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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1.“爱国守法”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2.“爱岗敬业”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本质要求

3.“关爱学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灵魂 4.“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根本任务和天职

5.“为人师表”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 6.“终身学习”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因素及作用

1.遗传素质为个体身心发展提供了生理前提和物质基础 2.环境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

能

3.教育在个体身心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4.主观能动性是使个体从潜在的可能状态向

现实状态转变中起决定作用

三、社会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

1.社会经济的发展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2.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结构的变化

3.社会经济发展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和手段

四、新课改背景下的现代学生观

1.学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 2.学生个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3.学生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 4.学生的成长需要人文的关怀

五、贯彻启发性教学原则的基本要求

1.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

3.让学生动手，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4.发扬教学民主

六、新课改背景下的现代教师角色观

1.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2.教师应该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3.教师是课程的开发者和研究者 4.教师应是社区型的开放教师

5.终身学习的践行者

七、贯彻疏导性原则的基本要求

1.讲明道理，疏导思想 2.因势利导，循循善诱

3.以表扬激励为主，坚持正面教育

八、班主任如何转化后进生

1.关心爱护后进生，尊重他们的人格 2.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兴趣

3.一分为二的看待后进生，坚持长善救失原则 4.为后进生创造成功的机会

5.抓反复，反复抓

九、贯彻说服法的基本要求

1.明确目的性 2.富有知识性、趣味性 3.注意时机 4.以诚待人

十、如何培养学生的观察力

1.要使儿童明确观察的目的、任务 2.要使儿童具有知识准备

3.指导小学生观察的方法，培养观察的技能 4.要重视对观察结果的处理

5.观察要持之以恒，养成习惯

十一、根据遗忘规律有效地组织复习

1.合理安排复习时间 2.恰当安排复习内容

3.反复阅读与试图回忆相结合 4.复习方法多样化

十二、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1.培养和保护学生的好奇心 2.丰富学生知识，扩大表象储备

3.创设想象情境，引发想象 4.利用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唤起学生的想象



十三、如何培养学生的兴趣

1.在活动中发展小学生的兴趣 2.激发和保护小学生的有益兴趣

3.利用原有兴趣迁移 4.适当的表扬和鼓励

十四、影响自我效能感形成的因素

1.对成败的体验与认知归因 2.替代性和想象性经验

3.评价与劝说 4.生理与情绪状态

十五、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1.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维持好奇心

2.根据作业难度，恰当控制动机水平 3.充分利用反馈信息，妥善进行奖惩

4.正确指导结果归因，促使学生继续努力

十六、如何提高知识直观的效果

1.灵活选用实物直观和模象直观 2.加强词（言语直观）与形象（实物和模象直观）的配合

3.运用感知规律，突出直观对象的特点 4.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5.让学生充分参与直观过程

十七、如何有效地进行知识概括

1.配合运用正例和反例 2.正确运用变式

3.科学地进行比较 4.启发学生进行自觉概括

十八、影响动作技能形成的因素

1.准确的示范与讲解 2.必要而适当的练习

3.充分而有效的反馈 4.建立稳定清晰的动觉

十九、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1.提高学生知识储备的数量与质量 2.教授与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策略

3.提供多种练习的机会 4.培养思考问题的习惯

5.训练逻辑思维能力，提高思维水平

二十、教师职业倦怠

1.职业倦怠的界定：是一种由工作而引发的心理枯竭现象，是上班族在工作的重压之下所体

验到的身心俱疲、能量被耗尽的感觉。

2.职业倦怠特征

（1）耗竭感（2）去人格化（3）无力感或低成就感

3.教师职业倦怠的原因

（1）内部因素：教师对工作的期望值高而成功的可能性低、低努力、低自信、外控、使用

逃避的应对策略等因素，都将导致职业倦怠的产生。教师的自我概念、对冲突的态度、解决

冲突的策略以及个体一般个性特征，对职业倦怠都有重要影响。

（2）外部因素：社会期望、职业压力等的影响。

社会期望：教师职业的社会声望压力大，缺乏社会支持。

职业压力：因担当多重角色而产生的角色职责压力、角色冲突、学生问题、升学考试压力等。

4.教师职业倦怠的干预措施

（1）个体干预。个体干预是通过放松训练、认知压力管理、时间管理、社交训练、压力管

理和态度改变等方式，增强适应工作环境的能力。

（2）组织干预。组织干预是通过削减过度工作时间、降低工作负荷、明确工作任务、积极

沟通与反馈、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方式，防止和缓解职业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