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知识能力模拟题 

一、单项选择题 

1．“泛智论”认为应该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类，强调“人人均应受教育”；泛智论的提出者是

（    ）。 

A．夸美纽斯   B．卢梭    C．赫尔巴特   D．杜威 

2．利托尔诺、桑代克等人认为教育活动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

他们甚至把成年动物对小动物的爱护和照顾都说成是教育，这种观点被称为（    ）。 

A．劳动起源论  B．生物起源论  C．心理起源论  D．生物进化论 

3．在古代，每个国家的教育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譬如：注重身体素质，以培养忠于统治阶级

的强悍军人为目的国家是斯巴达，不同于斯巴达，以培养有文化修养和多种才能的政治家和商人为

教育目的的国家是（    ）。 

A．斯巴达   B．埃及    C．印度    D．雅典 

4．个体的发展会表现出不同的年龄特征及主要矛盾，面临不同的发展任务，因此要求教育工作

者要遵循的个体身心发展规律是（    ）。 

A．顺序性   B．稳定性   C．阶段性   D．差异性 

5．《学记》中记载“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些观

点体现了（    ）的教育目的观。 

A．教育无目的论       B．社会本位论 

C．科学本位论       D．个人本位论 

6．在香港回归祖国大陆前，香港的一些中学开始开设“国事”课程，带领学生认识大陆的文化

和历史，一般的课程包括物理、历史、外交、人口、资源等多个领域。从课程分类来看，“国事”课

程属于（    ）。 

A．活动课程   B．综合课程   C．学科课程   D．核心课程 

7．科学课堂上，张老师让学生分成小组观察自己养的蚕，了解昆虫的生活习性，并让全班交流

学习成果。老师运用的教学方法是（    ）。 

A．谈话法和参观法      B．演示法和讨论法 

C．讲授法和讨论法      D．演示法和讲授法 

8．北京某中学开展“我是画家”活动，利用课余时间，少则三四天，多则两周，让学生自己思

索，利用所学完成一幅或者一系列幅作品。此活动的开展体现了（    ）教学原则。 

A．循序渐进原则       B．启发性原则 



 

 

 

C．直观性原则       D．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9．保护色是指动植物把体表的颜色改变为与周围环境相似。很多动物有保护色，利用这种保护

色使自身与周围背景相混淆，达到保护自身的目的，这主要是利用知觉的（    ）。 

A．整体性   B．选择性   C．理解性   D．恒常性 

二、简答题 

10．简述最近发展区的概念和意义。 

  



 

 

 

中学知识能力模拟题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夸美纽斯提出“泛智论”、“班级

授课制”并著有《大教学论》一书，因此 A 项正确。故本题选 A。 

2．【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生物起源论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利

托尔诺、美国的桑代克、英国的沛西·能，他们认为教育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认为教育的产生完

全来自动物的本能。故本题选 B。 

3．【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古代雅典教育的是培养有文化修养

和多种才能的政治家和商人，注重身心的和谐发展，教育内容比较丰富，教育方法也比较灵活。古

代斯巴达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忠于统治阶级的强悍的军人，强调军事体育训练和政治道德灌输，教育

内容单一，教育方法也比较严厉。古代印度僧侣是唯一的教师。教育的活动主要是背诵经典和钻研

经义。古代埃及教育的最大特征是“以僧为师，以吏为师”。故本题选 D。 

4．【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人的发展变化既体现出量的积累，

又表现出质的飞跃，当某些代表新质要素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质的飞跃，即表现为发

展的阶段性。从总体上看，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年龄特征及主要矛盾，面临着

不同的发展任务。人的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教育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尊重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

并根据这些特点提出不同的发展任务，采用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故本题选

C。 

5．【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教育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

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些观点体现了古代重视教育对人民的作用，把教育作为统治人民

的工具。反映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也就是社会本位论的体现。故本题选 B。 

6．【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中学课程。综合课程是指打破传统分科课程的知识领域，组合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领域构成的课程。“国事”课程包括物理、历史、外交、人口、资源等多个领

域，因此是综合课程。故本题选 B。 

7．【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中学教学。演示法是指教师通过展示实物、教具和示范性的实

验来说明、印证某一事物和现象，使学生掌握新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讨论法指在教师指导下，围

绕某一中心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从而进行相互学习的一种方法。故本题选 B。 

8．【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中学教学。循序渐进原则是指教学要按照学科的逻辑系统和学

生认识发展的顺序进行，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形成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启发

性原则是指在教学中教师要承认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注意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引导他们独立思

考，积极探索，生动活泼地学习，自觉地掌握科学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直观性



 

 

 

原则是指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直接感知事物、模型或通过教师用形象语言描绘教学对象，使学生获得

丰富的感性认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是指教学要以学习基础知识为主导，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上去

理解知识，注意运用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达到学懂会用、学以致用。题干中的小学利用课

后时间开展“小画家”工程，让学生自己思索运用所学完成任务，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故本题选 D。 

9．【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中学生学习心理。本题主要考查对知觉的各种特性的理解。动

物自身颜色与环境相似，它们浑然成为一体，天敌就不会把动物作为知觉对象而选择出来，因此利

用了知觉的选择性。知觉的选择性是指作用于人的客观事物是纷繁多样的，人不可能在瞬间全部清

楚地感知到；但可以按照某种需要和目的，主动而有意地选择少数事物（或事物的某一部分）作为

知觉的对象，或无意识地被某种事物所吸引，以它作为知觉对象，对它产生鲜明、清晰的知觉映象，

而把周围其余的事物当成知觉的背景，只产生比较模糊的知觉映象。知觉的整体件是指我们对客体

的知觉总是以自己的过去经验来补充当时获得的感觉信息，使其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的整体。知觉的

理解性是指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对感知的事物进行加工处理，并用言语把它揭示出来的特性。

人的知觉，总是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对感知的事物进行加工处理，直觉地理解其意义，并用词的

形式把它揭示出来。知觉的恒常性是指当知觉的条件在一定范围内发生改变时，知觉的映象仍然保

持相对不变。故本题选 B。 

二、简答题 

10．【参考答案】本题考查中学发展心理。苏联杰出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认为，儿童有两种发展

水平：一是儿童的现有水平，即由一定的已经完成的发展系统所形成的儿童心理机能的发展水平；

二是即将达到的发展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也就是说，最近发展区是指

儿童在有指导的情况下，借助成人帮助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与独自解决问题所达到的水平之

间的差异，实际上是两个临近发展阶段间的过渡状态。它的提出说明了儿童发展的可能性，其意义

在于教育者不应只看到儿童今天已达到的发展水平，还应该看到仍处于形成状态的、正在发展的过

程。所以，维果斯基强调教学不能只适应发展的现有水平，走在发展的后面，而应适应最近发展区，

从而走在发展的前面，并最终跨越最近发展区而达到新的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