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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考前 10页纸 

选择题考点： 

1、广义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 

2、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是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其中学校教师是教育者的主题，起主导作用。 

3、世界上醉倒的学习产生于公元前 2500 年的古埃及，我国最早的学校产生于夏朝。 

4、孔子思想：有教无类、学思并重、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稳固执行等 

5、《学记》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专门论述教学问题的著作。《学记》教育原则：教学相长、及时而教、不陵节

而施、长善救失、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学不躐（liè）等、藏息相辅等。 

6. 苏格拉底在教育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产婆术”，本质是启发式教学。 

7. 柏拉图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理想国》。 

8.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首次提出了“教育遵循自然”的观点。 

9. 昆体良是西方第一个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教育家，代表作《雄辩术原理》是西方第一本教育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本研

究教学法的书。班级授课制的萌芽。 

10. 培根首次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出来。康德最早在大学开设教育学讲座。 

11.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被称为“教育学之父”，其著作《大教学论》是教育学开始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提出“泛

智”教育，提出教育应适应自然的思想，首次从理论上论述班级授课制。 

12. 卢梭是法国教育家，代表作《爱弥儿》提出自然主义教育，儿童本位思想。 

13. 裴斯泰洛奇是瑞士教育家，教育史上小学各科奠基人，在其代表作《林哈德与葛笃德》中最早提出“教育心理学化”，

倡导自然主义教育，提倡情感教育、爱的教育。 

14. 洛克是英国教育家，代表作《教育漫话》，提出“绅士教育”和“白板说”。 

15. 斯宾塞是英国教育家，最早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代表作《教学论》，提出“教育是为幸福生活做准备”。 

16. 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被称为“现代教育学之父”，其代表作《普通教育学》标志着规范教育学的建立，提出了教育性原

则（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和四段教学法（明了、联想、系统、方法），提倡传统教育三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

堂中心。 

17. 美国教育家杜威是现代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主张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

的改造，主张教育无目的论，倡导“新三中心”（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和“在做中学”。  

18. 苏联教育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著作。 

19. 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则是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著作。 

20. 当代教育学理论新发展，主要包括布鲁姆的教学目标理论，布鲁纳的“结构教学论”，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

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论”，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思想”。 

21. 我国著名教育家包括主张“五育并举”、“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平民教育之父”

晏阳初，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乡村教育运动先驱梁漱溟。 

22. 在我国，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最早把“教”和“育”连在一起使用的人是孟子。 



      
 

考教师资格证请关注 233 网校-教师资格考试网（www.233.com/teacher）！！！ 

 

23. 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的社会属性有永恒性、历史性、继承性、阶级性和相对独立性。 

24.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目的，制约着课程设置与教育内容，制约着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制约着学校结构，制

约着学的方法、手段、组织形式。 

25. 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手段，教育再生产劳动力，教育再生产科学知识和技术。 

26. 社会经济制度决定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的领导权。 

27. 教育具有筛选、整理、传递和保存文化的作用，具有传播和交流文化的作用，具有更新和创造文化的作用。 

28. 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体现在：与生产力和政治经济制度发展不平衡、本身的继承性、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29. 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因素包括：遗传（前提基础）、环境（提供可能）、教育（主导因素）、个体主观能动性（决定因

素）。 

30. 广义的教育制度指国民教育制度，狭义的教育制度指学校教育制度，它是国民教育制度的核心，规定着各级各类学校的

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31. 近代学校系统的出现标志着制度化教育的形成。 

32. 各类学制主要类型包括：双轨制（以英法为代表）、单轨制（以美国为代表）和分支型学制（中国、前苏联）。 

33. 旧中国的现代学制包括：1902 年“壬寅学制”（又称《钦定学堂章程》，清政府颁布的第一个现代学制，但未实施），

1904 年“癸卯学制”（又称《奏定学堂章程》，第一个正式实施的现代学制），1912 年“壬子癸丑学制”（第一次规定男女

同校，废除读经，改学堂为学校），1922 年“壬戌学制”（以美国为蓝本，实施时间最长）。 

34. 义务教育起源于德国，基本特征是强制性、普遍性和免费性。 

35. 教育目的的层次结构包括：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课程目标、教学目标。 

36. 教育目的的功能包括：导向、调控、激励和评价。 

37. 教育目的确立的依据是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和个体的身心发展需求。 

38. 在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上存在“个体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两种对立观点。 

39. 我国制定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

途径。 

40. 全面发展教育包括：德育（灵魂和统帅）、智育（前提和支持）、体育（基础）、美育（动力）和劳动技术教育。 

41、校长负责制是我国现阶段中小学的管理体制。 

42、“课程”一次最早出现在英国教育家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 

43、我国古代的“六艺”和古希腊的“骑士七技”都是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的代表人物是杜威。 

44、课程计划细分具体为课程标准，课程标准具体为教材。 

45.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 

46. 知觉是指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整体属性的反映。 

47. 感受性与感觉阈限呈反比关系。 

48. 感觉的相互作用有两种形式：一是同一感觉的相互作用，包括感觉适应（如明适应和暗适应）、感觉对比（同时对比和

继时对比）、感觉后效（如正后像和负后像）三种特性；二是不同感觉的相互作用，包括感觉的相互影响、相互补偿和联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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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特性。 

49. 知觉的基本特性有整体性、选择性、理解性、恒常性。 

50. 注意的分类：无意注意（无预定目的、无需意志努力），有意注意（有预先目的、需要意志努力），有意后注意（有自

觉目的，不需意志努力）。 

51. 注意的品质包括注意的广度、注意的稳定性、注意的分配和注意的转移。 

52.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表明遗忘的进度是不均衡的，其规律是先快后慢，呈负加速趋势并且遗忘到一定程度就不再遗忘

了。 

53. 思维最主要的特征是间接性和概括性，是对经验的改组。思维的基本形式包括概念、判断、推理，基本过程是分析与综

合。 

54. 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包括：流畅性、灵活性、独特性、思维的敏感性。 

55. 双趋冲突：两种对个体都具有吸引力的目标同时出现，形成强度相同的二个动机。由于条件限制，只能选其中的一个目

标，此时个体往往会表现出难于取舍的矛盾心理，这就是双趋冲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6. 双避冲突：指两种对个体都具有威胁性的目标同时出现，使个体对这两个目标均产生逃避动机，但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

制，也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目标，这种选择时的心理冲突称之为双避冲突。“前遇大河，后有追兵”正是这种处境的表现。 

57. 趋避冲突：指某一事物对个体具有利与弊的双重意义时，会使人产生二种动机态度：一方面好而趋之，另一方面则恶而

远之。所谓“想吃鱼又怕鱼刺”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58. 气质类型包括：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 

59. 皮亚杰把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0~2 岁）前运算阶段（2~7 岁）、具体运算阶段（7~11 岁）、

形式运算阶段（11~16 岁）。  

60. 埃里克森将人格发展分为八个阶段，其中学前期（3~6岁）的主要危机是主动感对内疚感，学龄期（6~12 岁）的主要危

机是勤奋感对自卑感，青春期（12~18 岁）的主要危机是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61.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一段时间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效率停滞不前，甚至在学过的知识感觉模糊的现象叫“高原现象”。 

62. 根据情绪状态的强度、持续时间和紧张度，可把情绪分为心境、激情和应激。 

63、加涅把学习结果分成言语信息、智慧技能、认知策略、态度、动作技能五类，把学习层次分为信号学习、刺激—反应学

习、连锁学习、言语联结学习、辨别学习、概念学习、规则或原理学习、解决问题学习。 

64、正迁移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期积极的促进作用，负迁移是梁总学习之间相互干扰、阻碍，顺向迁移是前一种学习对

后一种学习的影响，逆向迁移是后一种学习对前一种学习的影响，水平迁移是处于同一概括水平的经验之间的影响，垂直迁

移是处于不同概括水平的经验之间的相互影响。 

65、扭伤 24小时内冰敷，24小时之后热敷。 

66. 品德的心理结构包括四种基本心理成分：道德认识（个体品德的核心）、道德情感（知觉的、想象的、伦理的）、道德

意志、道德行为（衡量品德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志）。 

67. 品德形成的一般过程是：依从、认同、内化。 

68. 德育原则包括：方向性原则（导向性原则）、疏导原则、尊重信任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原则、教育影响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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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连贯性原则、因材施教原则、知行统一原则、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的原则（长善救失原则）、正面教育与纪律约

束相结合的原则、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69. 德育方法：说服教育法、榜样示范法、陶冶教育法（情感陶冶法）、实际练习法（实践锻炼法、实际锻炼法、指导实践

法、锻炼法）、品德修养指导法（个人修养法）、品德评价法。 

70、最早使用“班级”一词的是著名教育家埃拉斯莫斯。 

71、班集体的核心形成阶段是教学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定的了解和信任，班级组织比较健全。 

72、全面了解和研究学生是有效进行班主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73、小组活动是课外活动的主要形式。 

 

简答题考点： 

小学班级管理的方法  

1、制度管理法   

2、民主管理法   

3、学生自主管理法   

4、情感沟通法   

5、目标管理法 

简述小学德育的途径 

1、思想品德课与其他学科教学  

2、课外活动与校外活动   

3、劳动  

4、少先队活动   

5、班主任工作   

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1、开设心理健康教育有关课程； 

2、开设心理辅导活动课； 

3、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 康教育的内容； 

4、结合班级，团队活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5、个别心理辅导或咨询； 

6、小组心理辅导。  

简述课堂教学的常用方法。 

(1)讲授式的教学方法。  

(2)问题探究式教学方法。  

(3)训练与实践式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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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学方法。  

小学班主任的职责与任务。 

（1）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  

（2）教育学生努力学习。  

（3）指导学生课外、校外生活和活动。  

（4）管理班集体，指导少先队工作。  

（5）协调各任课教师的工作。 

小学班主任的常规工作包括哪些方面？ 

(一)了解学生     

(二)组织和培养班集体  

(三)建立学生档案  

(四)个别教育    

(五)班会活动   

(六)协调各种教育影响   

(七)操行评定   

(八)班主任工作计划与总结  

简述开展好课外活动的基本要求。  

(1)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2)活动的内容和组织形式要丰富多彩，富有吸引力。   

(3)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组织班级活动的原则。 

1、目的性原则 

2、针对性原则 

3、易操作原则 

4、整体性原则 

5、创新性原则 

6、多样性原则  

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1、终身学习  

2、行动研究  

3、教学反思  

4、同伴互助 

5、专业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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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题研究 

7、网络远程研修 

8、教师成长记录袋 

9、开展微格教学 

课外活动的内容、形式。 

内容： 

1、科技活动 

2、学科活动   

3、文学艺术活动  

4、体育活动   

5、社会活动  

6、传统的节日活动     

形式： 

1、群众性活动  

2、小组活动 10-20人   

3、个人活动 

小学生的卫生保健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1)保持正确姿势，组织适当的体育活动和体力劳动。  

(2)保护牙齿，培养儿童良好的用餐习惯。   

(3)眼和耳的卫生保健。  

(4)保持合理的营养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5)注意用脑卫生。 

小学班主任的作用？ 

第一、班主任是班级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   

第二、班主任是校长、教导主任的有力助手。  

第三、班主任是各任课教师的协调者。  

第四、班主任是学校、家庭、社会的沟通者。 

班级活动的形式。 

1、论理式班队活动； 

2、交流式班队活动； 

3、文艺式班队活动； 

4、竞赛式班队活动； 

5、纪念式班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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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践式班队活动。 

选择运用教学方法的基本依据。 

1、教学目的和任务的要求； 

2、课程性质和教材特点； 

3、学生特点； 

4、教学时间、设备、条件； 

5、教师业务水平实践经验及个性特点。 

简述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 

(1)教师专业知识的发展； 

(2)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 

(3)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 

(4)教师人格修养的发展。 

简述激发小学生动机的基本方法。 

(1)充分利用反馈信息，恰当进行奖惩； 

(2)积极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和维持学习兴趣； 

(3)指导学生进行积极归因，增强对成功的期望； 

(4)培养自我效能感，增强学生成功的自信心； 

(5)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学习动机的激发者； 

(6)注意个别差异。 

教育研究的原则。 

1、客观性原则   

2、系统性原则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   

4、教育性原则 

常用培养学生良好的态度和品德的方法。 

1、有效的说服   

2、树立良好的榜样   

3、利用群体约定   

4、价值辨析   

5、给于恰当的奖励与惩罚  

简述教育研究的基本环节。 

1、研究的构思与设计   

2、研究的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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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的分析与总结  

常用的小学教学方法有哪些？ 

1、讲授法 

2、谈话法 

3、讨论法 

4、练习法 

5、演示法  

小学课堂教学的基本策略是什么？ 

1、主体参与策略 

2、合作探究策略 

3、知情融合策略 

4、个性发展策略 

新课程改革下的有效情境创设应注意几点？ 

1、根据知识的内在联系，让情境生成学习材料问题    

2、巧妙设计认知冲突，创设问题情境。   

3、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出发，寻找知识经验的联系，创设情境。   

4、教师本身就是一种好的教学情境。 

小学生美育的基本方法和策略有哪些? 

1、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文化艺术活动进行美育。  

2、通过大自.然进行美育。  

3、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美育。 

怎样设计教育研究方案？ 

1、确定研究类型和方法。  

2、选择研究对象 

3、分析研究变量。  

4、形成研究方案。 

新课改下的课堂教学中情境创设的具体应用。 

1、借助实物图像创设教学情境   

2、借助动作（活动）创设教学情境（操作、表演、演示、活动）   

3、借助语言创设教学情境（朗读、描述、比喻）  

4、借助新旧知识观念的关系和矛盾创设教学情境  

5、借助背景创设教学情境  

6、利用儿歌谜语创设教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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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借助问题创设教学情境  

8、运用想像创设教学情境  

简述小学生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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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小学教师反思的基本内容。 

1、对教学目标进行反思 ； 

2、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 ； 

3、对教学特色进行反思 ； 

4、对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 ； 

5、对教学有点反思 。 

 

材料分析题 

材料分析解答方法：有观点 有逻辑 有表达 

例：课堂上有位学生指出老师对某个问题的解释有错误。老师当时就恼怒起来“某某同学，算你厉害，老师不如你，以后老

师的课由你上好了!”全班同学岁老师一起嘲笑这位学生，从此该生在课堂上不发现问题，也不主动回答问题了。 

  请你从所学的教育学理论出发谈谈这个教育问题。 

    233网校答案：  

  根据新课改要求的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应该是教学相长的。而这位教师没有抓住学生给自己提出的意见促

进自己的成长。不符合新课改要求的教学相长原则。另外，根据《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

体罚违背了学生的人格尊严权。是违法行为。 

  点题：这位教师的行为是错误的。（在这一部分一定要对教师的行为有一个定性的判断） 

  析题：根据教师职业素养的要求，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爱护学生。这位教师直接严厉地批评学生，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

不符合教师职业素养。 

  根据新课改要求的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应该是教学相长的。而这位教师没有抓住学生给自己提出的意见促

进自己的成长。不符合新课改要求的教学相长原则。 

  根据《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体罚违背了学生的人格尊严权。是违法行为。（分三个

部分阐述为什么教师的这一行为是错误的。） 

  解题或者总结：根据以上分析，所以这位教师的行为是错误的。（最后进行总结。这道题目没有问到应该怎么办，故而

不用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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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题： 

小学《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教学设计答题模板 

（看材料问题怎么问，在根据问的选择某一个阶段套答题模板答题） 

一、教学目标： 

根据新课改的要求和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和认知能力，我确定的教学目标是： 

（1）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____，学生能够了解/知道/理解/掌握/学会/运用____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自主/探究/合作学习____，学生能够提高/领会/分析____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____，学生认识/意识/培养____ 

二、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1、本课的教学重点： ____ 

2、本课的教学难点： ____ 

三、教学方法： 

主要采取的教学方法：引导启发法。 

在本节课的教学中主要渗透自主探究法、小组讨论法等。 

四、教学过程（核心）： 

（一）导入新课 

本课主要采用：故事导入/直接导入/游戏导入/情境导入等等 

（具体怎么导入，需要简单阐述） 

这种方法，不仅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能够引导学生思考，并且引出新课题。 

（二）讲授新课 

在讲授新课时，为了突出本节课的第一维知识与技能目标，首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对基本的概念和知识初步感知，

学习完成后，会对重要生词（语文，其他科目视具体情况而定）进行讲解，具体过程如下： 

（讲授第一维目标） 

通过这种方法，既体现了新课改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这部分讲授完成后，开始讲解本节课的难点，也就是第二维过程与方法目标，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学生先进行探究

学习，能够用自己的话语总结____方法。然后，结合实例，对____方法进行详细讲解，具体过程如下： 

（讲授第二维目标） 

通过这种方法，既让学生能够深入理解这种方法，也可以增进学生之间相互帮助的情感。 

（三）巩固练习 

根据各科目自行设计 

（四）小结 

（五）作业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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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课后作业，包括必做题和选做题，必做题主要以基础算式为主，选做题会选用一些开放性较高，需要学生进行发散

思考的问题，以满足那些学有余力的同学，符合新课改要求。 

五、板书设计 

板书设计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清晰展示全文整体结构，突出重点，彰显文章主题。 

     

教学设计例题： 

请认真阅读下文，并按要求作答。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促 忆 异 逢 佳 倍 插 

促 深 忆 异 逢 

佳 倍 遥 遍 插 

根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1)简要分析该诗的写作主题。 

(2)如指导三年级小学生练习本文，试拟定教学目标。 

(3)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导入环节并说明理由。 

解析： 

(1)本篇是唐代诗人王维的名篇。通过描写诗人自己独自漂泊异乡生活孤苦，遇到佳节良辰，想到远在家乡的兄弟插茱萸

的情景，抒发作者思乡怀亲之情。 

(2)教学目标设计： 

知识与技能目标：学生会认促、深、忆、异、逢、佳、倍、遥、遍、插、茱、萸 12 个生字，会写促、深、忆、异、逢、

佳、倍、遥、遍、插 10个生字;能够有感情的朗读并背诵诗句。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诵读诗句与小组合作讨论体会诗句抒发的思乡怀亲之情，能够读出诗句所表达的真情实感，提高

对古诗文的感悟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学生激发对于古诗文学习的兴趣，以及热爱家乡与亲人的情感。 

(3)导入： 

采用提问导入法，激趣导入。 

教师提问：同学们，我们中国有很多传统节日，大家知道都有哪些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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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回答：中秋节、春节、端午节... ... 

教师提问：那大家知道农历九月九日是什么节日吗? 

学生：... ... 

教师：很好，有同学说是重阳节。重阳节又称重九节、晒秋节、“踏秋”，中国传统节日。庆祝重阳节一般会包括出游

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日，与除夕、清明节、中元节三

节统称中国传统四大祭祖的节日。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

至今。重阳与三月初三日“踏春”皆是家族倾室而出，重阳这天所有亲人都要一起登高“避灾”。1989 年农历九月九日被定

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2006 年 5 月 20 日，重阳节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古诗就是一位唐代诗人在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一天的所见所感——《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设计意图：通过提问的导入方式，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好奇心。给学生提供问题的情境让学生自己来发现，充分体

现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激起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和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