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社会学-题库

1、相互关系说代表人物有（）等

A、 米切尔

B、 法约尔

C、 韦伯

D、 涂尔干

答案： A

2、教育行动至少包括（）

A、 行动主体

B、 行动客体

C、 行动中介

D、 行动者之间的互动

答案： ABCD

3、教育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包括（）

A、 整体性

B、 综合性

C、 现实性

D、 实证性

答案： ABCD

4、在西方，（）被认为是社会学之父

A、 弗洛伊德

B、 孔德

C、 米德

D、 马斯洛

答案： B

5、涂尔干被称为“社会学的真正奠基者”、“教育社会学的真正奠基者”

答案： 正确

6、教育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划分为三种：功能理论、冲突理论和（）



答案： 互动理论；

7、现代冲突论的主要代表有（）等

A、 米尔斯的“权力精英论”

B、 科塞的“冲突功能论”

C、 达伦多夫的“辨证冲突论”

D、 以上均是

答案： D

8、应用性是教育社会学的突出特征

答案： 正确

9、教育社会学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主要包括（）

A、 评价研究

B、 社会研究

C、 政策取向的教育调查

D、 教育预测

答案： ABCD

10、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三个层次是：（）、科学方法论和具体方法论

答案： 哲学方法论；

11、定量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是( )

A、 社会现象的旁观者

B、 社会行动的参与者

C、 社会行动的组织者

D、 社会关系的协调者

答案： A

12、可以从以下（）方法建立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A、 演绎方法

B、 归纳方法

C、 类比方法

D、 联结方法

答案： ABCD



13、教育社会学实证研究资料收集方法包括（）

A、 问卷法

B、 访谈法

C、 观察法

D、 统计资料

答案： ABCD

14、教育社会学的常用方法一般分为（）几大类

A、 调查法

B、 现场法

C、 隐蔽法

D、 人种学研究

答案： ABCD

15、问卷法具有（）特点

A、 直接性

B、 标准化

C、 匿名性

D、 间接性

答案： BCD

16、在现代社会，教师与学生家长的社会地位应该是（）

A、 平等的

B、 不平等的

C、 对立的

D、 互补的

答案： A

17、教师社会地位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指标

A、 收入

B、 权力

C、 声威

D、 专业



答案： ABCD

18、教师权力的基本特点（）

A、 教师在社会中的权力直接受制于社会变迁对教育制度的影响

B、 教师在学校中的权力主要受到学校科层结构的影响

C、 教师在课堂中的权力从总体上说是相对稳定的

D、 教师各层面的专业性权力不受学校变量的影响

答案： ABC

19、同辈群体的特征有（）

A、 关系的不平等性

B、 价值的趋同性

C、 交往的自愿性

D、 群体的凝聚性

答案： BCD

20、学生的社会地位属于学生( )问题

A、 法律

B、 权利

C、 责任

D、 义务

答案： B

21、教育习俗法律的约束力要大于教育规章

答案： 错误

22、教育规范包含三层内容：

A、 教育习俗

B、 教育规章

C、 教育文化

D、 教育法律

答案： ABD

23、教育规范具有（）特点

A、 规范的历史性



B、 规范的民族性

C、 规范的群体性

D、 规范的控制性

答案： ABCD

24、心理学上解释学生失范行为的两种观点是“心理缺陷说”和（）

A、 “生理缺陷说”

B、 “挫折一侵犯说”

C、 “手段一目标说”

D、 “差异交往说”

答案： B

25、目的型失范行为属于非理性行为

答案： 错误

26、教育控制的方式主要表现为消极的

答案： 错误

27、所谓教育控制是依据教育规范实现的对学校成员行为的制约，使之符合教

育规范所认定的行为模式

答案： 正确

28、课堂教学的时间结构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课堂互动类型的时间结构；二是

课堂（）的时间结构

答案： 活动类型；

29、广义的课堂空间结构是指课堂内整个物理环境，狭义的课堂空间结构是指

课堂教学参与者人际组合的形态

答案： 正确

30、教师认识与了解学生特点的基本途径是（）

A、 观察

B、 聆听周围人的看法

C、 走访

D、 查看学生作品与成绩

答案： A

31、解决师生冲突的关键是（）



A、 教师

B、 学生

C、 宽容

D、 学校

答案： A

32、（）可将课堂控制分为硬控制和软控制

A、 按控制的层次分

B、 按控制的手段分

C、 按控制的实现途径分

D、 按控制方式分

答案： B

33、教师应具备以下（）的品性和措施有助于处理课堂问题

A、 维持教师集体的高度团结

B、 教师应具备一定的表现技巧

C、 教师应尽量控制教学程序的严密性

D、 教师应尽量做到后台与前台行为一队

答案： ABCD

34、一般来说，显性知识包括（）

A、 技能知识

B、 外在知识

C、 事实知识

D、 原理知识

答案： CD

35、课程作为国家社会控制的产物主要依赖于显性控制机制

答案： 错误

36、学校文化是一种( )文化

A、 制度

B、 物质

C、 精神



D、 组织

答案： D

37、学校文化的功能主要有（）

A、 导向功能

B、 评价功能

C、 凝聚功能

D、 规范功能

答案： ACD

38、美国学者尼勒把知识分解为（）

A、 天启的知识

B、 直觉的知识

C、 理性的知识

D、 经验的知识和权威的知识

答案： ABCD

39、学生获得生活经验的受教育源包括（）

A、 大众传媒

B、 同伴

C、 教师

D、 游戏群体

答案： ABCD

40、班级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A、 班级是由成年人指导的未成年人的组织

B、 班级内部存在各种群体

C、 班级的外部表现是“人格化群体”

D、 班级具有不可塑性

答案： ABC

41、班级组织的个体化功能包括（ ）

A、 促进发展功能

B、 满足需求的功能



C、 诊断功能

D、 指导社会规范的功能

答案： ABC

42、班级的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

A、 互为补充

B、 互为前提

C、 互为排斥

D、 不相关

答案： A

43、学校里的班级属于非正式群体

答案： 错误

44、我国班级组织形式的正式结构分为三层（）

A、 班干部

B、 小组长

C、 一般成员

D、 团支部

答案： ABC

45、班级群体形成的受制约因素有（）

A、 熟悉程度

B、 任务

C、 座位

D、 性别

答案： ABCD

46、学校群体的类型包括（）

A、 游戏群体

B、 兴趣性群体

C、 互助性群体

D、 冲突性群体

答案： ABCD



47、从众行为既是顺从行为

答案： 错误

48、学校是一种非社会组织

答案： 错误

49、依据学习组织对成员的约束，学校组织的性质分为：

A、 规范性组织

B、 权威性组织

C、 强制性组织

D、 功能性组织

答案： ABCD

50、对学校组织中的冲突应尽量采取回避的原则

答案： 错误

51、韦伯把社会行动类型分为（）

A、 目的合理性行动

B、 价值合理性行动

C、 情感的行动

D、 传统的行动

答案： ABCD

52、学校组织扁平化是直接以（）为中心的组织变革

A、 人

B、 任务

C、 技术

D、 结构

答案： D

53、组织的变革至少可以有三种类型：有计划的变革、自发性的变革和（）

答案： 演进性变革；

54、教育制度基本构成要素包括（）

A、 教育规范系统

B、 教育设备



C、 象征的标识

D、 教育组织系统

答案： ABCD

55、制度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

关的社会活动的规范系统

答案： 正确

56、（）既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动力

A、 环境变化因素

B、 科技进步因素

C、 社会价值观

D、 生活方式变化

答案： D

57、社会变迁和教育变迁的关系具有（）的特点

A、 线形

B、 双向

C、 多边

D、 动态

答案： BCD

58、社会转型的基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转型不会引发教育制度变迁

答案： 错误

59、社会革命对于教育制度变迁的冲击与影响是巨大的

答案： 正确

60、经济发展会引起教育结构的变化

答案： 正确

61、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教育的（）

A、 发展规模

B、 领导权

C、 受教育权

D、 教育目的



答案： BCD

62、教育制度就是指学校教育制度

答案： 错误

63、美国是中央集权制教育领导体制

答案： 错误

64、人口数量结构对教育没有影响

答案： 错误

65、衡量人口身体素质的指标主要有（）

A、 文盲率

B、 人口的寿命

C、 人口的死亡率

D、 人口的发病率

答案： BCD

66、经济分层对受教育机会的影响，首先表现为义务教育阶段就学机会的分布

不均

答案： 正确

67、文化分层对教育的影响着重表现为：家长的文化程度与子女的受教育机会

存在相关性

答案： 正确

68、构成教育问题必须满足以下是（）要素

A、 必须有一种或数种教育现象出现失调情况

B、 这种失调影响了许多学生的学习生活

C、 这种失调引起了社会许多人员的注意

D、 这种失调必须动员社会力量才能予以解决

答案： ABCD

69、教育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问题，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A、 普遍性

B、 历史性

C、 单一性



D、 潜伏性

答案： ABD

70、跨时空性教育问题是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重复出现的教育问题

答案： 正确

71、过程性教育问题是指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教育问题

答案： 正确

72、教育平等只是指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与教育过程与结果没有关系

答案： 错误

73、教育机会均等的内容包括（）

A、 入学机会均等，或入学不受歧视

B、 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均等

C、 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

D、 获得知识方面和本领方面的机会均等

答案： ABCD

74、学习压力的形成机制包括（）

A、 分流教育制度

B、 应试教育

C、 家长期望值过高

D、 文化原因

答案： ABC

75、素质教育区别于应试教育的根本所在是( )

A、 面向全体学生

B、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C、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D、 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答案： C

76、教育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无关

答案： 错误



77、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有赖于社会整体系统的变革，有赖于社会各方面的协

调变革

答案： 正确

78、教育的社会化功能是教育制度的一种最基本的整合功能

答案： 正确

79、教育功能研究的三种途径不包括（）

A、 价值分析途径

B、 逻辑分析途径

C、 系统分析途径

D、 事实分析途径

答案： C

80、教育制度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以下（）阶段构成

A、 形成阶段

B、 成熟阶段

C、 形式主义阶段

D、 瓦解阶段

答案： ABCD

81、教育功能的失调一般发生在教育制度生命周期的第四个阶段，即（）

A、 瓦解阶段

B、 群体化形成阶段

C、 成熟阶段

D、 形式主义阶段

答案： A

82、分配理论是对社会化理论的反对。这种理论强调，现代社会成人角色的分

配是根据所具有的职业类型和年限，而不是他们在学校中的所学知识，因而教

育的作用与其说是“社会化”，不如说是“选择、分类和分配”

答案： 错误

83、社会化理论认为，教育的社会化是一个“差异性”的社会化过程

答案： 正确

84、人的社会化是通过（）和个体内化两大基本途径实现的



答案： 社会教化；

85、过分社会化是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是一种只承认共性、抹杀个性的

社会现象

答案： 正确

86、社会化的过程一般是指从婴儿期到青年期整个未成年阶段

答案： 正确

87、韦伯社会分层理论中社会分层的标准不包括（）

A、 家庭背景

B、 声望

C、 财富

D、 权力

答案： A

88、社会分层理论认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其犯罪方式有很大不同

答案： 正确

89、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

A、 社会结构因素

B、 社会出身或家庭背景

C、 个体特征

D、 自然因素

答案： ABCD

90、优生是提高人口质量的先天基础，优育则是提高人口质量的后天保障

答案： 正确

91、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的出生率成反向变动关系

答案： 正确

92、教育之所以具有人口控制的功能，主要原因是：

A、 教育改变了人的生育观念

B、 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容易获得就业机会

C、 教育年限的延长客观上推迟了人们的初婚（生育）年龄

D、 以上均是



答案： D

93、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

答案： 正确

94、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特征包括（）

A、 普遍的社会责任感

B、 能够控制人口增长

C、 节约型的社会

D、 良好的生态系统

答案： ABCD

95、可持续发展所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平衡协

调

答案： 正确

96、教育现代化主要在于教育设施的现代化

答案： 错误

97、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困难表现在（）

A、 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

B、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

C、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D、 主体与权威的矛盾

答案： ABCD

98、素质教育思想是现代才提出的，完全是现代化教育的产物

答案： 错误

99、全球化进程中不需要可持续发展教育

答案： 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