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8月 19日大同教综题目答案及解析 

一、单选题 

1、【答案】D（生理基础） 

【解析】心理是脑的机能，脑是心理的器官，人脑机能的生长、发育和成熟是心理发展的

生理基础。 

2、【答案】A（生产力水平） 

【解析】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水平、规模和速度。教育的发展需要一定的人

力、物力等物质条件作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并要求教育有相应的

发展，为物质生产提供所需的人才。社会对教育事业的需求程度最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 

3、【答案】C（教育） 

【解析】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遗传是身心发展的物

质基础和生理前提；环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主观能动性起决定作用。 

4、【答案】C（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解析】教育是有目的的培养人的活动，这是教育质的规定性，所以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5、【答案】B（中等难度） 

【解析】阿特金森把个体的成就动机分为两类：力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 

力求成功者的目的是获取成就，即通过各种活动努力提高自尊心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成

功概率为 50%的任务即中等难度的任务是他们最有可能选择的。他们以掌握知识、提高能

力为目标。 

避免失败者则往往通过各种活动防止自尊心受伤害和产生心理烦恼，倾向于选择非常容易

或非常困难的任务。 

6、【答案】D（强制） 

【解析】义务教育是以法律形式规定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必须接受的，国家、社会、学

校和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强制性、普及性、

免费性。因而有强制性质。 

7、【答案】A（行为习惯） 

【解析】道德行为是品德形成的最终环节，是指个体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

对他人和社会的有道德意义的活动。道德行为训练的关键是使学生建立良好的行为习惯。 

8、【答案】B（讲授法） 

【解析】讲授法是教师运用口头语言系统连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发展学生智力的

一种方法。符合题干所述。讲授法主要有讲述、讲解、讲读、讲演四种方式。 

9、【答案】A（原型启发） 

【解析】原型启发是指在其他事物或现象中获得的信息对解决当前问题的启发。其中具有

启发作用的事物或现象叫做原型。 

10、【答案】A（德育） 

【解析】法制教育属于德育的内容。除法制教育外，德育内容还包括政治、思想、道德、

心理健康教育。 

二、判断题 

1. ×；2.×；3.×；4.×；5.×   6.√；7.×；8.×；9.×；10√ 

三、简答题 

1、教育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参考答案： 

教育的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 



 

 

（1）教育者是从事教育活动的人。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和实施者，也是学生的主要

影响者和引导者，作为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活动，离不开教育者。 

（2）受教育者是指在各种教育活动中接受影响，从事学习活动的人。受教育者是教育的对

象，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育活动顺利有效地进行，有赖于受教育者的积极参与。 

（3）教育影响是教育实践活动的手段，是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和学习者相互作用的全部信息，

既包括信息的内容，也包括信息选择、传递和反馈的形式，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教育影响

包括教育内容和教育措施等方面。 

因此，教育是由上述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系统，是三个基本要素的

有机组合。 

2、简述学生学习的特点。 

 参考答案： 

（1）学习形式：接受学习是学习的主要形式。 

（2）学习过程：学习过程是主动建构的过程，具有自主性、策略性和风格性，是师生互动

的过程。 

（3）学习内容：以系统学习人类的间接知识经验为主，具有间接性。 

（4）学习目标：具有全面性。 

（5）学生的学习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 

3、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参考答案： 

（1）问题情景与表征方式 

（2）个体的智能与动机 

（3）思维定势与功能固着 

（4）原型启发与酝酿效应 

（5）情绪状态 

（6）已有知识经验 

 4、简述回答教学的主要任务。 

参考答案： 

（1）引导学生掌握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2）增强学生体力，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 

（3）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科学的世界观 

（4）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5）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 

5、简述影响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条件 

参考答案： 

学习策略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为了达到有效学习的目的而采用的规则、方法、

技巧及其调控方法的总和。影响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条件包括： 

（1）内部条件：学生原有的知识背景、元认知水平、动机、归因模式和自我效能感等。 

（2）外部条件：训练方法、外显的操作步骤等。 

四、案例分析题 

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曾进行过一次著名的实验，他随即抽调一些学生去单独解一些有

趣的智力难题。在实验的第一阶段，抽调的全部学生在解题时都没有奖励；进入第二阶段，

所有实验组的学生每完成一个难题后，就得到 1美元的奖励，而无奖励组的学生仍像原来那

样解题；第三阶段，在每个学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休息时间，研究人员观察学生是否

仍在做题，以此作为判断学生对解题兴趣的指标。结果发现，无奖励组的学生比奖励组的学



 

 

生花更多的休息时间去解题。 

1. 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道理？ 

2. 对教育现象的启示是什么？ 

参考答案： 

1. 这一实验说明：奖励组对解题的兴趣衰减得快，而无奖励组在进入第三阶段后，仍

对解题保持了较大得兴趣。实验证明：当一个人进行一项愉快的活动时，给他提供奖励结果

反而会减少这项活动对他内在的吸引力。 

2. 这一现象的教育启示是：当学生尚未形成自发的内在学习动机时，教师从外界给予

的奖励刺激，推动学生的学习活动，这种奖励是必要和有效的。但是，如果学习活动本身已

经使学生感到很有兴趣，此时再给学生奖励可能会适得其反。一味奖励会使学生把奖励看作

学习的目的，导致学习目的的转移，只专注于奖励，因此作为教师，要正确是用奖励而不是

滥用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