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证笔试

中学《教育知识与能力》真题及参考答案

（注明：试题来源于考生回忆和网络收集整理，仅供参考）

一、单选题

1.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心，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探寻新路，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的是（ ）

A.陶行知

B.黄炎培

C.晏阳初

D.蔡元培

【解析】A

2.下列选项中，教育家与其提出的理论对应正确的是 ( )

A.巴班斯基一教学与发展理论

B.加涅一结构主义教学理论

c.赞科夫一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D.洛扎诺夫一范例教学理论

【解析】B

3.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但是在教育史上，曾经有过漫长的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阶段。这个阶段始于( )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解析】B

4.一个生而失明的孩子，很难被培养成一个画家。这反映的影响人的身心发展因素是( )

A.遗传

B.环境

c.教育

D.个体能动性

【解析】A

5.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反映了( )



A.教育对人口结构的调节作用

B.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c.教育对社会文化的传承作用

D.教育对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作用

【解析】B

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要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全面贯彻党的权教育方针，并将培养人的质量规格表述为（ ）

A.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B.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

c.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D.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解析】C

7.在现代学制发展过程中，我国学制主要采用的是（ ）

A.双轨制

B.单轨制

c.多轨制

D.分支型学制

【解析】D

8.教材编排的两种基本方式是（ ）

A.综合式和分支式

B.学科式和活动式

c.直线式和螺旋式

D.统一式和分散式

【解析】C

9.在我国当前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中，明确规定研究性学习是哪类课程？

A.必修课程

B.选修课程

c.地方课程

D.学科课程

【解析】A

10.为了避免学生考试作弊，学校制定了相关制度，规定凡在考试中作弊者，一律取消参与各种荣誉评选的资格。这

种做法属于哪种德育方法？



A.榜样示范法

B.品德评价法

c.自我修养法

D.说服教育法

【解析】B

11.在皮亚杰儿童道德发展阶段划分中，公正道德阶段一般是指（ ）

A.10 岁以后

B.12 岁以后

C.14 岁以后

D.16 岁以后

【解析】A

12.在一次旅游时，张明一眼就认出了人群中的同学王钢。这体现的主要记忆活动是( )

A.识记

B.保持

c.再认

D.回忆

【解析】C

13.刘庆复习历史科目时，按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的时间顺序构建了历史知识的框架图。她的学习策略主要属于

（ ）

A.组织策略

B.精加工策略

C.复述策略

D.资源管理策略

【解析】A

14.课本中有标记的地方容易被学生关注。这反映了知觉的哪一种特性?

A. 整体性

B.选择性

c.理解性

D.恒常性

【解析】B

15.刘新阅读速度很快，同学们都说她能一目十行。这种现象属于

A.注意的分配



B 注意的分散

C.注意的广度

D.注意的转移

【解析】C

16.苏萌为了学好英语，三年来每天早晨朗读英语半小时。这体现的意志品质是( )

A.果断性

B.冲动性

C.灵活性

D.坚韧性

【解析】D

17.李辉的学习成绩不太好，感到自卑。为求得心理满足，他经常在同学面前炫耀自己多次获得学校长跑冠军。李辉

的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属于( )

A.升华

B.补偿

C.退行

D.投射

【解析】B

18.张老师在班会上引导学生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张老师激发的是学生的哪一种学习动机?（ ）

A.直接的、近景性动机

B.直接的、远景性动机

C.间接的、近景性动机

D.间接的、远景性动机

【解析】D

19.孙英对同学汪丽在公交车上不给老人主动让座的行为感到气愤。孙英的这种心理活动属于（ ）

A.道德认知

B道德情感

C.道德意志

D.道德行为

【解析】B

20.梅老师把班里的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中的学生能力各异，要求他们以互助的方式开展学习活动，共同完

成小组的学习目标。梅老师运用的教学策略属于（ ）

A.合作学习



B.接受学习

C.替代学习

D.内隐学习

【解析】A

21.王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依据学生的动机水平、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对教学策略进行适当调整，以提高教学效果。

这说明王老师具有哪种教学能力?

A.认知能力

B.操作能力

C.监控能力

D.计划能力

【解析】B

二、辨析题

1.人格可以塑造

【解析】说法正确

人格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包括生物遗传因素、也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家庭教养方式、学校教育因素、

同伴群体、个人主观因素等，此外自然物理因素、自我调控因素等也对人格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因此不仅是手遗传

因素影响，也受后天环境因素影响，所以可以对人格进行塑造。

2.教育目的不等于培养目标

【解析】说法正确。

国家的教育目的是国家对培养人的总的要求，它规定着各级各类教育培养人的总的质量规格和标准要求。培养目标

是教育目的的具体化，是结合教育目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特点制定的各级各类教育的培养要求。故题干中说

法正确。

3.教学就是智育

【解析】说法错误

教学是在国家教育目的规范下，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活动。这种教育活动的核心，是学生通过教

师有目的、有计划地积极引导和培养，主动掌握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技能，发展能力，增强体质，陶冶品德、美

感，从而促进他们自身全面发展的过程。智育是是授予学生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技能，发展他们的智力和与学习

有关的非认知因素的教育。

教学是智育的主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智育是教学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智育也需要通过课外活动等途径

才能全面实现；教学要完成智育任务，也要完成其他各育的任务，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故题目说法错误。

4课堂中的人际关系就是师生关系

【解析】回答错误



课堂人际关系的管理指的是对课堂中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的管理，包括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确立群体规范、营

造和谐的同伴关系等；所以题目说法错误。

三、简答题

1.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解析】

（1）知情统一的教学目标观

（2）有意义的自由学习观

（3）学生中心的教学观

2.提高知识直观教学途径

【解析】

（1）灵活选用实物直观和模像直观。

（2）加强词和形象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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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陶冶教育法含义要求

【解析】教师利用高尚的情感、美好的事物和优美的环境感染和熏陶学生的方法。情感陶冶主要是运用以境染情、

以境触情、以境陶情的原理对受教育者进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受教育者在认识上和情感上逐渐完善。

情感陶冶包括：人格感化、环境陶冶和艺术陶冶等。

运用情感陶冶法应注意以下几点：

（1）加强修养；

（2）创建良好的环境；

（3）引导学生。

4.课程表现形式

【解析】课程内容的三种文本表现形式：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材。

课程计划是针对学校的，是根据教育目的和不同类型学校的教育任务，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教学和教育

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其构成包括：培养目标、教学科目的设置（中心和首要问题）、学科顺序、课时分配、学年编

制和学周安排。

课程标准是针对某一学科的，是课程计划中每门学科以纲要的形式编定的、有关学科教学内容的指导性文件。课程

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价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编写教科书和教师进行教学的直接依据。其构成包括：前言、

课程目标（核心）、内容标准、实施建议、附录。

教材是教师和学生据以进行教学活动的材料，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包括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参考书



等各种材料。

四、材料分析题

31.【解析】我国确立教育目的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主要内容如下：

（1）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人是指精神和身体、个体性和社会性得到普遍、充分而自由发展的人；

（2）社会条件决定了人朝什么方向发展，怎样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

（3）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上来看，人的发展受到社会分工的制约；

（4）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高度发展必将对人类提出全面发展的要求，并提供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5）马克思预言，人类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实现；

（6）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

32.现行组织者的含义和作用

【解析】所谓“先行组织者”，是先于学习任务本身呈现的一种引导性材料，它要比学习任务本身有较高的抽象、

概括和综合水平，并且能够清晰地与认知结构中原有观念和新任务关联起来。作用是为新的学习任务提供观念上的

固着点，增加新旧知识之间的可辨别性，以促进学习的迁移。也就是，通过呈现“组织者”，在学习者已有知识与

需要学习的新内容之间架设一道桥梁，使学生能更有效地学习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