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江苏省无锡滨湖区教师招聘考试真题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D【解析】第一个提出教学相长思想的论著是《学记》。 

【命题立意】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学记》内容的记忆。★★★★ 

【错因分析】容易将《学记》与《论语》相混淆。 

2. A【解析】教师中心论的代表者是赫尔巴特，儿童中心论的代表者是杜威。 

【命题立意】本题主要考察教师中心论和儿童中心论。属于教育学部分常考 

题。★★★★ 

【错因分析】知识点记忆不全面。 

3. D【解析】表现性评价指对学生日常的表现进行的评价，他不仅仅得出学 

生学习成绩的结论，而且还指出学生的其他特点，是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的一种 

手段。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评价的分类。★★★ 

【错因分析】对各个类型的评价理解不深入。 

4. C【解析】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隐私，教师检查学生的私人物品和信件侵 

犯了学生的隐私权。 

【命题立意】本题考察学生的权利。★★★★ 

【错因分析】本题容易选择人格尊严权。两者的差别是是否人格受到侵犯。 

5. B【解析】根据课程的自主程度，学生学习的课程可以分为必修课程和选 

修课程。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学生课程的分类。★★★ 

【错因分析】略。 

6. A【解析】教育活动的两个最基本要素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命题立意】本题考察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 

【错因分析】教育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学内容。两 

个基本要素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科书属于教育内容。 

7. C【解析】合作学习是通过小组内成员的相互协作而进行的学习。它的第 

一步便是将班级分为小组。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合作学习的特点。★★★



【错因分析】自主、探究和体验学习都不需要先分组。只有合作学习以小组 

形式进行。 

8. D【解析】教师通过活动获得教学的反馈信息的阶段是教学的检查知识阶 

段。 

【命题立意】本题考察教师教学过程的阶段。★★ 

【错因分析】略。 

9. B【解析】上课过程中，教师直接与学生发生相互作用。 

【命题立意】考察考生对教学的几个过程的理解。★★ 

【错因分析】略。 

10. C【解析】力行近乎仁指的是教师应该身体力行为学生作出表率。从而 

对学生进行德育。 

【命题立意】本题考察德育的原则。★★★★ 

【错因分析】略。 

11. A【解析】个性心理特征分为能力、气质和性格三部分，气质和性格又 

统称为人格。 

【命题立意】本题考察个性心理特征的组成。★★★ 

【错因分析】对心理现象的组成以及结构记忆不清楚。 

12..A【解析】遗忘的进程是先快后慢。 

【命题立意】 主要考察考生对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记忆，是心理学中的常 

考点。★★★★ 

【错因分析】记忆不清。 

13.C【解析】一边听课一边记笔记表明了学生的注意分配能力很强。 

【命题立意】主要考察注意的品质。★★★★ 

【错因分析】对注意的几个品质理解不透，相互混淆。 

14. D【解析】智力的核心是抽象思维能力。 

【命题立意】考察智力的核心成分。★★★ 

【错因分析】本题容易误选其他几个选项。 

15. A【解析】形象思维是借助头脑中的表象进行思维的一种形式。 

【命题立意】本题考察思维的类型及各种思维类型的特点。★★★



20. B【解析】学习

19. D【解析】新课

【错因分析】对思维类型理解不深入。 

16. A【解析】个体的学龄时期分为学龄初期、学龄中期和学龄晚期。它们 

分别对应童年期、少年期和青年期。 

【命题立意】考察儿童的年龄阶段划分。是心理学部分常考点。★★★ 

【错因分析】对学龄阶段划分掌握不熟练。 

17. B【解析】新课改的三维目标理论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 

【命题立意】考察新课改的三维目标理论。★★★★ 

【错因分析】记忆不清。 

18. A【解析】意志力属于个体的心理特征，是心理活动的非智力因素。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影响学习的因素。★★★ 

【错因分析】对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分辨不清楚。容易误选注意力。注意力属 

19. 【解析】新课 程改革为了增强课程的多样性和适用性，实行国家、地 

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新课改的三级管理体制。★★★★ 

20. 【解析】学习 动机缺失最主要的表现是厌学，其他选项都是学习动机 

缺失的次要表现。 

【命题立意】考察厌学的相关知识。★★★★ 

【错因分析】容易误选 A，成绩差有多种原因，学习动机缺失只是其中的原 

因之一。 

21. A【解析】对偶故事法主要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促进儿童去分析道德问 

题，提高道德判断能力。故而，对偶故事法所依据的德育模式是认知模式。 

【命题立意】考察德育模式。★★★ 

【错因分析】对德育的各个模式理解不清楚。 

22. C【解析】人格特征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性格。 

【命题立意】考察人格的结构及其各个部分的特点。★★★ 

【错因分析】容易误选 B。性格是后天形成的，具有道德评价的特点，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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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解析】布鲁纳主张学生进行发现学习，提出了发现学习法。 23. 【解析】布鲁纳主张学生进行发现学习，提出了发现学习法。 

【命题立意】考察教育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 

【错因分析】对各种学习理论不熟悉。 

24. B【解析】变式指改变事物的非本质特征，保留事物的本质特征得到的 

例子，该例子有利于学生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 

【命题立意】考察变式的定义。★★★ 

【错因分析】变式的定义掌握不牢固，出现错选。 

25. B【解析】品德的心理结构包括四个成分，道德认识、道德体验、道德 

意志和道德行为。 

【命题立意】考察品德的心理结构。★★★★ 

【错因分析】略。 

二、多项选择题 

1.BC【解析】略。 

【命题立意】考查外铄论的代表人物。★★★ 

【错因分析】知识掌握不够充分。 

2. ABC【解析】略。 

【命题立意】考查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 

【错因分析】注意掌握布鲁姆和加涅的教育目标分类。 

3. ABC【解析】学校的精神文化包括三个基本成分，他们是认知成分、情感 

成分和价值成分。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学校精神文明方面的知识。★★ 

【错因分析】记忆不准确。 

4.BCD 解析】略。 

【命题立意】考查教育目的的层次结构。 

【错因分析】基础知识掌握不足。 

5. ABCD【解析】教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政治功能，经济功能， 

科技功能和文化功能。

A



9.ABC【解析】新课改

AC

【命题立意】考查对教育功能的记忆。★★ 

【错因分析】略。 

6．ABCD【解析】教师的职业角色十分多元，包括研究者、示范者、朋友、 

授业者等角色。 

【命题立意】考查对教师职业角色的记忆。★★★ 

【错因分析】 本题易漏选 A，教师除了教书育人之外，也进行教育行动研 

究。 

7. A B【解析】少年期的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身体和心理都发生着显著 

变化。 家长和教师如果处理不好这一时期与儿童的关系， 可能会放大孩子的问题。 

【命题立意】考查中小学生心里发展的阶段特征。★★★ 

【错因分析】基础知识掌握不充分。 

AC【解析】

【命题立意】本题考察班级管理中班主任的领导力知识点。★★★ 

9.AB【解析】新课改的课程目标为三个方面：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 

【命题立意】本题考察新课改的课程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考点。★★★★ 

【错因分析】考生容易错误记忆新课改的三维目标。 

是一个更开放、更多元、知识经济竞争激烈的社会。 

21 世纪的教育有终身化、全民化、民主化、多元化和个别化的特点。 

【命题立意】本题考察 21 世纪教育的特点。在新课改中也是一个常考知识 

点。★★★ 

【错因分析】考生容易漏选。需要明确记忆。 

11. BCD【解析】问题解决的基本特点是目的性、认知性和序列性。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问题解决的基本特点。★★ 

【错因分析】记忆错误。 

12. AB【解析】略。 

【命题立意】本题考察思维的特点。★★★

8

C

10.BD【解析】21 世纪



【错因分析】思维的过程是抽象和概括的过程。所以，答案不选 CD。 

13. AB【解析】新《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不受学费和杂费。 

【命题立意】考查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知识点。★★★ 

【错因分析】注意将新老两部《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区别。 

14．ABC【解析】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青少 

年实行社会生活指导教育、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 

【命题立意】考查考生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知识的记忆。★★ 

【错因分析】记忆不清，忽视了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较小知识点的记忆。 

15．ABCD【解析】略。 

【命题立意】考查考生对班级管理模式的记忆。★★ 

【错因分析】本题易漏选，需要加强记忆。 

三、填空题 

1.学校 2. 癸卯学制 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4.实用 5.导生制 

6.校长 7.意志过程 8.社会环境 9.内化 10.资源管理 11.九 12.灵活 

性 13.红梅朵朵迎春开 14.不要迷恋哥，哥只是哥传说 15.史蒂芬霍金 

四、简答题 

1．（1）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2）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 

（3）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 

（4）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教育 

【命题立意】考查素质教育的相关内涵。★★ 

2.（1）从理论上来说，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力结构中存在着七种相 

对独立的智力，这七种智力在人身上的组合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一理论看到了 

不同学生身上存在的优势智能不同，从而支持了关注学生的个别差异。 

（2）从实践上说。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多元智能理论提倡因材施教，并且 

提出了训练学生不同智能的具体方法。有效地为关注学生的个别差异提供了支 

持。 

【命题立意】考察多元智力理论的意义。★★★★ 

3.（1）提高学生知识储备的数量和质量；（2）教授与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策略；（3）提供多种练习机会；（4）培养思考问题的习惯。 

【命题立意】考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五、案例分析题 

我认为李老师的做法并没有错误。原因有二，首先，他对学生的错误并没有 

直接提出批评，而是采用了一种巧妙的方法，即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又鼓励了 

学生的创造力。学习过程是一个不断尝试错误的过程，有了信心才可以不断地去 

尝试和提高。其次。他最后也指出了学生的翻译是错误的，并且告诉了同学们正 

确的答案。通过这种方法传授知识，在一种趣味的学习氛围之中，有利于学生对 

知识的记忆。 

李老师的师傅的观念和李老师之所以存在差别。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教学 

观。李老师的师傅认为教学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而李老师认 

为，教学的目的不但是为了学生取得好的成绩，还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激励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应该建立新的教学观。首先，教学是课 

程创生和开发的过程。其次，教学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和共同发展的过程。再 

次，教学过程重于结论。最后，教学更为关注人而不止是学科知识。李老师的观 

点符合新课程要求的教学观。 

六、作文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