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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吉林特岗教师招聘教综知识模拟题 

一、 判断题（每小题 1分，共 40分。） 

1.《教育法》中规定，如果学校实施未经批准或注册自行办学、不按规定使用和变更学

校名称、在招生中营私舞弊、买卖文凭、不按规定授予学位等行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 

2.联结学习理论认为：强化在刺激——反应之间的建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 

3.根据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强化分正强化和负强化，无论正强化还是负强化，

其作用都是改变同类反应在将来发生的概率。                                   (   ) 

4.根据我国此次新课程改革，初中设置分科和综合相结合的课程。             (  ) 

5.复习方式的多样化，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提高复习效益，复习方式有整体复习、

部分复习和综合复习，实验研究表明整体识记效果最佳。                         (  ) 

6.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民办教育除外。  (  ) 

7.常言道，做事先做人，因此学校的中心工作是德育。                       (  )  

8.“富贵不能淫，贫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形成于态度与品德学习的一般过程中的认

同阶段。                                                                    (  )                                                                                                                                

9.学生主体性的形成，既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成功的条件。               (  ) 

10、重复学习的频率愈多，保持的百分率愈高。                             (  )                  

 

二、单选题（本大题共 10小题，每空 1分，共 10分） 

1.在创造性思维中(   )起着核心作用。 

  A.形象思维   B.抽象思维     C.集中思维    D.发散思维 

2.“关注个体差异”就是根据学生实际存在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差异(   )。 

  A. 由学生自己决定如何学习 

  B. 将学生按优中差教学 

  C. 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 

  D. 培养单科独进的尖子生 

3.实质教育论认为教学的主要任务是：(   )。 

  A.发展智力   B.培养思想道德   C.传授知识   D.发展个性 

4.主张教师不再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而是辅导学生自觉和独立作业的教学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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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复式教育   B.分组教学         C.道尔顿教育    D.个别教学 

5. 下列不属于教育心理学对教育实践作用的一项是：(   )。 

  A. 描述      B.鉴测             C.解释          D.预测 

6. 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取决于( )三大要素的相互协调。 

  A. 教师、学生、教学策略 

  B. 教师、学生、课堂情境 

  C. 教师、教学设备、学生 

  D. 教师、学生、纪律 

7.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自学能力为主要目标的教学方法是：(   )。 

  A.愉快教学法   B.尝试教学法      C.情境教学法    D.成功教学法 

8. 提出学习过程应始终以人为主，必须重视学习者的意愿、情感、需要等的是：(   )。 

  A.罗杰斯       B.布鲁纳          C.班杜拉         D.斯金纳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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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学校教育产生于：(   )。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中世纪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题 4分，共 8分） 

1．在教学中如何贯彻启发性原则？  

2. 选择德育方法的依据是什么？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1小题，每小题 5分，共 5分） 

试论教育如何适应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1小题，每题 7分，共 7分） 

我是一个 9 岁孩子的家长。在孩子 5 岁时，我就开始带孩子去各种特长班上课，以培养

和开发孩子的智力。可是，近一段时间，孩子拒绝去特长班上课，在学校也拒绝学习任何新

东西，而且性格变得孤僻。我想尽了各种办法，他都不肯再学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请帮

助我。 

这位家长望子成龙的努力为什么适得其反？请从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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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吉林特岗教师招聘教综知识模拟题 

答案解析 

一、判断题 

1． × 

【解析】 《教育法》中规定上述行为应该承担的是行政责任。 

2． √ 

【解析】联结学习理论认为，在刺激一反应联结之中，个体学到的是习惯，而习惯是反

复练习和强化的结果。习惯一旦形成，只要原来的或类似的刺激情境出现，习得的习惯性反

应就会自动出现。 

 3． √ 

【解析】强化是一种操作，强化的作用在于改变同类反应在将来发生的概率，强化分正

强化(实施奖励)和负强化(撤销惩罚)。    

4． √ 

【解析】略 

5． × 

【解析】复习方式的多样化，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提高复习效益，复习方式有整体

复习、部分复习和综合复习，实验研究表明综合识记效果最佳。   

6． × 

【解析】略 

7． × 

【解析】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首要工作是德育。 

8． × 

【解析】“富贵不能淫，贫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形成于态度与品德学习的一般过程

中的内化阶段。内化是指在思想观点上与他人的思想观点一致，将自己所认同的思想和自己

原有的观点、信念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在内化阶段，个体的行为具有高度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并具有坚定性，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践不能移，成武不能屈”。此

时，稳定的态度和品德即形成了。 

9． √ 

【解析】学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命个体，教师的教育影响必须经过学生选择内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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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学生的发展产生实际的作用。教师的教育教学互动并不是单向的传输过程，而是师生之

间的互动过程。它需要学生积极地富有创造性地参与，需要发挥学生的主动作用，促进学生

主体意识的形成。 

10． × 

【解析】复习活动既要避免无限过度，又要坚持适当超额。通常情况下，学习的次数与

保持的百分比成正比。但并非重复学习的频率愈多，保持的百分率也愈高。重复学习达到一

定频率后，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因此，在重复学习时，要掌握好“度”。  

二、单项选择题。 

1．选 D  

【解析】本题考查发散思维。发散思维又称多向思维、辐射思维，就是沿着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多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的思维方式。发散思维最集中的体现了

创造性思维的本质和特征，是创造性思维的核心。故选 D。 

2．选 C  

【解析】本题考查“关注个体差异”的含义。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

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促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故选 C。 

3．选 C  

【解析】本题考查实质教育论的观点。实质教育论认为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传授给学生

对生活有用的知识，至于学生的智力则无需进行特别的培养和训练。故选 C。 

4．选 C  

【解析】本题考查道尔顿制。道尔顿制是由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创建的一种新的教学

组织形式。运用这种方法，教师不再讲授，只为学生指定自学参考书、布置作业，由学生自

学和独立完成作业后，向老师汇报学习情况和接受考查。故选 C 

5．选 B  

【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心理学对教育实践的作用。教育心理学对教育实践具有描述、解

释、预测和控制的作用。故选 B。 

6．选 B  

【解析】本题考查课堂管理。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取决于教师、学生和课堂情境三大要

素的相互协调。故选 B。 

7．选 B  



              模拟题            招教事业部 

5 
 

【解析】 本题考查尝试教学法的含义。尝试教学法是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自学能力

为主要目标的教学方法。故选 B。 

8．选 A  

【解析】本题考查罗杰斯的学习理论。作为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杰斯提出学习过程

应始终以人为主，必须重视学习者的意愿、情感、需要等。故选 A。 

9．选 B  

【解析】本题考查教育法规的制定。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务院有权制定和发布

教育行政法规。 故选 B。 

10．选 B  

【解析】 本题考查学校教育的产生。在奴隶社会里，出现了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

产生了学校教育，使教育从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形态。故选 B。 

三、简答题。 

1. 【参考答案】 

启发性原则，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以启发思维为核心，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使他们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融

会贯通地掌握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曾说："学而不思

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准确地阐发了自觉思维与学习知识的关系，并据此提出"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的教学要求，这就是启发性原则的来源。贯彻启发性原则，首先教师要深入钻研教

材，把握重点；还要充分了解学生，因势利导地进行教学；其次、教师要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发展思维能力。为此。教师要善于提出问题，开阔视野，活跃学习气氛，并且注意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和认真钻研的习惯；最后，教师要循循善诱，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因为学生的

求知欲和学习态度，对学习活动起着巨大作用。  

2. 【参考答案】 

    选择德育方法，首先依据的是德育目标。德育目标有总目标和具体目标，选择德育方法

要考虑这两方面的要求.既要有利于学生掌握德育内容，形成相应的品德能力，以符合总目标

的要求；又要对学生知、情、意、行的培养提高，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相应的德育方法也

不同，以符合具体目标的要求。其次，选择德育方法要依据德育内容。德育内容不同，决定

采用的德育方法也必然不一样。比如：思想政治方面的内容主要运用说服教育法；而伦理道

德方面的内容则主要运用榜样示范法和陶冶教育法。最后，选择德育方法还依据德育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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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对小学低年级学生应常用榜样示范法，而少用或不用自我教育法。从

个性差异上看，对骄傲自满有虚荣心的学生，奖励应慎重运用；而对懦弱、缺乏自信的学生，

则应多表扬并给予精神鼓励和支持，激发他们继续进步的勇气和增强战胜困难的意志。答题

提示：此题和选择教学方法的依据这一问题相类似，可联系在一起加以区别和记忆。  

四、论述题。 

 【参考答案】 

    人的发展在各个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对开展教育活动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甚至

受到某种限制。那么，教育应如何适应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呢？  

    (1)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循序渐进地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儿童从出

生到成人，其身心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这就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顺序性；从

量变产生质变，使人的身心发展又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每-阶段，学生生理和心理两方面

都会出现一些典型的本质的特征，即学生的年龄特征，这决定了教育工作的阶段性，要注意

教育内容上的过渡和衔接工作，循序渐进地开展教育活动。  

    (2)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不均衡性，加强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期教育。所谓不均衡性，

是指人的身心发展在某一时期快些，另一时期慢些。现代科学研究发现：3岁～5岁是儿童智

力发展的关键期，4 岁是培养独立性的最佳期，4 岁～5 岁儿童视听觉发展到较高水平。青少

年时期抓紧教育，采用适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相应的方法，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  

    (3)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相应的变化，加速青少

年的身心发展。稳定性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的身心发展的顺序和阶段，每个阶段的变化

过程和速度，大致是相同的，各阶段的年龄特征也大致一样。可变性是指在不同的社会和教

育条件下，人的发展水平和速度会发生某种变化。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可变性，开发学生潜

能，以加速学生的发展。  

    (4)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个别差异性，做到因材施教。个别差异是同-年龄阶段中不同

学生的个性特点。这种差异，既可能表现在不同学生不同方面的能力发展上，也可能表现在

不同学生具有不同的个性心理特征上，因此，因材施教，才能使每个学生获得最大发展。 

五、案例分析题 

【参考答案 】 

1.这位家长的做法违背了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教育与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关系是辩证

的。一方面，教育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儿童青少年的发展依赖于教育；另一方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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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发挥又受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状况的制约。要使教育发挥其主导作用，就必须根据年轻

一代身心发展的规律去进行。  

2.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顺序性，决定了教育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

阶段性，又决定了教育必须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选择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方法。这

位家长拔苗助长的做法必然会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