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托尔斯泰说：“如果一个教师把热爱事业和热爱学生结合起来，他就是一个完美的教

师”。这意味着教师要（ ）。

A.关心学生、了解学生 B.对学生一视同仁

C.尊重学生、信任学生 D.热爱教育事业

【答案】A

【解析】关心学生就是热爱学生，愿意主动去了解学生，就是热爱事业的表现。故本题

选择 A。

2.建设（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A.经济强国 B.政治强国

C.教育强国 D.文化强国

【答案】C

【解析】习总书记对教育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人民获得感和幸

福度的第一条，强调了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故本题选 C。

3.师德的灵魂是（ ）。

A.关爱学生 B.提高修养

C.加强反思 D.提高业务水平

【答案】A

【解析】《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 年版）规定教师的职业道德有爱国守法、

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终身学习。其中关爱学生是师德的灵魂。关爱

学生主要是指教师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的情感和爱心。一般指教师对学生的一种自觉地、纯

洁而真挚的、普遍而持久的爱。故本题选 A。

4.加强师德建设是具有社会意义的重要工程，是贯彻（ ）的现实需要。

A.依法治国 B.以德治国

C.以人为本 D.均衛发展

【答案】B

【解析】加强师德建设是具有社会意义的重要工程，是贯彻以德治国的现实需要。故本

题选 B。

5.师德修养的时代性特点需要教师（ ）。

A.随时代变化，彻底变革师德内涵



B.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重新确立师德规范

C.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师德

D.以不变应万变，守护祖国的师德传统

【答案】C

【解析】倡导师德修养，需要我们紧扣时代脉搏，站立时代潮头，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师德。故本题选 C。

6.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职业道德意识修养，另一个是（ ）。

A.职业技术修养 B.职业理念修养

C.职业道德行为修养 D.科学文化修养

【答案】C

【解析】教师职业道德修是将教师职业道德要求转化为自己的信念并付诸行动的活动，

简单说，是一种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自我陶冶，自我教育的过程。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1）职业道德意识修养。（2）职业道德行为修养。具体说来，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主要包括

职业道德理想，知识，情感，意志，信念和行为习惯六个方面。故本题选 C。

7.汉语中最早将“教”和“学”连用的是在战国时期的哪本著作（ ）。

A.《说文解字》 B.《礼记・学记》

C.《孟子・尽心上》 D.《论语》

【答案】B

【解析】在我国，“教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古代的《学记》中，日：“古之王者；建国

君民，教学为先。”又谓：“学然后知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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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这里前者说的是教育目的，教学即为教育；后

者说的是教与学的关系，即教学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汉语中最早将“教”和“育”连用的

是在战国时期的《孟子·尽心上》著作里。故本题选 B。

8.在教育学史上，被认为是“现代教育学之父”的学者是（ ）。

A.夸美纽斯 B.杜威

C.赫尔巴特 D.福禄贝尔

【答案】C

【解析】赫尔巴特是康德哲学教席的继承者，近代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在

世界教育学史上被认为是“现代教育学之父”或“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他的《普通教育



学》被公认为是第一本现代教育学著作。故本题选 C。

9.书院教学的基本精神是（ ）。

A.分斋而教

B.自由讲学

C.注重考试

D.藏书读书

【答案】B

【解析】分斋教学只存在于个别书院；注重考试的书院大多存在于明清时期，是书院异

化的表现；藏书读书确实普遍存在，但其只是普通现象，而非书院教学精神和本质层面的追

求；唯有自由讲学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地方。故本题选 B。

10.学校利用评选“优秀学生”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这种方式主要是发挥（ ）

的作用。

A.期待的内驱力

B.附属的内驱力

C.自我提高的内驱力

D.认知的内驱力

【答案】C

【解析】奥苏贝尔等人将动机分为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内驱力和附属内驱力三个方面。

认知内驱力是指要求了解、理解和掌握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需要。自我提高内驱力是指个体

由自己的学业成就而获得相应地位和威望的需要。附属内驱力是指个体为了获得长者们（家

长、教师等）的赞许或认可而表现出把学习做好的一种需要。题干中，利用评选“优秀学生”

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努力学习以提升自己相应的地位或成绩排名，

属于发挥自我提高的内驱力。故本题选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