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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

2018 年下半年国家教师资格考试预测试卷（二）

《教育知识与能力》参考答案

1. B【解析】赫尔巴特提出教育性教学原则，指出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

2. B【解析】题干强调西汉初期特有的特征体现教育社会属性中的历史性

3. C【解析】“是故学而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

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描述的教学相长，出自《学记》

4. D【解析】其它国家来我国学习，中国文化由此传入其它国家，这体现了文化的传播功能

5. C【解析】题干描述为顺序性规律的概念

6.B【解析】我国第一个开始实施的近代学制为癸卯学制，其指导思想为“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

7.C【解析】题干描述为家庭与学校教育出现的差异甚至对立，故在德育过程中要采取教育

影响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原则

8.C【解析】题干描述小林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就是忍不住，证明小林缺乏道德意志

9.A【解析】题干描述老师不允许小明课堂上发言，证明题干中这位老师没有发扬教学民主， 故违

背了启发性的教学原则

10.B【解析】大家各抒己见，李老师采用的教学方法为谈话法

11.A【解析】题干描述为教师在课堂教学进行的评价为形成性评价

12.A【解析】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观察学习是幼儿社会行为获得的重要方式，观察 学习

是指人通过观察他人（榜样）的行为及其结果而习得新行为的过程。

13.C【解析】归类属于组织策略。

14.D 【解析】将错题标记出来是为了和其它部分进行区分，将错误从众多背景中区分出来， 因

此是选择性。

15.B 【解析】开小差属于注意的分散，即离开了当前应当从事的任务而被无关事物吸引。

16.D【解析】略。

17. A【解析】学习迁移的基本理论有两类。（1）早期的迁移理论包括形式训练说、相同要素 说、

概括化理论和关系理论。（2）当代的迁移理论包括情境性理论和产生式理论。所以，答 案选 A

项。

18. D【解析】通过经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属于形式运算阶段中的假设演绎推理。

19. D【解析】合理—情绪疗法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艾利斯在美国创立，它是认知疗法的一种，

通过改变人的认知，进而改变人的情绪。

20. C【解析】对正常人进行的辅导称为发展性辅导。

21. A【解析】题干中舞蹈老师在教大家跳舞的过程中发现，大家开始的时候会进步的很快， 到了

某一阶段就会进步的很缓慢。通常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一段时间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效率停滞

不前，甚至学过的知识感觉模糊的现象，称为“高原现象”。

二、辨析

22.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和促进作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1）从外部环

境方面来说，它要求社会的发展为个体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前提，它依赖于家庭环境的影响，

依赖于社会发展的状况（2）从教育系统内部来说，它依赖于教育自身的状况，包括学校的

物质条件、师资队伍、教育管理者的水平等方面；依赖于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它要求教育要

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还需要积极协调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的教育影响，使其成为一股需

要的合力

23.题干描述错误，教学活动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组成的双边活动。现代教学论强调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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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辩证关系，教学是教师教学生学，学生这个学习主体是教师组织的教学活动中的学习主 体，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起主导作用。在教学中，既不能只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学生只要服 从教师，

就能学到知识，养成良好的品德，又不能只强调学生的作用，使学生陷入盲目的探 索状态，学不

到系统的知识，而是应该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

24.（1）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2）随着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日益严重，心理健康教育越发 显

得迫切而重要，学校心理辅导也日益成为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渠道。从某种意义 上说，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拓宽和加深了学校、班级的活动领域，提高了活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

学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不会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25.（1）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2）学习效果反作用于学习动机。所学知识的增多，学习成 就

的取得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自信心等，从而增强学 生进一

步学习的学习动机。教师在强调动机对学习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所学的知 识反过来又可

以增强学习的动机。对于那些尚无学习动机或者学习动机不高的学生，尤其是 年龄较小的学生，教师

没有必要推迟学习活动。教学的最好办法是，把重点放在学习的认知 方面而不是动机方面，致力于

有效地教他们掌握有关知识，让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学生尝 到了学习的乐趣，就有可能产生或

者增强其学习的动机。

三、简答

26.（1）德育过程是对学生知、情、意、行的培养提高过程；

（2） 德育过程是一个促进学生思想内部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

（3） 德育过程是组织学生的活动和交往，统一多方面教育影响的过程；

（4） 德育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逐步提高的过程

27.（1）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2）社会政治经济制度（3）青少年、儿童身

心发展规律（5）文化传统（6）本国学制的历史发展和国外学制的影响

28.(1)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2)学科渗透；(3)班主任工作；(4)学校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

(5)家庭教育；(6)环境教育；(7)社会磨砺；(8)其他途径(少先队、板报、校报、广播等)。

29.（1）问题情境；（2）定势与功能固着；（3）原型启发；

已有的知识经验；（5）情绪和动机。

四、材料分析

30.案例中的教师通过教学反思，呈现了两种效果不同的教学情境，这其中体现了启发诱导、 循

序渐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1)启发性原则是指教师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通过独立思考来提高

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要求教师首先要设置能够引起学生兴趣的问题，让学生参与其中。案

例中这位教师第一堂课中的问题“‘强项’在现代汉语中是什么意思?”出现了课堂“冷场”的局面，

这是由于没有引起学生们的兴趣，而在教学反思后的第二堂课上，学生们能够紧跟问题思考，最后

“纷纷举手并给出自己的答案”，这说明学生们的积极性被成功的调动了起来，证明教师的启

发有了效果。

(2)循序渐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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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必须按照学生的认识顺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进行教学。案例中第 一堂

课中教师的问题之所有没有得到学生的回应，正是由于他直接把难题摆了出来，没有遵 循由易到

难的顺序导致的;改进后的第二堂课中，教师先问了容易的问题，学生们作出回答之后再一步步

的引导到目标问题。这样通过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们自然而然就理解了老师 的问题。

(3)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应使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来理解和掌

握知识。这要求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注重联系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和生活实际。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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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在第一堂课中的问题没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正是因为“强项”这个词被单独拿出来直

接让学生作解释，学生无法联系已有的经验。而到了第二堂课，教师先问了“你们的强项是 什么?”

当学生说出了自己的强项是打兵乓球之后，教师再让学生来思考刚才说的“强项” 是什么意思。

这样一来，成功的让学生将理论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很快就明白了 这个词的现代意义，

接下来也就可以成功的与课文原意对比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4)新课程强调教师要经常进行教学反思，教学反思也是教师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的核

心因素”。案例中的老师通过教学反思之后，把第一次上课当中效果不好的环节进行了修正， 第二次

课上在相同的环节处理上就得到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该教师的教学反思是积极有效的，我们都应该

经常通过教学反思来改进我们的教学。

31.（1）①在简单或容易的任务中，完成活动的最佳动机水平较高。

②在困难或复杂的任务中，完成活动的最佳动机水平较低。

③一般认为，中等强度的动机更有利于任务的完成。

（2） ①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认为，在困难或复杂的任务中，完成任务的最佳动机强度较低。

材料中老师在学生面临较复杂的任务时，过分强烈的激发了学生的动机，是不正确的做法。

②内部动机对比外部动机，对于行为的推动力更持久更稳定。材料中，老师引导学生为学校 争

光，帮助学生建立起的主要是外部动机，会影响学生的行为，是不恰当的。

（3） ①引导学生进行放松训练，降低动机强度。

②训练归因

③激发兴趣，维持好奇心

④设置合理的目标

⑤培养恰当的自我效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