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是预期学生通过教学活动获得的学习结果。

A. 教学目标

B. 教育目的

C. 课堂教学

D.学习目标

1.【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教学目标的内涵。教学目标是预期学生通过教学活动获得的

学习结果。在教学中，教学目标有助于指导教师进行教学测量和评价、选择和使用教学策略、

指引学生学习。故本题选 A。
2.王老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总是要思考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问题，这种分析属

于（ ）。

A.学习需求分析

B.教学内容分析

C.教学方法分析

D.教学策略分析

2. 【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教学设计的基本程序。教学设计的程序一般包括分析教学对

象、确定教学目标、制定教学策略、设计教学评价。教学策略是在教学目标确定以后，根据

已定的教学任务和学生的特征，有针对性地选择与组合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

学方法和技术，形成的具有效率意义的特定的教学方案。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问

题属于教学内容的选择。故本题选 B。
3.为了让学生理解课文中的“类比法”，刘老师设计的教学目标是“用自己的话解释类比法”“找
出课文中运用类比法的句子”，这说明教学目标应该（ ）。

A. 能够表述教师的做法

B. 能够明确观察和测量

C. 紧扣课文内容

D.适当脱离课文内容

3. 【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教学目标的表述。行为目标是指用可观察和可测量的行为陈

述的教学目标。行为目标的陈述具备三个要素：（1）可观察的行为（具体目标），（2）行

为产生条件，（3）可接受的行为标准。题干中“做什么”“用自己的话解释类比法”“找出课文

中运用类比法的句子”说明教学目标应该是能够用可观察和可测量的行为陈述的。故本题选

B。
4.规定着一切教学活动的方向，也影响和制约着教学活动诸因素的是（ ）。

A. 教学手段

B. 教学媒介

C. 教学目标

D.教学对象

4. 【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教学目标的内涵。教学目标是预期学生通过教学活动获得的

学习结果。在教学中，教学目标有助于指导教师进行教学测量和评价、选择和使用教学策略、

指引学生学习。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也是教学活动的归宿。故本题选 C。
5.李老师在上新课《蜡烛》，向同学们问道“看到题目你们会想到什么呢？”等同学们发表了

看法后，李老师再次问道：“这篇课文中的蜡烛有什么作用？又会有什么象征意义呢？”这种

导入新课的方式是（ ）。

A. 衔接导入

B. 情境导入

C. 设疑导入



D.典故导入

5.【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导入的方法。李老师采用设置疑问的方式导入新课，属于设

疑导入。故本题选 C。
6.决定教育事业领导权的是( )。
A.经济发展水平

B.政治制度

C.文化

D.科技

6.B 【解析】在人类社会中,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谁就掌握了国家政权,谁就能控制精

神产品的生产,谁就能控制学校教育的领导权。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通过对教育方

针政策的颁布、教育目的的制定、教育经费的分配、教育内容特别是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规

定、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的任命聘用等,实现对教育领导权的控制。

7.我国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化。这说明教育文化具有( )。
A.传递功能

B.创造功能

C.更新功能

D.传播功能

7.D 【解析】考查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教育从两个方面促进文化的传播、交流和融合:一
方面是通过教育的交流活动,如互派留学生、教师的出国访问、学术交流等,促进不同文化间

的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教育过程本身通过对不同文化的学习,对文化进行选择、创

造,对旧的文化进行变革、整合,形成新的文化,促进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教育的过程,作为

文化学习的过程,不是对文化的简单认可和复制,而是对文化的选择、重构和创造,这一过程实

现了文化的传播、交流和融合。

8.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一些学校开设了黄梅戏、徽剧、凤阳花鼓等反映出安徽传统文化的校

本课程,这种做法主要体现了学校教育对文化的( )。
A.调节功能

B.评价功能

C.传承功能

D.激励功能

8.C 【解析】考查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教育是保存文化的有效手段。教育的文化保存和延

续功能具体体现为纵向的文化传承,表现为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
以文化为中介,客观上起着文化的传承的作用。正因为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才使人类积累的

文化代代相传,薪火不绝。本题中开设诸多安徽传统文化课程,即体现出在时间纵向维度上教

育对文化的传承作用。

9.小学开展经典诵读活动时,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说明教育对文化具有( )。
A.继承功能

B.传递功能

C.选择功能

D.创新功能

9.C 【解析】考查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文化选择是文化变迁和文化发展的起始环节,它表现

为对某种文化的自动选择或排斥。教育虽是文化传递的手段,但教育又不等同于文化传递,因
为教育不是对所有文化的传播,教育传播的文化是有选择的。教育的文化选择形式总体上有

吸收和排斥两种。吸收是对与教育同向的文化因子的肯定性选择;排斥是对与教育异向文化

因子的否定性选择。教育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它必须对浩瀚的文化做出选择,选择文化是教



育的应有之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是选择。

10.( )是指学校物质环境所构成的一种文化,如校园面积、校园布局、学校建筑、教学设备、

图书馆等等。

A.制度文化

B.精神文化

C.学校文化

D.物质文化

10.D 【解析】校园文化按照不同的层次和标准,可以再细分成学校物质文化、学校组织和制

度文化、学校精神文化。学校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空间物态形式,是学校精神文化的物质

载体。学校的物质文化又包含了学校环境文化和设施文化两种表达方式。学校组织和制度文

化有三种主要的表达方式:保证学校正常运行的组织形态、规章制度以及角色规范。学校的

精神或观念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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