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务院有权制定和发布（）。

A.教育法律

B.教育行政法规

C.教育政府规章

D.教育单行条例

1.【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教育法的渊源。教育行政法规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根

据宪法和教育法律而制定的教育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故本题选 B。
2.某中学为追求升学率，每年对初一学生都以“因材施教”的名义举行分班考试，并按照成绩

分为 A、B、C 三个层次的班级。A 类班级将配备最优秀的教师、最好的教学设备和最佳的学

习条件，组织学生上晚自习，节假日补课；对于 C 类班级，则安排责任心、教学成绩较差的

老师任教，学校经常动员学生放弃中考或投考职高。该中学违反教育法律的主体是（）。

A.学生

B.教师

C.校长

D.学校

2.【答案】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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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为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自然人和法人有：教育行政机关、其他国家机关、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者、学生及其他受教育者、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其他公民等。

题干中，学校违反教育法律的有关规定，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故本题选 D。
3.关于我国教育法规与教育道德的共性表现，以下描述不正确的是（）。

A.违反二者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B.二者以共同的现实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

C.二者都对社会关系起调整作用，对人的行为起规范作用

D.教育法规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教育道德具有共同的作用方向

3.【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教育法规与教育道德的关系。教育法规的实现是依靠国家强

制力保证实施的，当然也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教育工作者的自觉遵守和支持，但它的突出

特点是具有国家强制性。而教育道德的实现，不是凭借国家强制力，而是依靠社会舆论、内

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教育力量来实现的。故本题选 A。
4.国家的教育法规是指由国家制定的关于教育的（）。

A.成文法

B.判例法

C.惯例法

D.习惯

4.【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国家的教育法规的相关内容。教育的成文法，根据法规制定

机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国家的教育法规和地方教育法规两类。所谓国家的教育法规是指由

国家制定的关于教育的成文法。故本题选 A。
5.下列属于教师不作为违法侵权行为的是（）。

A.随意开除学生

B.饮食安全事故

C.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

D.向学生推销商品

5.【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教师的不作为违法侵权行为。不作为侵权是指具有作为义务

的行为人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对当事人的权利侵害。教师的不作为违法侵权通常有以下形

式：（1）对学生的身体状况关照不力；（2）教师对生病或受伤学生救护不力；（3）学校



活动组织失职；（4）饮食安全事故；（5）未及时向学生的监护人告知义务。故本题选 B。
6.在教学中,教师的教要依赖于学生的学,学生的学要靠教师的教,教与学是辨证统一的。这句

话说的是( )的规律。

A.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相统一

B.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结合

C.掌握知识和发展智力相统一的

D.传授知识与思想品德教育相统一

6.A 【解析】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活动的过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学生

在教学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

7.张老师用一套试卷对程度相当的两个平行班进行测试,学生的成绩基本一致,这说明这张试

卷具有较好的( )。
A.信度

B.效度

C.难度

D.区分度

7.A 【解析】信度表示一个测验经过多次测量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题干中“一套试卷”用于

“程度相当的两个平行班”(相当于多次测量),所得结果“学生的成绩基本一致”,反映的了这张

试卷信度具有较好。

8.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开展“小博士”工程,利用课余时间,少则两周,多则三四个月,自己研究探

索一个专题,或完成一部童话作品。此活动的开展体现了( )教学原则。

A.循序渐进原则

B.启发性原则

C.直观性原则

D.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8.D 【解析】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是指教学要以学习基础知识为主导,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上

去理解知识,注意运用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达到学懂会用、学以致用。小学生开展小

博士工程体现了理论联系实践原则。

9.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它区别于一般认识过程的显著特点是( )。
A.直接性、引导性和简捷性

B.直接性、被动性和简捷性

C.间接性、被动性和简捷性

D.间接性、引导性和教育性

9.D 【解析】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间接

性,(2)认识的交往性,(3)认识的教育性,(4)认识的简捷性,(5)有领导的认识。

10.乌申斯基指出:“一般来说,儿童是依靠形式、颜色、声音和感觉来进行思维的。”“逻辑不是

别的东西,而是自然界里的事物和现象的联系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

要重视运用( )原则。

A.循序渐进

B.因材施教

C.直观性

D.巩固性

10.C 【解析】直观性原则是指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直接感知事物、模型或通过教师用形象语

言描绘教学对象,使学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乌申斯基也指出,儿童是靠形式、颜色、声音

和感觉来进行思维的,体现了直观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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