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水平决定教育的规模和速度。

A.政治经济制度

B.科学技术

C.生产力发展

D.文化发展

2.对教育结构的变化具有制约作用的是（ ）。

A.专业结构

B.学科结构

C.科技结构

D.生产力水平

3.关于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教育能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B.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手段

C.教育是发展科学的一个重要手段

D.教育可以促进民主

4.教育具有自身的规律，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生产力具有能动作用，这是教育的（ ）。

A.绝对独立性

B.相对独立性

C.历史继承性

D.生产性

5.人力资本理论说明了（ ）。

A.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B.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C.政治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D.教育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

6.“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持之以恒，导之以行”符合( )的规律。

A.智育过程 B.德育过程 C.心理咨询 D.教育学生

7.李华明明知道逃课不仅是一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一种不尊重老师的行为，但是

在各种诱惑下，李华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逃课，这说明李华存在( )的问题。

A.道德认识错误 B.道德情感缺失 C.道德对象不明 D.道德意志薄弱

8.教育活动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而且也存在人类社会之外，甚至动物界。教育活动不

仅存在于脊椎动物，甚至在非脊椎动物中也存在。人类社会的教育是对动物界教育的继承、

改善和发展。属于教育的( )。
A.生物起源说 B.心理起源说 C.劳动起源说 D.生活起源说

9.开展学生道德情感培育时，小学阶段的重点在于培养自我认同感和对他人的尊重、关怀感，

初中阶段的重点在于培养友爱感。这体现了德育过程中( )。



A.道德发展的整体性 B.德育活动的灵活性 C.徳育实践的针对性 D.德育方法的有效性

10.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学校教育开始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开始出现在( )。
A.原始社会 B.古代社会 C.近代资本主义 D.社会主义社会

答案解析

1.【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

规模和速度。教育的发展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作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为教育提

供了物质条件，并要求教育有相应的发展，为物质生产提供所需的人才。故本题选 C。

2.【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结构的

变化。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培养人的规格提出一定的要求，要求受教育者必须具有某种程度

的文化水平和生产上所需的知识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也必引起教育结构的变化。故本题选 D。

3.【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体现在

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途径；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最有效形式；教育是进行技术创

新的一个重要手段。选项 D 是教育对政治经济制度的促进作用。故本题选 D。

4.【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是指作为社会一个

子系统的教育，具有自身的规律，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生产力发展具有能动作用。故本题选 B。

5.【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

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

为教育投资问题。故该理论强调了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故本题选 A。

6.【答案】B 解析：题干描述内容符合，德育过程是促使学生的知、情、意、行互动发展

过程的德育规律。

7.【答案】D 解析：李华明知逃课不对仍然控制不知自己去做，说明李华道德意识薄弱。

8.【答案】A 解析：生物起源说认为教育起源于动物的生存本能，人类社会和动物界节皆

在教育。题干中指出教育存在于人类社会和动物界，体现了生物起源说的观点。

9.【答案】C 解析：德育过程的特点包括以下几点：①德育过程是促进学生知情意行互动

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②德育的活动方式会随着活动内容的性质而有所改变，

体现了德育活动的灵活性;③德育过程需要注重对象的身心发展特征，体现了德育实践的针

对性，同时德育方法的使用要有一定的效用性。题干强调的是根据不同的学习阶段学生不同

的特点，开展对应的德育，体现了德育过程的针对性。

10.【答案】C 解析：学校教育开始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出现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古代社会

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原始社会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