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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 教育学原理教育学原理教育学原理教育学原理专业考研专业考研专业考研专业考研测试题测试题测试题测试题及答案及答案及答案及答案    

万学海文万学海文万学海文万学海文    

  一一一一、、、、选择题选择题选择题选择题 

  1.提出教学过程最优化思想的教育家是（ ） 

  Ａ.赞科夫                       B.乌申斯基 

  C.巴班斯基                      D.维果斯基 

  2.德育过程的基础是（ ） 

  Ａ.活动和交往                   B.自我教育 

  C.学校教育                      D.道德内化 

  3.创立“发现法”教学的是（  ） 

  A.瓦·根舍因                   B.斯金纳 

  C.布鲁纳                       D.洛扎洛夫 

  4.下列哪一说法不正确·(  ) 

  A.访问者及介绍人的被信任程度,可能使被试的反应失真,使调查资料产生较大误

差. 

  B.访谈调查常常是个人之间进行的,样本的代表性不会影响访谈调查的资料价值. 

  C.遗失被试的资料可能会造成取样的偏差. 

  D.对调查对象的群体资料必须有明确的了解,这样才能群体的基本单位. 

  5.格塞尔的“同卵双生子爬梯实验”充分说明了（  ）是教育的重要条件 3 

  A.遗传素质                     B.教师水平 

  C.父母培养                     D.后天学习 

  6、在自然情境下进行的，比较灵活且适用范围较广的一种观察方法是（  ） 

  A．教育实验观察       

  B．严格控制的观察 

  C．全结构式观察 

  D．教育现场观察 

  7.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从根本上说取决于（  ） 

  Ａ.家长的配合                    B.学校领导的积极配合  



���������	 
�������� ����������������������� !""#�$�%��#�
��������

  C.教师的实际水平                 D.学生的实际水平 

  8.《学记》中提出 “长善救失”体现了（  ） 

  Ａ.知行统一的原则                B.尊重信任与严格要求相结合的原则 

  C.教育影响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原则   D.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原则 

  9、 战国后期，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教育文献是（  ） 

  A．《大学》      B.《中庸》     C.《孟子》      D.《学记》 

  10、在教育史上最早颁布义务教育法的国家是（  ） 

  A．美国         B.英国         C.日本          D.普鲁士 

  11.夸美纽斯为 6-12岁的儿童设计的学校是(  ) 

  A.国语学校                      B.拉丁语学校 

  C.小学                          D.母育学校 

  12、“六艺”教育的中心是（  ） 

  A．礼乐教育     B.军事教育     C.文化知识教育  D.科学知识教育 

  13、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完备于（  ） 

  A．魏晋南北朝   B.隋朝         C.唐朝          D.宋朝 

  14、明代书院在宋元基础上又具有了新的职能，即（ ） 

  A．藏书         B.供祀         C.育才          D.议政 

  15.泛爱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是(  ) 

  A.康德                          B.巴泽多 

  C.赫尔巴特                      D.卢梭 

  二二二二、、、、简答简答简答简答题题题题 

  1.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是什么？ 

  2.简述苏格拉底教学法 

  3.简述孟子和荀子教育思想的异同 

  三三三三、、、、分析论述题分析论述题分析论述题分析论述题 

  1、联系实际，论述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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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选择题选择题选择题选择题 

1-5：CACBD 

6-10：DCDDD 

11-15：BACDB 

  二二二二、、、、简答题简答题简答题简答题 

        1.1.1.1.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是什么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是什么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是什么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是什么？？？？    

【参考答案】：课程文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即课程内

涵的丰富、课程理念的演进和课程制度的变迁，其中，课程理念的演进是课程变迁的深

层动因。跟以往的课程改革相比，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在于：第一，提高课

程的适应性和促进课程管理的民主化；第二，重建课程结构和倡导和谐发展的教育；第

三，提升学生的主体性和注重学生经验等方面体现出对传统课程模式的本质性突破。 

        2.2.2.2.简述苏格拉底教学法简述苏格拉底教学法简述苏格拉底教学法简述苏格拉底教学法    

【参考答案】：苏格拉底在哲学研究和讲学中，形成了由讥讽、助产术、归纳和定义

四个步骤组成的独特的方法，称为苏格拉底方法。讥讽是就对方的发言不断提出追问，

迫使对方自陷矛盾，无辞以对，终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助产术即帮助对方自己得到问题

的答案。归纳即从各种具体事务中找到事物的共性、本质，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比较寻求

“一般”。定义是把个别事物归入一般的概念，得到关于事物的普遍概念。 

  优点：该方法不是将现成的结论影响灌输或强加给对方，而是通过探讨和提问的方

式，诱导对方认识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自然而然地得到正确的结论。 

局限：1、受教育者必须有追求真理的愿望和热情；2、受教育者必须就所讨论的问

题积累了一定的知识；3、谈话的对象是已经有了一定知识基础和推理能力的成年人，

这种方法不能机械地搬用于幼年儿童。 

3.3.3.3.简述孟子和荀子教育思想的异同简述孟子和荀子教育思想的异同简述孟子和荀子教育思想的异同简述孟子和荀子教育思想的异同    

【参考答案】：（一）相同点 

  两人在人性上的主张虽然不同，但都承认人的个性，而且都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的

个性。孟子认为人不为善的原因是自暴自弃，荀子也认为人不为善的原因是不肯去做。

孟子主张性善，荀子虽主张性恶，但在对教育改变人的作用上也持乐观态度，认为环境

可以改变人，能使人性变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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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同点 

  孟子认为人性中的仁、义、礼等善端是生而有之的，荀子主张人生来性恶，其善者

伪也。孟子认为人的理性具有最高的指导力，依其指导演进自然合乎道德，不必施加外

力。荀子认为理性并不是最高的指导力，必须进行礼仪修养的教育，逐渐达到善的境界。 

  三三三三、、、、分析论述题分析论述题分析论述题分析论述题 

        1111、、、、联系实际联系实际联系实际联系实际，，，，论述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论述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论述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论述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参考答案】：（1）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殊属性：首先，教育是一种公共资源，其分

配有别于商品，如果分配不同平将会造成政府形象和作用的扭曲，触及社会公正的底线；

其次，经研究，教育具有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和改变收入分配，进而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居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教育不公平将阻塞

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第三，教育具有复制和放大现有社会秩序的作用，教育的不

公平能使现有的社会不公平加剧并使其范围扩大，不公平的教育将大规模地再生产社会

不公平；第四，教育凝结着社会对未来的期望，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体现，也是人发

展的起点。因此，教育不公平既是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不公平的反映，又不同于社会

其他领域的不公平，会损害公众对社会发展的预期，更容易使社会心理失衡。 

  （2）教育公平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教育机会公平。它的一个极端是教育机会均等，

但在现有条件下，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谁能享受这些教育

资源要有相应的选择机制。选择标准是什么？是经济实力还是考试成绩？另一个是在教

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均能得到充分、全面、和谐的发展。虽然必定存在发展的差异，但

是不应该存在由学生家庭背景、性别、民族和学校条件、教师态度等外部原因引起的个

体差异。 

  （3）当今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从表面上看，主要集中反映于某些“点”上。例如

农村初中生辍学、中学阶段的择校、不同省区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城市打工者子女入学

及某些教育腐败等。这些问题是显性的，直接与某些人群的利益相关，对社会心理具有

相当大的冲击力，反映的是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不公平问题。如果从系统、全面的角度

认识和分析，我国当前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明显。 

  （4）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

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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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是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

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

的教育资源绝对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

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

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

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

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

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经济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

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总之，追求教育的高质量和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是现代教育改革的时代特征。在资

源有限的条件下，使得大多数人接受教育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为之追求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