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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2 年 4 月自考课程与教学论试题 

课程代码：0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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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 

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博比特、查特斯等人于 20 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课程开发理论被称为(      A      ) 13 
A.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  B.实践性课程开发理论 
C.概念重建主义课程范式  D.泰勒原理 
2.下列不属于 ．．． “学术中心课程”之特征的是(      B      ) 114 

A.结构性  B.实践性 
C.专门性  D.学术性 
3.下述不属于 ．．． 施瓦布提出的三种课程审议艺术的是(      D      ) 119 

A.实践的艺术  B.准实践的艺术 
C.折中的艺术  D.整合的艺术 
4.理论化、系统化的教学论的创立者是(      A      ) 126 
A.夸美纽斯  B.赫尔巴特 
C.卢梭  D.裴斯泰洛齐 
5.下列不属于 ．．．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大新教学论流派”的是(    A        ) 149 

A.实验教学论  B.发展性教学论 
C.发现教学论  D.范例教学论 
6.杜威所倡导的教学是(      B      ) 144 
A.教育性教学  B.问题解决教学 
C.发现教学  D.情境教学 
7.以下关于课程开发的目标模式的说法中，不正确 ．．． 的是(      C      ) 276 

A.20 世纪初课程开发科学化运动的产物 
B.以目标为课程开发的基础与核心 
C.把发展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作为教育的广泛目标 
D.被看作课程开发的经典模式 
8.布鲁纳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是由结构上迥异的三类表征系统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质的飞 

跃过程，这三类表征系统不包括 ．．． (      B      ) 296 

A.行为表征  B.言语表征 
C.符号表征  D.图像表征 
9.以下关于学习层级理论的说法中，不正确 ．．． 的是(  D      ) 2111 

A.学习新的知识技能，是以已经习得的知识技能为基础的 
B.学习较为复杂的、抽象的知识技能，是以较为简单、具体的知识技能为基础 
C.前一层级的学习为后一层级的学习做好准备 
D.教师设计教学时，通过分析后一层级学习的结果确定学生的内部条件，以确保教学工作的 

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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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程序教学设计的关键因素是(      A      ) 2135 
A.程序教材的编制和教学机器的使用  B.程序教材的编制和教学范例的使用 
C.教学范例的编制和先行概念的使用  D.即时强化的策略和教学机器的使用 
11.奥苏伯尔提出的教学策略是(      D      ) 2107 
A.发现学习  B.程序教学 
C.最近发展区  D.先行组织者 
12． “参观动物园并讨论那儿有趣的事情”这一课程目标属于(      D      ) 3168 
A.普遍性目标  B.行为目标 
C.生成性目标  D.表现性目标 
13.在学科本位综合课程中， “能够涵盖整个知识领域的课程整体”指的是(      B      ) 5232 
A.融合课程  B.广域课程 
C.相关课程  D.综合课程 
14.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属于学科课程中的(      A      ) 5215 
A.科目本位课程  B.学术中心课程 
C.综合学科课程  D.儿童中心课程 
15.持有课程创生取向的学者会认为，教师的角色是(      C      ) 6280 
A.课程消费者  B.课程执行者 
C.课程开发者  D.教书匠 
16．把某项课程变革计划付诸实施的具体过程称为(      B      ) 6271 
A.课程变革  B.课程实施 
C.课程计划  D.课程采用 
17．课程知识主要是由课程专家在课堂之外，用他们认为是最好的方法为教师的实施而创造 

的，这一观点属于课程实施的(      A      )  6275 
A.忠实取向  B.相互适应取向 
C.创生取向  D.实践取向 
18.古德莱德所划分的五个课程层次中， “理解的课程”和“经验的课程”属于课程变革过程 

中的(      B      ) 6273 
A.课程变革阶段  B.课程实施阶段 
C.课程计划阶段  D.课程采用阶段 
19．搜集课程开发或实施过程各个局部优缺点的资料，将其作为进一步修订和完善课程之依 

据的评价是 
(      B      ) 7310 

A.总结性评价  B.形成性评价 
C.诊断性评价  D.内在评价 
20．只就课程计划所涉及的学生经验的类型、课程内容的性质、组织等来对课程计划作出判 

断，至于效果则在评价关注的范围之外。这类评价是(      C      ) 7312 
A.诊断性评价  B.质的评价 
C.内在评价  D.效果评价 
21.追求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化” ，以“自然科学范式”为理论基础的评价是(      A      ) 
7321 
A.目标取向的评价  B.过程取向的评价 
C.主体取向的评价  D.效果取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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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从评价与预定目标的关系来区分，可以将评价分为(      A      ) 7309 
A.目标本位评价和目标游离评价  B.量的评价和质的评价 
C.效果评价和内在评价  D.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23． 认为评价就是测量， 评价者的工作就是测量技术员的工作——选择测量工具、 组织测量、 

提供测量数据。这一基本特点属于(      A      ) 7315 
A.第一代评价  B.第二代评价 
C.第三代评价  D.第四代评价 
24.被人们称为“传统评价模式”的是(      C      ) 7326 
A.差别模式  B.外貌模式 
C.目标达成模式  D.回应模式 
25.将课程置于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背景上来理解，联系个人深层的精 

神世界和生活体验而寻找课程的意义。这种课程研究取向被称为(      D      ) 8333 
A.程序主义  B.课程开发范式 
C.概念重建主义范式  D.课程理解范式 
26． “谋求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实现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融合” ，意味着在课程改 

革中应确立起(      C      ) 8339 
A.多元主义价值观  B.教育民主化的理念 
C.主体教育观  D.教育公平的理念 
27.强调知识建构的社会性质，强调合作、交往和共享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这种观点属于 

(      D      )  8348 
A.激进建构主义  B．温和建构主义 
C.个人建构主义  D．社会建构主义 
28.基于“认知弹性理论”而发展起来的教学模式是(      C  ) 8355 
A.情境教学  B.支架式教学 
C.随机访问教学  D.协作教学 
29.通过提供一套恰当的概念框架而帮助学习者理解特定知识、建构知识意义的教学模式是 

(      B      )  8358 
A.情境教学  B.支架式教学 
C.随机访问教学  D.协作教学 
30.随机访问教学的基本环节是(      B      ) 8357 
A.创设情境、确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效果评价 
B.呈现情境、随机访问学习、思维发展训练、协作学习、效果评价 
C.进入情境、引导探索、独立探索、协作学习、效果评价 
D.出现情境、引导探索、思维发展训练、协作学习、效果评价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分） 
31.简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课程内涵变化的趋势。154 
答：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课程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如下六个趋势： 

（1）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 

（2）从强调目标、计划到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 

（3）从强调教材的单因素到强调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 

（4）从只强调显性课程到强调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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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强调实际课程到强调实际课程和“虚无课程”并重； 

（6）从只强调学校课程到强调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并重。 
32.简述在按照目标模式进行的课程开发中，如何确定教育目标。277 
答： 

（1）对学习者自身的研究。 

对学习者的研究，是经由两个步骤而实现的：一是了解学生现状；二是把学生的现状与可接 

受的常模作比较从而找出差距。 

（2）对当代生活的研究。 

生活情境与学习情境在许多方面明显相似； 为掌生提供将校内所学内容应用于校外生活领域 

的练习。因此，教育目标中应合理地反映校外当代生活的内容。 

（3）学科专家的建议。 

对学科专家的建议的看法，是要求学科专家站在学科的立场上、从更广阔的教育视 

野出发而提出教育目标的。 
33.简述教学过程的本质。6293 
答： 

教学过程的本质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教学过程是教师与学生以课堂为主渠道的交往过程； 

（2）教学过程是教学认识过程与人类一般认识过程的统一； 

（3）教学过程是教养和教育的统一。 
34.简述相互适应取向和课程创生取向视野中的教学设计的特征。6303 
答： 

相互适应取向视野中的教学设计具有如下特征： 

（1）教学设计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 

（2）教师开始进入教学设计过程。 

（3）学生开始进入教学设计过程。 

课程创生取向视野中的教学设计具有如下特征： 

（1）教学设计是一个持续创造的过程，指向于人的解放。 

（2）教师是教学设计的主体。 

（3）学生是教学设计的主体。 

35.简述情境教学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8353355 
答： 

一、情境教学的内涵： 

是指创设含有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情境， 学生在探究事件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地理解 

知识、建构意义。 

二、基本特征： 
1、 “学习者中心” ，每一学习者都是知识理解和意义建构的主体，不同学习者在问题解决 

过程中平等交往、合作学习。 
2、 “情境中心” ，源于现实世界的活生生的情境是学习者进行问题解决和意义建构的“平 

台” ，这种情境是与学习者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的。 
3、“问题中心” ，学习者在教学过程中解决每一真实的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 

一个个真实的问题是学习者思想汇集的中心和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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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分） 
36．试以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中“认知领域”目标的分类为例，说明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 

学的典型特征:3155160 
答： 

一、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中“认知领域”将人的认知教育目标依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 

高级的顺序分为如下六类。 
1、知识( knowledge)。包括对特定事物和普遍事理的回忆，对方法和过程的回忆，或对 

某一式样、结构或环境的回忆。 
2、领会( comprehension)。包括表明理解交流内容中所含的文字信息的各种目标、行为 

或者反应。 
3、应用( application)。指在特殊和具体情境中使用抽象概念。 
4、分析（analysis）。指把材料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弄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 

构成方式。 
5、综合( synthesis)。指将各种要素和组成部分组合起来，以形成一个整体。 
6、评价( evaluation)。指为了某种目的，对观念、作品、答案、方法和资料等的价值作 

出判断。 

二、 “教育目标分类学”可发现它有以下三个典型特征： 
1、教育目标具有层级结构。目标分类学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排列， 

较高级的目标建立在较低级的目标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较低级的目标。 
2、教育目标要以学生具体的、外显的行为来陈述，制定教育目标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操 

作，为了能够客观地交流与评价。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教育目标以具体的、外显的行 

为来陈述，而小能用模棱两可的、可随意解释的行为来陈述。 
3、教育目标超越了学科内容。不论哪一门学科，不论哪一个年级，都可以把“教育目 

标分类学”的层级结构作为框架，填人相应的内容。由此形成包含“内容侧面”和． “行为 

侧面”统一的两维的教育目标明细规格。 

37.班级授课组织有哪些基本特征？结合实际，谈谈如何在教育实践中改进我国班级授课组 

织。5257 
答： 

一、班级授课组织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 
1、学生被分配于各自固定的班级。 
2、教学在规定的课时内进行。 
3、教学一般分学科进行。 
4、教学内容根据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加以确定。 

概括起来说，班级授课组织即是将学生分配到固定的班级，教师在规定的课时内进行分 

科教学，教学内容根据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确定。 

二、班级授课组织具有下列优势。 
1、相同或相近年龄和水平的学生组织到一起，教师可以同时教授许多学生，全体学生 

因此可以在教师指导下共同前进。而且，在集体中，学生彼此之间可以相互作用、相互交流， 

有助于学生社会性的健全发展。 
2、教学按规定的课时来安排，可以使教学有条不紊地进行，有利于预定教学目标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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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3、分科教学有利于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教师可以对规定学科进行系统讲授，学生也可 

借此获得系统的知识技能。 
4、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确定教学内容，可以保证所有公民的基础学力的形成。 

三、班级授课组织也存在些先天不足和缺陷。 
1、班级授课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是应现代工业——科技文明提高效率的需求而在实践中 

占据统治地位的，所以，这种教学组织形式容易走向“效率驱动、控制本位”的极端。 
2、班级授课组织不利于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容易走向“一刀切” 、 “划一主义” 。 
3、班级授课组织尽管便于教师发挥主导作用，但学生的主体地位却受到一定的限制， 

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不易于充分发挥。 
4、这种教学组织形式容易导致以书本知识为中心，忽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养成。 

针对其优势与不足， 选择怎样的教学组织形式要看教学是基于什么样的教育目的、 教授 

什么样的内容、教学的对象是什么。而且一种教学组织形式也可以根据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和 

实践的需要作出一定的修改。班级授课组织之所以极富生命力，就是因为这种组织形式不是 

僵硬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富有弹性的，可以根据特定的需求对之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 16 分） 
38.以下是一则有关“垃圾的分类与处理”的教学案例： 

确定课题。一位同学从家里带来了小区居委会发的两张宣传纸，上面介绍了如何使用小 

区配备的不同颜色垃圾箱对垃圾做分类处理。 人们现在是按照宣传纸上的要求做的吗？这引 

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在老师的支持下，同学们决定对这个问题探究一番。 

进行调查。学生们在周围小区里调查垃圾分类处理的实施情况，结果令人失望：大部分 

人都不按要求处理垃圾。这是为什么呢？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设计了调查问卷，对现象 

背后的原因展开调查，发现原来是垃圾箱上只有一张小小的图片，人们往往看不清楚，所以 

就随手乱扔了。 

行动改进。为了改变垃圾分类处理得不到落实的情况，同学们决定从校内开始。他们请 

有专长的同学设计了如下广告语： “我专吃废玻璃！ ”“我喜欢吃废电池！ ”等贴在校园里的垃 

圾箱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总结交流。在活动结束前进行的总结交流中，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自己不 

但增长了关于垃圾分类处理的知识，而且更加关注周围生活了，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也提高 

了。还有同学提议，给区长写信，建议他把在校园里取得成效的做法在全区推广。 

这则案例中的教学活动采用了哪种类型的教学方法？结合材料说明这种教学方法的特 

征以及运用这种教学方法需注意的问题。4205 
答： 

一、根据题意可知，这则案例中的教学活动采用了自主型教学方法。 

自主型教学方法是学生独立地解决由他本人或教师所提出的课题， 教师在学生需要的时候提 

供适当帮助，由此而获得知识技能、发展能力与人格的教学方法。 

二、这种教学方法的最根本的特征是： 

学生的自我活动在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学生的“自我活动性” 、 “自主性”是这种教学方法的 

核心。教师当然要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指导与帮助，但其目的是为了使学生的自主学习、 

自我活动更加健康地进行，而不是要用教师的讲授代替学生的自主学习。 

三、组织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活动，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适合于自主性学习的课题。未必所有的素材都适合于学生的自主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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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有助于自主性学习的学习手段。自主性学习的有效开展要求具备可供学生选择 

的学习手段。教师要协助学生准备这些手段。 
3、分配适合于自主性学习的课题。有效开展自主性学习同对学习课题的恰当分配密切 

相关。

4、估计学生在自主性学习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教师在组织自主性学习时要充分 

估计到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针对这些困难所可能提供的帮助。 
5、正确评价自主性学习的过程与结果。评价是组织自主性学习的有机环节，是自主性 

学习效果的基本保证。对自主性学习的评价首先需要做到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对自主性学习 

而言，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价值，因此，教师要注意让学生陈述其学习过程、解决问题 

的过程，并在这种陈述的基础上给予鼓励与指导。 

组织理想的自主性学习活动， 发展学生的自我活动性和自主学习能力， 最终形成学生的 

自主性人格，这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一。 “教是为了最终不需要教” 。在当今信息时代“知识 

激增”的背景下，自主型教学方法的价值空前地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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