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江苏省教师招聘考试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最符合题意的，请将

其代码填在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分）

1.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是（）

A.以学生发展为本 B.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C.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D.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容量平均值约为 7个组块的记忆是（）

A.瞬时记忆 B.短时记忆

C.形象记忆 D.动作记忆

3.国民教育制度的核心是（）

A.学校教育制度 B.社会教育制度

C.终身教育制度 D.职业教育制度

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的体现。

A.道德感 B.美感

C.理智感 D.热爱感

5.关于师生关系，“教师中心论”的代表人物是（）

A.卢梭 B.杜威

C.赫尔巴特 D.布鲁纳

6.鲁班因茅草划破手这一事件引发思考而发明了锯，这类创造活动的心理影响机

制主要是（）

A.功能固着 B.迁移



C.定势 D.原型启发

7.高中生为了考上大学，成为国家有用人才而刻苦学习。这是人的（）的具体表

现。

A.能力 B.品质

C.意志 D.气质

8.能在短时间内使学生获得大量系统的科学知识的教学方法是（）

A.谈话法 B.讨论法

C.讲授法 D.练习法

9.德育的实质是（）

A.完善学生的道德认识

B.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

C.将一定社会的思想道德转化为学生个体的思想品德

D.强化学生的道德行为

10.义务教育实行领导，统筹规划实施，为主的管理体制。（）

A.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

B.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乡级人民政府

C.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D.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

得分评卷人

二、判断题（判断下列各题是否正确，正确的在题后括号内打“√”，错误的打

“”。本大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分）

1.布卢姆认为教学目标分类受年龄与内容局限。（）

2.“课程”一词最早出现在朱熹的著作中。（）



3.在心理学中，个性和人格是同一概念。（）

4.我国《教师法》实施于 1993年。（）

5.讲授法就是注入式教学。（）

6.舒茨提出了人际需要的三维理论。（）

7.我国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可分为三类：学校、学生、教师。（）

8.课程计划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安排课程顺序。（）

9.实行教师聘任制，意味着我国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将表现为一种雇佣关系。

（）

10.我国唐代已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制度。（）

得分评卷人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分）

1.教育目的

2.校本课程

3.性格

4.最近发展区

5.创造性

得分评卷人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分）

1.简述思维的类型。

2.简述技能与习惯的关系。

3.简述教师在教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12分）

某初三学生平时学习懈怠，课堂自律能力差，且经常干扰其他邻座学习，班主任

教师多次教育不见改变。教师联系其父母，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联系上。班

主任三番五次找该生谈话，希望其自动退学，该生一来厌学，二来老师不断施压，

最后选择了自动退学。

请就该班主任的做法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并结合你的经验，给予该班主任建议。

六、作文（本大题共 30分）

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教人发

现真理。”的确，在新课程的指导下，教师再也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和执行者，

更负担着教书育人、促进发展的责任。

请你结合自己的教育实习经验以及切身体会，以“教师的职责”为话题写一篇不

少于 800字的教育随笔。

2017年江苏省教师招聘考试真题 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解析】贯穿于第八次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

每位学生的发展。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新课程改革的理念。★★★

【错因分析】掌握不牢固。

2.B【解析】短时记忆的容量一般是 7±2，即 5～9 个项目，平均值为 7。

【命题立意】考查短时记忆的容量。★★

【错因分析】基础知识识记不清。

3.A【解析】广义的教育制度指国民教育制度。狭义的教育制度指学校教育制度，



简称学制。学校教育制度是国民教育制度的核心与主体，体现了一个国家国民教

育制度的实质。

【命题立意】考查学制在国民教育制度中的地位。★★★

【错因分析】考生没有掌握该知识点使本题出现错误。

4.A【解析】道德感是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人的思想、意图和言行时所产生

的主观体验。它表现在对待国家、集体、工作、事业、学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等各个方面，如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情感、责任感、事业心、荣誉感、自

尊心等。

【命题立意】考查考生对道德感的理解。★★

【错因分析】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混淆了情感的几种分类。

5.C【解析】教师中心论的典型代表包括赫尔巴特和凯洛夫，他们认为教师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起主宰作用，强调教师的权威作用。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关于师生关系的两种对立的观点——“教师中心论”和“儿

童中心论”的代表人物。★★

【错因分析】考生对“教师中心论”和“儿童中心论”的代表人物记忆不准确会

出现错误。

6.D【解析】原型启发是指从其他事物上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任何一个

人对某一项目的发明创造或革新，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在开始时总要受到某

种类似的事物或模型的启发。例如，鲁班从丝茅草割破手得到启发，发明了锯。

【命题立意】考查考生对原型启发的理解。★★

【错因分析】本题为常考题目，错选多因审题有误。

7.C【解析】意志是指人自觉地确定目的，有意识地根据目的、动机调节支配行

动，努力克服困难，实现目标的心理过程。

【命题立意】考查考生对意志的理解。★★

【错因分析】考生没有理解题干表达的意思。

8.C【解析】讲授法是教师运用口头语言系统连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发

展学生智力的教学方法。讲授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学

生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系统的科学知识，并且能结合知识传授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命题立意】本题是对讲授法优点的考查。

【错因分析】考生对常用教学方法的优点、缺点掌握程度不好而产生错误。

9.C【解析】狭义的德育即教育者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动。因此，德

育的实质是将一定社会的思想道德转化为学生个体的思想品德。

【命题立意】对德育实质的考查实际上是检测考生对德育概念的理解程度。★★

【错因分析】考生对德育概念的理解不准确。

10.A【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条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

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

制。

【命题立意】考查我国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

【错因分析】本题为常考题目，考生需熟悉相关法律政策规定。

二、判断题

1.【解析】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认为，教学目标分类的方法不受学生年龄

与教学内容的局限。

2.【解析】唐朝孔颖达在《五经正义》里为《诗经·小雅·巧言》中“奕奕寝

庙，君子作之”一句注疏：“维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也。”这是“课

程”一词在汉语文献中的最早显露。

3.【解析】人格是决定个体的外显行为和内隐行为，并使其与他人行为有稳定

区别的综合心理特征。个性包含了人格。

4.【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从 1986 年开始起草，后经过八年酝酿、

修改，于 1993 年 10月 31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1994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5.【解析】注入式教学是一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是指教师从主观出发，

把学生看成单纯接受知识的容器，向学生灌注知识，无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观能

动性。运用讲授法时，如果把学生看成单纯接受知识的容器，向学生灌注知识，

无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观能动性，则是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如果采取各种有效的

形式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则是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衡量一种教学方法是否

具有启发性，关键是看教师能否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而不是单从形式上

加以判断。



6.√【解析】美国心理学家舒茨提出了人际需要的理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需要

有三类：（1）包容需要；（2）控制需要；（3）感情需要。

7.【解析】我国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可分为三类：公民（自然人）、机构和组

织（法人）、国家。

8.【解析】课程计划具体规定了教学科目的设置（课程设置）、学科顺序（课

程开设顺序）、课时分配（教学时数）、学年编制和学周安排。其中，开设哪些科

目（课程设置）是课程计划的中心和首要问题。

9.【解析】教师聘任制度的特征有：（1）教师聘任是教师与学校或教育行政部

门之间的法律行为。聘任双方关系基于独立而结合，基于意见一致或相互同意而

成立，并在平等地位上签订聘任合同。（2）以平等自愿、“双向选择”为依据。

（3）聘任双方依法签订的聘任合同具有法律效力。（4）教师聘任有着严格的程

序。实行教师聘任制，打破了教师终身任用制，有利于简“公平、平等、竞争、

择优”的教师人才选拔机制。

10.【解析】我国近代教育制度兴起的标志是清朝末年的“废科举，兴学校”，

以及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教育宗旨和近代学制。

三、名词解释

1.教育目的指教育要达到的预期结果，是根据一定社会发展和受教育者自身发展

需要及规律，对受教育者提出的总的要求，规定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是培养人的质量规格标准，同时也反映了教育在人的努力方向和社会倾向性等方

面的要求。教育目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2.学校课程即校本课程，是学校在确保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有效实施的前提下，

针对学生的兴趣和需要，结合学校的传统和优势以及办学理念，充分利用学校和

社区的课程资源，自主开发或选用的课程。

3.性格是指人的较稳定的态度与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相结合而形成的人格特征。

它是一个人的心理面貌本质属性的独特结合，是人与人相互区别的主要方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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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

这两种水平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

5.创造性是根据一定目的，运用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价值

的产品的能力或特性，也称为创造力。

四、简答题（答案要点）



1.（1）根据思维的内容凭借物、任务的性质、发展水平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可以分为直观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

（2）根据思维过程中是以日常经验还是以理论为指导来划分，可分为经验思维

和理论思维；

（3）根据结论是否有明确的思考步骤和思维过程中意识的清晰程度和逻辑性，

可分为分析思维和直觉思维；

（4）根据思维的指向性，可分为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

（5）根据思维的创造程度，可分为再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6）根据思维的目的维度来划分，可分为上升性思维、求解性思维和决策性思

维。

【命题立意】考查思维的类型。★★★

2.（1）技能是越来越向一定的标准动作体系提高，而习惯则越来越保持原来的

动作组织情况。习惯是保守的，技能则不断向一个标准趋近。

（2）技能有高级、低级之分，但没有好坏之别。习惯则不同，它根据对个人和

社会的意义有好坏之分。

（3）技能和一定的情境、任务都有联系，而习惯只和一定的情境相联系。技能

是主动的，需要时出现，不需要时就不出现，习惯则是被动的。

（4）技能要与一定的客观标准做对照，而与习惯做对照的，则只是上一次的动

作。这就是说，技能形成中除了自己的动觉反馈外，还需要别的反馈，如外部感

觉等。

【命题立意】考查技能与习惯的关系。★★★

3.（1）教师在教育研究中的地位:教师要成为研究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教师作为研究者成为了一种国际思潮，被许多国家认可。在我国，近几年来教师

作为研究者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被广大教师所认可。

（2）教师在教育研究中的作用:①教师的教育研究有利于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②教师的教育研究可以使课程、教学与教师真正融为一体；

③教师的教育研究也是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④教师的教育研究可以促进教师专

业成长与发展，不断提升教师的自我更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教师职业

的价值感和尊严感；⑤教师的教育研究有利于教师不断积累实践知识；⑥教师的



教育研究有利于提高学校办学品位，形成学校办学特色。

【命题立意】考查教师在教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案例分析题（答案要点）

（1）案例中班主任三番五次找该生谈话，希望其自动退学的做法是错误的。原

因如下：

①班主任是实现教育目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骨干力量，是沟通学校、家庭、

社会三方面的桥梁，是形成教育合力的重要中介。班主任负责学生日常的思想教

育工作，具有督促学生学好功课、帮助后进生的责任，是学生成长的最重要的人

生导师。因此，案例中的班主任因为学生学习懈怠、不守纪律而让学生退学的做

法是逃避自己的职责的行为。

②案例中的学生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是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案例中的班主任劝学生退学的做法侵犯了该学生接受义务教

育的权利，违反了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是错误的行为。

（2）①该班主任应该通过调查法、谈话法等方法对该生学习懈怠的原因进行了

解，要关心爱护该学生，并培养和激发他的学习动机。

②协调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如协调本班各任课教师，对该学

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学习帮助；尽一切努力和其家长取得联系，并与其家长保持

经常性的联系，共同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六、作文（写作思路）

这是一个话题作文，要求写的是教育随笔。考生要清楚教育随笔就是谈教育思想

观点的随笔，也可以说“教育心得”，主要是写教育过程中某一点体会的心得。

具体写作时，可以遵循以下思路：

首先，考生可以先指出材料中引用的第斯多惠的这句话所隐含的教育学观点——

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发现学习的能力，从而通过对该

名言的分析来点明文章的主题。

其次，考生列举自己经历过的典型教育事例，并结合新课程改革中倡导的教师角

色和行为对自己在事例中的行为进行简要分析、评价。

最后，考生可以写出自己对教师角色或者教学行为的感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