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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2021_2022__E5_85_A8_E

7_9C_9F_E6_A8_A1_E6_c38_57538.htm 一、选择题 1．A 2．A

3．C 4．B 5．B 6．B 7．C 8．D 9．D 10．C 二、填空题 11．

社会 培养人 12．教育与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规律 教育与人的

发展相互制约的规律 13．遗传 环境 14．出发点 归宿 15．教

育 发展 16．共 个 17．布鲁纳 布卢姆 18．家庭 社会 19．集体

主义 目的 三、简答题 20．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这是由学

校的性质决定的。学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全面安排的原

则。要做到以教学为主，首先要求在时间上，大部分用于教

学，使教学有时间上的保证；其次，在内容上，以学书本知

识为主，教材吸取人类的科学成果，价值高，有严密的学科

体系。此外，在组织形式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发挥教师的

主导作用。当然，以教学为主，并非教学惟一，应注意防止

不正确倾向的出现。 21．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

，这是因为： （1）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这一矛盾，贯穿于

整个教育过程中，教师的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2）教育

方针及政策的落实，教学任务的完成，要通过教师来实现； 

（3）教师总是一定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决定了学生思想政治

方向。教师的思想观点和立场，对学生的政治态度有着直接

影响； （4）教师闻道在先，经过专业训练，懂得教育方法

，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引路人。 22．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是教

育的对象；教师是整个教育过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而决

定了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处于客体地位；同时，学生本身所具

备的可塑性、依附性和向师性的特点，也说明学生处于客体



地位。 从另一方面看，学生是处于发展中的，具有主观能动

性。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始

终是教育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学生这种主观能动性特点，

作为有自觉性和独立性的人，决定了他又是自我教育和发展

的主体。 23．建立学制的依据是多方面的，受许多因素影响

，但归结起来，主要依据有4点： （1）学制建立首先依据生

产力发展水平。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自

然科学不发达，不可能出现技术和专业学校。到了资本主义

时代，大工业机器生产的发展，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

才出现了现代学校体系。 （2）依据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学

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反映一定社会政治经

济要求，并为其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学制在专业设置

、入学条件和教育目的等方面的确立，必然受到一定社会政

治经济制度的制约。 （3）依据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青少

年身心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成长经历不同的年龄阶段。每

一阶段，各有其年龄特征。在确立学制时必须适应这种特征

。 （4）依据本国学制的历史发展和参照国外学制经验。每

个国家的学制都有自己形成和发展过程，建立学制时，要吸

收原有学制中有用的部分，适合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传统

，同时也要参照和吸收外国学制中有益的经验。 四、论述题

24．知、情、意、行，是品德构成的四个要素，对其培养和

提高，达到统一和谐发展，是德育过程一个基本规律。 知即

品德认识，是指人们对一定行为准则的善恶及其意义的认识

和评价，是人们确定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和行为准则的内

在原因。 情即品德情感，是指人们伴随着品德认识所出现的

爱与恨、喜欢与厌恶等内心情感体验，对品德行为起着巨大



的调节作用。 意即品德意志，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品德行为过

程中顽强努力和克服困难的心理品质，是调节品德行为的精

神力量。 行即品德行为，是指人们在一定品德认识、情感、

意志的支配和调节下，在行动上对他人、社会作出的反应，

是品德形成发展的外在表现和客观标志。 在品德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知、情、意、行几个因素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

，其中知是基础，行是关键。 学生品德的这四个因素，在发

展方向和水平上又具有不平衡性。因此，德育可以视学生品

德发展的具体情况，具有多种开端。 心理学部分 五、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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