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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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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被誉为“现代评价理论之父冶的是

A. 博比特 B. 查特斯 C. 泰勒 D. 泰罗

2. 博比特提出的课程开发方法是

A. 活动分析法 B. 事件分析法 C. 职业分析法 D. 目标分析法

3. 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代表作是

A. 《大教学论》 B. 《普通教育学》

C.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D. 《学记》

4. 从本质上看,概念重建主义课程范式的深层价值追求是

A. 技术兴趣 B. 解放兴趣 C. 实践兴趣 D. 价值兴趣

5. 首次明确提出把心理发展的研究作为教学总原则基础的教育家是

A. 夸美纽斯 B. 卢梭 C. 裴斯泰洛齐 D. 拉特克

6. 被认为继柏拉图《理想国》之后西方最完整、最系统的教育论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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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历史上第一次揭示“教学的教育性冶规律,把教学与道德教育统一起来的教育家是

A. 杜威 B. 裴斯泰洛齐 C. 赫尔巴特 D. 罗杰斯

8. 在中国,“课程冶一词最早出现于

A. 唐朝 B. 明朝 C. 清朝 D.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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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学生在理解电压与电流的关系时,可以与自己认知结构中所熟悉的水位差与水流量的关

系作类比,这种学习是奥苏伯尔所提出的

A. 下位学习 B. 并列结合学习 C. 上位学习 D. 发现学习

10. 学生希望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成就获得相应社会地位的动机是

A. 内在驱力 B. 认知驱力 C. 附属驱力 D. 自我提高驱力

11. 在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冶理论中,将“教师冶代之为

A. “适应者冶 B. “促进者冶 C. “主导者冶 D. “领导者冶

12. “参观动物园并讨论那儿有趣的事情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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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中心课程冶将课程开发的基点定位为

A. 学科知识 B. 社会生活 C. 儿童经验 D. 书本知识

14. 通过把事物、现象的经过与过程直观地、动态地呈现出来而进行教学的方法是

A. 示范 B. 展示 C. 呈示 D. 口述

15. “学校课程不仅适应着社会生活,而且还不断改造着社会生活冶,此种观点属于学校课程与

社会生活关系的

A. 被动适应论 B. 主动适应论 C. 超越论 D. 整合论

16. 在英语课程中,教师将第一单元中学习的单词或习惯用语在后面的单元中予以重复,其所

依据的课程组织标准是

A. 连续性 B. 顺序性 C. 表现性 D. 整合性

17. 课程理论、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

A. 经验课程与学科课程的关系 B. 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关系

C. 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关系 D. 直线式课程与螺旋式课程的关系

18. 一般认为,确立正式的课程选修制的教育家是

A. 洪堡 B. 凯勒 C. 埃利奥特 D. 巴罗

19. 下列关于“凯勒计划冶特点的描述,正确的是

A. 学生的学习速度由老师为了完成教学大纲要求而决定

B. 教师讲课的主要目的是向学生讲解教学内容

C. 教师需要给学生提供学习指导教材

D. 所安排的学生助理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教师拿一些教学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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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课程变革正式启动的第一阶段是

A. 课程采用 B. 课程实施 C. 课程计划 D. 课程评价

21. 将课程知识视为一种“人格的建构冶的课程实施取向是

A. 忠实取向 B. 实践取向 C. 相互适应取向 D. 创生取向

22. “校长有自己的教育价值观,具有教育创新意识。冶具有这样描述特点的校长的领导风格

属于

A. 反应者 B. 管理者 C. 发动者 D. 消费者

23. 将教学设计视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这反映的课程实施取向是

A. 忠实取向 B. 相互适应取向 C. 创生取向 D. 建构主义取向

24. 通过搜集课程实施过程中各方面的优缺点资料,以便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的评价类型是

A. 形成性评价 B. 总结性评价 C. 效果评价 D. 目标游离评价

25. 对课程计划本身的评价是

A. 目标本位评价 B. 内部人员评价 C. 效果评价 D. 内在评价

26. 以下关于第四代评价的描述,正确的是

A. 这种评价认为评价在本质上是一个“描述冶的方法

B. 这种评价模式和其他评价模式是相互排斥的

C. 这种评价模式提出的评价方法和流程,能否在实际中收到理想成效,仍有待检验

D. 这种评价的效果如何,关键看技术人员对于评价过程的熟悉程度

27. 将课程置于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背景上理解的课程研究取向是

A. 课程开发范式 B. 课程理解范式 C. 量的研究范式 D. 质的研究范式

28. 课程改革中,基于“人是主体冶和“教育要回归生活世界冶确立起的教育观是

A. 多元主义教育观 B. 科学主义教育观 C. 主体教育观 D. 大众教育观

29. 强调合作、交往和共享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这类观点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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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通过提供恰当的概念框架帮助学生理解特定知识、建构意义的教学模式是

A. 情境教学 B. 认知弹性教学 C. 支架式教学 D. 随机访问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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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杜威关于教育的四个哲学命题。

32. 简述布鲁纳“发现学习冶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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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简述确定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基本环节。

34. 简述课程创生取向的涵义及其特征。

35. 简述建构主义教学观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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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如何组织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活动。

37. 请结合实例说明情境教学的基本环节。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 16 分。

38. 小张的理科课程学习计划如下:

一年级:学习小动物,如兔子或豚鼠的基本需求。

二年级:学习植物的基本需求。

三年级:开始学习与动植物相关的生态系统。

四年级:学习与人类有关的生态系统。

五年级:学习作为不同系统的动植物。

六年级:学习物理系统—作为一个系统的地球。

七年级:学习家庭实用化学。

八年级:学习城镇物理学。

九年级:学习生物学。

十年级:学习化学。

十一年级:学习物理学。

请分析上述材料所体现的课程类型及其基本思想,并结合实际谈谈此种课程类型对当前课

程改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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