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常老师经常利用周末向农民请教农业知识，看科普书籍，并把这些内容融入到教学中，还

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同事。这说明常老师具有（）。

A.课程研发的意识

B.技术教研的意识

C.课程评价的意识

D.校本培训的意识

1.【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新课改下的教师观。新课改下的教师观强调，教师是课程的

开发者和研究者，教师要开发教育资源，包括开发校外和校内的教育资源。题干中，将农业

知识融入教学中，符合课程的开发者和研究者角色。故本题选 A。
2.“在教育活动中，应反对那种割裂人的整体性的做法，还学生完整的生活世界，丰富学生

的精神世界，给予学生全面展现个性的时间和空间。”这体现了现代学生观中的哪一基本内

涵？（）

A.学生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

B.学生是正在成长中的未成年人

C.学生是一个有着独特精神世界的人

D.学生是一个有着特定权益关系的人

2.【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现代学生观。现代学生观认为学生是独特的人，它包括以下

含义：第一，学生是完整的人。学生是有着丰富个性完整的人。在教育活动中，必须反对那

种割裂人的完整性的做法，还学生完整的生活世界，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给予学生全面展

现个性的时间和空间。第二，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独特性。第三，学生与成人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差异。结合题干，体现的是学生的独特性。故本题选 C。
3.在新课程改革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中，（）是现代学习方式的首要特征。

A.主动性

B.独立性

C.实践性

D.自愿性

3.【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现代学习方式。现代学习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主动性、独立

性、独特性、体验性和问题性。其中，主动性是现代学习的首要特征，它对应于传统学习方

式的被动性；独立性是现代学习方式的核心特征，它对应于传统学习方式的依赖性。故本题

选 A。
4.下列属于新课程改革提倡的教学方式是（）。

A.机械记忆

B.主动探究

C.重复训练

D.被动接受

4.【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新课改的教学方式。新课程教学方式改革：（1）由教师传授

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教师引导学生探求知识，学生主动学习知识。（2）由单一

的课堂教学模式转变为充分利用课堂和校外社区综合教学模式。（3）由单纯传授书本知识

转变为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获得社会知识。（4）教材中的知识由脱离生活的知识转变为

与社会紧密相连的知识。本题中 ACD 选项都属于传统教学方式，B 选项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

求。故本题选 B。
5.下列关于新课改倡导的小组合作学习，说法错误的是（）。

A.合理分组，确保组间异质、组内同质

B.明确学习目标，且目标应为小组设立，而非为成员个人设立



C.小组成员必须尽职尽责，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确保整体的学习成效

D.对小组成员多采用“提高分”的评价计分方式，将自己的成绩与过去做比较，突出进步

5.【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现代学习方式。提高小组合作学习有效性的策略有：（1）构

建合理的合作小组，总要求是差异互补，人尽其才。一般以 4-6 人为一小组，组内异质，组

间同质。（2）建立有序的合作机制，根据组内学生的相对特长，进行合理分工，使合作学

习过程中“人人有责”。（3）科学地运用评价机制，针对每个同学在合作学习中的不同表现

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4）明确学习目标，在实施合作学习之前，教师必须向

学生讲明，通过合作学习，他们必须掌握哪一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即学习目标要明确。故本

题选 A。
6.下列表述与现代意义上“课程”涵义最不接近的是( )。
A.维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依法制也

B.宽着期限,紧着课程

C.一切的课程内容应当从学术中引申出来

D.课程是学习者在教师指导下所获得的一切经验

6.A 【解析】“课程”一词在我国始见于唐宋期间。唐朝孔颖达为《诗经》作注:“维护课程,必
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这是我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课程”一词的最早使用。但这

里所说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宋朝朱熹在《朱子全书· 论学》曾提及课程,“宽着期限,紧着

课程”,这里的“课程”是指功课及其进程。C 选项中的“学术”和 D 选项中的“经验”和现代意义上

“课程”涵义中的“所学内容”是一致的。

7.我国的课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课程指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内容的总和及进程安排;狭
义的课程特指( )。
A.主要学科

B.各门学科

C.某专业学科

D.某一门学科

7.D 【解析】广义的课程是指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内容的总和及进程安排。狭义的课程特指某

一门学科。我们所研究的课程是广义的,是各级各类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规定的学习科目

及其进程的总和。

8.在西方,“课程”一词意为跑马道,指学生要沿着学习的“跑道”学习。首先把“课程”用于教育科

学的专门术语的人是( )。
A.德国的赫尔巴特

B.美国的杜威

C.英国的斯宾塞

D.俄罗斯的马卡连柯

8.C 【解析】在西方,“课程”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教育家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

中。斯宾塞首先把“课程”用作教育科学的专门术语。

9.有利于学生系统掌握人类所取得的经验和科学认识的课程种类是( )。
A.学科课程

B.综合课程

C.活动课程

D.隐性课程

9.A 【解析】学科课程以有组织的学科内容作为课程组织的基础,强调每一学科的逻辑组织,
有利于学生系统掌握人类世世代代积累的经验和科学认识。

10.学科课程分科过细,偏重书本知识,同实际生活距离较远,不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和兴趣,难



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立足于克服这些缺陷的课程是( )。
A.综合课程

B.核心课程

C.选修课程

D.活动课程

10.D 【解析】按照课程内容的属性,可以把课程分为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学科课程主要是学

习间接经验,活动课程则主要是学习直接经验。学科课程主要是从各学科领域中精选的部分

内容,按照该领域的逻辑结构构成的知识体系。活动课程是关注学生兴趣、动机和时间,体现

学习者中心的一种课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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