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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B_A3_E6_95_99_E8_c38_56574.htm 答案 一 1、指由专职人

员和专门机构承担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有组织

的 以影响入学者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 2、以教

育中存在的文化多样性为出发点，使不同文化特征的学生都

享有同等 的机会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在尊重不同文化且依据

不同的文化背景前提下实施的， 目的在于形成学生对自己的

文化及其它文化的处理方式和参与多元文化的能力。 3、教

学是以学生掌握知识为直接目标所展开的教师与学生双边的

交往活动。 4、指人在一生中都应当和需要接受各种培训和

教育，教育不是单纯的传递知 识，而应当贯彻人的全面发展

精神，培养个体适应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和素 质。 二

、 1、对 2、对 3、对 4、错 5、对 6、错 7、对 8、对 9、错 10

、错 三 1、 “教育产业化” 。 的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 教育越来越体现出一定的经济属性某些教育机 构也向产业

的轨道靠拢。但是要看到教育与其他产业的不同。在目的上

，教育产业 的赢利是抽象的， 主要反映在学校外， 教育以育

人为己任， 追求的主要是社会效益。 在功能上，教育主要是

非生产性功能，如传播知识经验、灌输道德规范等，教育的 

效益也不能简单的用经济指标衡量。在产品的特殊性上，教

育的产出是人的多方面 素质的提高，不直接创造价值，培养

出来的人进入生产过程，才能反映出它的经济 价值，教育产

品也不能作为商品交换。教育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培养人，最

突出的特 点还在于对人身心的直接影响，不能进行产业化。



2、课程内容的选择。 第一种，课程内容即教材的取向。认

为教材的规定了知识传递的范围、程序和 基本要求，知识的

传递以教材为依据，所以课程的内容理所当然被认为是上课

所用 的教材。 以凯洛夫的影响最大。 把重点放在教材上， 

有利于考虑学科知识的系统性， 明确教与学的内容，从而使

课堂教学有据可依，但教材以外在形式强加给学生，会 忽略

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二种，课程内容即学习活动。把重点放

在学生做些什么，特别注重课程与社 会生活的联系，强调学

习的主动性。往往会注重学生的外显活动，无法看到经验是 

如何发生的，忽视深层次的学习结构，偏离学习本质。 第三

种，课程内容即学习经验的取向。强调决定学习的量与质的

是学生而不是 教材。教师的职责是要构建师和学生能力与兴

趣的各种情景，为每个学生提供有意 义的经验。它一方面突

破了外在强加，但由于只有学生自己知道经验的真正结果， 

故课程编制难度很大。 3、教育评价功能有诊断功能；改进

和形成性功能；区分优良和分等鉴定功能； 激励功能；导向

功能等等。答题时展开回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