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学校教育层次包括（ ）。

A.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B.幼儿教育、中等教育、学历教育、成人教育

C.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

D.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

【答案】A

【解析】1995 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学前

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国家建立科学的学制系统”。故本

题选 A。

2.中国最早采用班级授课制始于 1862 年清政府开办的（ ）。

A.京师同文馆

B.京师大学堂

C.岳麓书院

D.洋务学堂

【答案】A

【解析】中国最早采用班级授课制始于 1862 年清政府开办的京师同文馆。故本题选 A。

3.“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要求教学必须遵循的原则是（ ）。

A.因材施教

B.巩固性原则

C.启发性原则

D.科学性和教育性相结合的原则

【答案】C

【解析】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意思为：要引导学生，但决不牵着学生

的鼻子；要严格要求学生，但决不使学生感到压抑；要在问题开头启发学生思考，决不把最

终结果端给学生。体现了启发性教学原则，所谓启发性原则，是指在教学中教师要承认学生

是学习的主体，注意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引导他们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生动活泼地学

习，自觉地掌握科学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故本题选 C。

4.解决问题的基本过程是（ ）。

A.发现问题—理解问题—提出假设—检查假设

B.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提出假设—检查假设



C.发现问题—提出假设—理解问题—检查假设

D.研究问题—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检查假设

【答案】A

【解析】问题解决的过程一般可分为发现问题、明确问题（理解问题）、提出假设和检

验假设四个阶段。故本题选 A。

5.校园文化的核心是（ ）。

A.学生

B.教师

C.学校的观念文化

D.校园设施

【答案】C

【解析】校园文化按照不同的层次和标准，可以分成校园物质文化、校园组织和制度文

化、校园精神文化以及学校领导者亚文化、教师亚文化、学生亚文化、学校职工亚文化以及

课程亚文化和活动亚文化等，其中，校园文化的核心是观念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故本题选

C。

6.在教育、教学中采用“一刀切”“一锅煮”的办法，这是违背了人的身心发展的（ ）。

A.顺序性

B.阶段性

C.互补性

D.差异性

【答案】B

【解析】个体身心发展的规律有顺序性、阶段性、不平衡性、互补性和个别差异性。其

中阶段性是指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出身心发展不同的总体特征及主要矛盾，面临着不

同的发展任务。阶段性启示我们，教育要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和主要矛盾。教

师不能不顾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接受能力，把儿童的教育“成人化”，教师不要采用“一刀切、

一锅煮”的方式对待学生。故本题选 B。

7.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学的本质是（ ）。

A.学生学的活动

B.教师教和学生学的统一活动

C.教师教的活动



D.传授知识的活动

【答案】B

【解析】教学是在一定教育目的的规范下的，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传递和掌

握社会经验的双边活动。故本题选 B。

8.1903 年，在美国出版第一本《教育心理学》的心理学家是（ ）。

A.桑代克

B.斯金纳

C.华生

D.布鲁纳

【答案】A

【解析】1903 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出版了《教育心理学》，这是西方第一本以

教育心理学命名的专著。这一专著奠定了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基础，西方教育心理学的名称和

体系由此确立。故本题选 A。

9.皮亚杰认为，0—2岁的儿童通过手的抓取和嘴的吸吮来探索周围世界，这个时期个

体的认知发展处于（ ）阶段。

A.感知运动

B.前运算

C.具体运算

D.形式运算

【答案】A

【解析】皮亚杰将个体的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感知运动阶段（0—2岁）。这

一阶段的个体开始出现感觉和动作的分化；儿童的思维开始萌芽；获得“客体永久性”（物

体恒存）概念。（2）前运算阶段（2—7岁）。这一阶段的个体出现了语词或其他符号；无

守恒观念；思维不可逆；泛灵论；自我中心；集体独白。（3）具体运算阶段（7—12 岁）。

这一阶的个体去自我中心；形成守恒观念；思维可逆；具体逻辑思维。（4）形式运算阶段

（11、12 岁以上）。故本题选 A。

10.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其中“小学”以（ ）。

A.识字为主

B.读书为主

C.学事为主

D.穷理为主

【答案】C



【解析】朱熹认为，受认识水平限制，“小学”教育重在让儿童懂得和形成正确的行为

规范，即知其当然，谓之“学其事”；“大学”则要求青少年进而懂得“事”中的道理，即

知其所以然，谓之“穷理”。尽管“小学”教育也需要识字、读书，但在朱熹并非主要目的。

故本题选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