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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9C_A8_E8_81_c76_530876.htm 1.国内外出现的“文凭热”

表明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了以（ ）分层的社会。 A.政治分层 B.

经济分层 C.文化分层 D.知识分层 解析：D。20世纪90年代滞

后，学历所代表的教育资本，越来越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

的重要因素。教育，已经构成了一种身份赋予和社会分层的

维度。“知识分层”是指通过教育所获得的学历具有身份作

用，成为影响人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的因素。 2.邻居小兰、

小邱都10岁，可是小兰就比小邱懂事的多，大家都夸她是个

“小大人”，这体现了个体身心发展的（ ）特点。 A. 不平衡

性 B.阶段性 C.互补性 D.个别差异性 解析：A。个体身心发展

具有不平衡性，它不仅体现在身体发展上，同时还体现在心

理方面。 3.皮亚杰将个体认知发展分为感知运算水平、前运

算水平、具体运算水平、形式运算水平，这体现了个体身心

发展的（ ）特点。 A. 不平衡性 B.阶段性 C.顺序性 D.个别差

异性 解析：C。皮亚杰个人认知过程分为这几种不同的水平

，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上升，这体现了个体在心理认知

上的顺序性。 二、填空题 1.教育，从形式上看经过了从非形

式化教育到形式化教育再到（ ）的过程 解析：从形式上看，

教育经过了从非形式化教育到形式化教育再到制度化教育的

过程。学制的建立，是制度化教育的典型表征。 2.古代教育

的基本特征除了等级性、专制性、刻板性，还有（ ）和（ ）

功能。 解析：道统性、象征性 道统性，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

和伦理道德是唯一被认可的思想，天道、神道和人道往往合



二为一； 象征性，教育的功用性价值不受重视，即受教育的

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获得实用的只是，而是受教育本身。能不

能受教育和受什么样的教育史区别社会地位的象征。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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