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被人们看作是教育学形成独立学科的开始。

A.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

B.洛克的《教育漫话》

C.卢梭的《爱弥儿》

D.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

1.【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标志着教育

学开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故本题选 A。
2.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中“悱”的含义是（）。

A.想弄明白但还不明白

B.想说又不知道怎么说

C.想得到但还没有得到

D.想发泄但不敢发泄

2.【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在《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悱

不发。”宋代理学家朱熹这样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也；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也；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由此可知，“悱”的含义是想说却无法完善地表达出来。

故本题选 B。
3.在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中，主导性的因素是（）。

A.教育者

B.受教育者

C.教育措施

D.教育内容

3.【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教育的基本要素。教育者是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

是教育活动的主导因素。故本题选 A。
4.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都离不开教育。这表明教育具有（）。

A.永恒性

B.依附性

C.时代性

D.独立性

4.【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教育的社会属性。永恒性指教育是新生一代的成长和社会生

活的延续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为一切人、一切社会所必需，与人类社会共始终。教育是

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存在着教育。故本题选 A。
5.首次系统阐述了体育、德育、智育、美育和谐发展这一教育思想的教育家是（）。

A.苏格拉底

B.柏拉图

C.亚里士多德

D.裴斯泰洛齐

5.【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教育应“遵循自

然”的观点，还倡导德、智、体多方面和谐发展，此和谐教育主张成为后来全面发展教育的

思想渊源。故本题选 C。
6.李红学习了英语语法后,加深了对以前学过的中文语法的理解。这种现象属于( )。
A.负向迁移

B.垂直迁移

C.顺向迁移

D.逆向迁移



6.D 【解析】根据是迁移的性质(效果)可以把迁移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其中,后继学习对先

前学习的影响是逆向迁移。题干中“加深了对以前”,这种由后往前,现在对过去的影响属于逆

向迁移。此外,题干中的现象还属于正向迁移和水平迁移。

7.学生小辉由于会打羽毛球,很快就学会了打网球,这种现象为( )。
A.顺向正迁移

B.逆向正迁移

C.顺向负迁移

D.逆向负迁移

7.A 【解析】根据是迁移的性质可以把迁移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正迁移是使两种学习之间

相互促进,题干中的“很快就学会了”表明了这种促进作用,排除 C和 D两个选项;根据迁移发生

的前后方向,又可把迁移分为顺向迁移和逆向迁移,顺向迁移试先前的学习对后继学习的影响,
题干中的顺序是打羽毛球在前,打网球在后,由前往后,由过去到现在的影响属于顺向迁移,最
后排除 B 选项。

8.学生之所以能运用课堂所学习的定理和规则解决课后的具体问题,是由于学习中发生了( )。
A.水平迁移

B.逆向迁移

C.一般迁移

D.负向迁移

8.C 【解析】根据迁移的内容不同,分为一般迁移和具体迁移。其中,一般迁移:也称非特殊迁

移或普遍迁移,是指在一种学习中所习得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态度对另一种具体内容学习的

影响,即将原理、原则和态度具体化,运用到具体的事例中。题干中强调的“运用课堂所学习的

定理和规则”到“解决课后的具体问题”属于一般迁移。

9.学生学会写“石”字,有助于写“磊”字,这种迁移属于( )。
A.具体迁移

B.一般迁移

C.垂直迁移

D.逆向迁移

9.A 【解析】根据迁移的内容不同,分为一般迁移和具体迁移。其中,具体迁移:也称特殊迁移,
是指学习迁移发生时,学习者原有的经验组成要素及其结构没有变化,只是将一种学习中习得

的经验要素重新组合并移用到另一种学习中。而从“石头”到“磊”并未涉及原理、原则和态度

具体化,只是特殊成分的转移,因而属于具体迁移。

10.小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形成的认真审题的态度及其审题的方法会影响到语文、英语等学习

的审题态度和方法,这种学习的迁移叫做( )。
A.具体迁移

B.顺应迁移

C.一般迁移

D.重组迁移

10.C 【解析】根据迁移的内容不同,分为一般迁移和具体迁移。其中,一般迁移:也称非特殊迁

移或普遍迁移,是指在一种学习中所习得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态度对另一种具体内容学习的

影响,即将原理、原则和态度具体化,运用到具体的事例中。题干中强调的“认真审题的态度”
是学习中的一般态度,因而属于一般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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