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知识直观的方式主要有实物直观、模象直观和（ ）。

A.言语直观

B.形象直观

C.感知直观

D.表象直观

【答案】A

【解析】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知识直观的方式主要有实物直观、模象直观、言语直观。

故本题选 A。

2.与新课程的开放性、生成性不相适应的课堂教学是（ ）。

A.教学过程的预定性

B.教学设计预留空间

C.善于利用“突发事件”

D.培养学生多向思维、求异思维的习惯

【答案】A

【解析】构建开放生成的课堂面对具有“生命”特点的教学系统，我们应该采取的相应

策略有以下几个：（1）教学设计预留空间。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就应具有开放意识，

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等设计都要预留空间，为课程生成打基础。（2）

培养多向思维、求异思维的习惯。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开放思维、求疑思维的

良好思维习惯，敢于突发奇想，敢于向传统与定势挑战。（3）善于利用“突发事件”。A 选

项，教学过程要预留空间，而非预定。故本题选 A。

3.课程标准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基本依据，其核心部分是（ ）。

A.课程内容

B.课程目标

C.课程结构

D.课程理念

【答案】B

【解析】课程标准是规定某一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建议的教学

指导性文件。其核心部分是课程目标。故本题选 B。

4.关于“教材”表达适当的选项是（ ）。

A.学校教学的唯一依据



B.教师教学用书

C.学生学习的课题和目的

D.落实课程标准的媒介

【答案】D

【解析】教材是根据学科课程标准系统阐述学科内容的教学用品，它是知识授受活动的

主要信息媒介，是课程标准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因此，“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的信息

媒介。故本题选 D。

5.在教育活动中，教师负责组织、引导学生沿着正确的方向，采用科学的方法，获得良

好的发展。这句话是说（ ）。

A.学生在教育活动中是被动的客体

B.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不能起到主导作用

C.要充分发挥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D.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是被动的客体

【答案】C

【解析】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在，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发挥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的作用。

题干体现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故本题选 C。

6.孔子要求“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是说在教学中要贯彻（ ）。

A.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B.循序渐进原则

C.巩固性原则

D.启发性原则

【答案】C

【解析】巩固性原则是指教学要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牢固地掌握知识和技能，长久

地保持在记忆中，能根据需要迅速再现出来，以利于知识技能的运用。孔子的“学而时习之”

“温故而知新”均属于巩固性原则。故本题选择 C。

7.教学内容具体体现在下列哪个选项中？（ ）

A.教学计划

B.教科书

C.教学大纲

D.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



【答案】D

【解析】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涉及教学过程中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问题。目

前在我国，中小学课程主要由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材三部分组成。课程计划最早被称为

“教学计划”，课程标准最早被称为“教学大纲”。故本题选 D。

8.创造性是指个体产生新奇、独特、有社会价值产品的（ ）。

A.智力技能

B.思维品质

C.思维程序

D.能力或特性

【答案】D

【解析】创造性是指人们应用新颖的方式解决问题，并能产生新的，有社会价值的产品

的能力或特性，是一种心理过程。故本题选 D。

9.教学过程的中心环节是（ ）。

A.备课

B.上课

C.批改作业

D.考试

【答案】B

【解析】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程序是备课、上课、作业检查与批改、课外辅导、学

业成绩的检查与评定。备课是教师教学工作的起始环节，是上好课的先决条件。上课是教学

工作的中心环节，上好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故本题选 B。

10.多元智力理论是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之一，其提出者为（ ）。

A.加德纳

B.推孟

C.韦克斯勒

D.加涅

【答案】A

【解析】1983 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在《智力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多元智

力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智力是在某种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之下，个体用以解决问题与生产

创造所需的能力。加德纳认为，智力的基本性质是多元的，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组能力，其



基本结构也是多元的，各种能力不是以整合的形式存在而是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