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天津市东丽区教师招聘考试答案及解析

（考生回忆版）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D【解析】题干意思是一点点衣服与粮食都来得很不容易，应当时常想到物力的艰难 而加以

珍惜。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因此本题选 D

2.答案:B【解析】教育是从心出发的伟大事业，而教师拥有着人工智能所无法替代的特质， 教师需

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更新自己的教学方法，故本题选 B



3.答案:C【解析】选布莱特效应

4.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班级的组织架构。班级组织架构是班级组织结构形成的基础和前 提。班

级组织架构的微观建制的形式有三种:①直线式；②职能式；③直线职能式。直线式的结构比较简单 明

了，工作上容易沟通，易于指挥。其结构图式是：班主任——班长——组长——学生。A 项正确。

B项：职能式的结构，在班长与组长中间横向的层次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职责分工，负责在班长与组长

以及学生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工作。一般情况下主要设置以下几种职位：学习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

文娱委员、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等。在职能式的结构中，团支部、少先队的工作与班级组织的工作是并轨

的，一般的情况下由班长兼任小队长或团支书的工作，或者小队长与团支书隶属于班长的领导，同其他的

委员在组织机构中处于同一层次水平上。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直线职能式同时兼具上述两种形式的特点，在这种建制中既有明显的垂直水平的支配关系，又有

明显的横向水平的责任分工的关系。直线职能式的班级组织机构设置了与班长平行的团支书或小队长的职

务，在与班级委员平行的水平上又设置了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等职务。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5.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对知识分类的理解。策略性知识是指学习者在学习情境中对任务

的认识、对学习方法的选择和对学习过程的调控。它是由学习方法、学习调控和元认知等要素构成的监控

系统。策略性知识也是回答“怎么办”问题的知识，它与程序性知识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所处理的对象是个

人自身的认知活动和个体调控自己认知活动的知识。题干中，学校举办的是“英语单词联想记忆”培训班，

是学习英语单词记忆思维和方式，属于策略性知识。A 项正确。

B项：程序性知识是个人没有有意识提取线索，只能借助某种作业形式间接推论其存在的知识。程序性

知识是一套办事的操作步骤，是关于“怎么办”的知识。但是程序性知识是关于完成某项任务的行为或操

作步骤的知识，它所处理的对象主要是外部的任务。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陈述性知识也叫“描述性知识”，它是指个人具有有意识的提取线索，而能直接加以回忆和陈述

的知识。主要是用来说明事物的性质、特征和状态，用于区别和辨别事物。与题干不符，排除。



D 项：现代认知心理学根据知识的不同表征方式和作用，将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

知识，无指导性知识。与题干不符，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A。

6.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影响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有：（1）问题情

境（问题的特征）；（2）定势与功能固着；（3）酝酿效应；（4）知识经验；（5）原型启发；（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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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定势指重复先前的操作所引起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在环境不变的条件下，定势

使人能够应用已掌握的方法迅速解决问题。而在情境发生变化时，它则会妨碍人采用新的方法。消极的定

势是束缚创造性思维的枷锁。题干中体现的是思维定势。D 项正确。

7.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心智技能的形成与培养。对心智技能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 苏联心

理学家加里培林，他于 1959 年提出了心智动作按阶段形成的理论。加里培林将心智动作的形成分为 以下

五个阶段：（1）活动的定向阶段（准备阶段）；（2）物质活动或物质化活动阶段；（3）出声的外部 言

语活动阶段；（4）无声的外部言语活动阶段；（5）内部言语活动阶段。因此，智力技能形成的最初阶

段是活动定向阶段。B 项正确。

8.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学习策略的相关概念。组织策略是整合所学新知识之间、新旧知 识之间

的内在联系，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它是认知策略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有：列提纲；利用图形（系统 结构

图、流程图、模型图、网络关系图等）；利用表格（一览表、双向表）等.

9.答案:A【解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10.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设计教学法。杜威的设计教学法的一般进程为：设置问题的情景

——确定问题或课程——拟定解决课题方案——执行计划——总结与评价。B 项正确。

A 项：布鲁纳发现教学模式的基本程序是：明确结构，掌握课题，提供资料——建立假说，推测答案

——验证——做出结论。与题干不符，排除。

C项：赫尔巴特传统接受教学模式的基本程序是：诱导学习动机——领会新教材（感知、理解）——巩

固知识——检查。与题干不符，排除。

D项：瓦根舍因范例教学模式的基本程序是：解释作为范例的个别事物——解释范例的类或属——掌握

规律范畴——获得对自我或人类的理解。与题干不符，排除。

二、判断题

11.答案:错误【解析】因果律是休谟提出来的。



12.答案:错误【解析】本题考查班级管理的相关内容。班级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这一 活动的

根本目的是实现教育目标，使学生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班级管理的对象是班级中的各种管理 资

源，包括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而主要对象是人，即学生，班级管理主要是对学生的管理。

同时，班级管理是一种组织活动过程。组织班级活动是进行班级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它具有交往性、目

标和时空的一致性、合作性等特征，是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有效途径。教师在组织班级活动时，要

加强对活动的管理和指导，而不能放任自流，这样才能确保活动应有的成效。这种活动是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双向活动，两者在活动中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故表述错误。

13.答案:错误【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德育过程与品德发展过程的区别。德育过程是思想品德

的教育过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统一活动的过程，是培养和发展受教育者品德的过程。学生品德的

形成过程是个人自我教育和发展的过程。德育是个人品德发展的途径，二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所以，

不能说德育过程就是学生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故表述错误。

14.答案:正确【解析】文献原话，教育生产性的表述



15.答案:正确【解析】本题考查教育的功能。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指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和作

用。它由教育活动的内部结构特点所决定，发生于教育活动内部，也称为教育的本体功能。教育的首 要任

务就是促进个体发展。教育的个体功能包括教育促进个体社会化的功能和教育促进个体个性化的功能。

故表述正确。

16.答案:错误【解析】本题考查德育方法。德育方法是指为达到德育目的，在德育过程中采 用的教

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活动方式的总和。它包括教育者的施教传道方式和受教育者的受教修养 方

式。说服教育法是指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提高认识、形成正确观点的方法。说服教育法是德育工

作的最基本方法。

故表述错误。

17.答案:错误【解析】本题考查学习的含义。学习是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下由于练习或反复经

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比较持久的改变。学生每天做广播操，每天做的是重复性动作，没有改变，

违背了学习是变化的行为。

故表述错误。



18.答案:正确【解析】本题考查教学。教学过程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构成的一种双边 活动过

程，即教师根据教学目的、任务和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指导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掌握系统的文 化科

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培养思想品德的过程。只有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相 互

统一，互相配合，才能完成教学活动，实现教育目的。

故表述正确。

19.答案:正确【解析】文献原话

20.答案:正确【解析】本题考查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掌握知识与发展能力是既有区别又有 联系

的，两者是相互统一和相互促进的。具体包括：（1）掌握知识是发展能力的基础：学生认识能力的发 展

有赖于对知识的掌握，知识为智力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向学生介绍关于归纳、演绎、解决问题等思维方

法的知识，就是把心智操作的方式教给学生。（2）发展能力是掌握知识的重要条件：学生掌握知识的速度

与质量，有赖于学生原有智力水平的高低。认识能力具有普遍的迁移价值，不但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率和知识质量，推动学生进一步掌握知识，而且有利于学生将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活动，从而获得完全

的知识。（3）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有机结合：在教学中要注意防止两种偏向：一是单纯传授知识，忽视能

力发展；二是单纯重视能力，忽视知识传授。

故表述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