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学部分

一、选择题:1～12 小颞,每小题 2 分,共 24 分

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在确立教育目的的价值晌向上注重人的芮严和价值的观点属于【】

A.民族本位论

B.集体本位论

C.社会本位论

D.个人本位论

2.在教育学发展讨积由,德国劫育家梅伊晶和拉伊等人代表的学派是【】

A.实验教育学

B.批判教育学

C.文化教育学

D.实用主义教育学

3.首次提出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者是【】

A.赫尔巴特

B.培根

C.康德

D.夸美纽斯

4.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

A.家庭影响

B.学校教育

C.先天遗传

D.社会环境

5.教育学中教育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狭义教育是指【】

A.家庭教育

B.特殊教育

C.职业教育

D.学校教育

6.打破传统的学科课程界限，组合两门及其以上学科领域而构成的课程是

A.综合课程

B.活动课程

C.分科课程

D.潜在课程

7.教师在数理化教学中通过解释、论证和说明使学生掌握原理或公式。这属于讲授法中的哪

一具体方式?【】

A.讲读式

B.讲述式

C.讲解式

D.讲演式

8.课程的具体表现形式除课程计划外,还包括【】

A.课程设计和课程标准

B.课程设计和课程评价

C.课程标准和教材

D.课程评价和教材



9.班主任通过加强班风学风建设实施德育,其运用的德育方法是【】

A.品德评价法

B.实际锻炼法

C.榜样示范法

D.陶冶教育法

10.于 1922 年颁布，并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制是【 】

A.癸卯学制

B.壬寅学制

C.壬子癸丑学制

D.壬戌学制

11.课外、校外教育的王要特点是【】

A.自愿性、灵活性、实践性

B.自愿性、娱乐性、实践性

C.组织性、灵活性、创新性

D.组织性、实践性、娱乐性

12.学校德育最基础、最有效的途径是【】

A.团队活动

B.教学活动

C.校会班会

D.课外活动

二、辨析题.13~14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首先判断正确或错误，然后说明理由。

13.只要能教好书就是一名好教师。

14.教师只要把道德规范说透,使学生的道德认识提高,学生就能形成相应的品德。

三、简答题:15～17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15.为什么说教育能够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6.班主任如何才能组织和培养好班集体?
17.美育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何意义?
四、论述题:18 小题，15 分。

18.阅读下列案例,并根据教学过程的基本阶段加以分析。

这是一堂科学课,课程题目为“植物的根如何吸水”。

开始上课后,老师很神秘地说:“我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你们睁大眼睛好好观察,看看谁能分析

出其中的道理来。”

老师说着就拿出了两个瓶子,里边是分别浸泡在清水和盐水里的萝卜,然后老师从液体中拿出

萝卜,对同学们说:“这根萝卜是被清水浸泡过的,而这根是被盐水浸泡过的。”同学们仔细观

察后发现:泡过清水的萝卜变水灵了,而泡过盐水的萝卜则变元了。

老师要求大家分小组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并提示大家,这跟水分的流向有关。于是,
同学们在老师的启发引导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是:泡过清水的萝卜

吸水了,因为萝卜细胞液浓度大于清水,水分向萝卜渗透;泡过盐水的萝卜失水了,因为萝卜细

胞液浓度小于盐水,水分从萝卜中外渗出来。

接着,老师引导大家总结出水的渗透规律:水分总是从浓度小的溶液向浓度大的溶液渗透。植

物的根吸水就是因为植物的细胞液浓度大于土壤里的溶液。

教学结束时,老师对实验结论进行了总结,要求大家对“植物的根吸水”的原理整理课堂笔记。

最后,老师布置课外作业,要求大家研究一下:学校校园里有几株花出现烧根现象,这是什么原

因导致的?应该如何处理呢?再进一步思考,盐碱地为什么长不好庄稼?又该如何处理呢?



心理学部分

五、选择题:19～30 小题,每小颗 2 分，共 24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

合题目要求的。

19.在观察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体现的观察品质是【 】

A.精确性

B.系统性

C.客观性

D.敏锐性

20.1905 年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的智力测验是【 】

A.瑞文推理测验

B.斯坦福智力测验

C.比纳-西蒙智力测验

D.韦克斯勒智力测验

21.对心理活动与行为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与阐明,这种心理学研究目标是【 】

A.陈述心理现象

B.预测心理活动

C.调控心理与行为

D.解释心理现象

22.短时记忆的主要编码方式是【】

A.语义编码

B.听觉编码

C.视觉编码

D.模像编码

23.心理咨询过程中使用厌恶疗法的心理学理论流派是【】

A.精神分析

B.认知主义

C.行为主义

D.人本主义

24.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称为【】

A.情绪

B.性格

C.兴趣

D.动机

25.使用标准化的测量工具研究个体的心理特性,这种方法称为【】

A.实验法

B.观察法

C.测验法

D.调查法

26.动作技能形成的条件包括动作概念掌握、动作示范、动作反馈和【】

A.类化

B.练习

C.联想

D.竞赛

27.希望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保持友谊,被群体接纳并成为群体成员之一。按照马斯洛的观



点，这种需要属于【 】

A.安全的需要

B.尊重的需要

C.自我实现的需要

D.归属与爱的需要

情教阵平的参计邓

28.某人情绪发生快并且强度大,易冲动。此人的气质类型属于【 】

A.多血质

B.黏液质

C.胆汁质

D.抑郁质

29.个体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从事某种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称为【 】

A.自尊

B.自信

C.自我效能感

D.自我意识

30.同班同学、办公室同事容易成为好朋友。这种现象体现的人际吸引因素是【 】

A.外貌

B.能力

C.互补

D.邻近

六、辨析题：31~32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首先判断正确或错误，然后说明理由。

31.能力的个别差异不包括能力类型的差异。

32.感觉的适应与感受性的变化密切相关。

七、简答题:33～35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33.简述随意后注意的特征。

34.性格的特征包括哪些方面?
35.影响遗忘进程的因素包括哪些方面?
八、论述题:36 小题,15 分。

36.结合教学实例论述应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



参考答案及解析

教育学部分

一、选择题

1.【容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有关教育目的确立的理论。

【应试指导】在确立教育目的的问题上，教育史上有两种理论理论。即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

位论。个人本位论主张确定教育目的应从人的本性、本能需要出发，使人的本性和本能得到

高度发展。具体为：教育目的是根据个人的发展需要而制定的;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人

生来就具有健全的本能、教育目的就在于促使本能不受影响地发展。

2.【答案】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教育学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理论派别。

【应试指导】在教育学发展过程中，德国教育家梅伊曼和拉伊等人代表的学派是实验教育学。

B 项的代表人物有美国鲍尔斯与金蒂斯、布厄迪尔、阿普尔、吉鲁，C 项代表人物有德国教

育家狄尔泰、斯普朗格、利特,D 项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教育家杜威、克伯屈。

3. 【答案】 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独立形态教育学的产生，

【应试指导】英国哲学家培根作为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提出归纳法，为教育学的发展奠、

定了方法论的基础。首次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了出来

4.【答案】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影响人的发展的主要因素，

【应试指导】影响人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遗传、环境和教育三种。其中.教育在人的

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5.【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教育的基本概念。

【应试指导】狭义的教育是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按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受教育者身

心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影响的社会活动。

6.【答案】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课程的类型。

【应试指导】综合课程是指打破传统的学科课程的知识领域，组合两门以上学科领域而构成

的一门学科:活动课程又称经验课程，是指一系列的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学生通过活动来

学习，获得经验，解决问题，锻炼能力

7.【答案】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常用的教学方法。

【应试指导】讲授法是教师运用口头语言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一种方法，包括讲述、讲

解、讲读、学校讲演等方式。其中，讲解是教师向学生说明、解释或论证原理、概念、公式

时经常采用的方式。此方法更广泛应用于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教学中。

8.【答案】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课程内容的具体表现形式。

【应试指导】在我国，课程内容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三部分,即课程计划(教学计划)、学科课

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

9.【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德育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考情点拨】常用的德育方法有说理教育法、榜样示范法、实际锻炼法、陶冶教育法、指导

自我教育法、品德评价法。其中，陶冶教育法是教育者自觉创设良好的教育情境，使受教育

者在道德和思想情操方面受到感染、熏陶的方法，题干所述即为陶冶教育法。

10.【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旧中国的学制。

【考情点拨】1922 年，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留美派主持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以美国学制

为蓝本，颁布了“壬戌学制”。此后，国民党政府于 1928 年就学制做了些修改，但基本上继

承了“壬戌学制”，并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11.【答案】 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课外校外教育的主要特点。

【考情点拨】课外校外教育是指在课程计划和学科课程标准以外，利用课余时间，对学生实

施的各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其主要特点是自愿性、灵活性、实践性。

12.【答案】B
【考情点拨】 本题考查德育的途径。

【考情点拨】教学是学校的主要环节和主要工作，在学校全部工作中占有时间最多。学生在

学校的主要活动是学习，所以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德育工作最基本、最经常、最有效的途径。

二、辨析题

13.错误。(2 分)
教师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教师的具体任务是:教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做好学生的思想

品德教育工作，关怀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关心学生的生活。(4 分)
14.错误。(2 分)
品德是指个体依据一定的社会政治准则、思想观点、道德规范来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些

经常而稳固的倾向和特征。品德包含的范围较广，而道德只是其中一部分，故不能以偏概全。

（4 分）

三、简答题

15.教育为一定的经济服务.这是教育的重要社会功能。(2 分)到了现代社会，教育的经功能日

益重要。（2 分）教育通过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通过科学技术再生产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发

发展产生影响与与作用。(4 分)
16. (1)确立班集体的奋斗目标。(2 分)
(2)选择和培养班干部。(2 分)
(3)培养正确的集体舆论和优良的班风。(2 分)
(4)组织多样的教育活动。(2 分

17. (1)美育能促进学生智力发展，扩大和加深学生对客观现实的认识。(2 分)
(2)美育能促进学生科学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形成。(2 分)
(3)美育能促进体育，美育具有怡情健身的作用。(2 分)
(4)美育能促进劳动教育，使学生体验到劳动创造美的喜悦。(2 分)
四、论述题

18.教学过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该老师较好地遵循了教学过程中学生认识的特殊性规律，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3 分)
(1)激发学习动机:老师很神秘地说自己做了二个有趣的实验，让学生睁大眼睛好好观察，激

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求知欲等。(3 分）

(2)感知阶段：老师拿出浸泡在清水和盐水里的萝卜，让学生观察两者的区别，使学生对水

分的流向、细胞液浓度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3 分)



(3)理解阶段:老师通过提示和引导,使学生明白植物的根吸水的原因,进一步掌握了出水的渗

透规律。（2 分)
(4)巩固阶段:老师再次总结结论并要求学生对“植物的根吸水”的原理整理课堂笔记，巩固

了所学内容。(2 分)
(5)运用阶段:老师通过布置作业，要求学生研究、思考实际生活中的问题。(2 分)

心理学部分

五、选择题

19.[答案] 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观察的品质。

[应试指导]观察的品质包括观察的目的性、观察的客观性、观察的精细性、观察的敏锐性。

其中，观察的客观性是指善于实事求是地去知觉事物的品质。

20. [答案] 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智力测验。

[应试指导] 1905 年，“比纳-西蒙量表”由 30 道由易到难的题目组成，智力水平的高低根据

儿童完成题目的数量来确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的智力测验。

21.[答案] D
[考情点拨] 本题考查心理学的研究目标。

[应试指导]心理学的研究目标具体表现为陈述心理现象、解释心理现象、预测心理活动调节

与控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其中，解释心理现象是对已知的心理现象进行分析，找出因果

关系，这是心理学研究的第二个目标。

22.[答案] 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短时记忆的编码。

[应试指导]短时记忆的编码方式包括听觉编码、视觉编码。其中，听觉编码是短时记忆的一

种主要编码方式。

23[答案] 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心理咨询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应试指导]心理咨询的主要理论包括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认知行为理

论。其中，行为主义理论包括:(1)系统脱敏法;(2)厌恶疗法;(3)强化、惩罚与消退法。

24[答案] 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情绪的概念。

[应试指导]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身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性格是指人对客观现

实的较稳定态度与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相结合的人格特征；动机是激发和维持有机体的行为，

并使该行为朝向一定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内部驱力。

25. [答案]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应试指导]心理学研究的方法有很多，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测验法。其中测

验法是采用标准化的测验来测查个体发展的特点和水平的一种方法，主要有成就测验、智力

测验、人格测验。

26.. [答案]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动作技能的形成条件。

[应试指导]动作技能的形成条件包括动作概念掌握、进行有效练习、动作示范、动作反馈。

27[答案] 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应试指导」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其出现的先后及强弱顺序分为高低不同的五个层次:生理需



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归属与爱的需要包

括被人爱与热爱他人，希望交友融洽，保持友谊，和谐人际关系被团体接纳，成为团体一员，

有归属感。

28[答案] 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气质的类型。

[应试指导]胆汁质的人情绪体验强烈、爆发迅猛、平息快速；多血质的人情感丰富、外露但

不稳定，黏液质的人情绪平稳、表情平淡;抑郁质的人情绪体验深刻，细腻持久，情绪抑郁、

多愁善感。

29.[答案]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动机理论

[应试指导]班杜拉于 1997 年提出一个新概念，即“自我效能”，用以阐述人的动机行为结果

的影响(强化)，而且受“人对结果的期望”这一认知因素的影响。效能期望指的是人对自己

行为能力的主观推测。

30.[答案] 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

[应试指导]影响人际吸引的因素包括外貌、能力、邻近、相似、互补、性格特征。其中，邻

近是指人们之间相处的地理空间的距离远近。人们居住的距离越近，双方越容易接近，彼此

了解越多，熟悉越快，因而容易建立密切关系。

六、辨析题

31.错误。(2 分)
能力的个别差异包括三个方面，即能力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力类型的差异、能力表现早晚的

差异。(4 分)
32.正确。(2 分)
由于刺激对感受器的持续作用而使感受性发生变化的现象，叫感觉适应。感觉适应可以引起

感受性的提高，也可以引起感受性的降低。(4 分)
七、简答题

33. (1)随意后注意服从于当前的活动目的与任务,但不需要意志努力。(3 分)
(2)随意后注意是个人的心理活动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物的指向和集中,它是在随意注意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 分)
(3)随意后注意是一种高级类型的注意,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是人类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必要条

件。(2 分)
34. (1)态度特征。(2 分)
(2)意志特征。(2 分)
(3)情绪特征。(2 分)
(4)理智特征。(2 分)
35. (1)识记材料的性质与数量。(2 分)
(2)学习的程度。(2 分)
(3)识记材料的序列位置。(2 分)
(4)识记者的态度。(2 分)
八、论述题

36. (1)加强科学思维方法论的训练。(3 分)
(2)运用启发式进行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3 分)
(3)加强言语交流训练。(3 分)
(4)发挥定势的积极作用。(3 分)



(5)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考能力。(3 分)
[评分说明]没有展开论述者，酌情扣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