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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科二答案（教育知识与能力）

一、单选题

1. 答案：A

2. 答案：C

3. 答案：C

4. 答案：A

5. 答案：B

6. 答案：A

7. 答案：C

8. 答案：B

9. 答案：D

10. 答案：D

11. 答案：B

12. 答案：C

13. 答案：A

14. 答案：B

15. 答案：D

16. 答案：B

17. 答案：D

18. 答案：B

19. 答案：A

20. 答案：C

21. 答案：B

二、辨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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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答案】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随着环境、教育和实践活动的作用，人的遗传素质会逐渐地发生变化。遗传素质是人发展的

物质前提和基础；遗传素质是人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遗传素质的成熟程度，制约着

人的身心发展过程和阶段；遗传素质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个别特点的发展。

2. 【参考答案】

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教学是实现素质教育，完成学校教学任务的主要途径。教学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使学生掌握系统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形成基本技能、技巧，这也是教学的首要任务。

第二，发展学生智能，特别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第三，发展学生体力，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第四，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和能力。

第五，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向学生传授知识是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但不能把它当成教学的唯一任务。

3. 【参考答案】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学习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由于练习和反复经验而产生行为或行为潜能的比较持久的变化。

凡是学习一定要有变化的发生。学习是行为变化的过程，而非仅指学习后所表现出来的结果。

由于学习所导致的变化应是相对持久的。一些瞬时即逝的变化现象可以不经学习产生。

因此，题干说法是错误的。

4.【参考答案】

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研究表明焦虑和学习结果中间呈现倒 U 型关系。适度的焦虑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过度

的学习焦虑会降低学习效率；是否能正确对待学习压力，直接关系着学习效率的高低。因此

笼统认为焦虑不利于学生的学习是不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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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答题

1.【参考答案】

活动课程又称经验课程，它打破学科逻辑组织的界限，以学生的兴趣、需要和能力为基础，

通过学生自己组织的一系列活动而实施的课程。

活动课程的基本特点：

（1）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2）强调通过学生自己的实践活动来获得直接经验。

（3）强调训练学生的综合能力及个性养成。

活动课程也存在着局限性，表现为课程内容及安排往往没有严格的计划，不易使学生获得系

统、全面的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

2.【参考答案】

自我效能感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从事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这一概念最早由班

杜拉提出。

自我效能感影响或决定人们对行为的选择，以及对该行为的坚持性和努力程度；影响人们的

思维模式和情感反应模式，进而影响新行为的习得和习得行为的表现。

3.【参考答案】

长善救失原则也称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原则，是指在德育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生自

我教育的积极性，依靠和发扬学生的积极因素去克服他们的消极因素，促进学生道德成长。

贯彻这一原则应遵循以下要求：（1）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学生；（2）发扬积极因素，克服

消极因素；（3）引导学生自觉评价自己，进行自我教育。

4.【参考答案】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观认为：认知发展产生于儿童对物质世界的直接反应和积极操作。认知发

展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是个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他提出认知发展的阶段理论

（1）感知运动阶段（0~2 岁）：物体恒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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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运算阶段（2~7 岁）

（3）具体运算阶段（7~11 岁）

（4）形式运算阶段（11~15 岁以上）

四、案例分析题

1. 【参考答案】

（1）田雨老师没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原因如下

一、田雨老师违背了教师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素质教育教育观。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田雨

老师在学习优秀课程和请教老教师的同时， 忽略了对本班学生的深入了解，没有基于本班

学生的特点展开教学。

二、田雨老师违背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没能体现教师劳动的创造性。田雨老师照搬优秀

教师的授课视频，没能根据教学目的、内容、学生特点来设计恰当的教育方案，提高教育的

针对性。没有根据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性格特点等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

三、田雨老师在处理师生关系上，没能很好的建立民主平等和教学相长的良好师生关系。田

老师没能在平时的工作中多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心理和学习情况。

四、田雨老师缺乏有效的教学反思。田老师在教学中没能经常自我反思，及时发现自己教学

中的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的调整和改进。

（2）田雨老师可以从如下角度进行改进。

一、深入了解学生。了解学生个体的思想基础、学习方式、学习态度。了解班级群体特征。

二、树立正确教育观，坚持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做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课程的开发者和研究者。

三、建立良好的师生观，多与学生沟通和交流，尊重学生的观点和意见，民主平等、教学相

长。

四、坚持教学反思。借助反思日记等方式，集体反思等方式提升自己对教育教学觉察和改进

能力。

2.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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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材料可以看出：中学生考试焦虑的表现有两个方面：

对考试及其结果产生了过度担忧，精神负担过重，学习效率不高、自我评价低。考试前，精

神高度紧张，失眠。案例中的主人公常常处于高考的紧张气氛之中，惴惴不安。担心被提问。

因为成绩时好时坏而忧虑忡忡，不知道该如何调整，这位女生还提出思维反应慢、注意力不

集中等问题都属于这一问题。

考试中身体方面表现为明显的异常肌肉紧张、心跳较快、血压增高、注意力难以集中 记忆

力衰退等。案例中女生表现出心跳加速、大脑反应慢等问题。

（2）考试焦虑产生的原因

学生产生的考试焦虑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其焦虑水平也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既

有学生自身的内部因素，同时又有学习、生活环境的外部条件的制约。

(一)学生自身的内部因素

1.认知评价方面，对考试性质、考试利害关系的预测高，对自身应付能力的估价偏低。案例

中的女生对高考的重要性的认识和成绩时好时坏导致她对自己的学习能力的担心属于这一

方面。

2.知识准备与应试技能不足.案例中的女生成绩不稳定，反映出其知识储备和应对考试的技

巧方面的不足。

3.人格特征、神经类型和身体素质方面的原因。案例中女生担心被提问，回答问题语无伦次，

反映出她性格比较敏感偏内向，这些性格和神经类型是其考试焦虑的重要原因。她描述的身

体不舒服、心跳剧烈等焦虑心理描述也反映出其身体素质。

(二)学生考试焦虑形成的外部条件

学校因素。不断进行的各种考试，容易使学生产生学习疲劳，从而引起注意力不集中、思维

迟缓、反应速度降低、情绪躁动、忧虑、厌烦等负向反应。教师的不当教育，都加剧了学生

的心理压力，严重干扰学生的认知评价，产生严重的考试焦虑。案例中高三学习氛围紧张，

教师经常提问这位女生是造成她心理压力的原因之一

此外，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和社会对高考的重视也是女生经常思考高考

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

（3）学生考试焦虑的调试方法。

1、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考试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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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表明，在大考来临之际，考生都有一定程度的紧张和焦虑，这是非常正常和自然的。

引导学生认识适度的考试焦虑对于他们的学习和考试是有利的。因此，学生对自己考前出现

的一定焦虑，不必过分紧张，以免人为地加剧了焦虑的程度，以致干扰正常的复习考试。

2、引导学生恰当地认识、评价自己，建立恰当的期望值。

(1)是让学生学会客观评价自己，树立自信。通过让学生明确地把握自己的优点，不妄自菲

薄。 (2)是学会建立恰当的期望值。不过高地估算自己的能力，避免产生只与主观意愿相符

而与自身实际能力相差甚远的期望值。所以学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动机水平，把考试作为检

测自己平时所学知识的一种方法，客观积极地面对考试。

3、引导学生学会与非理性思维的质辩。

(1)引导学生将自己有关于考试的一切担忧全部写下来，去掉重复的，合并相类似的，再

按担忧的轻重进行排序。(2)引导学生对自己的担忧进行理性分析。检查是否符合非理性思

维的特点，例如：自己的担心是否有事实依据?自己的担忧是否以偏概全?自己的担忧是否极

端化等。(3)引导学生与“非理性思维”表现出来的担忧进行质辩。要求学生针对担忧的不

合理之处，以事实、理性的分析予以辩论。(4)学会用一些积极的话语反复进行自我鼓励，

学会用展望来替代担忧。

4、引导学生学会情绪调节的技巧

考试焦虑的学生都会有情绪上的反应，掌握相应的情绪调节方法有助于减缓考试焦虑。

情绪调节我们主要引导学生采用以下两种方法。(1)宣泄法。通过倾诉、运动、哭泣等方式

将自己的不良情绪进行排解。(2)放松法。基于简单有效的原则，可以选用了“深呼吸”放

松法、“想象”放松法和“渐进性”放松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