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提出“泛智”教育思想，探讨“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的教育家是（ ）。

A.培根

B.夸美纽斯

C.赫尔巴特

D.赞可夫

【答案】B

【解析】教育学，教育与教育学。夸美纽斯提出“泛智”教育思想，即把一切知识交给

一切人的艺术，体现在他的《大教学论》这本书中。故答案选 B。

2.（ ）是全部教育活动的主题和灵魂，是教育的最高理想。

A.教育方针

B.教育政策

C.教育目的

D.教育目标

【答案】C

【解析】教育学，教育目的。教育目的是全部教育活动的主题和灵魂，是教育的最高理

想，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故答案选 C。

3.在初中阶段，学生可以借助符号和概念分析熟悉的现象。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学生所

处的思维发展阶段是（ ）。

A.感知运动阶段

B.前运算阶段

C.具体运算阶段

D.形式运算阶段

【答案】D

【解析】皮亚杰将儿童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0-2 岁）、前运算阶段

（2-7 岁）、具体运算阶段（7-11 岁）、形式运算阶段（11-15 岁/成人）。初中阶段的学

生是 12-15 岁，处于形式运算阶段。故答案选 D。

4.20 世纪 20-30 年代，一些学者主张“教育救国”，这种做法是（ ）思想的体现。

A.环境决定论

B.教育万能论

C.遗传决定论



D.多因素相互作用论

【答案】B

【解析】教育救国论，只看到了教育可以培养人才，而忽视了教育培养出的人才真正成

为劳动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需要条件保障。它们忽视了政治腐败、分配不公、用人不当

等社会制度上的弊病会将教育培养的人才扼杀掉、使人才成为废物这样的事实，陷入了教育

万能论的范畴。故答案选 B。

5.“教育主体确定、教育对象相对稳定，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场所和设施等教育实体出现，

教育初步定型”，这些特征的出现，标志着学校教育制度进入（ ）。

A.制度化教育阶段

B.前制度化教育阶段

C.非制度化教育阶段

D.学校教育萌芽阶段

【答案】B

【解析】前制度化教育始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早期教育，终于定型的形式化教育，即实

体化教育。教育实体的出现，意味着教育形态已趋于定型。故答案选 B。

6.科尔伯格研究儿童道德发展和教育问题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 ）。

A.道德调查法

B.道德辨析法

C.道德讨论法

D.道德两难法

【答案】D

【解析】科尔伯格研究儿童品德心理的方法是：他编制了九个道德两难故事和问题，让

儿童、少年和青年听了故事以后，判断是非，然后进行回答问题，再根据被试者的回答来划

分道德判断发展的水平；同时又根据一系列的回答，编制了各种不同水平的量表，再来测定

其它儿童道德发展的水平。故答案选 D。

7.先学习的内容对学习和回忆后学习内容产生的干扰现象称为（ ）。

A.同化效应

B.泛化效应

C.倒摄抑制

D.前摄抑制



【答案】D

【解析】前摄抑制也称前摄干扰，在认知心理学上指先前学习过的材料对保持和回忆以

后学习的材料的干扰作用。故答案选 D。

8.观察各种实物、演示各种实验、到工厂或农村进行实地参观访问是（ ）。

A.实物直观

B.模象直观

C.模型直观

D.言语直观

【答案】A

【解析】实物直观是以实际的事物本身作为直观对象而进行的直观活动，包括收集标本、

野外考察、参观、实验等活动。实物直观是通过直接感知要学习的实际事物而进行的一种直

观方式。题干中“观察各种实物、演示各种实验、到工厂或农村进行实地参观”属于实物直

观。故答案选 A。

9.人的不同素质都有其发展的关键期和最佳期，这体现了人发展的（ ）。

A.顺序性

B.不平衡性

C.可变性

D.差异性

【答案】B

【解析】关键期，是指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个体对某种刺激特别敏感，过了这一时

期，同样的刺激对个体的影响变得很小或没有。也就是说个人的一生中并不是匀速发展的，

人的身心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同一方面的发展速度，在不同年龄阶

段变化是不平衡的。其次是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关键期体现出的是不平衡性，故本题

选 B。

10.对有重大贡献的教师，国家依照有关规定（ ）。

A.颁发一定奖金

B.授予荣誉称号

C.给予晋升职称

D.给予住房奖励

【答案】B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培养人才、科

学研究、教学改革、学校建设、社会服务、勤工俭学等方面成绩优异的，由所在学校予以表

彰、奖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有突出贡献的教师，应当予以表彰、

奖励。对有重大贡献的教师，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授予荣誉称号。故本题选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