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资格证-案例分析-中小学

(注：考过 2-3 次的进行★★，考过 4 次及以上的进行★★★)

核心考点一

教学原则★★（考频 2 次）

1. 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原则

2.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应使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来理解和掌握知识，并引导他们运用

新获得的知识去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3. 直观性原则

应尽量利用学生的多种感官和已有的经验，通过各种形式的感知，使

学生获得生动的表象，从而比较全面、深刻地掌握知识。

4. 启发性原则

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通过独立思考、积极探索、

生动活泼地学习，自觉地掌握科学知识。

5. 循序渐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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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巩固性原则

7. 因材施教原则

要从课程计划、学科课程标准的统一要求出发，面向全体学生，同时

又要根据学生的个别差异，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



8. 量力性（可接受性）原则

核心考点二

教师职业道德★★★（综合素质考频 5 次）

1. 爱国守法

教师要依法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义务：①保护受教育权②保护隐私权③保护人格尊严④保护通讯自由

2. 爱岗敬业

教师要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学生）

3. 关爱学生

（ 1 ） 教 师 要 关 心 爱 护 全 体 学 生 ， 以 平 等 公 正 的 态

度对待所有学生

（2）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4. 教书育人

（1）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

（2）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材施教

（3）培养学生良好品行，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

5. 为人师表

（1）教师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

（2）经济问题

（3）尊重家长，听取家长建议



6. 终身学习

任何积极的学习活动都是终身学习

核心考点三

学生观★★（考频 3 次）

1. 学生是发展中的人，要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学生

教师要允许学生犯错误

教师要想办法学生实现发展

2. 学生是独特的人（因材施教）

3. 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

学生独立于教师的头脑之外，不以教师的意志为转移

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核心考点四

教育观（考频 1 次）

素质教育观的内涵

1. 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2. 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

3. 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

4. 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教育

核心考点五

教师观（考频 1 次）

角色观



1.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来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2.从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看，教师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3.从教学与课程的关系上看，教师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

4.从学校与社区的关系上看，教师是社区型开放的教师

行为观

1.在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

2.在对待教学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帮助、引导

3.在对待自我上，新课程强调反思

4.在与其他教育者的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合作

核心考点六

职业道德素养（四对）（考频 1次）

1. 对待事业：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2. 对待学生：热爱学生

3. 对待集体：团结协作

热爱学生的要求：（两爱两全两解一情绪）

（1）把爱与严格要求结合起来

（2）把爱与尊重信任结合起来

（3）要全面关怀学生

（4）要关爱全体学生

（5）理解和宽容学生（给他们改错的机会）

（6）解放学生（给学生时间、空间）



（7）对学生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

4. 对待自己：为人师表

核心考点七

处理课堂突发事件的原则（考频 1 次）

1. 教育性原则

教师在处理突发事件时要让学生受教育、促进每个学生的成长为目的。

2. 客观性原则

3. 有效性原则

老师在处理偶发事件时一定要考虑所用方法和措施的效果。

4. 可接受性原则

5. 冷处理原则

对于有些偶发事件，教师不应急于表态、急于下结论，而应冷静地观

察，待把问题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再去处理。

核心考点八

职业能力素养（二组说我）

1. 语言表达能力

2. 组织管理能力

3. 组织教育教学能力

4. 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控能力（较高的教育机智）

核心考点九

艾宾浩斯遗忘规律



遗忘规律：遗忘是有规律的，即遗忘的进程是不均衡的，其趋势是先

快后慢、先多后少，呈负加剧，且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再遗忘了。

核心考点十

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1. 运用启发式教学，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

创造性动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并将发散思维和集中思维相结合。

3. 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想象能力

4. 组织创造性活动，正确评价学生的创造性

5. 开设具体创造性课程，教授学生创造性思维策略和创造技法。

6. 结合各学科特点进行思维训练。

核心考点十一

意志品质的培养

1. 加强生活目的性教育，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远大的理想和信念，

培养学生行为的目的性，减少其行动的盲目性。

2. 加强养成教育，培养小学生的自制能力。

3. 组织实践活动，在困难环境中锻炼学生的意志，让学生取得意志

锻炼的直接经验。

4. 教育学生正确的对待挫折。

5. 根据学生意志品质上的差异，采取不同的锻炼措施。



6. 发挥教师、班集体和榜样的模范作用，给予必要的纪律约束。

7. 加强自我锻炼，从点滴小事做起。

核心考点十二

韦纳归因理论

改变学生不正确的归因，提高学习动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努力归因”，无论成败或失败，都归因于努力与否的结果，因为学

生将自己的成败归因于努力与否会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当学习困

难或者成绩不佳时，一般不会因一时的失败而降低将来会取得成功的

期望。

“现实归因”，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引导学生进行现实归因，以帮助

学生分析出除努力这个因素外影响学习成绩的因素还有智力、学习方

法、家庭环境，教师等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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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学生克服困难的勇气，增强自

信心，这种归因训练的好处在于学生作“努力归因”时又联系现实， 在

做“现实归因”又强调努力！

核心考点十三

影响问题解决的主要影响因素

1.问题情境：问题呈现的知觉方式

2.定势与功能固着

定势对问题解决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3.原型启发



4.已有知识经验

5.情绪与动机

此外，个体的认知结构、个性特征以及问题的特点等也会影响问题的

解决

核心考点十四

耶克斯-多德森定律

动机不足或过分强烈都会影响学习效果。

1. 动机的最佳水平随任务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在较容易的任务中，

工作效率随动机的提高而上升；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动机的最佳水

平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2. 一般来讲，最佳水平为中等强度的动机。

3. 动机水平与行为效果呈倒 U 型曲线。

学习效果反作用于学习动机。所学的知识增多，学习成就的取得就可

以进一步增加学生好奇心、求知欲，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增强

学习动机。

核心考点十五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的代表人，根据需要出现的先后顺序和强弱程度，

将需要分为七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

重需要、求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缺乏学习动机，应该关注学生的缺失性需要是否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