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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 ★ 考试结束前 

全国 2013年 7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课程与教学论试题 
课程代码：00467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 

置上。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 

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小题，每小题 1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 

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奥苏伯尔认为，学生为得到师长的认可和表扬而学习的动机是（D）2110 

A．内在驱力  B．自我提高驱力 

C.认可驱力  D．附属驱力 

2． “连续性、序列性、整合性”是（Ａ）282 

A．有效组织学习经验的三个标准  B．课程目标的三个来源 

C．课程评价的三个特点  D．课程内容选择的三个取向 

3． “非指导性教学”的理论基础是（B）2137 

A．行为主义心理学  B．人本主义心理学 

C．认知心理学  D．精神分析心理学 

4．目标模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C）276 

A．塔巴  B．惠勒 

C.泰勒  D．坦纳 

5．布卢姆等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把课程与教学目标分为三大领域，即（B）3155 

A．知识、技能、技巧  B．认知、情感、动作技能 

C．知、行、意  D．德、智、体 

6． “体现不同性质的教育和不同阶段的教育的价值，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 ，指的是（B）3145 

A．课程目标  B．教育目标 

C.教育目的  D．教学目标 

7．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人们期望的不是学生反应的一致性，而是反应的多样性、个体性。这一特点说的是（B）3168 

A．生成性目标的特点  B．表现性目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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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行为目标的特点  D．普遍性目标的特点 

8．以“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为理论基础的课程形态是（B）5215 

A． “因素课程”说  B． “泛智课程”说 

C．赫尔巴特主义课程论  D．功利主义课程论 

9．以评价关注的焦点为准，可以把评价分为（C）7309 

A．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  B．目标本位评价和目标游离评价 

C．效果评价和内在评价  D．量的评价和质的评价 

10．支架式教学的理论基础是（B）8358 

A．认知弹性理论  B．最近发展区理论 

C．结构主义理论  D．认知发展理论 

11．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学习在本质上是学习者主动建构心理表征的过程，这种心理表征包括（B）8351 

A．结构性的知识和经验  B．结构性的知识及非结构性的知识和经验 

C．结构性的知识及非结构性的经验  D．以上都不对 

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80 年代以来提出的“全民教育”口号，实质上就是追求（C）8337 

A．教育平等  B．教育的高质量 

C．平等与高质量的内在统一  D．多元价值观 

13．校本课程是基于每一所学校及学校所在社区的特殊需要而开发的课程，因此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应是（D）8341 

A．政府、专家、校长、教师  B．专家、校长、学生家长、社区人员 

C．专家、校长、教师、学生  D．校长、教师、学生、学生家长 

14．杜威对课程与教学的整合以及他的整个实用主义认识论所追求的是一种（B）168 

A．科技理性  B．实践理性 

C.工具理性  D．解放理性 

15．确立了“学科结构运动”的理论基础与行动纲领的著作是（B）114 

A．《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B．《教育过程》 

C．《课程》  D．《怎样编制课程》 

16．第一次试图将课程与教学进行整合的教育家是（D）165 

A．施瓦布  B．布劳迪 

C．塔巴  D．杜威 

17．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的是（D）276 

A．博比特  B．查特斯 

C.哈里斯  D．泰勒 

18．在“学科结构运动”中诞生的一种新的课程形态是（C）113 

A．儿童活动中心课程  B．社会问题中心课程 

C．学术中心课程  D．人本主义课程 

19．实践性课程开发理论的代表是（C）116 

A．赫尔巴特  B．布鲁纳 

C.施瓦布  D．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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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第一次提出“教育教学的心理学化”思想的教育家是（D）135 

A．夸美纽斯  B．卢梭 

C．赫尔巴特  D．裴斯泰洛齐 
21．以下不属于 ．．． 施瓦布所提倡的课程审议艺术的是（C）119 

A．实践的艺术  B．准实践的艺术 

C．建构的艺术  D．折中的艺术 

22．20 世纪倡导社会本位综合课程的典型课程哲学是（C）5233 

A．要素主义  B．永恒主义 

C．改造主义  D．自然主义 

23．从课程论发展史上看，第一次明确提出课程选择问题的是（B）4178 

A．杜威  B．斯宾塞 

C．施瓦布  D．泰勒 

24．以下著作中，被认为是继柏拉图《理想国》之后西方最完整、最系统的教育论著的是（B）129 

A．《教育漫话》  B．《爱弥儿》 

C．《大教学论》  D．《林哈德和葛笃德》 

25．以下属于“三大新教学论流派”的是（D）149 

A．斯金纳的“程序教学”  B．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 

C．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  D．布鲁纳的“发现教学论” 

26．概念重建主义课程范式的深层价值取向是（C）124 

A．技术兴趣  B．实践兴趣 

C．解放兴趣  D．技术理性 

27．提出“虚无课程”概念的教育家是（B）156 

A．斯宾塞  B．艾斯纳 

C.朱熹  D．杜威 

28．赞可夫的教学新体系实现了教学目标上的转换，这就是教学应着眼于学生的（D）2128 

A．全面发展  B．个性发展 

C.自由发展  D．一般发展 

29．教育交往的途径很多，囊括了学校、家庭、社区的方方面面，而其主渠道是（C）6294 

A．家庭  B．社区 

C.课堂  D．第二课堂 

30． “美德即知识”命题的提出者是（C）4199 

A．柏拉图  B．孔子 

C．苏格拉底  D．亚里士多德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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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分） 

31．赫尔巴特提出的教学的“形式阶段”包括哪几个阶段？139 

答： 

（1）第一阶段： “明了” ，即清楚、明确地感知新教材。 

（2）第二阶段： “联合” ，即把新的观念与旧的观念结合起来。 

（3）第三阶段： “系统” ，即把已建立起的新旧观念的各种联合与儿童的整个观念体系统一起来，概括出一般概念和规 

樟，以具有逻辑性的、结构严整的知识系统或观念体系。 

（4）第四阶段： “方法” ，即把业已形成的知识系统通过应用于各种情境而使之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32．行为目标有哪些不足之处？3153 

答： 

（1）“行为目标”取向所体现的“唯科学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是有缺陷的。 

（2）“行为日标”的“还原沦”倾向把“完整的人”肢解，人的具有整体性的心理和行为被原子化。 “ 

（3）人的许多高级心理素质足很难用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来预先具体化的。 

33．组织和引导课堂讨论需要注意哪几个方面的问题？4204 

答： 

（1）创设课堂讨论情境，提出富有挑战性的、真正吸引学生的、有价值的问题与课题。只要情境创设好了，问题和课 

题选准了，学生自然会展开活跃的讨论。 

（2）教师要以平等的身份与学生展开讨论，要绝对尊重学生的人格，要创造良好的讨论氛围。教师对学生所回答的问 

题、所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要持适当的态度，倘若教师对学生不完整的回答采取不宽容的态度，那就会破坏讨论的情 

境。 

（3）教师要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课堂讨论习惯与规范。集体讨论切忌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否则会使讨论流于肤浅、 

徒具形式。 

34．课程与教学评价有哪几种基本取向？每种取向的本质是什么？7321 

答： 

（1）目标取向的评价 

目标取向的评价在本质上是受“科技理性”或“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其核心是追求对被评价对象的有效控制和改进。 

在这里，评价者是主体，被评价者是客体。 

（2）过程取向的评价 

过程取向的评价在本质上是受“实践理性”所支配的，它强调评价着与被评价者的交互作用、强调评价者对评价情境 

的理解、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 

（3）主体取向的评价 

主体取向的评价在本质上是受“解放理性”所支配的，它倡导 

对评价情境的理解而不是控制，它以人的自由与解放作为评价的根 

本目的。 

35．世界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8340 

答： 

（1）在课程政策上，谋求“国家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开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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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课程改革呈现一种看似矛盾、实则非常辩证的现象：一方面强调国家在课程改革中的主导作用，推出有力的 

“国家课程” ；另一方面又非常强调地方、学校对课程改革的主体参与，倡导因地制宜、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 。 

（2）在课程内容上，既引进符合信息时代要求的信息技术知识，又把学习者的“个人知识”作为课程内容的有机构成 

21 世纪人类将全面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的“信息能力”与“计算机素养”成为各国课程改革 

所追求的基础学力的内容之一。符合信息时代需求的各类信息技术知识成为课程内容的重要来源。 

（3）提倡多样化的课程结构 

在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中， “学科主义” （ “学科中心论” ）的传统统治地位已被动摇。经验课程、综合课程、选修课程 

等课程形态受到普遍关注。统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多样化的课程结构已成为课程改革的重要趋势。 

（4）重视课程实施研究，重视教师进修 

当人们反思 20 世纪课程改革的历史进程的时候，发现大多数课程改革的共同失误是往往满足于课程计划的制定，而不 

关注课程实施过程。许多国家推行的课程变革计划并未真正得到实施，原因是教师对课程变革的态度并不像人们想象 

的那样积极。 

（5）提高课程改革的科学水平，设立课程改革的专家咨询机构 

各国课程教材改革的经验表明，课程改革的过程不单纯是行政命令的过程，它是政府基于对社会实际和教育实际之需 

要的敏锐洞察，充分发动地方、学校的积极性，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而展开的。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分） 

36．课程实施相互适应取向视野中的教学设计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并谈谈其对实际课堂教学的启示。  6278 

答： 

（1） “课程”不仅包括体现在学程、教科书或变革方案中的有计划的具体内容，而且还包括学校和社区中各种情境因 

素所构成的谱系，这些情境因素会对课程变革方案作出改变。 

（2）课程知识是广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方面，实践者（教师）所创造的课程知识与专家所创造的课程知识 

同等重要。他们对影响课程的各种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谱系感兴趣。不论课程是在哪里创造出来的，在实施过程中都 

必须不断作出调整。不断调整以求相互适应，是课程知识的一个基本特性。 

（3）倾向于把课程变革过程视为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和不可预知的过程。这决不是一个预期目标和升划的线性演绎 

过程。课程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不论是否与预期目标一致，都是课程变革过程的有机构成部分。 

（4）教师是主动的、积极的“消费者” 。 

（5）研究重心是把握课程实施的具体过程，它要求更为宽广的方法论，既包括量化研究，也包括“质的研究” 。 

37．请结合具体例子，阐述范例教学的一般程序。2126 

答： 

在德博莱的影响下，施滕策尔确定了范例方式教学过程的一般程序： 

(1)范例性地阐明“个”的阶段 ； 

(2)范例性地阐明“类型”和“类”的阶段； 

(3)范例性地掌握法则性、范畴性关系的阶段； 

(4)范例性地获得关于世界（以及生活）关系的经验。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16分）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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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经验课程的基本特征可以描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教育和课程没有过程以外的目的，只有过程以内的目 

的，即促进儿童本能的生长，培养儿童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能力。第二，主张以儿童参与其中的活动及其经验作为课 

程设计的中心，并且以“从做中学”作为课程组织的原则。第三，打破学科界限，采取作业的形式，分单元进行活动， 

反对预先规定教材范围和进度。第四，崇尚师生合作，反对教师权威，充分发挥儿童的自主性。 

请结合上述材料分析： 

（1）经验课程有哪些可以借鉴的优点？ 

答： 

（1）经验课程强调学习者当下的直接经验的价值，把学习者的需要、动机、兴趣作为课程开发的基点，以学习者的人 

格发展作为课程的目标，在经验课程中学习者成为真正的主体，这寻到了课程的意义之源，扭转了千百年来把课程视 

为学习者的控制工具的局面。 

（2）经验课程主张把人类文化遗产以儿童的经验为核心整合起来，主张把学科知识转化为儿童当下的活生生的经验， 

强调教材的心理组织，这样，儿童在与文化、与学科知识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人格不断获得发展，这种课程理路真正找 

到了文化遗产、学科知识的教育价值。 

(3) 经验课程主张将当代社会现实以儿童的经验为核心整合起来，既把儿童视为社会的儿童、生活于社会现实之中的儿 

童，又不使儿童拘泥于当前的社会现实、被动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而是着眼于儿童的未来，主张基于儿童的人格发 

展对当前的社会现实进行改造，应当说这种观点摆正了儿童的人格发展与当前社会生活的关系。 

（2）经验课程存在哪些不足？ 

答： 

（1）经验课程容易导致忽略系统的学科知识的学习，。尽管经验课程倡导者的初衷并非不要学科知识，而是真正找到 

学科知识对儿童人格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在经验课程的实践过程中往往导致沉醉于儿童当前的各种偶发性的冲 

动，纵容儿童，忽略学科知识的教育价值，走向“儿童中心主义” 。 

（2）经验课程容易导致“活动主义” ，忽略儿童思维能力和其他智力品质的发展。经验课程的经典倡导者（如杜威） 

都主张把儿童的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的培养作为经验课程的基本目标，并主张把这些心理品质的培养与 

儿童对情境的操作和行动有机统一课起来。然而在经验程的实践中，人们往往把经验课程误解为让儿童随意地从事一 

些肤浅的、缺少智力价值的操作活动，从而忽略了儿童深层的心理品质的发展。 

（3）经验课程的组织要求教师有相当高的教育艺术，对于习惯了班级授课制和讲解教学法的教师而言很难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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