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学概论

[1] 题型.单选题

[1] 题干.态度是由()成分组成

[1] 正确答案.D

[1] 难易度.易

[1] 选项数.4

[1] A.认知

[1] B.情感

[1] C.行为倾向

[1] D.以上都是

[4] 题型.判断题

[4] 题干.态度是个体对特定对象（人、观念、情感或者事件等）所

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蕴含着个体的主观评价以及由

此产生的行为倾向性。

[4] 正确答案.A

[4] 难易度.易

[4] 选项数.2

[4] A.正确

[4] B.错误

[5] 题型.判断题

[5] 题干.心理过程是不断变化着的、暂时性的，个性心理特征是稳

固的，而心理状态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既有暂时性，又有稳固性，

是心理过程与个性心理特征统一的表现。一个健全的心态比百种智慧

更有力量。



[5] 正确答案.A

[5] 难易度.易

[5] 选项数.2

[5] A.正确

[5] B.错误

[6] 题型.判断题

[6] 题干.态度是个体对特定的人、观念或事物的稳定的心理倾向，

所谓特定是指具体的态度对象，针对某一件事，某一件事，或某一观

念而言。

[6] 正确答案.A

[6] 难易度.易

[6] 选项数.2

[6] A.正确

[6] B.错误

[7] 题型.判断题

[7] 题干.意向因素就是指个人对态度对象的反应倾向或行为的准备

状态，也就是个体准备对态度对象做出何种反映。

[7] 正确答案.A

[7] 难易度.易

[7] 选项数.2

[7] A.正确

[7] B.错误

[8] 题型.判断题

[8] 题干.态度能给个体待人接物的行为方式提供必要的信念，以利

于保持清醒的意识状态和正确的定向行为。充当图式和心理框架的作

用。

[8] 正确答案.A



[8] 难易度.易

[8] 选项数.2

[8] A.正确

[8] B.错误

[9] 题型.单选题

[9] 题干.（）以此为标准划分心理状态可以较好地概括各种具体的

心理状态，把心理状态划分为认知的心理状态、情感的心理状态、意

志的心理状态和动机的心理状态。

[9] 正确答案.A

[9] 难易度.易

[9] 选项数.4

[9] A.心理状态的主要构成成分

[9] B.人的心理在各种活动中的调节作用

[9] C.心理状态在不同的心理活动阶段和活动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

形式

[9] D.以上都不是

[10] 题型.单选题

[10] 题干.()。据此可把心理状态和其发生的基础即活动相联系而加

以考察，可分为活动的动机和完成活动的能力两大类心理状态。

[10] 正确答案.B

[10] 难易度.中

[10] 选项数.4

[10] A.心理状态的主要构成成分

[10] B.人的心理在各种活动中的调节作用

[10] C.心理状态在不同的心理活动阶段和活动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

形式

[10] D.以上都不是



[11] 题型.单选题

[11] 题干.（），体现出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用单一的分类标

准或只从一个角度去分类研究是很困难的，也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

[11] 正确答案.C

[11] 难易度.中

[11] 选项数.4

[11] A.心理状态的主要构成成分

[11] B.人的心理在各种活动中的调节作用

[11] C.心理状态在不同的心理活动阶段和活动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

形式

[11] D.以上都不是

[13] 题型.简答题

[13] 题干.根据心理状态与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的关系，心理状态

的分类应考虑什么因素

[13] 正确答案.A

[13] 难易度.难

[13] 选项数.1

[13] A.一是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在心理状态上的表现，即心理

状态的主要构成成分。以此为标准划分心理状态可以较好地概括各种

具体的心理状态，把心理状态划分为认知的心理状态、情感的心理状

态、意志的心理状态和动机的心理状态。二是人的心理在各种活动中

的调节作用。据此可把心理状态和其发生的基础即活动相联系而加以

考察，可分为活动的动机和完成活动的能力两大类心理状态。三是心

理状态在不同的心理活动阶段和活动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

出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用单一的分类标准或只从一个角度去分类

研究是很困难的，也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



[14] 题型.单选题

[14] 题干.根据（），可将其划分为周期性心理状态和非周期性心

理状态

[14] 正确答案.A

[14] 难易度.易

[14] 选项数.4

[14] A.心理状态是否具有显著的周期性

[14] B.心理状态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理要素

[14] C.常态、异常

[14] D.整合过程的不同阶段

[15] 题型.单选题

[15] 题干.根据（），可将其划分为情绪的心理状态、意志的心理

状态、感知过程居多的状态、注意状态、积极的思维状态等

[15] 正确答案.B

[15] 难易度.中

[15] 选项数.4

[15] A.心理状态是否具有显著的周期性

[15] B.心理状态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理要素

[15] C.常态、异常

[15] D.整合过程的不同阶段

[16] 题型.单选题

[16] 题干.按照（）可以把心理状态划分为正常心理状态、异常心

理状态

[16] 正确答案.C

[16] 难易度.易

[16] 选项数.4

[16] A.心理状态是否具有显著的周期性

[16] B.心理状态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理要素



[16] C.常态、异常

[16] D.整合过程的不同阶段

[17] 题型.单选题

[17] 题干.按照（），可把心理状态划分为待整合无序状态、整合

过渡状态和整合有序状态。

[17] 正确答案.D

[17] 难易度.中

[17] 选项数.4

[17] A.心理状态是否具有显著的周期性

[17] B.心理状态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理要素

[17] C.常态、异常

[17] D.整合过程的不同阶段

[23] 题型.单选题

[23] 题干.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道德与法律不同，它是依据

（）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主要依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

[23] 正确答案.D

[23] 难易度.易

[23] 选项数.4

[23] A.社会舆论

[23] B.传统文化

[23] C.生活习惯

[23] D.以上都是



[24] 题型.单选题

[24] 题干.道德行为,包括（）等

[24] 正确答案.D

[24] 难易度.易

[24] 选项数.4

[24] A.道德言语

[24] B.道德行动

[24] C.道德习惯

[24] D.以上都是

[27] 题型.判断题

[27] 题干.品德，即道德品质，也称德性或品性，是个体依据一定

的道德行为准则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稳固的倾向与特征。

[27] 正确答案.A

[27] 难易度.易

[27] 选项数.2

[27] A.正确

[27] B.错误

[28] 题型.判断题

[28] 题干.从中国儒家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

始，千百年来．人们就一直重视道德问题。品德是多方面的

[28] 正确答案.A

[28] 难易度.易

[28] 选项数.2

[28] A.正确

[28] B.错误



[29] 题型.判断题

[29] 题干.道德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对身边的人充满善意，对社会

有所贡献。

[29] 正确答案.A

[29] 难易度.易

[29] 选项数.2

[29] A.正确

[29] B.错误

[30] 题型.判断题

[30] 题干.道德是发展先进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

的重要内容。我们通常讲的道德是指人们行为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

[30] 正确答案.A

[30] 难易度.易

[30] 选项数.2

[30] A.正确

[30] B.错误

[31] 题型.填空题

[31] 题干.品德就其实质来说，是道德价值和（）在个体身上内化

的产物。

[31] 正确答案.A

[31] 难易度.易

[31] 选项数.1

[31] A.道德规范

[32] 题型.单选题

[32] 题干.历史上各种伦理学说都根据其所代表的社会或阶级的道

德原则和规范，提出相应的道德品质的范畴体系。 如中国古代的儒



家，提出了以 “仁”为核心的,包括（）等道德品质的范畴体系。

[32] 正确答案.D

[32] 难易度.易

[32] 选项数.4

[32] A.“智、仁、勇”

[32] B.“恭、宽、信、敏、惠”

[32] C.“温、良、恭、俭、让”

[32] D.以上都是

[33] 题型.单选题

[33] 题干.历史上各种伦理学说都根据其所代表的社会或阶级的道

德原则和规范，提出相应的道德品质的范畴体系。 如中国古代的儒

家，提出了以 “（）”为核心的,包括“智、仁、勇”,“恭、宽、

信、敏、惠”和“温、良、恭、俭、让”等道德品质的范畴体系。

[33] 正确答案.A

[33] 难易度.易

[33] 选项数.4

[33] A.仁

[33] B.智

[33] C.勇

[33] D.恭

[34] 题型.单选题

[34] 题干.心理状态受（）等整个为主体所感知的事物及其环境的

很大制约作用。

[34] 正确答案.D

[34] 难易度.中

[34] 选项数.4

[34] A.客体

[34] B.客体的背景



[34] C.客体的关系

[34] D.以上都是

[35] 题型.判断题

[35] 题干.当主体进入或处于某种心理状态时，若无必要强度量级

的动因起作用并达到改变原心理状态的临界度以上，原来的心理状态

就会持续稳定或长或短的时间，至于某一心理状态能持续多长时间，

就要取决于许多可能起作用的相关因素及其力量的组合与对比，其重

要的一个因素是该心理状态下各心理过程或心理活动的强度。

[35] 正确答案.A

[35] 难易度.易

[35] 选项数.2

[35] A.正确

[35] B.错误

[36] 题型.判断题

[36] 题干.任何心理状态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时可能由于种

种无法避免的内外动因的作用而发生量变和质变。

[36] 正确答案.A

[36] 难易度.易

[36] 选项数.2

[36] A.正确

[36] B.错误

[37] 题型.判断题

[37] 题干.从整体上看，心理状态虽然不如心理过程那样流动，具

有一定时间的延续性，但也不像个性心理特征那样具有时间上与情境

上的一贯性。

[37] 正确答案.A

[37] 难易度.易



[37] 选项数.2

[37] A.正确

[37] B.错误

[38] 题型.判断题

[38] 题干.心理状态往往与某种情景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

一定的情景或受到情景的一定影响

[38] 正确答案.A

[38] 难易度.易

[38] 选项数.2

[38] A.正确

[38] B.错误

[39] 题型.判断题

[39] 题干.一个健全的心态比百种智慧更有力量。

[39] 正确答案.A

[39] 难易度.易

[39] 选项数.2

[39] A.正确

[39] B.错误

[40] 题型.判断题

[40] 题干.心理过程是不断变化着的、暂时性的，个性心理特征是

稳固的，而心理状态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既有暂时性，又有稳固

性，是心理过程与个性心理特征统一的表现。

[40] 正确答案.A

[40] 难易度.易

[40] 选项数.2

[40] A.正确

[40] B.错误



[41] 题型.判断题

[41] 题干.道德意识引起并调节人们相应的道德行为，道德行为实

现、巩固和深化人们相应的道德意识，二者综合构成一个人的道德品

质状况

[41] 正确答案.A

[41] 难易度.易

[41] 选项数.2

[41] A.正确

[41] B.错误

[42] 题型.填空题

[42] 题干.（）指的是衡量行为正当的观念标准

[42] 正确答案.A

[42] 难易度.易

[42] 选项数.1

[42] A.道德品质

[43] 题型.单选题

[43] 题干.（）是指个人所偏爱使用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叫认知方

式。

[43] 正确答案.B

[43] 难易度.中

[43] 选项数.4

[43] A.认知过程

[43] B.认知风格

[43] C.认知能力

[43] D.认知策略



[44] 题型.单选题

[44] 题干.（）是指人脑加工、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即我们一

般所讲的智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等。

[44] 正确答案.C

[44] 难易度.易

[44] 选项数.4

[44] A.认知过程

[44] B.认知风格

[44] C.认知能力

[44] D.认知策略

[45] 题型.单选题

[45] 题干.（）是指导认知活动的计划、方案、技巧或窍门。

[45] 正确答案.D

[45] 难易度.易

[45] 选项数.4

[45] A.认知过程

[45] B.认知风格

[45] C.认知能力

[45] D.认知策略

[49] 题型.名词解释

[49] 题干.认知

[49] 正确答案.A

[49] 难易度.易

[49] 选项数.1



[49] A.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

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

[50] 题型.判断题

[50] 题干.一般说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感觉、知觉)、思维

(想象、联想、思考)等都是认识活动。认识过程是主观客观化的过程，

即主观反映客观，使客观表现在主观中。

[50] 正确答案.A

[50] 难易度.易

[50] 选项数.2

[50] A.正确

[50] B.错误

[51] 题型.判断题

[51] 题干.人的认知能力与人的认识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认

知是人的认识过程的一种产物。

[51] 正确答案.A

[51] 难易度.易

[51] 选项数.2

[51] A.正确

[51] B.错误

[52] 题型.填空题

[52] 题干.具体来说，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开始于感觉

与（）。

[52] 正确答案.A

[52] 难易度.中

[52] 选项数.1

[52] A.知觉



[53] 题型.填空题

[53] 题干.人脑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

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

程，也就是()。

[53] 正确答案.A

[53] 难易度.易

[53] 选项数.1

[53] A.认知过程

[54] 题型.填空题

[54] 题干.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主要依赖于

人的（）。

[54] 正确答案.A

[54] 难易度.易

[54] 选项数.1

[54] A.认知能力

[55] 题型.单选题

[55] 题干.价值澄清法包括（）个阶段七个子过程。

[55] 正确答案.C

[55] 难易度.中

[55] 选项数.4

[55] A.1

[55] B.2

[55] C.3

[55] D.4

[57] 题型.判断题

[57] 题干.传统价值观教育方法主要是说教、限制选择、奖励和惩



罚、榜样和模仿。

[57] 正确答案.A

[57] 难易度.易

[57] 选项数.2

[57] A.正确

[57] B.错误

[58] 题型.判断题

[58] 题干.价值澄清，又译为价值观辨析法。

[58] 正确答案.A

[58] 难易度.易

[58] 选项数.2

[58] A.正确

[58] B.错误

[59] 题型.判断题

[59] 题干.值澄清法强调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获得价值观的一种

过程。

[59] 正确答案.A

[59] 难易度.易

[59] 选项数.2

[59] A.正确

[59] B.错误

[60] 题型.单选题

[60] 题干.对（）来说，社会化是一个社会适应的过程

[60] 正确答案.A

[60] 难易度.易

[60] 选项数.4

[60] A.个体



[60] B.社会

[60] C.人际

[60] D.心理学

[61] 题型.单选题

[61] 题干.对（）而言，社会化是一个约束和控制的过程

[61] 正确答案.B

[61] 难易度.易

[61] 选项数.4

[61] A.个体

[61] B.社会

[61] C.人际

[61] D.心理学

[62] 题型.单选题

[62] 题干.社会化特点 ()

[62] 正确答案.D

[62] 难易度.易

[62] 选项数.4

[62] A.社会强制性

[62] B.主观能动性

[62] C.毕生持续性

[62] D.以上都是

[63] 题型.单选题

[63] 题干.（）它发生在个体生命的早期，即婴儿至青少年时期的

社会化

[63] 正确答案.A

[63] 难易度.中

[63] 选项数.4



[63] A.基本社会化或早期社会化

[63] B.继续社会化或发展社会化

[63] C.再社会化

[63] D.反向社会化

[64] 题型.单选题

[64] 题干.（）是指现实生活中，许多成人在生活不断出现新情

况、新内容时，诸如家庭的建立、工作的调动、经济生活和业余生活

的变更、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的变化、知识和技能的更新等，往往感

到不适应，从而导致自己的认知与行为难以与环境和社会的要求相协

调。

[64] 正确答案.B

[64] 难易度.易

[64] 选项数.4

[64] A.基本社会化或早期社会化

[64] B.继续社会化或发展社会化

[64] C.再社会化

[64] D.反向社会化

[65] 题型.单选题

[65] 题干.（）它是指个体从原有的生活方式向另一种新的生活方

式转变、适应和内化的过程。

[65] 正确答案.C

[65] 难易度.中

[65] 选项数.4

[65] A.基本社会化或早期社会化

[65] B.继续社会化或发展社会化

[65] C.再社会化

[65] D.反向社会化



[66] 题型.单选题

[66] 题干.教育目的与（）是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总与分的

关系，依次为: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课程目标──教学目标。

[66] 正确答案.D

[66] 难易度.易

[66] 选项数.4

[66] A.培养目标

[66] B.课程目标

[66] C.教学目标

[66] D.以上都是

[67] 题型.单选题

[67] 题干.教育方针是国家根据政治、经济的要求，为实现教育目

的所规定的有关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 它是教育政策的总概括，其内

容包括（）等

[67] 正确答案.D

[67] 难易度.易

[67] 选项数.4

[67] A.教育指导思想

[67] B.培养人才的总体规格

[67] C.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

[67] D.以上都是

[69] 题型.名词解释

[69] 题干.教育目的

[69] 正确答案.A

[69] 难易度.易

[69] 选项数.1

[69] A.教育目的是培养人的总目标。关系到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什



么样的社会角色和具有什么样素质的根本性质问题。是教育实践活动

的出发点。根据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需要和人自身发展的

需要来确定。

[70] 题型.判断题

[70] 题干.在历史上，因社会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思想不同

而异。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

[70] 正确答案.A

[70] 难易度.易

[70] 选项数.2

[70] A.正确

[70] B.错误

[71] 题型.判断题

[71] 题干.古希腊雅典教育要求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斯巴达教育

要求培养骁勇善战的人。中国封建社会要求培养明人伦的士大夫。

[71] 正确答案.A

[71] 难易度.易

[71] 选项数.2

[71] A.正确

[71] B.错误

[74] 题型.判断题

[74] 题干.教育目的不同于教育方针。

[74] 正确答案.A

[74] 难易度.易

[74] 选项数.2



[74] A.正确

[74] B.错误

[75] 题型.判断题

[75] 题干.教育目的不同于培养目标和专业培养规格。教育目的是

对各级各类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的总体要求，而培养目标、专业培养

规格是某一层次、类别教育或某一专业的具体要求。

[75] 正确答案.A

[75] 难易度.易

[75] 选项数.2

[75] A.正确

[75] B.错误

[76] 题型.判断题

[76] 题干.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

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76] 正确答案.A

[76] 难易度.易

[76] 选项数.2

[76] A.正确

[76] B.错误

[77] 题型.判断题

[77] 题干.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教育目的各不

相同。

[77] 正确答案.A

[77] 难易度.易

[77] 选项数.2



[77] A.正确

[77] B.错误

[78] 题型.判断题

[78] 题干.教育目的往往是抽象的、概括的，而非具体的、特殊

的。

[78] 正确答案.A

[78] 难易度.易

[78] 选项数.2

[78] A.正确

[78] B.错误

[79] 题型.判断题

[79] 题干.从教育发展史来看，教育的目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

不断变化，大致上有两种倾向:①强调教育的社会制约作用，主张从社

会发展的需要来确定教育目的。②强调人的自我发展，认为应从儿童

内在的自然潜力出发来考虑教育目的。此外，也有主张确定教育目的

应兼顾社会需要和人的发展两个方面的。

[79] 正确答案.A

[79] 难易度.易

[79] 选项数.2

[79] A.正确

[79] B.错误

[80] 题型.判断题

[80] 题干.教育目的的表达总渗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

求，反映着人们对理想人生、理想社会的看法与理解，它带有很强的

超越现实生活的性质

[80] 正确答案.A

[80] 难易度.易



[80] 选项数.2

[80] A.正确

[80] B.错误

[81] 题型.填空题

[81] 题干.()是指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的质量和规格的总要求，即解决

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81] 正确答案.A

[81] 难易度.易

[81] 选项数.1

[81] A.教育目的

[85] 题型.判断题

[85] 题干.通过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培养

学生的信息素养。

[85] 正确答案.A

[85] 难易度.易

[85] 选项数.2

[85] A.正确

[85] B.错误

[86] 题型.判断题

[86] 题干.在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实验操作学习是常见的一种教学

和学习方法。

[86] 正确答案.A

[86] 难易度.易

[86] 选项数.2



[86] A.正确

[86] B.错误

[87] 题型.简答题

[87] 题干.简述学生信息技术学习能力构成：

[87] 正确答案.A

[87] 难易度.难

[87] 选项数.1

[87] A.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探究学习能力；实验操作能

力。

[88] 题型.单选题

[88] 题干.教师即研究者成为信息时代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要

求。

[88] 正确答案.C

[88] 难易度.中

[88] 选项数.4

[88] A.主要

[88] B.重要

[88] C.必然

[88] D.偶然

[90] 题型.判断题

[90] 题干.教师生活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可以说是幸运的,因为其专

业发展有信息技术的强大支持。

[90] 正确答案.A

[90] 难易度.易

[90] 选项数.2



[90] A.正确

[90] B.错误

[91] 题型.判断题

[91] 题干.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不能提高信息技术教学质量。

[91] 正确答案.B

[91] 难易度.易

[91] 选项数.2

[91] A.正确

[91] B.错误

[92] 题型.判断题

[92] 题干.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有利于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探索

信息技术教学的方法和途径。

[92] 正确答案.A

[92] 难易度.易

[92] 选项数.2

[92] A.正确

[92] B.错误

[93] 题型.简答题

[93] 题干.教学反思的含义

[93] 正确答案.A

[93] 难易度.难

[93] 选项数.1

[93] A.教学反思是指教师正确教育学实践的再认识，再考虑，并以

此来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94] 题型.单选题

[94] 题干.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折射着社会的一般伦理



规范，同时又反映着教育活动独特的伦理矛盾，因此师生关系也表现

为一种鲜明的（）。

[94] 正确答案.A

[94] 难易度.易

[94] 选项数.4

[94] A.伦理关系

[94] B.心理关系

[94] C.教育关系

[94] D.以上都是

[95] 题型.单选题

[95] 题干.师生之间不仅有正式的教育关系，还有因情感的交往和

交流而形成的()

[95] 正确答案.B

[95] 难易度.易

[95] 选项数.4

[95] A.伦理关系

[95] B.心理关系

[95] C.教育关系

[95] D.以上都是

[96] 题型.单选题

[96] 题干.（）是师生关系中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是师生关系的

核心。

[96] 正确答案.C

[96] 难易度.中

[96] 选项数.4

[96] A.伦理关系

[96] B.心理关系



[96] C.教育关系

[96] D.以上都是

[97] 题型.名词解释

[97] 题干.师生关系

[97] 正确答案.A

[97] 难易度.易

[97] 选项数.1

[97] A.师生关系是指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

系，包括彼此所处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对待的态度等。它是一种特殊

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是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教育目标，以各自独特

的身份和地位通过教与学的直接交流活动而形成的多性质、多层次的

关系体系，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是顺利完成教学任务的必要手段，而

且是师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价值、生命意义的具体体现。

[98] 题型.判断题

[98] 题干.教育关系是师生关系中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是师生关

系的核心。

[98] 正确答案.A

[98] 难易度.易

[98] 选项数.2

[98] A.正确

[98] B.错误

[99] 题型.判断题

[99] 题干.教不严师之惰，一般来说，在教育活动中，教师是促进

者、组织者和研究者，而学生一般是参与者、学习者，同时又是学习

的主人和自我教育的主体。

[99] 正确答案.B

[99] 难易度.易



[99] 选项数.2

[99] A.正确

[99] B.错误

[100] 题型.单选题

[100] 题干.（）它是指年青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前辈的过程。

[100] 正确答案.D

[100] 难易度.易

[100] 选项数.4

[100] A.基本社会化或早期社会化

[100] B.继续社会化或发展社会化

[100] C.再社会化

[100] D.反向社会化

[105] 题型.名词解释

[105] 题干.社会化

[105] 正确答案.A

[105] 难易度.易

[105] 选项数.1

[105] A.社会化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学习和掌握知

识、技能、语言、规范、价值观等社会行为方式和人格特征，适应社

会并积极作用于社会、创造新文化的过程。

[106] 题型.判断题

[106] 题干.社会化它是人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社会化，个

体学习社会中的标准、规范，价值和所期望的行为。



[106] 正确答案.A

[106] 难易度.易

[106] 选项数.2

[106] A.正确

[106] B.错误

[107] 题型.判断题

[107] 题干.社会化是个体走向社会公共生活，融入现实社会的起

点。

[107] 正确答案.A

[107] 难易度.易

[107] 选项数.2

[107] A.正确

[107] B.错误

[108] 题型.判断题

[108] 题干.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在社会文化的熏陶下，使自然人

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

[108] 正确答案.A

[108] 难易度.易

[108] 选项数.2

[108] A.正确

[108] B.错误

[109] 题型.判断题

[109] 题干.个体出生后便置身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总是以

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途径影响、作用于个体的身心发展

[109] 正确答案.A

[109] 难易度.易

[109] 选项数.2



[109] A.正确

[109] B.错误

[110] 题型.填空题

[110] 题干.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通过各种直接和()的方式

进行的。

[110] 正确答案.A

[110] 难易度.中

[110] 选项数.1

[110] A.间接

[111] 题型.单选题

[111] 题干.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指主体对自身的意识。它

包括对自身机体及其状态的意识，对自己肢体活动状态的意识，对自

己的（）心理活动的意识。

[111] 正确答案.D

[111] 难易度.易

[111] 选项数.4

[111] A.思维

[111] B.情感

[111] C.意志

[111] D.以上都是

[112] 题型.单选题

[112] 题干.（）是指个人对自己生理属性的意识，包括个体对自己

的身高、体重、外貌、身材等方面的意识等。

[112] 正确答案.A

[112] 难易度.中

[112] 选项数.4

[112] A.生理自我



[112] B.心理自我

[112] C.社会自我

[112] D.以上都是

[113] 题型.单选题

[113] 题干.（）就是个人对自己心理属性的意识，包括个人对自己

的人格特征、心理状态、心理过程及其行为表现等方面的意识

[113] 正确答案.B

[113] 难易度.易

[113] 选项数.4

[113] A.生理自我

[113] B.心理自我

[113] C.社会自我

[113] D.以上都是

[116] 题型.简答题

[116] 题干.自我意识是人对自己身心状态及对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

系的意识。自我意识包括哪三个层次：

[116] 正确答案.A

[116] 难易度.中

[116] 选项数.1

[116] A.对自己及其状态的认识；对自己肢体活动状态的认识；对

自己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认识。

[117] 题型.名词解释

[117] 题干.自我意识

[117] 正确答案.A

[117] 难易度.易



[117] 选项数.1

[117] A.自我意识也称自我，指的是个体对自己的各种身心状态的

认识、体验和愿望。它具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等特点，它对人格的形

成、发展起着调节、监控和矫正的作用。

[118] 题型.判断题

[118] 题干.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是个体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是个性

特征形成的过程。

[118] 正确答案.A

[118] 难易度.易

[118] 选项数.2

[118] A.正确

[118] B.错误

[119] 题型.判断题

[119] 题干.自我意识是人的个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性结构

中的自我调节系统。

[119] 正确答案.A

[119] 难易度.易

[119] 选项数.2

[119] A.正确

[119] B.错误

[120] 题型.判断题

[120] 题干.意识性是指个体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有着

清晰、明确的理解和自觉的态度，而不是无意识或潜意识。从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自我意识是主体我对客体我的一切主观能

动的反映。

[120] 正确答案.A

[120] 难易度.易



[120] 选项数.2

[120] A.正确

[120] B.错误

[121] 题型.判断题

[121] 题干.从形式上看，自我意识表现为认知的、情感的、意志的

三种形式，分别称为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调控

[121] 正确答案.A

[121] 难易度.易

[121] 选项数.2

[121] A.正确

[121] B.错误

[122] 题型.判断题

[122] 题干.自我意识的发展，经历了婴儿期、幼儿期、童年期、少

年期、逆反期、青年期、中年期等阶段，在每一阶段，人的自我意识

都呈现出不同特点。

[122] 正确答案.A

[122] 难易度.易

[122] 选项数.2

[122] A.正确

[122] B.错误

[123] 题型.单选题

[123] 题干.（）是指人脑加工、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即我们一

般所讲的智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等。

[123] 正确答案.C

[123] 难易度.易

[123] 选项数.4

[123] A.认知过程



[123] B.认知风格

[123] C.认知能力

[123] D.认知策略

[124] 题型.单选题

[124] 题干.人们通过感知觉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在刺激物停止作用

之后，并没有马上消失，它还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并在需要时能再

现出来。这种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就叫（）。

[124] 正确答案.A

[124] 难易度.中

[124] 选项数.4

[124] A.记忆

[124] B.思维

[124] C.语言活动

[124] D.认知策略

[125] 题型.单选题

[125] 题干.人不仅能直接感知个别、具体的事物，认识事物的表面

联系和关系，还能运用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间接、概括地认识

事物，揭露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形成对事物的概念，

进行推理和判断，解决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

[125] 正确答案.B

[125] 难易度.易

[125] 选项数.4

[125] A.记忆

[125] B.思维

[125] C.语言活动

[125] D.认知策略



[126] 题型.单选题

[126] 题干.人们还能利用语言把自己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

成果与别人进行交流，接受别人的经验，这就是（）。

[126] 正确答案.C

[126] 难易度.易

[126] 选项数.4

[126] A.记忆

[126] B.思维

[126] C.语言活动

[126] D.认知策略

[128] 题型.名词解释

[128] 题干.认知

[128] 正确答案.A

[128] 难易度.易

[128] 选项数.1

[128] A.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

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

维、想像和语言等

[129] 题型.判断题

[129] 题干.人的认知能力与人的认识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认

知是人的认识过程的一种产物。

[129] 正确答案.A

[129] 难易度.易

[129] 选项数.2

[129] A.正确

[129] B.错误



[130] 题型.填空题

[130] 题干.()，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

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

[130] 正确答案.A

[130] 难易度.易

[130] 选项数.1

[130] A.认知

[131] 题型.单选题

[131] 题干.（）是指个人所偏爱使用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叫认知方

式。

[131] 正确答案.B

[131] 难易度.中

[131] 选项数.4

[131] A.认知过程

[131] B.认知风格

[131] C.认知能力

[131] D.认知策略

[132] 题型.单选题

[132] 题干.（）是对事物的整体及其联系与关系的认识，如看到一

面红旗、听到一阵嘈杂的人声、摸到一件轻柔的毛衣等

[132] 正确答案.B

[132] 难易度.易

[132] 选项数.4

[132] A.感觉

[132] B.知觉

[132] C.记忆

[132] D.思维



[136] 题型.判断题

[136] 题干.一般说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感觉、知觉)、思维

(想象、联想、思考)等都是认识活动。认识过程是主观客观化的过程，

即主观反映客观，使客观表现在主观中。

[136] 正确答案.A

[136] 难易度.易

[136] 选项数.2

[136] A.正确

[136] B.错误

[137] 题型.判断题

[137] 题干.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用语，指个体接受、编码、贮

存、提取和使用信息的过程。

[137] 正确答案.A

[137] 难易度.易

[137] 选项数.2

[137] A.正确

[137] B.错误

[138] 题型.判断题

[138] 题干.认知风格是指个人所偏爱使用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叫认

知方式。

[138] 正确答案.A

[138] 难易度.易

[138] 选项数.2

[138] A.正确

[138] B.错误



[139] 题型.填空题

[139] 题干.人们通过感知觉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在刺激物停止作用

之后，并没有马上消失，它还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并在需要时能再

现出来。这种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就叫（）。

[139] 正确答案.A

[139] 难易度.易

[139] 选项数.1

[139] A.记忆

[140] 题型.单选题

[140] 题干.传统上指认识过程，指人脑以()等形式反映客观事物特

性及其关系的心理过程

[140] 正确答案.D

[140] 难易度.易

[140] 选项数.4

[140] A.感知

[140] B.记忆

[140] C.思维

[140] D.以上都是

[141] 题型.单选题

[141] 题干.认知能力是指人脑加工、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即我

们一般所讲的智力，如（）。

[141] 正确答案.D

[141] 难易度.中

[141] 选项数.4

[141] A.观察力

[141] B.记忆力



[141] C.想像力

[141] D.以上都是

[142] 题型.单选题

[142] 题干.们认识客观世界，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主要依赖于人

的（）

[142] 正确答案.C

[142] 难易度.中

[142] 选项数.4

[142] A.认知过程

[142] B.认知风格

[142] C.认知能力

[142] D.认知策略

[145] 题型.判断题

[145] 题干.人脑的信息加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瞬间进行多种

操作，为了顺利地加工大量的信息，人只能按照一定的策略在每一时

刻选择特定的信息进行操作，并将整个认知过程的大量操作组织起

来。因此，认知策略对认知活动的有效进行是十分重要的。

[145] 正确答案.A

[145] 难易度.易

[145] 选项数.2

[145] A.正确

[145] B.错误

[146] 题型.判断题

[146] 题干.认知，指通过思维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

象）获取知识。习惯上将认知与情感、意志相对应。



[146] 正确答案.A

[146] 难易度.易

[146] 选项数.2

[146] A.正确

[146] B.错误

[147] 题型.判断题

[147] 题干.认识和感知。《文史知识》1989 年第 9 期：“通过言

语、色彩、形体或印象，去理解、体验与表达个别的、具体的事物中

的一般意义，以与人、社会、自然和宇宙之最一般或最本质的方面，

建立认知的、道德的与审美的联系。”

[147] 正确答案.A

[147] 难易度.易

[147] 选项数.2

[147] A.正确

[147] B.错误

[148] 题型.判断题

[148] 题干.人的认知能力与人的认识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是

人的认识过程的一种产物

[148] 正确答案.A

[148] 难易度.易

[148] 选项数.2

[148] A.正确

[148] B.错误

[149] 题型.判断题

[149] 题干.认知是个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活动。感觉、知

觉、记忆、想象、思维等认知活动按照一定的关系组成一定的功能系

统，从而实现对个体认识活动的调节作用。



[149] 正确答案.A

[149] 难易度.易

[149] 选项数.2

[149] A.正确

[149] B.错误

[150] 题型.判断题

[150] 题干.在个体与环境的作用过程中，个体认知的功能系统不断

发展，并趋于完善。

[150] 正确答案.A

[150] 难易度.易

[150] 选项数.2

[150] A.正确

[150] B.错误

[153] 题型.名词解释

[153] 题干.认知领域

[153] 正确答案.A

[153] 难易度.中

[153] 选项数.1

[153] A.认知领域是指包括有关知识的回忆或再认以及理智能力和

技能的形成等方面的目的情感领域。

[154] 题型.判断题

[154] 题干.认知学习理论，是通过研究人的认知过程来探索学习规

律的学习理论。

[154] 正确答案.A

[154] 难易度.易



[154] 选项数.2

[154] A.正确

[154] B.错误

[155] 题型.判断题

[155] 题干.人们对外界信息的感知、注意、理解是有选择性的以及

学习的质量取决于效果

[155] 正确答案.A

[155] 难易度.易

[155] 选项数.2

[155] A.正确

[155] B.错误

[156] 题型.填空题

[156] 题干.认知领域的教学目标分为知识、领会、应用、分析、综

合和评价等六个层次，形成（）的阶梯。

[156] 正确答案.A

[156] 难易度.中

[156] 选项数.1

[156] A.接受学习

[156] B.发现学习

[156] C.机械学习

[156] D.有意义的学习

[160] 题型.判断题

[160] 题干.一般认为，认知学习理论发端于早期认知理论的代表学

派－格式塔心理学的顿悟说。但是，认知学习理论的真正形成却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

[160] 正确答案.A

[160] 难易度.易

[160] 选项数.2

[160] A.正确

[160] B.错误

[161] 题型.判断题

[161] 题干.行为学习理论认为复杂行为是建立在条件联系上的复合

反应。

[161] 正确答案.A

[161] 难易度.易

[161] 选项数.2

[161] A.正确

[161] B.错误

[162] 题型.判断题

[162] 题干.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发展，直

接影响到了认知学习理论的产生与取向

[162] 正确答案.A

[162] 难易度.易

[162] 选项数.2

[162] A.正确

[162] B.错误

[163] 题型.填空题

[163] 题干.根据学生进行学习的方式，把学生的学习分为接受学习

和()

[163] 正确答案.A

[163] 难易度.中



[163] 选项数.1

[163] A.发现学习

[164] 题型.单选题

[164] 题干.一个人的人格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

[164] 正确答案.D

[164] 难易度.易

[164] 选项数.4

[164] A.知

[164] B.情

[164] C.意

[164] D.以上都是

[165] 题型.单选题

[165] 题干.一个人的人格是在()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

[165] 正确答案.D

[165] 难易度.易

[165] 选项数.4

[165] A.遗传

[165] B.环境

[165] C.教育

[165] D.以上都是

[168] 题型.判断题

[168] 题干.人格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统一

的一致性，受自我意识的调控。人格统合性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

[168] 正确答案.A

[168] 难易度.易



[168] 选项数.2

[168] A.正确

[168] B.错误

[172] 题型.判断题

[172] 题干.通过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培养

学生的信息素养。

[172] 正确答案.A

[172] 难易度.易

[172] 选项数.2

[172] A.正确

[172] B.错误

[173] 题型.判断题

[173] 题干.在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实验操作学习是常见的一种教学

和学习方法。

[173] 正确答案.A

[173] 难易度.易

[173] 选项数.2

[173] A.正确

[173] B.错误

[174] 题型.简答题

[174] 题干.简述学生信息技术学习能力构成：

[174] 正确答案.A

[174] 难易度.难

[174] 选项数.1



[174] A.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探究学习能力；实验操作

能力。

[175] 题型.单选题

[175] 题干.教师即研究者成为信息时代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要

求。

[175] 正确答案.C

[175] 难易度.中

[175] 选项数.4

[175] A.主要

[175] B.重要

[175] C.必然

[175] D.偶然

[177] 题型.判断题

[177] 题干.教师生活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可以说是幸运的,因为其专

业发展有信息技术的强大支持。

[177] 正确答案.A

[177] 难易度.易

[177] 选项数.2

[177] A.正确

[177] B.错误

[178] 题型.判断题

[178] 题干.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不能提高信息技术教学质量。

[178] 正确答案.B

[178] 难易度.易

[178] 选项数.2



[178] A.正确

[178] B.错误

[179] 题型.判断题

[179] 题干.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有利于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探索

信息技术教学的方法和途径。

[179] 正确答案.A

[179] 难易度.易

[179] 选项数.2

[179] A.正确

[179] B.错误

[180] 题型.简答题

[180] 题干.教学反思的含义

[180] 正确答案.A

[180] 难易度.难

[180] 选项数.1

[180] A.教学反思是指教师正确教育学实践的再认识，再考虑，并

以此来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181] 题型.单选题

[181] 题干.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折射着社会的一般伦理

规范，同时又反映着教育活动独特的伦理矛盾，因此师生关系也表现

为一种鲜明的（）。

[181] 正确答案.A

[181] 难易度.易

[181] 选项数.4

[181] A.伦理关系

[181] B.心理关系



[181] C.教育关系

[181] D.以上都是

[182] 题型.单选题

[182] 题干.（）是指以人的社会文化需要为基础，在社会生活环境

中通过学习和经验而产生的动机。它是直接推动个体活动达到一定目

的的内部动力、内部刺激，是个人行为的直接原因。

[182] 正确答案.D

[182] 难易度.中

[182] 选项数.4

[182] A.社会认知

[182] B.社会角色

[182] C.自我意识

[182] D.社会动机

[183] 题型.单选题

[183] 题干.（）是指由个体内在需要引起的动机。由于个体对活动

本身感到有兴趣，从活动中个体能得到满足，得到奖励和报酬，因此

活动本身成为个体从事该活动的推动力。如学生由于认识到学习的意

义或对学习有兴趣，因而积极主动地学习。

[183] 正确答案.A

[183] 难易度.中

[183] 选项数.4

[183] A.内在动机

[183] B.外在动机

[183] C.社会认知

[183] D.社会角色

[184] 题型.单选题

[184] 题干.()是相对手内在动机而言的。它是个体在外界的要求与



外力的作用下产生的行为动机。个体参加某种活动的动力不是基于对

此活动本身的兴趣，而是由活动以外的刺激（如外在的奖励或压力）

诱发的

[184] 正确答案.B

[184] 难易度.易

[184] 选项数.4

[184] A.内在动机

[184] B.外在动机

[184] C.社会认知

[184] D.社会角色

[185] 题型.名词解释

[185] 题干.社会动机

[185] 正确答案.A

[185] 难易度.易

[185] 选项数.1

[185] A.社会动机是指以人的社会文化需要为基础，在社会生活环

境中通过学习和经验而产生的动机。它是直接推动个体活动达到一定

目的的内部动力、内部刺激，是个人行为的直接原因

[186] 题型.判断题

[186] 题干.个体的一切活动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激起，并指向一定的

目标。动机既是个人行为的动力，也是引起人们活动的直接原因。

[186] 正确答案.A

[186] 难易度.易

[186] 选项数.2

[186] A.正确

[186] B.错误



[187] 题型.判断题

[187] 题干.社会动机就是以人的社会文化需要为基础，在社会生活

环境中通过学习和经验而获得的。

[187] 正确答案.A

[187] 难易度.易

[187] 选项数.2

[187] A.正确

[187] B.错误

[188] 题型.填空题

[188] 题干.（）则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动机由需要所激发，

是由一定目标或对象引起、维持和推动个体活动以达到目标的内部动

力。

[188] 正确答案.A

[188] 难易度.易

[188] 选项数.1

[188] A.动机

[189] 题型.填空题

[189] 题干.（）是个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表现为个体对内

部环境或外在生活条件的一种稳定的要求，并成为引发个体活动的原

动力

[189] 正确答案.A

[189] 难易度.易

[189] 选项数.1

[189] A.需要

[190] 题型.单选题

[190] 题干.（）是个人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作出推

测和判断的过程。



[190] 正确答案.C

[190] 难易度.中

[190] 选项数.4

[190] A.内在动机

[190] B.外在动机

[190] C.社会认知

[190] D.社会角色

[191] 题型.单选题

[191] 题干.社会认知对象的范围很广，包括()。

[191] 正确答案.D

[191] 难易度.易

[191] 选项数.4

[191] A.对他人表情的认知

[191] B.对他人性格的认知

[191] C.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

[191] D.以上都是

[192] 题型.单选题

[192] 题干.（）是指人们是根据刺激物的社会意义的性质及其价值

大小，而有选择地进行社会认知的。

[192] 正确答案.A

[192] 难易度.易

[192] 选项数.4

[192] A.认知选择性

[192] B.认知反应显著性

[192] C.行为自我控制

[192] D.以上都不是



[193] 题型.单选题

[193] 题干.（）这主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刺激下，个人心理状态、

情感、动机所发生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随着个人对社会刺激的意义

所理解的程度而转移。

[193] 正确答案.B

[193] 难易度.易

[193] 选项数.4

[193] A.认知选择性

[193] B.认知反应显著性

[193] C.行为自我控制

[193] D.以上都不是

[194] 题型.单选题

[194] 题干.（）这是自我意识发挥作用的结果，它使个人的认知体

验不被他人所觉察，从而使个体与外界环境保持平衡

[194] 正确答案.C

[194] 难易度.易

[194] 选项数.4

[194] A.认知选择性

[194] B.认知反应显著性

[194] C.行为自我控制

[194] D.以上都不是

[195] 题型.判断题

[195] 题干.社会认知是个体行为的基础，个体的社会行为是社会认

知过程中作出各种裁决的结果。

[195] 正确答案.A

[195] 难易度.易

[195] 选项数.2



[195] A.正确

[195] B.错误

[196] 题型.判断题

[196] 题干.会认知的过程既是根据认知者的过去经验及对有关线索

的分析而进行的，又必须通过认知者的思维活动（包括某种程度上的

信息加工、推理、分类和归纳）来进行。

[196] 正确答案.A

[196] 难易度.易

[196] 选项数.2

[196] A.正确

[196] B.错误

[197] 题型.判断题

[197] 题干.社会认知是个人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意向等

作出推测与判断的过程。

[197] 正确答案.A

[197] 难易度.易

[197] 选项数.2

[197] A.正确

[197] B.错误

[198] 题型.判断题

[198] 题干.人是一种富有表情的社会人，人的表情是反映其身心状

态的一种客观指标。

[198] 正确答案.A

[198] 难易度.易

[198] 选项数.2

[198] A.正确

[198] B.错误



[199] 题型.填空题

[199] 题干.（），也称认知风格，是指人们在认知活动中所偏爱的

信息加工方式。

[199] 正确答案.A

[199] 难易度.中

[199] 选项数.1

[199] A.认知方式

[200] 题型.填空题

[200] 题干.（），主要是指对他人表情的认知，对他人性格的认

知，对人与人关系的认知，对人的行为原因的认知。

[200] 正确答案.A

[200] 难易度.易

[200] 选项数.1

[200] A.社会认知

教育学概论——'200' / ——'50-1' / ——'50-2' /

[1] 题型.单选题

[1] 题干.自我中心的改变对策

[1] 正确答案.A

[1] 难易度.中

[1] 选项数.4

[1] A.改变不正确的教养方式;采用有目的的教育教学活动，形成正

确的自我认识;体验合作，引导;集体游戏

[1] B.改变不良教养方式，培养独立性,提高独立生活和独自任务的

能力;循序渐进，鼓励探索行为;增强自信心

[1] C.改变不良教养方式;多参加社会活动，提供交往机会;不能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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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陌生人，要循序渐进，慢慢适应

[1] D.以上都不是

[2] 题型.单选题

[2] 题干.睡眠中短暂性惊扰症状，醒后不能回忆是指（）

[2] 正确答案.A

[2] 难易度.易

[2] 选项数.4

[2] A.夜惊

[2] B.梦游

[2] C.梦魇

[2] D.遗尿

[3] 题型.单选题

[3] 题干.（）要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背诵。理解得越深，越容易记

忆背诵。背诵课文要尽量运用意义记忆，即加强理解记忆。

[3] 正确答案.A

[3] 难易度.易

[3] 选项数.4

[3] A.理解记忆法

[3] B.快速诵读法

[3] C.提纲挈领法

[3] D.求同存异法

[4] 题型.单选题

[4] 题干.()单纯性诈病没有任何病性，完全伪装“不语”；扩张性

作诈病有一定真实病情，但缄默不是原有病情应有的表现。

[4] 正确答案.A

[4] 难易度.易

[4] 选项数.4



[4] A.诈病性缄默症

[4] B.抑郁症的缄默症

[4] C.妄想的缄默症

[4] D.选择性缄默症

[5] 题型.单选题

[5] 题干.（）是指个人所偏爱使用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叫认知方

式。

[5] 正确答案.B

[5] 难易度.中

[5] 选项数.4

[5] A.认知过程

[5] B.认知风格

[5] C.认知能力

[5] D.认知策略

[6] 题型.单选题

[6] 题干.价值澄清法包括（）个阶段七个子过程。

[6] 正确答案.C

[6] 难易度.中

[6] 选项数.4

[6] A.1

[6] B.2

[6] C.3

[6] D.4

[7] 题型.单选题

[7] 题干.关于价值澄清论说法正确的是()

[7] 正确答案.D

[7] 难易度.中



[7] 选项数.4

[7] A.它既表现为一种学说，一种注重发展人的自主能力的学说，

又表现为一种价值澄清或分析评价法，甚至更多地表现为方法，或是

通过方法来表现出它特有的理论意义。

[7] B.它是分析澄清价值观的过程，也是一个评价认同的过程

[7] C.它注意对各种价值观的分析，更注意对分析评价价值观能力

的培养。正由于这些特点，基尔申·鲍姆才有上述方法的归类的，他把

“评价过程”定义为“一种使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决定对自己以至社群

有正面价值的过程”。

[7] D.以上都是

[8] 题型.单选题

[8] 题干.（），它包括自由的选择、从多种选择项中进行选择，在

考虑后果后进行选择三个步骤

[8] 正确答案.A

[8] 难易度.易

[8] 选项数.4

[8] A.选择

[8] B.珍视

[8] C.行动

[8] D.以上都是

[9] 题型.单选题

[9] 题干.人们还能利用语言把自己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

果与别人进行交流，接受别人的经验，这就是（）。

[9] 正确答案.C

[9] 难易度.易

[9] 选项数.4

[9] A.记忆

[9] B.思维



[9] C.语言活动

[9] D.认知策略

[10] 题型.单选题

[10] 题干.（）是指个人所偏爱使用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叫认知方

式。

[10] 正确答案.B

[10] 难易度.中

[10] 选项数.4

[10] A.认知过程

[10] B.认知风格

[10] C.认知能力

[10] D.认知策略

[12] 题型.单选题

[12] 题干.们认识客观世界，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主要依赖于人

的（）

[12] 正确答案.C

[12] 难易度.中

[12] 选项数.4

[12] A.认知过程

[12] B.认知风格

[12] C.认知能力

[12] D.认知策略

[13] 题型.单选题

[13] 题干.态度是由()成分组成

[13] 正确答案.D

[13] 难易度.易



[13] 选项数.4

[13] A.认知

[13] B.情感

[13] C.行为倾向

[13] D.以上都是

[14] 题型.单选题

[14] 题干.()。据此可把心理状态和其发生的基础即活动相联系而加

以考察，可分为活动的动机和完成活动的能力两大类心理状态。

[14] 正确答案.B

[14] 难易度.中

[14] 选项数.4

[14] A.心理状态的主要构成成分

[14] B.人的心理在各种活动中的调节作用

[14] C.心理状态在不同的心理活动阶段和活动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

形式

[14] D.以上都不是

[15] 题型.单选题

[15] 题干.根据（），可将其划分为情绪的心理状态、意志的心理

状态、感知过程居多的状态、注意状态、积极的思维状态等

[15] 正确答案.B

[15] 难易度.中

[15] 选项数.4

[15] A.心理状态是否具有显著的周期性

[15] B.心理状态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理要素

[15] C.常态、异常

[15] D.整合过程的不同阶段



[16] 题型.单选题

[16] 题干.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道德与法律不同，它是依据

（）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主要依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

[16] 正确答案.D

[16] 难易度.易

[16] 选项数.4

[16] A.社会舆论

[16] B.传统文化

[16] C.生活习惯

[16] D.以上都是

[17] 题型.单选题

[17] 题干.历史上各种伦理学说都根据其所代表的社会或阶级的道

德原则和规范，提出相应的道德品质的范畴体系。 如中国古代的儒

家，提出了以 “仁”为核心的,包括（）等道德品质的范畴体系。

[17] 正确答案.D

[17] 难易度.易

[17] 选项数.4

[17] A.“智、仁、勇”

[17] B.“恭、宽、信、敏、惠”

[17] C.“温、良、恭、俭、让”

[17] D.以上都是



[33] 题型.简答题

[33] 题干.预习的好处

[33] 正确答案.A

[33] 难易度.中

[33] 选项数.1

[33] A.1）能发现自己知识上的薄弱环节，在上课前补上这部分的

知识，不使它成为听课时的“绊脚石”。这样，就会顺利理解新知

识。2）有利于听课时跟着老师讲课的思路走。对听课内容选择性强。

明确哪些知识应该放上主要精力，加强理解和消化；哪里应该重点记

笔记，做到心中有数。3）预习有利于弄清重点、难点所在，便于带着

问题听课与质疑。注意力集中到难点上。这样，疑惑易解，听起来轻

松、有味，思起来顺利主动，学习效果好。4）预习可以提高记笔记水

平。由于课前预习过，讲的内容和板书，心中非常清楚。上课时可以

不记或少记书上有的，着重记书上没有 We h

[34] 题型.简答题

[34] 题干.教师的工作怎么养成良好的安全工作习惯

[34] 正确答案.A

[34] 难易度.中

[34] 选项数.1

[34] A.（1）排查隐患的习惯（2）把幼儿活动揽在视野内的习惯



（3）转换场所、交接班时明确人数的习惯（4）养成收集事故案例的

习惯（5）养成安全教育习惯

[35] 题型.名词解释

[35] 题干.价值澄清模式

[35] 正确答案.A

[35] 难易度.易

[35] 选项数.1

[35] A.价值澄清模式是指路易斯·拉思斯(Louis Raths)等人针对美

国儿童在多元社会中必须面对多种价值观的选择而提出的理论。拉思

斯等人认为，由于社会上存在多种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说教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学生的价值认同，课堂上的价值观和实际生活中的价值观

不一致还会引起学生的怀疑和抵触。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教授价值

观的方法即价值澄清法，学生可通过学习一个价值观的过程来获得自

己的价值观

[36] 题型.名词解释

[36] 题干.认知领域

[36] 正确答案.A

[36] 难易度.中

[36] 选项数.1

[36] A.认知领域是指包括有关知识的回忆或再认以及理智能力和技

能的形成等方面的目的情感领域。

[37] 题型.判断题

[37] 题干.每次上课前要养成一个提前预习的好习惯

[37] 正确答案.A

[37] 难易度.易

[37] 选项数.2



[37] A.正确

[37] B.错误

[38] 题型.判断题

[38] 题干.学习方法，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因个人条件不同，时代

不同，环境不同，选取的方法也不同。

[38] 正确答案.A

[38] 难易度.易

[38] 选项数.2

[38] A.正确

[38] B.错误

[39] 题型.判断题

[39] 题干.缄默也是一种症状，指言语器官无器质性病变，智力发

育也无障碍而表现沉默不语

[39] 正确答案.A

[39] 难易度.易

[39] 选项数.2

[39] A.正确

[39] B.错误

[40] 题型.判断题

[40] 题干.抑郁症可以表现为木僵或喃喃自语，患者面容悲戚，有

时伴发阵发性焦虑，病情严重者绝对缄默。慢性病例表现虽如。

[40] 正确答案.A

[40] 难易度.易

[40] 选项数.2

[40] A.正确

[40] B.错误



[41] 题型.判断题

[41] 题干.“缄默”的高度选择性是本症特点。患儿智力发育正

常，韦氏儿童智力测验智商在 70 或 70 以上。起病多在 3～7 岁，女

性多见。

[41] 正确答案.A

[41] 难易度.易

[41] 选项数.2

[41] A.正确

[41] B.错误

[42] 题型.判断题

[42] 题干.单纯性诈病没有任何病性，完全伪装“不语”；扩张性

作诈病有一定真实病情，但缄默不是原有病情应有的表现。

[42] 正确答案.A

[42] 难易度.易

[42] 选项数.2

[42] A.正确

[42] B.错误

[43] 题型.判断题

[43] 题干.一般说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感觉、知觉)、思维

(想象、联想、思考)等都是认识活动。认识过程是主观客观化的过程，

即主观反映客观，使客观表现在主观中。

[43] 正确答案.A

[43] 难易度.易

[43] 选项数.2

[43] A.正确

[43] B.错误



[44] 题型.判断题

[44] 题干.人的认知能力与人的认识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认

知是人的认识过程的一种产物。

[44] 正确答案.A

[44] 难易度.易

[44] 选项数.2

[44] A.正确

[44] B.错误

[45] 题型.判断题

[45] 题干.传统价值观教育方法主要是说教、限制选择、奖励和惩

罚、榜样和模仿。

[45] 正确答案.A

[45] 难易度.易

[45] 选项数.2

[45] A.正确

[45] B.错误

[46] 题型.填空题

[46] 题干.常见的品行障碍是反复出现违反与其年龄相应的社会准

则或纪律，侵犯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行为，分为攻击型和（）。

[46] 正确答案.A

[46] 难易度.易

[46] 选项数.1

[46] A.非攻击型

[47] 题型.填空题

[47] 题干.常见的言语障碍是与神经系统发育、生活环境以及教育

学习条件密切相关，有（）和阶段性发育的特征，表现为言语发育迟

缓、缄默不语、鹦鹉学舌、语音语调特异变化、口吃



[47] 正确答案.A

[47] 难易度.易

[47] 选项数.1

[47] A.连续性

[48] 题型.填空题

[48] 题干.具体来说，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开始于感觉

与（）。

[48] 正确答案.A

[48] 难易度.中

[48] 选项数.1

[48] A.知觉

[49] 题型.填空题

[49] 题干.人脑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

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

程，也就是()。

[49] 正确答案.A

[49] 难易度.易

[49] 选项数.1

[49] A.认知过程

[50] 题型.填空题

[50] 题干.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主要依赖于

人的（）。

[50] 正确答案.A

[50] 难易度.易

[50] 选项数.1

[50] A.认知能力



教育学概论——'200' / ——'50-1' / ——'50-2' /

[1] 题型.单选题

[1] 题干.过度依赖的改变对策

[1] 正确答案.B

[1] 难易度.中

[1] 选项数.4

[1] A.改变不正确的教养方式;采用有目的的教育教学活动，形成正

确的自我认识;体验合作，引导;集体游戏

[1] B.改变不良教养方式，培养独立性,提高独立生活和独自任务的

能力;循序渐进，鼓励探索行为;增强自信心

[1] C.改变不良教养方式;多参加社会活动，提供交往机会;不能强迫

接触陌生人，要循序渐进，慢慢适应

[1] D.以上都不是

[2] 题型.单选题

[2] 题干.睡眠中爬起来活动，表情茫然，醒后不能回忆是指（）

[2] 正确答案.B

[2] 难易度.易

[2] 选项数.4

[2] A.夜惊

[2] B.梦游

[2] C.梦魇

[2] D.遗尿

[3] 题型.单选题

[3] 题干.（）是在朗读和默读的基础上熟悉书面材料的结果。在初

步理解文章后，要始而反复朗读，继而反复默读。只有熟读，才能加

深理解，才能成诵。

[3] 正确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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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难易度.易

[3] 选项数.4

[3] A.理解记忆法

[3] B.快速诵读法

[3] C.提纲挈领法

[3] D.求同存异法

[4] 题型.单选题

[4] 题干.()“缄默”的高度选择性是本症特点。患儿智力发育正

常，韦氏儿童智力测验智商在 70 或 70 以上。

[4] 正确答案.D

[4] 难易度.易

[4] 选项数.4

[4] A.诈病性缄默症

[4] B.抑郁症的缄默症

[4] C.妄想的缄默症

[4] D.选择性缄默症

[5] 题型.单选题

[5] 题干.（）是指人脑加工、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即我们一般

所讲的智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等。

[5] 正确答案.C

[5] 难易度.易

[5] 选项数.4

[5] A.认知过程

[5] B.认知风格

[5] C.认知能力

[5] D.认知策略



[6] 题型.单选题

[6] 题干.（），它包括珍视与爱惜、公开的证实二个方面

[6] 正确答案.B

[6] 难易度.易

[6] 选项数.4

[6] A.选择

[6] B.珍视

[6] C.行动

[6] D.以上都是

[7] 题型.单选题

[7] 题干.（）是指人脑加工、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即我们一般

所讲的智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等。

[7] 正确答案.C

[7] 难易度.易

[7] 选项数.4

[7] A.认知过程

[7] B.认知风格

[7] C.认知能力

[7] D.认知策略

[8] 题型.单选题

[8] 题干.人们通过感知觉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在刺激物停止作用之

后，并没有马上消失，它还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并在需要时能再现

出来。这种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就叫（）。

[8] 正确答案.A

[8] 难易度.中

[8] 选项数.4

[8] A.记忆

[8] B.思维



[8] C.语言活动

[8] D.认知策略

[9] 题型.单选题

[9] 题干.传统上指认识过程，指人脑以()等形式反映客观事物特性

及其关系的心理过程

[9] 正确答案.D

[9] 难易度.易

[9] 选项数.4

[9] A.感知

[9] B.记忆

[9] C.思维

[9] D.以上都是

[10] 题型.单选题

[10] 题干.急救的原则

[10] 正确答案.D

[10] 难易度.易

[10] 选项数.1

[10] A.挽救生命

[10] B.防止残疾

[10] C.减轻痛苦

[10] D.以上都是

[12] 题型.单选题

[12] 题干.（）以此为标准划分心理状态可以较好地概括各种具体

的心理状态，把心理状态划分为认知的心理状态、情感的心理状态、

意志的心理状态和动机的心理状态。

[12] 正确答案.A



[12] 难易度.易

[12] 选项数.4

[12] A.心理状态的主要构成成分

[12] B.人的心理在各种活动中的调节作用

[12] C.心理状态在不同的心理活动阶段和活动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

形式

[12] D.以上都不是

[13] 题型.单选题

[13] 题干.根据（），可将其划分为周期性心理状态和非周期性心

理状态

[13] 正确答案.A

[13] 难易度.易

[13] 选项数.4

[13] A.心理状态是否具有显著的周期性

[13] B.心理状态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理要素

[13] C.常态、异常

[13] D.整合过程的不同阶段

[14] 题型.单选题

[14] 题干.道德行为,包括（）等

[14] 正确答案.D

[14] 难易度.易

[14] 选项数.4

[14] A.道德言语

[14] B.道德行动

[14] C.道德习惯

[14] D.以上都是



[15] 题型.单选题

[15] 题干.道德行为,包括（）等

[15] 正确答案.D

[15] 难易度.易

[15] 选项数.4

[15] A.道德言语

[15] B.道德行动

[15] C.道德习惯

[15] D.以上都是

[16] 题型.单选题

[16] 题干.历史上各种伦理学说都根据其所代表的社会或阶级的道

德原则和规范，提出相应的道德品质的范畴体系。 如中国古代的儒

家，提出了以 “（）”为核心的,包括“智、仁、勇”,“恭、宽、

信、敏、惠”和“温、良、恭、俭、让”等道德品质的范畴体系。

[16] 正确答案.A

[16] 难易度.易

[16] 选项数.4

[16] A.仁

[16] B.智

[16] C.勇

[16] D.恭

[17] 题型.单选题

[17] 题干.心理状态受（）等整个为主体所感知的事物及其环境的

很大制约作用。

[17] 正确答案.D

[17] 难易度.中

[17] 选项数.4

[17] A.客体



[17] B.客体的背景

[17] C.客体的关系

[17] D.以上都是

[33] 题型.简答题

[33] 题干.儿童失眠的治疗方法

[33] 正确答案.A

[33] 难易度.中

[33] 选项数.1

[33] A.（A）逐渐减少或取消白日睡眠。（B）逐渐减少或取消睡

前喂食或喂水。（C）养成舒适的就寝规律，并逐渐提前就寝时间。

（D）逐渐提供儿童自我安静入睡的机会。（E）指导儿童学会放松技

巧。（F）使用奖赏和消退训练。（G）注意食物过敏。



[34] 题型.简答题

[34] 题干.根据心理状态与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的关系，心理状态

的分类应考虑什么因素

[34] 正确答案.A

[34] 难易度.难

[34] 选项数.1

[34] A.一是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在心理状态上的表现，即心理

状态的主要构成成分。以此为标准划分心理状态可以较好地概括各种

具体的心理状态，把心理状态划分为认知的心理状态、情感的心理状

态、意志的心理状态和动机的心理状态。二是人的心理在各种活动中

的调节作用。据此可把心理状态和其发生的基础即活动相联系而加以

考察，可分为活动的动机和完成活动的能力两大类心理状态。三是心

理状态在不同的心理活动阶段和活动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

出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用单一的分类标准或只从一个角度去分类

研究是很困难的，也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

[35] 题型.名词解释

[35] 题干.认知

[35] 正确答案.A

[35] 难易度.易

[35] 选项数.1

[35] A.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

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

[36] 题型.名词解释

[36] 题干.澄清反应法

[36] 正确答案.A

[36] 难易度.中

[36] 选项数.1

[36] A.澄清反应法是价值澄清法教育方案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方



法。其要点是：成人（老师或家长）要根据幼儿的所作所为，所说所

感，加以适时、适地、适人的语言反应，以引发幼儿的动机和兴趣，

刺激幼儿的思想，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一番慎思明辨的“内省”

（即内在的思考），从而澄清一些重要认识

[37] 题型.判断题

[37] 题干.价值澄清，又译为价值观辨析法。

[37] 正确答案.A

[37] 难易度.易

[37] 选项数.2

[37] A.正确

[37] B.错误

[38] 题型.判断题

[38] 题干.值澄清法强调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获得价值观的一种

过程。

[38] 正确答案.A

[38] 难易度.易

[38] 选项数.2

[38] A.正确

[38] B.错误

[39] 题型.判断题

[39] 题干.价值澄清法把道德教育与幼儿需要相联系， 让幼儿在活

动中直接思考一些价值选择途径， 使他们对社会生活和周围人产生积

极态度。

[39] 正确答案.A

[39] 难易度.易

[39] 选项数.2



[39] A.正确

[39] B.错误

[40] 题型.判断题

[40] 题干.价值澄清法包括三个阶段七个子过程。

[40] 正确答案.A

[40] 难易度.易

[40] 选项数.2

[40] A.正确

[40] B.错误

[41] 题型.判断题

[41] 题干.幼儿价值观的初步树立一般需经过上述七个步骤。所

以，对幼儿进行价值观教育，应以这七个步骤为依据，来制定相应的

原则。

[41] 正确答案.A

[41] 难易度.易

[41] 选项数.2

[41] A.正确

[41] B.错误

[42] 题型.判断题

[42] 题干.价值澄清（Values Clarification）理论最早是作为一种

教学方法于 20 世纪 20 年代间出现

[42] 正确答案.A

[42] 难易度.易

[42] 选项数.2

[42] A.正确

[42] B.错误



[43] 题型.判断题

[43] 题干.鼓励幼儿按照自己的选择采取相应的行动。帮助他们把

口头所说的东西落实到行动上，是使他们真正获得价值观的重要一

步。

[43] 正确答案.A

[43] 难易度.易

[43] 选项数.2

[43] A.正确

[43] B.错误

[44] 题型.判断题

[44] 题干.一般说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感觉、知觉)、思维

(想象、联想、思考)等都是认识活动。认识过程是主观客观化的过程，

即主观反映客观，使客观表现在主观中。

[44] 正确答案.A

[44] 难易度.易

[44] 选项数.2

[44] A.正确

[44] B.错误

[45] 题型.判断题

[45] 题干.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用语，指个体接受、编码、贮

存、提取和使用信息的过程。

[45] 正确答案.A

[45] 难易度.易

[45] 选项数.2

[45] A.正确

[45] B.错误



[46] 题型.填空题

[46] 题干.（）是价值澄清法教育方案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

[46] 正确答案.A

[46] 难易度.中

[46] 选项数.1

[46] A.澄清反应法

[47] 题型.填空题

[47] 题干.人们通过感知觉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在刺激物停止作用

之后，并没有马上消失，它还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并在需要时能再

现出来。这种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就叫（）。

[47] 正确答案.A

[47] 难易度.易

[47] 选项数.1

[47] A.记忆

[48] 题型.填空题

[48] 题干.（）指的是衡量行为正当的观念标准

[48] 正确答案.A

[48] 难易度.易

[48] 选项数.1

[48] A.道德品质

[49] 题型.填空题

[49] 题干.()，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

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

[49] 正确答案.A

[49] 难易度.易

[49] 选项数.1

[49] A.认知



[50] 题型.填空题

[50] 题干.人们通过感知觉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在刺激物停止作用

之后，并没有马上消失，它还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并在需要时能再

现出来。这种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就叫（）。

[50] 正确答案.A

[50] 难易度.易

[50] 选项数.1

[50] A.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