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单项选择题

1. B【解析】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规定。

2. A【解析】根据《安徽省中小学办学行为规范（试行）》的规定，学校统筹各学科教师作业布置，控制作

业数量，教师要精选作业内容，提高作业质量。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家庭作

业控制在每天1小时以内。

3. C【解析】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力发展对教育事业所

提出的要求。

4. C【解析】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明显的年龄特征。正是由于学制受青少年儿童身心

发展规律的制约，所以不同国家在学制的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如入学年龄，大、中、小学阶段的划

分等。

5. D【解析】实际锻炼法是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实际活动，使其在活动中锻炼思想，增长才干，

培养优良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的德育方法。锻炼的方式主要是学习活动、社会活动、生产劳动和课外

文体科技活动。研学活动就属于一种实践活动。

6. A【解析】探究式教学的基本程序：问题—假设—推理—验证—总结提高，即首先创设一定的问题情

境，提出问题，然后组织学生对问题进行猜想和做假设性的解释，再设计实验进行验证，最后总结

规律。

7. B【解析】诊断性评价是在学期开始或一个单元教学开始时，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准备状况及影响学

习的因素而进行的评价。题干的描述就体现了对诊断性评价的运用。

8. A【解析】记忆的敏捷性是记忆的速度和效率特征。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记住较多的东西，就是记

忆敏捷性良好的表现。记忆的持久性是记忆的保持特征。记忆的准确性是记忆的正确和精确特

征。记忆的准备性是记忆的提取和应用特征。故题干所述现象体现的是记忆的敏捷性。

9.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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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对象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影响知觉的整体性。同样一些部分，处于不

同的结构关系中就会成为不同的知觉整体。例如：把相同的音符置于不同的排列顺序、不同的节拍

和旋律之中就构成不同的曲调；如果曲调的各成分关系不变，只是个别刺激成分发生变化，或用不

同的乐器演奏或不同人来演唱，就不会改变我们对其歌曲整体性的知觉。

10. C【解析】激情是一种爆发式的、猛烈而时间短暂的情绪状态。例如，狂喜、暴怒、恐惧、绝望、剧烈的

悲痛等，都是激情的表现。它往往带有特定的指向性和较明显的外部行为表现。题干所述教师的

情绪状态符合激情的表现。

11. D【解析】一般能力是指在不同种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抽象概括

能力等。

12. B【解析】负迁移也叫“抑制性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产生阻碍作用。顺向迁移是指先

前学习对后继学习产生的影响。会骑自行车对后来学骑三轮车的干扰作用属于顺向负迁移。

二、判断题

13. A【解析】略。

14. B【解析】制约教育制度的因素：（1）政治因素；（2）经济因素；（3）文化因素；（4）青少年身心发展规

律。此外，影响教育制度制定的因素还应当包括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制度传统以及对国外教育

制度积极的学习和借鉴。因此，国家在制定教育制度时，不是只考虑教育制度的先进性即可，还会

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题干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15. A【解析】教师劳动的复杂性的表现：（1）学生状况的复杂性决定着教师劳动的复杂性；（2）教师任

务的多样性制约着教师劳动的复杂性；（3）影响学生发展因素的广泛性制约着教师劳动的复杂

性。（具体参看王道俊、郭文安主编的《教育学》第七版）

16. A【解析】“潜在课程”又称隐性课程，其“课程”并非实指，而是借用“课程”一词，来说明学校中还存

在着对学生产生影响的、但又无法控制的教育因素。它们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对学生的知识、价

值、行为规范、情感等发生影响的全部信息的总和及其动态传递方式存在，它在学校情境中是以内

隐的方式存在的。

17. B【解析】备课要写好三种计划，即学年（或学期）教学计划、课题（或单元）计划、课时计划（教案）。

因此撰写教案只是备课的一部分。

18. B【解析】注意的转移是根据新的任务，主动地把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或由一种活动

转移到另一种活动的现象。注意的分散，也叫分心，是指注意离开了当前应当完成的任务而被无

关的事物所吸引。学生上课开小差属于注意分散的表现。

19. A【解析】题干所述为意志的概念。

20. B【解析】内部学习动机是指诱因来自于学习者本身的内在因素，即学生因对活动本身发生兴趣而

产生的动机。外部学习动机是指诱因来自于学习者外部的某种因素，即在学习活动以外由外部的

诱因激发出来的学习动机。奖励学生当课代表属于外部诱因，故该老师激发的是学生学习的外部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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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答题（答案要点）

21. 简述循序渐进教学原则的含义及其贯彻的基本要求。

基本含义：循序渐进教学原则在西方常称为系统性原则，是指教师要严格按照科学知识的内在逻

辑和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进行教学，使学生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贯彻要求：（1）教师的教学要有系统性；（2）抓主要矛盾，解决好重点与难点；（3）教师要引导学生将

知识体系化、系统化；（4）按照学生的认识顺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地进行教学。

22. 什么是创造性思维？如何通过日常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1）创造性思维是指用独特、新颖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它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态，是智力

的高级表现。

（2）创造性（即创造力）的培养：①培养创造性认知能力；②注重创造性人格的塑造；③创设有利的

社会环境；④培养创造型的教师队伍。

四、材料分析题（答案要点）

23.（1）在学校教育中，良好的班集体对学生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具体表现在：①有利于形成学

生的群体意识。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与适应能力。③有利于训练学生的自我教育

能力。班集体是学生自己的集体，每个学生在所属的班集体中都拥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都能找

到适合自己的角色与活动。因此，班集体是训练班级成员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主开展

活动的最好载体。材料中的王老师为了把班级带好，代替学生完成部分学校布置的班级活动任

务，忽略了学生在班集体中的自觉主动性，没能通过班集体来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而材料

中的张老师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注重班集体的建设并创造条件让每个孩子在集体中成长成才。

几年下来，张老师不仅带好了班级，也使学生在班集体中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培养了他们的自我教

育能力，从而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

（2）培养良好班集体要注意：①确定班集体的发展目标；②建立得力的班集体核心；③建立班集体

的正常秩序；④组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⑤培养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班风。

材料中两位老师在班级管理中的成败经验，明确体现了其中两点：

第一，建立得力的班集体核心。建立班集体的核心队伍：首先，教师要善于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

其次，教师应把对积极分子的使用与培养结合起来。张老师在班集体的建设中尊重每个孩子的个

性，注重班集体建设，相信班集体的力量，创造条件让每个孩子在集体中成长成才。她的这些做法

有利于培养班集体的核心，带动全班学生的积极性，促进班集体的良好发展。

第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班集体是在全班同学参加各种教育活动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

的，而各种教育活动又可以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为集体出力并展示自己的才能。班级教育活动所涉

及的内容有主题教育活动、文艺体育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材料中的王老师在班级的各项活动

中投入过多的精力，甚至亲力亲为，代替学生完成部分学校布置的班级活动任务，这些做法都不利

于学生个人在班级建设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而张老师尊重每个孩子，创造条件让每个孩子

在集体中成长。在她的带领下，班级的教室环境卫生、体育运动和文艺演出等都走在全校前列，从

而实现了各种教育活动对班集体的培养和发展的作用。

（考生可结合实际加以阐述，言之有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