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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6_c38_58680.htm 一、是非判断题 1、“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善喻”的教学思想是

《学记》提出的。 2、赞科夫所认为的“一般发展”是特指

儿童智力的发展。 3、巴班斯基的“最优化教学”思想最优

化的核心是建立教学过程的最佳方案。 4、加涅认为教学就

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动、激化、维持和提高学生学习的一

整套条件。 5、在布鲁姆的掌握教学中，教师要使用诊断性

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来进行反馈和纠正。 6、《

大教学论》是由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写的。 7、作为教师，

拥有的本体性知识越多则其教学水平越高。 8、微格教学中

的教案与日常教学活动中的教案是相似的，都是对教学活动

过程的详尽描述。 9、教学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过程，而且是

师生情感交流和一起成长的过程。 10、“SR”强调学习的本

质是行为的变化，即学习活动发生后，学习者要由克观察、

可测量的外在变化，这是认知论学习观的观点。 11、针对注

入式教学造成了小学语文的“呆板、繁琐、片面、低效”的

弊端，特级教师李吉林提出了“形真”、“情切”、“意远

”、“理蕴”为特点的情景教学。 12、CIPP是由内容评

价content evaluation、输入评价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

价process evaluation、成果评价product evaluation这四种评价名

称的英文第一个字母组成的缩略语。 13、学习指的是凭经验

产生的，按教育目标要求引起的能力或倾向的变化。 14、接

受学习和机械学习、发现学习和有意义的学习是等同的两组



概念。 15、有意义接受学习是学生将已有的知识、经验、判

断等作为“工具”去理解新问题、实施新任务的过程，学生

亲自参与，自行完成从“工具”到任务的策略性整合，从中

获得知识和体验。 16、现代学者用“知识的冰山模型”说明

，只有借助于默会知识的力量，人类所有的明确知识才有可

能，人类的知识创新才有可能。默会知识是明确知识的“向

导”和“主人”。 17、情感上易于冲动的孩子，往往选择推

迟满足；而善于控制冲动的孩子，往往选择即时满足。 18、

《学会关心》的宣言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来的。 19、

循序渐进型学习者倾向于用有层次的步骤和严格的逻辑来理

解课程材料；总体统揽型学习者倾向于以跳跃式，几乎不关

注概念间的联系。 20、学生的竞争可以分为学生个体之间的

竞争、学生个体和学生群体之间的竞争。 21、教学的科学性

和艺术性是教学的“两翼”，只有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成

功地迈向理想的彼岸。 22、马蹄式的坐位编排方式，全体学

生面向教师，教师最易于控制全班。 23、广义的教学环境是

指班级内影响教学的全部条件，包括班级规模座位模式、班

级气氛、师生关系等。 24、角色扮演模式是属于人格发展的

教学模式。 25、行为控制教学模式依据的主要是人本主义心

理学理论。 26、衍枝式程序同样把学习材料分成小的逻辑单

元，但每一步比直线式程序的步子要大。 27、教学的本质即

为交往，师生关系就是通过师生交往实现的。 28、教师对学

生应抱有积极的期望，正确地说就是对学生要有高期望。 29

、在提问策略分析模型中，教师第一个问题回答后等待提出

第二个问题的时间称为“等待时间1”，提出一个问题后，等

待学生回答的时间称为“等待时间2”。 30、课程与教学的关



系主要是一种二元论模式。 31、活动课程在所有的课程类型

中，历史是最为长久的，从学校教育产生即已存在。 32、把

课程等同于所教的科目，往往容易忽视学生的心智发展、情

感陶冶、创造性表现、个性培养，以及师生互动等对学生成

长的影响作用。 33、研究表明，隐性课程含有消极效果，必

须注意改变和削弱其消极影响，依据一定的价值和规范，建

构起有利于学习的社会关系结构。 34、延长提问等待时间的

教学技巧是教师应该掌握的，但它一般不适用于记忆性问题

的提问。 35、研究性课程的评价，不适宜运用过程性的评价

，而应该运用目标评价。 36、目的游离评价模式主张把评价

的重点放在“课程计划预期的结果”上。 37、早期教育评价

的目的是“为了选拔适合教育的儿童”，故教育评价偏重鉴

定、选拔功能，所以，在评价方法上偏重于实施绝对评价、

形成性评价。 38、传统评价从评价的标准看，追求的是科学

范式下的量化。 39、信息技术带来的学习方式的变化之一就

是教学形态将从班级制走向个别制。 40、信息技术与课程整

合有两种形式：一是纵向整合，即通过技术促进多学科综合

；二是横向整合，即将技术融合于一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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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