句末终止音外基本相同。旋律以级进为主，节奏平稳而有规律，歌曲充满了

温馨、静谧的气氛。第二乐段开始时，出现了一个由附点四分音符构成的附点节奏“X.X”突出了“摇”

的感觉，加上装饰音的运用，与前面的音乐形成了小小的对比，使歌曲洋溢着母亲对孩子无限温存慈爱

的万千柔情。第四乐句是第二乐句的完全重复，使歌曲前后呼应，自始至终处于安详柔美的意境之中。 

作为艺术歌曲，除了旋律与歌词外，伴奏也是参与塑造艺术形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是歌曲必

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歌中伴奏音型“XX XX”以及和声布局上采用主和弦与属和弦的交替，造成了安详

的意境和摇篮摇动的形象，使这首著称于世的《摇篮曲》更具艺术魅力。 

（2）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舒伯特的音乐魅力，理解歌曲所表达的纯洁深沉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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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方法】 

运用视听结合的方式，提升学生的歌唱能力和对作品的分析能力。 

【知识与技能】 

用甜美、柔和声音以及连贯气息演唱歌曲。 

（3）新课导入 

1.教师出示表达亲情和母爱的图片，学生欣赏，教师提出问题：看了这些图片，大家想一想都跟谁

有关？你又有什么感受？ 

2.教师引导学生思考画面中的描述的场景，体会妈妈的对我们的爱，并提出音乐作品可以表达这种

无私的爱，并引入新课。（学一首好听的作品、听一个好听的故事、还有了解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你

们有兴趣吗？） 

【设计意图】 

课程伊始，播放亲情和母爱的图片，提出问题：看到图片中的内容想到了什么？学生通过图片的视

觉冲击自然联想到妈妈，教师再通过语言的引导提示学生有很多作品可以形容我们的妈妈，还可以了解

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从而引出新课。这一系列的教学步骤通过由浅入深的一步步感受，图片引导的

教学活动，学生可以自主思考，明确课堂教学目标，开门见山的了解本课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走向，为

课程的展开树立良好的开端，同时教师深化感情烘托，既锻炼学生的思考的能力，又能从课下到课上良

好过渡。 

30.【参考答案】

（1）重点为抖绳在拉动中要绷直；难点为左右手的收放配合。 

（2）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通过介绍抖空竹，学生对抖空竹这一民间体育项目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过程与方法：通过学练方法体会用力技巧，锻炼学生的协调性及灵活性。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生能够养成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习惯。 

（3）教学设计及设计意图 

①教师示范技术动作，启发学生思考要点

示范三种启动法：a 滚动拉提启动法；b 原地提拉启动法；c 定位手旋启动法。 

【教学意图】通过教师示范技术动作为学生呈现动作直观表象，同时引导学生思考技术动作激发学

生探究意识。 

②教师总结讲解技术动作

动作要点：将空竹置于地上，使其轴垂直于身体。将线绳从空竹下放入承线槽内，并交叉半个扣。

一般左线外、右线内，左线长、右线短，双手握杆将线拉直。右手向右拉动，使空竹向右沿地滚动，随

着滚动加快将空竹提起。右手用力向上提拉，左手紧随而线不松，反复抖拉加快空竹转速。 

口诀：一对正，二对齐，右手用力向上提，左手配合不用力。 

【教学意图】通过教师讲解技术动作让学生把握技术原理，准确理解技术环节和注意事项。 

③练习

a 学生自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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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通过自主练习发现学生在练习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左右手配合不协调、抖绳没

有绷直、空竹左右晃动等问题。 

b 分组练习 

【教学意图】通过分组练习解决上述问题，如两臂放松，上臂靠近身体，两小臂上下拉绳解决不协

调问题；注意收放抖绳时机解决抖绳没有绷直的问题、让空竹的轴面始终朝向练习者身体解决空竹左右

晃动的问题。 

c 找两名练习好的同学示范 

【教学意图】通过示范鼓励表现好的同学，同时激励其他同学。 

31.（1）【参考答案】 

连续纹样是相对于单独纹样而言的，它是以一个单独纹样（一个形象或者一组形象为单位的纹样）

作有规律的重复排列，成无限反复的纹样。可按重复排列的方向分为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 

一个单位纹样沿上下或者左右两个方向做有规律的连续重复，沿左右方向连续重复的称横式二方连

续，沿上下方向的称纵向二方连续。其主要形式有散点式、接圆式、波线式、垂直式、斜线式、折线式、

结合式。 

四方连续指以一个单位纹样沿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作有规律的连续重复的排列，并可无限扩展的纹样。

有三种组织形式：散点式、连缀式、重叠式。 

（2）【参考答案】 

知识与技能：了解图案排列方法及组织规律，能够独立创作简单的图案作品。 

过程与方法：通过赏析与交流，探究图案排列方法、重复的规律，学会设计具有形式美感的的连续

图案。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观察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图案，发现生活中的美，将艺术与生活紧密相连，

从而培养热爱生活、善于观察的好习惯。 

（3）【参考答案】 

活动一：看一看 

教师出示“海底世界”的图片，引导学生观察并提问你发现了什么？学生观察并回答：鱼儿外形相

似，成群结队游动等。教师继续提问：鱼儿是怎样结队排列的？学生观察并回答：向上排列、向下排列

等。 

教师总结引出课题：除了能向上向下排列，还可以怎么排？向左？向右？接下来进入我们这堂课的

学习一起深入探究。 

【设计意图】美术课程关注文化与生活，具有视觉性，教师的提问是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回答问

题。 

活动二：找一找、议一议 

1.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中有哪些是重复排列出现的？

学生思考并回答：空中飞翔的鸟、路边的树木等。教师总结：展示教室里的桌椅前后排列、凤戏牡

丹等图片。 

2.教师继续展示图片，并提问他们是怎样重复排列的？学生思考回答：向下、向上、向左、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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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学生实践，相同图形，变换排列方式，探究最终得到的形象相同吗？ 

学生实践回答。教师总结指导（改变方向、改变颜色）：一个图形向左右、上下有规律地重复排列，

就会形成一个新图形。 

【设计意图】运用美术学习的常用方法，通过观察将生活实际联系到美术学习活动中，培养学生的

观察和思考能力。 

活动三：做一做 

1.尝试运用拼贴、绘画、剪贴等方法表现设计有重复规律的图案。

教师巡视辅导，鼓励学生尝试运用独特的排列方式进行排列与设计。 

2.通过自评、互评、师评三种方式展评（构思、排列方式等方面进行点评）。

【设计意图】美术课程具有实践性，让学生动手完成美术作品的创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活动四：想一想 

1.课堂小结：图案艺术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生活中有图案，图案来源于生活，而且能美化生活。

希望同学们继续认真学好图案，把我们的生活装扮得更加美好。 

2.课后用所学的知识创作一件作品，装点自己的房间。

【设计意图】将美术作品运用于生活实际场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美术学习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