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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8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课程与教学论试题
课程代码:00467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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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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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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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冶的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

无分。

1. 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的奠基者、开创者是

A. 博比特 B. 查特斯 C. 泰勒 D. 泰罗

2. 被誉为是“现代课程理论的圣经冶的著作是

A. 《课程》 B. 《课程编制的原理》

C.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D. 《儿童与课程》

3. 从本质上看,实践性课程的深层价值追求是

A. 技术兴趣 B. 解放兴趣 C. 实践兴趣 D. 价值兴趣

4. 理论化、系统化教学论的创立者是

A. 夸美纽斯 B. 卢梭 C. 裴斯泰洛齐 D. 拉特克

5. 法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撰写的教育小说是

A. 《爱弥儿》 B. 《窗边的小豆豆》 C. 《夏洛的网》 D. 《教育漫话》

6. 提出“我想不到有任何‘无教学的教育爷,正如在相反方面,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

学爷冶的教育家是

A. 杜威 B. 裴斯泰洛齐 C. 赫尔巴特 D. 罗杰斯

7. 斯腾豪斯提出的课程开发模式是

A. 目标模式 B. 审议模式 C. 过程模式 D. 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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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儿童在熟悉“萝卜冶、“菠菜冶、“西红柿冶等概念以后再来掌握“蔬菜冶这一概念,这种学习是

奥苏伯尔所提出的

A. 下位学习 B. 上位学习 C. 并列结合学习 D. 发现学习

9. 奥苏伯尔认为影响学习的成就动机中,推动学生学习的最重要、最稳定的动机是

A. 成功驱力 B. 自我提高驱力 C. 附属驱力 D. 认知驱力

10. 以下不属于
踿踿踿

范例教学中“范例冶的基本特征是

A. 主导性 B. 基本性 C. 基础性 D. 范例性

11. 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实际发展水平冶与“潜在发展水平冶之间的区域是

A. 最近发展区 B. 活动发展区 C. 接近发展区 D. 可能发展区

12. “解释《失乐园》的意义,考察与欣赏《老人与海》的重要意义冶,这样的教学目标属于

A. 生成性目标 B. 普遍性目标 C. 行为目标 D. 表现性目标

13. 课程开发以学习者的需要为基点、强调学习者需要的优先性,此种课程观是

A. 社会中心课程 B. 学科中心课程 C. 儿童中心课程 D. 知识中心课程

14. 借助各种静态的教学手段如挂图、模型、标本、绘画等而提示内容的教学方法是

A. 示范 B. 呈示 C. 展示 D. 口述

15. “学校课程是使学习者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工具冶,此种观点属于学校课程与社会生活关

系的

A. 主动适应论 B. 被动适应论 C. 超越论 D. 整合论

16. “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冶这种描述属于课程要素中的

A. 概念 B. 原理 C. 方法 D. 技能

17. 杜威在“经验课程冶中谈到的“经验冶是

A. 儿童与环境的主动交互 B. 教师与环境的主动交互

C. 家长与环境的主动交互 D. 知识与环境的主动交互

18. 学校非常注重国旗下讲话对学生成长的影响,这种课程类型属于

A. 学科课程 B. 经验课程 C. 显性课程 D. 隐性课程

19. 把学生的作业室,称为“实验室冶,兼有自修室、图书室、教室的作用。 将这种安排作为主要

措施之一的教学组织形式是

A. 班级授课制 B. 文纳特卡制 C. 凯勒计划 D. 道尔顿计划

20. 将某项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具体过程是

A. 课程计划 B. 课程实施 C. 课程采用 D. 课程评价

21. 以下不属于
踿踿踿

课程实施阶段的课程是

A. 理解的课程 B. 正式的课程 C. 运作的课程 D. 经验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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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奠定在“人种学冶的假设和程序之上,对研究资料进行收集与分析的课程实施模式是

A. “研究、开发与传播冶模式 B. 兰德课程变革动因模式

C. 课程变革的情境模式 D. 信息传播模式

23. 下列表述的教学进程的做法,正确的是

A. 用成人的认识方式逐步替代儿童认识方式

B. 儿童的诸种表现都是最好的,成人不必干预儿童的认识发展,成人只是在紧急时刻干预

儿童

C. 教学的主要目标是指向于儿童间接经验的学习

D. 在尊重儿童认识方式的特殊性的前提下使儿童认识获得充分发展的过程

24. 被称为“需求本位的评价冶是

A. 目标本位评价 B. 目标游离评价

C. 效果评价 D. 内在评价

25. 目标本位评价的典型代表是

A. 布卢姆的评价体系 B. 斯腾豪斯的评价体系

C. 斯塔克的评价体系 D. 普罗佛斯的评价体系

26. 第四代评价的基本方法是

A. 量的研究 B. 质的研究

C. 文献分析 D. 理论思辨

27. 过程取向的评价对应于古巴和林肯所称谓的

A. 第一代评价 B. 第二代评价

C. 第三代评价 D. 第四代评价

28. 校本课程开发的核心是

A. 国家 B. 地方

C. 学校 D. 社区

29. 认为“人的心灵在知识形成过程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独立性冶,这种

观点属于

A. 信息加工建构主义 B. 激进建构主义

C. 社会建构主义 D. 温和建构主义

30. 在情境教学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

A. 确立问题 B. 自主学习

C. 协作学习 D.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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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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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31. 简述夸美纽斯教学原理的基本内容。

32. 简述泰勒模式中课程目标的三个来源。

33. 简述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关系。

34. 简述课程与教学评价的涵义及其功能。

35. 简述教学研究的一般趋势。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 分。

36. 请结合教学实践,试述如何组织和引导课堂讨论。

37. 请评价课程实施的三种取向。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 16 分。

38. 请阅读以下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有关“乌克兰的防风林地带冶的教学过程:

摇 摇 第一阶段,首先用乌克兰防风林带为特例,以具体直观的方法,提出关于防风林地带的

问题。 这一阶段的教学目的是掌握事例的本质特征。

摇 摇 第二阶段,根据由防风林地带的特例所获得的认识,推论出乌克兰地区的特点,而且还

要掌握该地带的普遍特性和类型特征,用开拓草原这一“类型冶的认识来说明一系列类似

景观的本质特征,如美国中西部草原。

摇 摇 第三阶段,在上述从“个冶过渡到“类冶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对更本质的关系———规律

性———的认识。 在这个阶段,要明了草原化的过程及阻抑这一过程的努力,也即是明了人

类如何在特殊的气候、地理、形态诸条件下,干预自然、作用于自然、并且改造自然的。

摇 摇 第四阶段,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类要干预、改造并主宰自然。

(1)材料体现的是哪一种教学模式?

(2)概述这种教学过程的一般程序。

(3)尝试对这种教学设计模式进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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