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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必背口诀

一、客观题口诀

1.【2022·单选】认为教育起源于动物的本能活动，不仅在脊椎动物中存在教育，甚至在非脊椎动物中

也存在教育。这种观点被称为（ ）。

A.神话起源论 B.心理起源论

C.生物起源论 D.劳动起源论

1．【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生物起源论。教育的生物起源论是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提出的有关教育起源的学说。

把教育的起源归之于动物的本能行为，认为教育过程即按生物学规律进行的本能过程，完全否认了人与动

物的区别，否认了教育的社会性。故本题选 C。

【知识点】教育起源学说

（1）生物起源说：教育起源于动物本能，代表人物利托尔诺、沛西·能

（2）心理起源说：强调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代表人物孟禄

（3）劳动起源说：米丁斯基、凯洛夫

【记忆口诀 1】本能生利息，心理仿梦露，米凯爱劳动

【口诀解读】本能生（生物）利（利托尔诺）息（沛西·能），心理（心理起源说）仿（模仿）梦露，

（孟禄）米（米丁斯基）凯（凯洛夫）爱劳动（劳动起源说）

2.【2022·单选】1762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发表的系统阐述其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著作是（ ）。

A.《理想国》 B.《巨人传》

C.《太阳城》 D.《爱弥儿》

2．【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卢梭的教育思想。卢梭是世界教育史上一位划时代的教育思想家，他主张自然主义

教育，认为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然人而不是培养公民。卢梭认为自然主义教育的核心是归于自然。在著作《爱

弥儿》中，他提出“出自造物者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故本题选 D。

【知识点】卢梭的教育思想

（1）法国卢梭

（2）《爱弥儿》

（3）自然主义的教育思想

【记忆口诀 2】法国卢梭爱儿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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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诀解读】法国（法国）卢梭（卢梭）爱儿（爱弥儿）很自然（自然主义）

3.【2021·单选】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

A.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从做中学

B.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学做合一

C.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D.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

3.【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人民教育家和卓越的民主主

义战士。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认为“生活即教育”，主张以人类的生活作为教育内容，在生活实践

中接受教育；认为“社会即学校”，主张要“把学校里的一切延伸到大自然界中去”；主张“教学做合一”，

强调学做结合。故本题选 C。

【知识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1）生活即教育

（2）社会即学校

（3）教学做合一

【记忆口诀 3】生活会教学

【口诀解读】生活（生活即教育）会（社会即学校）教学（教学做合一）

4.【2021·单选】在当代教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心理学家布卢姆提出了（ ）。

A.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B.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C.教学与发展理论 D.教学特殊认识理论

4.【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教育人物的思想。美国教育家布卢姆著有《教育目标分类学》，将教育目标分为认知

目标、情感目标、动作技能目标三大类。故本题选 A。

【知识点】教育学分化和拓展阶段：人物及其思想观点

（1）布鲁纳：发现学习、认知结构理论

（2）赞可夫：一般发展理论（原则：高难度、高速度、理解学习过程、理论起主导作用、使所有学习

得到一般性发展）

（3）瓦根·舍因：范例教学

（4）布鲁姆：掌握学习、教学目标分类

（5）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

（6）苏霍姆林斯基：全面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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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口诀 4】纳来发现结构，高度赞发展，瓦根找范例，姆有掌握目标，巴班最优化，全面和谐好斯

基，八班最优化

【口诀解读】纳（布鲁纳）来发现（发现学习）结构（认知结构），高度（高难度高速度）赞（赞可夫）

发展（一般发展），瓦根（瓦根·舍因）找范例（范例教学），姆（布鲁姆）有掌握（掌握学习）目标（教

学目标），巴班（巴班斯基）最优化，全面和谐（全面发展）好斯基（苏霍姆林斯基）

5.【2020·单选】小学教育要抓住儿童发展的“关键期”，这是由于个体身心发展具有（ ）。

A.顺序性 B.阶段性

C.不均衡性 D.个别差异性

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小学生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个体的身心发展遵循着某些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制

约着我们的教育工作。主要包括：顺序性、阶段性、不平衡性、互补性、个别差异性。A选项，顺序性强

调教育必须遵循着由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等顺序逐渐前进。B选项，阶段性强

调教育要适应年青一代身心发展的阶段年龄特征和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施教。C选项，身心发展的不平衡

性要求教育要抓住关键期，不失时机地采取教育措施，使其获得最佳发展。D选项，个别差异性强调教育

要做到“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都能迅速地切实地提高。故本题选 C。

【知识点】个体身心发展的规律

（1）身心发展的顺序性

（2）身心发展的阶段性

（3）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

（4）身心发展的互补性

（5）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性

【记忆口诀 5】顺接不补差

【口诀解读】顺（顺序）接（阶段）不（不平衡性）补（互补性）差（个别差异性）

6.【2021·单选】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以日本学制为蓝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制

定并实施的学制是（ ）。

A.壬寅学制 B.癸卯学制

C.壬戌学制 D.壬子癸丑学制

6.【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主要承袭了日本的学制，反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它是以洋务派思想为指导的，是中国第一个颁布并实行的现代学制。另外，该学制还规定不许男女同校，

轻视女子教育，体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故本题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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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旧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

（1）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由国家颁布的学制系统。正式公布，但是未实施

（2）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系统

（3）壬子癸丑学制第一次规定了男女同校，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学制

（4）壬戌学制采用美国“六三三”分段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学制

【记忆口诀 6】人颁布、鬼实施、丑男女学小资、壬戌学美

【口诀解读】人颁布（壬寅学制最早颁布）、鬼实施（癸卯学制最早实施）、丑男女学小资（壬子癸丑

学制第一个资本主义性质学制，规定男女同校）、壬戌学美（壬戌学制学习美国）

7.【2021·单选】卢梭从自然教育观出发，提出培养自然人的教育目的。这种教育目的观属于（ ）。

A.社会本位论 B.个人本位论

C.宗教本位论 D.自然本位论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个人本位论。个人本位论主张，教育应从个体本能需要出发，强调教育要服从人的

成长规律和满足人的需要；注重教育对个人的价值；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然人”，发展人的个性，增

进人的价值，促进个体自我实现。卢梭是个人本位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故本题选 B。

【知识点】个人本位论代表人物

孟轲、卢梭、洛克、夸美纽斯、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奈勒、斯洛、萨特

【记忆口诀 7】马勒特浮夸，太啰嗦

【口诀解读】马（马斯洛）勒（奈勒）特（萨特）浮（福禄贝尔）夸（夸美纽斯），太 （裴斯泰洛齐）

啰（洛克）嗦（卢梭）

8.【2021·单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这份报告中提出，21世纪教育的“四

大支柱”是（ ）。

（1）学会生存 （2）学会认知 （3）学会做事 （4）学会创造 （5）学会共同生活

A.（1）（2）（3）（4） B.（1）（2）（3）（5）

C.（1）（2）（4）（5） D.（2）（3）（4）（5）

8.【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终身教育。《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6）主张，教育必须围绕以下四种基本学

习加以安排：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书中指出，终身教育应当建立在这四个支

柱的基础上。故本题选 B。

【知识点】终身教育的四大支柱

（1）学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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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会做事

（3）学会共同生活

（4）学会生存

【口诀记忆 8】知识存货

【口诀解读】知（认知）识（做事）存（生存）货（生活）

9.【2022·单选】有教师提出，小学数学教师要跳出数学看数学，要上有文化味道的数学课。这一观点

符合的教学规律是（ ）。

A.教与学的辩证统一

B.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结合

C.掌握知识与提高能力相统一

D.掌握学习知识与提高思想觉悟相统一

9.【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掌握知识与提高思想觉悟相统一。在教学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脱离知识进

行思想品德教育，这会使思想品德教育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不利于学生品德的提高，而且还影

响系统知识的学习；另一种是只强调传授知识，忽视思想品德教育。不能认为学生学了知识以后，思想品

德自然会随之提高。因为教学的教育性必须要经过教师给学生施加积极影响，只有通过启发、激励，使学

生对所学知识产生积极的态度时，教学的教育性才能得以实现。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题干描述体现了掌握知识与提高思想觉悟相统一。故本题选 D。

【知识点】教学过程的特点（基本规律）：

（1）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结合（教学的间接性规律）

（2）掌握知识与发展智力相统一（教学的发展性规律）

（3）掌握知识与提高思想相结合（教学的教育性规律）

（4）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动性相结合（教学的双边性规律）

【记忆口诀 9】双剑发育

【口诀解读】双剑发育（双边－间接－发展－教育）

10.【2022·单选】根据古德莱德的观点，由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教材属于（ ）。

A.理想的课程 B.正式的课程

C.运作的课程 D.经验的课程

10.【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古德莱德课程的分类。美国学者古德莱德归纳出五种不同的课程：（1）理想的课程，

即由一些教育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课程专家提出的应该开设的课程；（2）正式的课程，即由教育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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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规定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教材，我们平时在课程表中看到的课程即属此类；（3）领悟或理解的课程，

即任课教师所领悟的课程；（4）运作的课程，即在课堂上实际实施的课程；（5）经验的课程，是学生在课

堂学习中实实在在体验到的东西，即课程经验。故本题选 B。

【知识点】古德莱德的课程分类

（1）理想的课程

（2）正式的课程

（3）领悟的课程

（4）实行（运作）的课程

（5）经验的课程

【记忆口诀 10】力争领诗经

【口诀解读】力（理想）争（正式）领（领悟）诗（实行）经（经验）

11.【2020·单选】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结构方面的重大改革。作为一门必修课，

其开设的范围是（ ）。

A.从幼儿园到初中 B.从小学到初中

C.从初中到高中 D.从小学到高中

11.【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新课程结构的具体要求中规定：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

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

教育。故本题选 D。

【知识点】课程结构改革

（1）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义务教育课程

（2）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

（3）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记忆口诀 11】小高九年在农村

【口诀解读】小高（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九年（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义

务教育课程）、农村（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12.【2021·单选】小学语文老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常用“会读、会写、会说、会背”等行为动词表

述教学目标。这类教学目标属于（ ）。

A.知识与能力目标 B.价值观目标

C.过程与方法目标 D.情感态度目标

12.【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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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知识与能力目标。知识与技能目标（即语文学科中的“知识与能力目标”）的基本要

素包括：理解和掌握适应社会进步和个性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在此类目标中

经常用到词语包括“会读、会写、会背等”，强调的是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故本题选 A。

【知识点】教学目标的分类

（1）知识与技能

（2）过程与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记忆口诀 12】能渡过

【口诀解读】能（知识与技能）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过程与方法）

13.【2021·单选】王老师在讲授“磷及其化合物的性质”时，以磷化氢的“自燃”现象，说明民间俗

称“鬼火”现象产生的原因，对学生进行了“无神论”教育。王老师在教学中主要贯彻的是（ ）。

A.循序渐进原则 B.直观性原则

C.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结合原则 D.启发性原则

13.【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教学原则。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结合原则是指教学中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导学

生掌握正确的知识，同时结合知识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品德和正确人生观、科学世界观教育。它是教学的

教育性规律的反映。题干中，老师既教了关于磷的知识，同时对学生进行了“无神论”的思想品德教育，

符合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结合原则的含义。故本题选 C。

【知识点】教学原则

（1）直观性原则

（2）启发性原则

（3）巩固性原则

（4）循序渐进性原则（系统性原则）

（5）因材施教原则

（6）量力性原则（可接受性原则）

（7）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8）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原则

【记忆口诀 13】冯巩找阴凉，寻思理直发

【口诀解读】巩－巩固性，阴－因材施教，凉－量力性，寻－循序渐进，思－思想性和科学性，理－

理论联系实际，直－直观性，发－启发性

14.【2020·单选】子路对教育的作用不以为然，说：南山有竹，人不去管它，照样长得直：砍来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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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样能穿透犀牛皮。孔子对他说：若是将砍来的竹子刮光，装上箭头，磨得很利，岂不射得更深吗？子路

接受了孔子的教诲，成了孔门的学生。孔子的做法体现了哪一教育原则？（ ）

A.教育影响的一致性、连贯性原则 B.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C.长善救失原则 D.疏导原则

14.【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德育原则。疏导原则是指进行德育要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从提高学生认识入手，

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他们积极向上。题干中孔子的话体现了以理服人。故本题选 D。

【知识点】德育原则

（1）教育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原则

（2）导向性原则

（3）因材施教原则

（4）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原则

（5）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原则

（6）课堂与生活相结合原则

（7）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相结合

（8）疏导原则

（9）长善救失原则

【记忆口诀 14】正因运用长方形（行）导致及格

【口诀解读】正－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相结合原则，因－因材施教，长－长善救失，方－方向性原则（导

向性原则），形－知行统一原则，导－疏导原则，致－教育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原则，及－集体教育和个别教

育相结合原则，格－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原则

15.【2022·单选】在学校文化建设中，“让学校里的每一面墙壁都开口说话”。这体现的德育方法是（ ）。

A.说服教育法 B.实际锻炼法

C.情境陶冶法 D.自我修养法

1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情感陶冶法。情感陶冶法（也称为情境陶冶法）是教育者自觉创设良好的教育情境，

使受教育者在道德和思想情操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的方法。具体包括：人格感化、环境陶冶和

艺术陶冶等。题干中“让学校里的每一面墙壁都开口说话”属于环境陶冶。故本题选 C。

【知识点】德育方法

（1）说服教育法

（2）榜样示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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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锻炼法

（4）情感陶冶法

（5）品德评价法

（6）品德修养指导法

【记忆口诀 15】逃犯养家服短刑

【口诀解读】逃（陶冶法）犯（榜样示范法）养（品德修养指导法）家（品德评价法）服（说服教育

法）短（实践锻炼法）刑

16.【2022·单选】李玲遇事常拿不定主意，错失良机。这主要反映了她意志品质的哪一特性？（ ）

A.果断性 B.独立性

C.坚韧性 D.自制性

16.【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意志。意志是指有意识地支配、调节行为，通过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

过程。题干中，“拿不定主意”“错失良机”说明李玲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属于意志的果断性差。故选 A。

故本题选 A。

【知识点】意志品质

（1）自觉性

（2）自制性

（3）坚韧性

（4）果断性

【记忆口诀 16】自制坚果

【口诀解读】自（自觉性）制（自制性）坚（坚韧性）果（果断性）

17.【2020·单选】在创造性思维训练中，教师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举出“杯子”的用途，

这侧重培养的是（ ）。

A.思维的独创性 B.思维的灵活性

C.思维的流畅性 D.思维的深刻性

17.【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创造性思维的特征。创造性思维是指能产生新的思维成果，具有独创性的思维。发

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核心，其主要特征有三个：（1）流畅性。流畅性指一般创造力高的人能在短时间内

表达出数量较多的观念，亦即反应迅速而众多。（2）变通性。变通性指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其思维能变化

多端，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触类旁通，不易受功能固着、定势等作用的影响。（3）独特性。独特性指对

问题能提出超乎寻常的独特、新颖的见解。题干中在规定时间举出尽可能多的例子，体现了短时间表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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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多的观念。D选项，思维的深刻性是指透过现象看本质，与题意描述不符。故本题选 C。

【知识点】创造性思维的特点

（1）变通性（灵活性）

（2）独创性

（3）流畅性

【记忆口诀 17】变（活）毒瘤

【口诀解读】变通性（灵活性）－独创性－流畅性

18.【2021·单选】皮亚杰认为，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其思维的典型特点是（ ）。

A.自我中心性 B.可逆性

C.客体永久性 D.可验证性

18.【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具体运算阶段（7—11岁）的特征包括：（1）具体逻辑思

维。能凭借具体事物或从具体事物中获得的表象进行逻辑思维（具体逻辑思维）和群集运算，但仍局限于

具体事物，缺乏抽象性；（2）具有了抽象概念，思维可以逆转，能够进行逻辑推理；（3）获得了长度、体

积、重量和面积等方面的守恒关系；（4）儿童逐渐学会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去自我中心。根据选项，B

选项符合具体运算阶段的特征。故本题选 B。

【知识点】皮亚杰—具体运算阶段

（1）去自我中心

（2）可逆

（3）守恒

（4）分类

（5）序列化

【记忆口诀 18】去壳手分裂

【口诀解读】去（去自我中心）壳（可逆）手（守恒）分（分类）裂（序列化）

19.【2020·单选】晓旭认为服从、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于是她对老师和家长绝对遵从，期望得到

他们的赞许。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她的道德发展处于（ ）。

A.社会契约取向阶段 B.相对功利取向阶段

C.寻求认可取向阶段 D.遵守法规取向阶段

19.【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科尔伯格将个体道德发展分为三水平六阶段。其中习

俗水平下第三阶段：寻求认可取向阶段（好孩子阶段），在此阶段的儿童看来，一种行为是否正确，要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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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被别人喜爱，能否取悦他人。考虑社会对一个“好孩子”的期许来做事。题干中，晓旭认为服从、听

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并以这一要求来行事，符合寻求认可取向阶段。故本题选 C。

【知识点】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

（1）前习俗水平（9岁前）：服从与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相对功利的道德定向阶段

（2）习俗水平（9—20岁）：好孩子（寻求认可）的道德定向阶段、维护权威或秩序（法律）的道德定

向阶段

（3）后习俗水平（20岁以后）：社会契约的道德定向阶段、普遍原则（伦理）的道德定向阶段

【记忆口诀 19】前成立，习认法，后约理

【口诀解读】前（前习俗）成立（惩罚－功利），习（习俗）认法（认可－法律），后（后习俗）约理

（契约－伦理）

20.【2021·单选】当志君看到他喜欢的中国乒乓球队在 2020年东京奥运会获胜时，欣喜若狂。这种情

绪状态属于（ ）。

A.心境 B.激情

C.应激 D.热情

20.【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激情。从情绪状态的角度，可以把情绪状态分为心境、激情和应激。激情是一种强

烈的、爆发性的、为时短促的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通常是由对个人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引起的，重大成

功之后的狂喜、惨遭失败后的绝望、亲人突然死亡引起的极度悲哀、突如其来的危险所带来的异常恐惧等

等，都是激情状态。题干中面对中国乒乓球队的获胜，志君表现出的欣喜若狂，是激情的表现。故本题选 B。

【知识点】情绪的分类

（1）心境：持续时间最长

（2）激情：强度最猛烈

（3）应激：出乎意料的紧迫情况下引起的紧张情绪

【记忆口诀 20】心境长，激情强，应激最紧张

【口诀解读】心境长（心境持续时间最长），激情强（激情强度最猛烈），应激最紧张（应激是最紧张

的）

二、主观题口诀

21.【2021·简答】为什么说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21.【参考答案】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其原因如下：

（1）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人的活动；

（2）学校教育是通过专门训练的教师来进行的，相对而言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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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教育能有效地控制影响学生发展的各种因素。

【答案结束】

【知识点】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其原因如下：

（1）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人的活动

（2）学校教育是通过专门训练的教师来进行的，相对而言效果较好

（3）学校教育能有效地控制影响学生发展的各种因素。

【记忆口诀 21】教师有目的地控制影响

【口诀解读】教师（专门训练的教师）有目的地（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控制影响（控制学生

发展的各种因素）

22.【2021·简答】简述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22.【参考答案】

（1）备课；

（2）上课；

（3）作业的布置与批改；

（4）课外辅导；

（5）学业成绩的检查与评定。

【答案结束】

【知识点】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1）备课

（2）上课

（3）作业的布置与批改

（4）课外辅导

（5）学业成绩的检查与评定

【口诀记忆 22】背上作科学

【口诀解读】背（备课）上（上课）作（作业）科（课外辅导）学（学业成绩）

23.【2021·简答】简述福勒的教师成长三阶段论。

23.【参考答案】福勒和布朗根据教师的需要和不同时期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把教师的成长划分为：

（1）关注生存阶段；

（2）关注情境阶段；

（3）关注学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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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结束】

【知识点】福勒的教师成长三阶段论：

（1）关注生存阶段

（2）关注情境阶段

（3）关注学生阶段

【记忆口诀 23】学生在情境中生存

【口诀解读】学生（关注学生阶段）在情境（关注情境阶段）中生存（关注生存阶段）

24.【2021·简答】注意的品质有哪些？

24.【参考答案】注意的品质包括：

（1）注意的广度；

（2）注意的稳定性；

（3）注意的分配；

（4）注意的转移。

【答案结束】

【知识点】注意的品质

（1）注意的稳定性

（2）注意的转移

（3）注意的广度

（4）注意的分配

【记忆口诀 24】稳赚光赔

【口诀解读】稳（稳定）赚（转移）光（广度）赔（分配）

25.【2021·简答】简述学校德育中的陶冶法及其要求。

25.【参考答案】陶冶法是指教育者自觉创设良好的教育情境，使受教育者在道德和思想情操方面受到

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的方法。陶冶法包括：人格感化、环境陶冶、艺术陶冶。

应用陶冶法的要求包括：

（1）创设良好的情境；

（2）与启发说服相互结合；

（3）引导学生参与情境创设。

【答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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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陶冶法的基本要求包括：

（1）创设良好的情境

（2）与启发说服相互结合

（3）引导学生参与情境创设

【记忆口诀 25】启发学生创情境

【口诀解读】启发（与启发说服相互结合）学生（引导学生参与情境创设）创情境（创设良好的情境）

26.【2020·简答】简述教育的文化功能。

26.【参考答案】

（1）传递和保存文化。

（2）筛选和整理文化。

（3）交流和融合文化。

（4）更新和创造文化。

【答案结束】

【知识点】文化对教育的影响：

（1）传递和保存文化

（2）更新和创造文化

（3）筛选和整理文化

（4）交流和融合文化

【记忆口诀 26】存心整容

【口诀解读】存（保存）心（更新）整（整理）容（融合）

27.【2021·简答】班主任培养班集体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27.【参考答案】

（1）制定共同的奋斗目标；

（2）选拔和培养学生干部（建立得力的班集体核心）；

（3）建立班集体的正常秩序；

（4）组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5）形成正确的集体舆论和良好的班风。

【答案结束】

【知识点】如何组织培养班集体：

（1）确立班级共同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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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拔和培养班干部

（3）建立班集体的正常秩序

（4）组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5）培养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班风

【记忆口诀 27】木杆系活斑鱼

【口诀解读】木（目标）杆（班干部）系（正常秩序）活（教育活动）斑（良好的班风）鱼（正确的

舆论）

28.【2020·简答】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28．【参考答案】

玛勒斯等人认为职业倦怠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耗竭感，指的是个体感到自己的能量和资源耗尽、用完。主要表现在生理耗竭和情感衰竭两方面。

（2）去人格化（又称为去个性化），是指刻意在自身和工作对象间保持距离，对工作对象和环境采用

冷漠和忽视的态度。

（3）低个人成就感，指倾向于消极地评价自己、个人成就感降低、自我效能感下降，对自己工作的意

义和价值的评价下降，工作变得机械化且效率低下，缺乏适应性。

【答案结束】

【知识点】玛勒斯等人认为职业倦怠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耗竭感

（2）去人格化（又称为去个性化）

（3）低个人成就感

【记忆口诀 28】好人低成就

【口诀解读】好（耗竭感）人（去人格化）低成就（低个人成就感）

29.【2021·简答】培养学生创造性的主要途径有哪些？

29.【参考答案】

（1）创设有利于创造性产生的适宜环境

①创设宽松的心理环境；

②给学生留有充分选择的余地；

③改革考试制度与考试内容。

（2）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个性

①保护好奇心；

②解除个体对答错问题的恐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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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鼓励独立性和创新精神；

④重视非逻辑思维能力；

⑤为学生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榜样。

（3）利用相关课程和活动，进行创造性训练

①推测与假设训练；

②自我设计训练；

③头脑风暴训练；

④发散思维训练；

⑤直觉思维训练。

【答案结束】

【知识点】创造性的培养—开设培养创造性的课程，教授创造性思维策略：

（1）头脑风暴法

（2）直觉思维训练

（3）发散思维训练

（4）推测与假设训练

（5）自我设计训练

【记忆口诀 29】自推直头发

【口诀解读】自（自我设计训练）推（推测与假设训练）直（直觉思维训练）头（头脑风暴法）发（发

散思维训练）

30.【2022·简答】简述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论。

30.【参考答案】皮亚杰基于对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四阶段理论。

（1）感知运动阶段（0—2岁）。主要特征是：①开始出现感觉和动作的分化；②儿童的思维开始萌芽；

③儿童大约在 9—12个月获得“客体永久性”（物体恒存）概念。

（2）前运算阶段（2—7岁）。主要特征是：①出现了语词或其他符号，开始出现表象和形象图式；②

思维具有刻板性；③概念是具体的、动作的，思维具有不可逆性；④尚未获得物体守恒的概念；⑤一切以

自我为中心；⑥泛灵论。

（3）具体运算阶段（7—11岁）。主要特征是：①具体逻辑思维；②具有了抽象概念，思维可以逆转，

能够进行逻辑推理；③获得了守恒；④去自我中心。

（4）形式运算阶段（11—15岁/成人）。主要特征是：①思维以命题的方式进行，能够根据逻辑推理、

归纳或者演绎的方式解决问题；②能够进行假设演绎推理；③出现了抽象逻辑思维；④思维具有可逆性和

补偿性；（5）思维具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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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结束】

【知识点】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论

（1）感知运动阶段（0～2岁）

（2）前运算阶段（2～7岁）

（3）具体运算阶段（7～11岁）

（4）形式运算阶段（11岁以后）

【记忆口诀 30】爱奇艺敢签巨星

【记忆解读】爱（2）奇（7）艺（11）敢（感知运动阶段）签（前运算阶段）巨（具体运算阶段）星

（形式运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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