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教育法律关系的两个最主要主体（ ）。

A.教育部门与下属学校

B.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

C.教师和学生

D.学校领导和学校教师

2.教育法律规范由三个要素构成，即（ ）。

A.条件、内容和处理

B.假定、责任和制裁

C.假定、处理和制裁

D.处理、责任和制裁

3.教育法律关系是指教育法律规范在确认和调整教育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 ）关系。

A.主体与客体

B.权利与义务

C.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

D.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

4.关于对教师依法进行表彰，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A.只对升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的教师进行表彰

B.领导不能把对教师的表彰名额作为索取贿赂的筹码

C.对教师的表彰应该注重民主推选，以教师工作实绩说话

D.应该对德育工作优秀的教师进行表彰

5.（ ）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法，是决定教育发展的根本法，被称为“教育宪法”。

A.《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D.《教师资格条例》

答案解析

1.C【解析】本题考查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教育法律关系的参加

者，在教育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法律关系的主体可分为三类：

公民（自然人）；机构和组织（法人）；国家。在我国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有：（1）学生；

（2）教师；（3）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4）国家机关；（5）家庭；（6）社会组织和个人。

其中教师和学生是教育法律关系最主要的两个主体。故本题选 C。
2.C【解析】本题考查教育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教育法律规范具有三个内在的构成要素，

即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指适用行为规范的条件和情况，它是把规范同主体的实际行为

联系起来的部分，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则生效；处理是指行为规范本身，它指明该项

法律规范确定的行为模式的内容，使主体明确可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以及要求做什么；

制裁是指违反该项法律规范时所导致的法律后果，通常是以国家强制性措施要求承担的惩罚

性或补偿性责任。故本题选 C。
3.B【解析】本题考查教育法律关系的概念。题干描述的是教育法律关系的概念，教育法律

关系是指教育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故本题选 B。



4.A【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表彰的相关内容。A 错在以学生分数作为评价教师工作的标准，

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故本题选 A。
5.C【解析】本题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是我国

教育的基本法，是决定教育发展的根本法，被称为“教育宪法”。故本题选 C。

6.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必须以（ ）教育为核心。

A.教育观念

B.理想信念

C.职业道德

D.在职培训

7.进行师德修养的前提是提高（ ）。

A.师德认识

B.师德品质

C.师德实践

D.师德标准

8.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教师第一要做到（ ）。

A.勤学

B.慎独

C.内省

D.自律

9.“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是说明（ ）是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要因素。

A.向先进人物学习

B.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C.坚持知行统一

D.努力做到最好

10.教师刘某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绝

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表明该教师能做到（ ）。

A.内省

B.慎独

C.反思

D.省悟

答案解析

6.B【解析】本题考查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理想信念在人们的道德品质中处于主导地位，是

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中心环节。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必须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故本题选 B。
7.A【解析】本题考查师德修养。知即对教师道德的认识及其在这一基础上所形成的观念等。

这是师德修养的前提。行即行为，也就是教师把职业道德的理论认识付诸行动，这是师德修

养的目的。故本题选 A。



8.A【解析】本题考查师德修养。教师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概括起来包括：勤学、

慎独、内省、兼听、自律。作为人民教师，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第一要勤学，不但要学习

思想政治和专业文化，而且要学习教育学、心理学及法律，要不断地用学习来充实自己，以

适应新形势教育的需要。故本题选 A。
9.B【解析】本题考查师德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出自《论语·里仁》，

意思是几个人在一起，其中必有一人是可以学习的能者，选择他的长处学习，看见没有德行

的人，自己的就要反省是否有和他一样的错误。这句话体现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教师职

业道德修养的重要因素。故本题选 B。
10.B【解析】“慎独”是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最高层次。“慎独”指在没有外界监督、独自一

人的情况下，也能自觉遵守道德规则，不做出任何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不道德的事情。

故本题选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