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不包括（）。

A.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B.再生产劳动力

C.再生产科学技术

D.传递科学知识

1.【答案】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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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途径；（2）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最有效形式；（3）
教育是创造和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选项 A 强调了生产力对教育的影响，与题干

强调的方向不符。故本题选 A。
2.现在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担负着发展科学、产生新的科学知识的任务，这说明（）。、

A.教育的目的就是传授科学知识

B.教育是发展科学的一个主要手段

C.教育要先于经济发展

D.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2.【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教育是创造和发展新的科学技术

的重要基地，主要体现在：教育不仅可以通过教学实现科学知识的再生产，而且也可通过科

学研究实现科学知识、新的生产力的生产；高等学校是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力量，

也在应用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故本题选 B。
3.20 世纪 70 年代末，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教育的（）

成为教育功能取向的重要内容。

A.政治功能

B.经济功能

C.文化功能

D.民主问题

3.【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教育的经济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建设的重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方向上来，因而教育也越来越凸显其经济功能。故本题选 B。
4.自然科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不可能在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主要是由于古代社会（）。

A.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B.教育规模的限制

C.教育数量的限制

D.教育水平的限制

4.【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内容的选

择，因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自然科学不可能在当时的教育内容占据主要地位。故本

题选 A。
5.我国唐朝“六学二馆”等级森严的入学条件，充分说明了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制约着（）。

A.教育的领导权

B.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C.受教育权的分配

D.教育目的

5.【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的制约和影响。在封建社会，教育

的阶级性与等级性十分明显，唐代的中央官学设有“六学二馆”，规定不同等级的人接受不同

的教育，体现了政治制约着受教育权的分配。故本题选 C。
6.一名儿童上课吃零食被惩罚,另一名正在准备吃零食的儿童看到了,把自己准备吃的零食收

起来。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学习现象,被心理学家班杜拉称之为()。



A.主动学习

B.观察学习

C.参与性学习

D.模仿学习

6.B 【解析】班杜拉在一系列科学的实验基础上建立起了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把学

习分为参与性学习和替代性学习。参与性学习是通过实践并体验行动后果而进行的学习,实
际上就是在做中学。替代性学习也叫观察学习,即通过观察别人而进行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没有外显行为。题干中的儿童进行的就是观察学习。D 选项是干扰项,观察学习才是

班杜拉用的术语。

7.苛勒对黑猩猩的问题解决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从而提出了的完形—顿悟说,与这个理论

相对立的理论是( )。
A.操作性条件作用论

B.尝试—错误说

C.认知—结构学习论

D.有意义接受学习论

7.B 【解析】苛勒通过“大猩猩摘取香蕉”的实验提出学习过程不是渐进的尝试错误的过程,
不是一种盲目的尝试,而是对情境的突然顿悟的过程,和桑代克的“尝试—错误说”针锋相对。

8.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主张学习的目的在于以“发现学习”的方式使学科的基本结构转

变为学生头脑中的认知结构,他的理论被称为( )。
A.尝试-错误学习理论

B.有意义接受学习论

C.社会学习理论

D.认知-结构学习论

8.D 【解析】A 选项桑代克尝试—错误学习理论;B 选项奥苏伯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论;C 选项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D 选项布鲁纳的认知—结构学习理论。

9.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学习的实质在于( )。
A.构造一种完形

B.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

C.形成刺激与反应间的联结

D.对环境条件的认知

9.B 【解析】布鲁纳的认知———结构学习论认为学习的实质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学习

的环节包括获得、转化和评价三个过程。A 选项是苛勒为代表的格式塔学派的观点;C 选项

是桑代克“尝试-错误说”的观点。D 选项是一个干扰项不强的干扰项。

10.布鲁纳提出的教学应遵循的四个学习原则是( )。
A.动机原则、结构原则、发展原则、程序原则

B.动机原则、结构原则、程序原则、强化原则

C.动机原则、发展原则、程序原则、强化原则

D.结构原则、发展原则、程序原则、强化原则

10.B 【解析】布鲁纳认为掌握学科基本结构的教学原则包括:(1)动机原则;(2)结构原则;(3)程
序原则;(4)强化原则。不包括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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