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内蒙古认定教师资格考试

教育学答案（初级）

一、单选题

1. B.乡学

2. A.军事技能

3. D.教育的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4. D.《学记》

5. A.德行的教育

6. C.夸美纽斯

7. D.社会价值

8. B.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

9. C.学校教育

10. C.不平衡性

11. C.要培养学生初步分析是非的能力

12. A.小学生可以很系统的观察事物

13. A.人身自由权

14. D.热爱学生

15. A.教学大纲

16. A.教书育人

17. C.课程改革

18. D.课程标准

19. C.孔子

20. B.基础性

21. D.现代化

22. B.教学

23. A.内发论

24. A.巩固性原则

25. B.重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26. C.引导学生掌握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27. C.中心地位



28. D.学生的主体作用

29. D.遗传

30. A.因材施教原则

31. B.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

32. A.学生亚文化

33. D.学校的组织和观念文化

34. B.班集体

35. C.教师队伍

36. A.1-2 个

37. B.进行个性化教育

38. B.教师的专业素养

39. C.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

40. A.体育比赛

二、多选题

41. C.按年龄分级 D.具有层次结构

42. A.导向作用 C.评价作用 D.激励作用

43. A.具有时代特征的教学观 B.具有时代特征的学生观 C.具有全面发展的教育质量观

D.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才观

44. A.讲述 B.讲解 C.讲演

45. B.基础性 C.奠基性

三、判断题

46-50.√×√××

51-55.√××√×

四、简答题

1. 解：

本法的立法宗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是本法立法的灵魂和核心。

（2）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这是立法的直接目的。

（3）提高全民素质。这是实施义务教育的社会意义所在，是非常重要的立法目的。

2. 解：



（1）学生具有和成人不同的身心发展特点

学生的特点：可塑性、依附性、向师性

（2）学生具有发展的巨大潜在可能性

（3）学生具有获得成人教育关怀的需要

3. 解：

（1）有利于经济有效地，大面积地培养人才；

（2）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3）有利于发挥班集体的教育作用；

4. 解：

（1）明确的共同目标；

（2）一定的组织结构；

（3）一定的共同生活目标；

（4） 集体成员之间平等，心理相容的气氛；

五、论述题

（一）学生的知、情、意、行诸因素统一发展的规律

知、情、意、行是构成思想品德的四个基本要素。知，即道德认识，是人们对道德规范及其

意义的理解和掌握。情，即道德情感，是人们对社会思想道德和人们行为的爱憎、好恶等情

绪态度，是进行道德判断时引发的一种内心体验。意，即道德意志，是为实现道德行为所作

的自觉努力，是人们通过理智权衡，解决思想道德生活中的内心矛盾与支配行为的力量。行，

即道德行为，是人们在行动上对他人、社会和自然作出的反应，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认识和情

感的外部行为外部表现，是衡量人们品德的重要标志。

知、情、意、行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德育过程的一般顺序可以概括为提高道德认识、陶冶

品德情感、锻炼品德意志和培养品德行为习惯。知、情、意、行四个基本要素是相互作用的，

其中，“知”是基础，“行”是关键。

（二）学生在活动和交往中形成思想品德规律

1.学生的思想品德是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没有社会交往，就没有社会道德。活动和交

往是品德形成的源泉，教育性活动和交往是德育过程的基础。

2.德育过程具有社会性和可控性。

（三）学生思想内部矛盾转化规律

德育过程既是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的过程，又是个体品德外化为社会道德行为的



过程。要实现这“两化”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思想矛盾和斗争。要实现矛盾向教育者期望的

方向转化，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德育过程也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统一过程，教育者要注意提高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能力。

（四）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长期性和反复性规律

一个人良好思想品德的提高和不良品德的克服，都要经历一个反复的培养教育和矫正训练的

过程。特别是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是一个需要长期反复培养、实践的过程，是逐步提高的

渐进过程。

德育过程的长期、反复、渐进的特点，要求教育者必须长期一贯、耐心细致地教育学生，不

能“毕其功于一役”；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学生思想行为的反复，善于反复抓、抓反复，引导

学生在反复中逐步前进。

六、案例分析题：

1.“教学有法”是说在整个教学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要符合教学原则。小学生应遵循的教

学原则有：直观性、巩固性、启发性、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思想性与

科学性统一原则、量力性原则。

2.“贵在得法”是说主要在于运用的得当，因此随着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不断提高，随机应变。

它阐述了教学方法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矛盾统一。教学方法因人而异，没有一个适合所有人

的方法，因此要因材施教，也就是贵在得法。教师备课时要从教学实际出发，根据教材特点、

学生实际、本校条件等，结合不同的教学目标、内容、对象和条件，因“校”制宜，因时制

宜，灵活、恰当地借鉴和选用国内外的教学方法，突出重点、攻破难点，并善于探讨、实践，

教学其实就是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的过程。

小学常用的教学方法有以下几点：讲授法、谈话法、读书指导法、演示法、参观法、练

习法、实验法、实习作业法。

3.老师要积极发挥教育教学的创造性，利用教学机智更好的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