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模拟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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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答案】D。解析：赞可夫的《教学与发展》提出了发展性教学理论的五条教学原则，即高难度、

高速度、理论知识主导作用、理解学习过程、使所有学生包括差生都得到一般发展的原则。

3.【答案】C。解析：即使人们对长大后狼孩再好的教育，也很难令其用人类语言顺畅的交流，是

因为狼孩错过了语言形成的关键期，个体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带给我们的教学启示是教育要抓住关键期，

因此选择 C。

4.【答案】A。解析：校园文化是人们为了保证学校中教育活动顺利进行而创立和形成的一种特有

的文化形态。

5.【答案】C。解析：学制建立受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所制约。在学制上，确定入学年龄、修业年限、

各级各类学校的分段，都要考虑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切合他们智力和体力的发展水平。如题

干中出于个别差异上的考虑，就有设立特殊学校的必要。

6.【答案】D。

7.【答案】D。解析：ABC都是教师行为“十不准”中的内容，属于体罚学生的行为，是明令禁止的。

8.【答案】B。解析：合作学习是指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助性学习。

9.【答案】C。

10.【答案】C。

11.【答案】D。解析：教学中一方面要发挥作为指引者的教师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要注重个人修

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12.【答案】C。解析：纵向迁移是指处于不同抽象、概括水平的经验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指先

行学习内容与后续学习内容是不同水平的学习活动之间产生的影响。

13.【答案】A。解析：一个算法就是为达到某一个目标或解决某个问题而采取的一步一步的程序。

对所有数字组合一个个的尝试属于算法。

14.【答案】C。解析：情绪记忆指的是对自己体验过的情绪和情感的记忆。这里对过往“愤怒”的

记忆就是一种情绪记忆。

15.【答案】D。解析：题干所述是通过奖励、等级评定等外部强化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属

于强化理论。

16.【答案】D。解析：选项 A 是胆汁质气质的特点，选项 B 是多血质的特点，选项 C 是粘液质特

点，抑郁质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为弱型，表现为行为孤僻，不善交往，易多愁善感，反应迟缓，适应能

力差，容易疲劳，性格具有明显的内倾性。故题干描述与 D选项吻合。

17.【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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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答案】A。解析：智力技能形成的阶段分为原型定向、原型操作、原型内化。原型定向通常指

那些被模拟的某种自然现象或过程；原型操作是依据智力技能的实践模式，把学生在头脑中应建立起来

的活动程序计划，以外显的操作方式付诸实施，以获得完备的动觉映象。教师演算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

操作过程。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模拟过程，教师给学生提供了原型定向。

19.【答案】A。

20.【答案】D。解析：对一群人的特征或动机加以概括，把概括得出的群体的特征归属于团体的每

一个人，认为他们都具有这种特征，而无视团体成员的个体差异。这种现象称为社会刻板效应。

21.【答案】A。

二、辨析题

22.【参考答案】

该说法错误。此观点混淆了教育目的与培养目标的概念，将二者等同化。教育目的是人才培养的质

量规格标准，是对受教育者的总的要求。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目的是相同的，即培养德智体美等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这一教育目的的规定下，各级各类学校可有不同的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学校的具体化。

23.【参考答案】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教学过程中掌握知识与发展智力、能力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二者统一在同一

教学活动之中。掌握知识是发展能力的基础；智力、能力的发展是掌握知识的重要条件，但是知识不等

于智力，学生掌握知识的多少并不完全表明其智力的高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探索二者之间的差

异以及相互转化的过程和条件，以引导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有效地发展他们的智力和能力。

24.【参考答案】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操作的定向阶段，即理解操作活动的结构和程序的要求，在头脑中建立起操作

活动的定向映象的过程。题干描述的情况表明学生的动作已经高度的程序化、自动化、完善化，已经达

到熟练阶段。

25.【参考答案】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学生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是自我发展的主体。班主任在班级工作中，应该把学生当作教育过程的

主体和重心，充分尊重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班主任在工作中要注意依靠学生集体，既将学生集体看

作教育的对象，也将其视为教育的主体，充分发挥集体在教育中的作用。

三、简答题

26.【参考答案】

（1）自我中心阶段（2-5 岁）：无道德规则阶段，规则对儿童没有约束力。这时期儿童还不能把自

己同外在环境区别开来，而把外在环境看作是他自身的延伸。规则对他来说不具有约束力。皮亚杰认为

儿童在 5岁以前还是“无律期”，顾不得人我关系，而是以“自我中心”来考虑问题。

（2）权威阶段（5-8岁）：又称他律道德阶段，该时期的儿童服从外部规则，接受权威指定的规范，

把人们规定的准则看作是固定的、不可变更的，而且只根据行为后果来判断对错。

（3）可逆性阶段（8-10岁）：自律道德的开始阶段，开始按照内在标准进行道德判断，认为道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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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修改的，即不单纯服从权威，也不机械地遵守规则，要求平等。

（4）公正阶段（10-12 岁）：倾向于主持公道、平等，体验到公正、平等应该符合每个人的特殊情

况。他们开始倾向于主持公正、平等。公正的奖惩不能是千篇一律的，应根据各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

27.【参考答案】

（1）加强学习的目的性教育，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教师的讲授应抓重点、难点、关键。

（3）设置问题情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

（4）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方法。

28.【参考答案】

有意义学习的实质是将新知识与已有知识建立起非人为（内在的）的和实质性（非字面）的联系。

有意义学习的条件：①学习材料的逻辑意义；②有意义学习的心向；③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必须具有

适当的知识，以便与新知识进行联系。

29.【参考答案】

（1）说服教育法

（2）榜样示范法

（3）情感陶冶法

（4）实际锻炼法

（5）品德评价法

（6）道德修养法（道德指导法、自我指导修养法、个人修养法）

四、材料分析题

30.【参考答案】

材料中教师的行为显然是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新课程倡导的教师观，教师要做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者。让小明去“监视”同学，做“眼线”，

容易培养学生阴暗的人格，这样对学生的人格和心理健康都是不利的，班主任的做法极为不妥。

（2）新课程倡导教师做学生人生的引路人。班主任“无事不晓”是通过学生小明出卖同学而做到

的，这不利于学生人生的发展。

（3）新课程倡导“教师是一种灵魂的启迪，一种精神的唤醒”，作为班主任如此要求小明做伤害同

学的事，实则为一种畸形教育。

（4）信任学生是教育学生的前提，“监视”实为一种不信任。班主任此种做法，是对学生的不信任，

不尊重，丧失了教育学生的前提。

31.【参考答案】

（1）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无论何种遗忘，遗忘的进程都遵循着先快后慢的规律。即遗忘在学

习之后立即开始，最初的遗忘速度较快，以后逐渐减慢。

（2）为防止遗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复习。为了提高复习效果，复习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复习要及时。如果不及时复习，头脑中的保持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减少，再复习就要花费相对较多

的时间。因此，当天学的功课一定要在当天安排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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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复习要合理。复习方法合理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常用的方法有：

第一，在期末复习全学期的功课时，采用分散复习比集中复习效果更好。至于具体的复习时间和时

距的安排以及复习次数，应依材料的性质、数量以及学生的年龄特点而定。

第二，在复习时，教师要向学生提供简缩而概括的记忆材料。

第三，复习方式多样化。

第四，让多种感官参与复习活动。

③复习活动既要避免无限过度，又要坚持适当超额。研究表明，超额学习程度达到 150%时，效果

最佳；小于或多于 150%，效果都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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