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模拟卷二

教育知识与能力（中学）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B。解析：教育的最首要功能是促进个体发展，包括个体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教育的最

基础功能是影响经济发展。现代社会重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包括：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背

景；提高受教育者的潜在劳动能力；形成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教育的最直接功能

是影响政治发展；教育的最深远功能是影响文化发展，教育不仅要传递文化，还要满足文化本身延续和

更新的要求。

2.【答案】D。

3.【答案】D。解析：A 项《实验教育学》的作者是拉伊；B 项《学记》是最早专门论述教育问题

的专著；C项近代最早的教育学著作是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

4.【答案】C。解析：这句话出自《劝学》，意思是干、越、夷、貉之人，刚生下来啼哭的声音是一

样的，而长大后风俗习性却不相同，这是教育使之如此。

5.【答案】C。解析：个人本位论认为，确立教育目的的依据是人的本性，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

发展的人，发展人的本性，挖掘人的潜能。增进受教育者的个人价值，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

6.【答案】D。解析：陶冶教育法也称情感陶冶，主要是运用以境染情、以境触情、以境陶情的原

理对受教育者进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受教育者在认识上和情感上逐渐完善。它的基本特点

是直观具体、生动形象、情景交融，易于激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于无声处教育学生。所谓无言之教即

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故选 D。

7.【答案】B。 8.【答案】C。

9.【答案】A。解析：新课改提出综合实践活动课，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

程。其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教育。（综合实践活

动是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设置的必修课程，自小学 1年级开始设置，每周平均 3课时。与其他课程

相比，综合实践活动具有整体性、实践性、开放性、生成性、自主性等特性。），所以综合实践活动是国

家规定的必修课。

10.【答案】B。解析：题干中的话体现了即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意味着仅教给学生组织良

好的信息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使学生了解在什么条件下迁移所学的内容、迁移的有效性如何等等。另一

方面教学从“教会学生知识”转向“教会学生学习”，也体现了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性，B项正确。

11.【答案】C。解析：实验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使用一定的仪器和设备，在一定条件下引

起某些事物和现象产生变化，进行观察和分析，以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方法。一般在物理、化学、生物等

自然科学的教学中运用得较多。

12.【答案】C。解析：联觉也叫感觉的相互作用，是指一种感觉能够引起另外一种感觉的变化，或

者表述为一个事物能同时引起两种感觉。题干中，刮竹子不仅引起了听觉还引起了温度觉的变化，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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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为 C。

13.【答案】D。解析：符号学习指学习单个符号或一组符号的意义，或者说学习它们代表什么。

14.【答案】D。解析：前摄抑制：先前学习的材料对后学习的材料的回忆或再认产生的干扰。倒摄

抑制：后来学习的材料对先前学习的材料的回忆或再认产生的干扰。

15.【答案】B。解析：自我提高内驱力，是个体要求凭自己胜任工作的才能和工作成就而赢得相应

地位的愿望。学生为了某种地位或名誉而学习，这里学校用“三好生”的名誉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属

于自我提高的内驱力。

16.【答案】D。解析：题干呈现的是同时含有吸引与排斥两种力量的两个目标，因此是多重趋避冲

突。

17.【答案】D。解析：用点头表示赞同，用摇头表示否定都是一种信号，属于信号功能。

18.【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中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中学生处于少年期和青年初期，刚好是从儿

童期向青年期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少年期是一个半幼稚、半成熟的时期，是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性

和幼稚性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时期，青年初期则是一个逐步趋于成熟的时期，是独立地走向社会生活

的准备时期。故选 A。

19.【答案】A。

20.【答案】C。解析：班级是学校行政体系中最基层的行政组织。

21.【答案】A。

二、辨析题

22.【参考答案】

此说法错误。迁移是指已有的知识经验对解决问题的影响。迁移从结果来说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

正迁移是指已获得的知识经验对解决新问题有促进作用；负迁移是指已获得的知识经验对解决问题有阻

碍或干扰的影响。因此，发生负迁移时，对问题解决起到的是消极阻碍作用。故题干说法错误。

23.【参考答案】

此说法错误。开设心理学课、心理卫生课、心理健康教育课或举办有关的知识讲座，向学生传授、

普及心理辅导有关知识，对于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有效地调控自己心理和行为无疑是有必要的。因

为心理辅导的作用不仅仅是要扩展学生的知识，而且还要改善学生情绪状态、转变态度、养成必要的社

会技能等。

24.【参考答案】

此说法错误。课程标准是课程计划中每门学科以纲要的形式编定的、有关学科教学内容的指导性文

件。它规定了学科的教学目的和任务，知识的范围、深度和结构，教学进度以及有关教学法的基本要求。

课程计划是根据教育目的和不同类型学校的教育任务，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教学和教育工作

的指导性文件。其基本内容包括：教学科目的设置、学科顺序、课时分配、学年编制与学周安排。题干

混淆了课程标准和课程计划的含义。

25.【参考答案】

此说法错误。教育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和作用既有正向功能也有负向功能。教育的正向功能即积极功

能是指教育有助于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教育的负向功能即消极功能是指阻碍社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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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和个体发展的消极影响和作用。故题干说法错误。

三、简答题

26.【参考答案】

（1）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具有制约作用

①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教育目的的性质

②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的领导权

③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受教育的权利

④政治经济制度影响部分教育内容

（2）教育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作用

①教育培养合格的公民和各种政治人才。

②教育是一种影响政治经济制度的舆论力量。

③通过教育制度，实现对受教育者的阶级或阶层的选拔，使原有的社会政治关系得以延续和发展，

或者加速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关系。

27.【参考答案】

（1）实现课程功能的转变。

（2）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3）密切课程内容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

（4）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

（5）建立与素质教育理念相一致的评价与考试制度。

（6）实行三级课程管理制度。

28.【参考答案】

（1）意志有明确的目的性；

（2）意志对活动有调节作用；

（3）克服困难是意志行动最重要的特征；

（4）意志以随意动作为基础。

29.【参考答案】

（1）生物遗传因素

（2）社会文化因素

（3）家庭因素

（4）学校教育因素

（5）个人主观因素

四、材料分析题

30.【参考答案】

小强成为问题学生的主要原因如下：

没有良好的家庭环境。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包括遗传、环境、学校教育和主观能动性。而良好的环

境，包括家庭环境能对学生的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材料中小强的父母平时业务繁忙，无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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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关心和教育儿子，没有为小强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学生主观能动性未得以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材料中王小强对学习不感兴趣，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得以发

挥，是王小强成为问题学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先生对学校的批评是错误的。

为了对学生更好的进行教育，教师与家长应遵循教育影响的一致性与连贯性的原则。这表明在教育

工作中应主动协调多方面的教育力量，争取家长和社会的配合，统一认识和步调，有计划、有系统的发

挥教育的整体功能，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品德。材料中王先生说“孩子表现不好，是学校与老师的责任”，

而与自身无关，违背了这一原则。

31.【参考答案】

（1）归因是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活动及其结果的原因所作的解释和评价。心理学家维纳对行为结果

的归因进行了系统探讨，并把归因分为三个维度：内部归因与外部归因；稳定性归因和非稳定性归因；

可控制归因与不可控制性归因。他又把人们活动成败的原因即行为责任主要归结为六个因素，即能力高

低、努力程度、任务难易、运气（机遇）好坏、身心状态和外界环境。材料中王雪将没有考好的原因归

为是比别人笨，也就是自己能力低，能力属于内部的、稳定的和不可控的归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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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性无助是当个体感到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对自己的重要生活事件产生影

响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抑郁状态。材料中王雪总把数学成绩不好归因于自己的能力低，这样可能会形成对

于数学学习的习得性无助的心理，这对于她日后的数学学习是不利的。

（3）①长期消极的归因不利于学生的人格成长，这就需要教师利用反馈的作用，并在反馈中给予

鼓励和支持，帮助学生正确归因、重塑自信。因此，如果我是王雪的数学老师我会积极地对王雪的成绩

的结果进行反馈，帮助她进行正确归因，防止她形成消极心理。

②如果我是王雪的数学老师我会通过归因训练改变王雪消极的自我认识，提高她的学习动机。因为

根据归因理论，学生将成败归因于努力比归因于能力会产生更强烈的情绪体验。因此我会引导王雪进行

努力归因，即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归因于努力与否的结果。因为将自己的成败归因于努力与否会提高学习

的积极性。

③努力归因的同时进行现实归因。我还要引导王雪进行现实归因，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引导其进行现

实归因，以帮助王雪分析除了努力这个因素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她的数学成绩，是学习方法还是家

庭原因或者是教师的因素等。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学习成绩，并尽力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以提高其克服困难的勇气，增强其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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