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基部分 

一、单选题 

1.【单选题】某小学借助该地特有的醒狮、龙形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该校体育

教研室教师集体开发了《醒狮表演》和《龙形拳》课程，并每年定期在校开展“我是小小传

承人”的系列活动。该课程属于（    ）。 

A.校本课程  

B.隐性课程  

C.显性课程  

D.地方课程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课程的分类。按照课程设计、开发和管理主体来划分，分为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其中，校本课程是由学生所在学校的教师编制、实施和评价的课程。

具体来说，它就是某一类学校或某一级学校的个别教师、部分教师或全体教师，根据国家制

定的教育目的，在分析本校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基础上，针对本校、本年级或本班级特定

的学生群体，编制、实施和评价的课程。题干中，某小学由该校体育教研室教师集体开发的

课程属于校本课程。A 项正确。 

2.【单选题】刘老师在开学第一周对本班学生进行了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这是德育方法中的（  ）。 

A.说服教育法  

B.陶冶法  

C.榜样示范法  

D.实际锻炼法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德育方法。实际锻炼法是指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以形成

一定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是常规训练法和实践锻炼法。常规训练法

是指教师指导学生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进行经常性的行为练习，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方

法。常规训练的内容和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学生守则训练、课堂常规训练、卫生常规训练、

礼貌常规训练等。题干中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属于实际锻炼法。D 项正确。 

3.【单选题】孟子提出的“盈科而进”体现的教学原则是（    ）。 

A 因材施教   

B.循序渐进 

C.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D.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原则，“循序渐进”教学原则意为教师严格按照科学知识的

内在逻辑体系和学生认识能力发展的顺序进行教学，使学生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能力

得到充分的发展。题干中，“盈科而进”意为水将水坑填满了，再继续向前走，体现了循序

渐进的教学原则。B 项正确。 

4.【单选题】班干部选举会上刘老师对学生说：“班干部的选举结果，取决于每位同学

手中神圣的一票”。由此可见，刘老师的管理属于（    ）。 

A.仁慈型  

B.民主型  

C.专制型  

D.放任型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师生关系的类型。民主型的师生关系模式以开放、平等、互助为主要

心态和行为特征。在此类师生关系中，教师能力强、威信高，善于同学生交流，不断调控教

学进程和方法；学生学习积极性高，兴趣广泛，能独立思考，和教师配合默契。民主型师生

关系来源于教师的民主意识、平等观念，以及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强大的人格力量。这是理想

的师生关系类型。题干中，刘老师没有自己决定班干部的人选，而是让同学们通过投票来决

定班干部人选，体现了民主型的师生关系模式。B 项正确。 

二、判断题 

1.【判断题】我们在接触新朋友时，经常会出现刚打过招呼转头就忘记对方姓名的现象，

这是瞬间记忆容量小的特点决定的。（    ） 

答案：× 

【解析】本题考查瞬时记忆的特点。根据记忆内容保持的时间长短划分：瞬时记忆、短

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其中，瞬时记忆也叫感觉记忆、感觉登记，是极为短暂的记忆。瞬时记

忆的时间极短，不稍加注意就会很快消失。但瞬时记忆的容量较大，为 9～20 个比特。因此，

题干中的瞬时记忆容量小的说法不正确，这种现象应该是由瞬时记忆时间极短的特点决定的。 

 

2.【判断题】加涅认为，最简单的学习是概念学习。（    ） 

答案：× 

【解析】从学习水平来说，加涅提出了八类学习：信号学习、刺激—反应学习、连锁学

习、言语联想学习、辨别学习、概念学习、规则学习、解决问题的学习。其中，信号学习是

学习对某种信号做出某种反应。经典性条件反射是一种信号学习。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学习，

其先决条件主要取决于有机体先天的神经组织。因此，加涅认为最简单的学习是信号学习，

而不是概念学习。 

3.【判断题】为了解学生是否具备完成教学任务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进行的测验

是形成性测验。（    ） 



答案：×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为改进和完善教学活动

而进行的对学生学习过程及结果的评价。诊断性评价是在学期开始或一个单元教学开始时，

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准备状况及影响学习的因素而进行的评价。因此题干中描述的是诊断性

评价。 

4.【判断题】张林同学读书十遍刚好能够背诵下来，按照记忆理论研究成果，他需要再

读 5 遍才能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 

答案：√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知识巩固的途径。为防止知识的遗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复习。

复习活动既要避免无限过度，又要坚持适当超额。过度学习又称为“过度识记”，是指达到

一次完全正确再现后继续识记的记忆。实验证明，过度学习达到 50%，即学习熟练程度达到

150%时，学习的效果最好。题干中，张林同学读书十遍刚好能够背诵下来，根据过度学习

理论，再读 5 遍学习效果最好。 

 

学科部分 

1.【单选题】下列不属于招贴设计三大类的是（    ）。  

A.公益招贴  

B.商业招贴  

C.POP 招贴  

D.艺术招贴 

答案：C 

【解析】招贴海报有两类说和三类说，当分三类时为：公益招贴、商业招贴与艺术招贴。分

两类时为商业招贴和文化招贴。POP 招贴属于商业招贴的一类。所有在零售店面内外，能帮

助促销的广告物，或其他提供有关商品情报、服务、指示、引导等标示，都可称为 POP 广告。

公益招贴是以社会公益性问题为题材，写印在纸上供张贴宣传用的文字、图画。 

例如纳税、戒烟、优生、竞选、献血、交通安全、环境保护、和平、文体活动宣传等。 

公益招贴是以社会公益性问题为题材，写印在纸上供张贴宣传用的文字、图画。例如纳税、

戒烟、优生、竞选、献血、文体活动宣传等。 

商业招贴则以促销商品、满足消费者需要之内容为题材。 

艺术招贴是指只为艺术创作，有时不为公益或者商业目的而存在，有时也会偏向于公益方向。 

 



2.【单选题】《贯耳炉》出自（    ）窑。 

A.官窑  

B.哥窑  

C.汝窑  

D.钧窑 

答案：B 

【解析】贯耳炉，产自宋代哥窑，最具特色的是通体龟裂的开片纹 

3.【单选题】学生在美术学习中学会欣赏和尊重不同时代和文化的美术作品，关注生活中的

美术现象，体现了美术课程的（    ）性质。 

A.人文性  

B.实践性  

C.视觉性  

D.愉悦性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义务教育美术新课标》前言中的课程。美术课程具有视觉性、实践性、

人文性、愉悦性。美术课程追求人文性。学生在美术学习中学会欣赏和尊重不同时代和文化

的美术作品，关注生活中的美术现象，培养人文精神。 

美术课程具有实践性。学生在美术学习中运用传统媒介或新媒体创造作品，发展想象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美术课程凸显视觉性。学生在美术学习中积累视觉、触觉和其他感官的经验，发展感知能力、

形象思维能力、表达和交流能力。 

美术课程强调愉悦性。学生在美术学习中自由抒发情感，表达个性和创意，增强自信心，养

成健康人格。 

4.【单选题】泥金彩漆是一种泥金工艺和彩漆工艺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漆器工艺，漆器主要

以(    )为胎 

A.木胎  

B.竹胎  

C.夹胎  

D.金属胎 

答案：A 



【解析】泥金彩漆（称为宁波特艺漆器）是中国一种濒临失传的特色传统工艺品种，宁波泥

金彩漆以中国生漆和金箔为主要原料。漆器以木胎为主，也有竹片、竹编为胎。 

5.【单选题】“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认为自然是艺术源泉的画家是（    ）。 

A.达芬奇  

B.提香  

C.乔托  

D.马萨乔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达・芬奇的绘画论。达・芬奇，鼓励人们向大自然学习，到自然界中寻求

知识和真理。在分析绘画和现实的关系时，他指出“自然是绘画的源泉，绘画是自然的模仿

者，如果画家取法自然，绘画昌盛，不取法自然，绘画就衰微。” 

提香，威尼斯画派的画家。代表作《乌尔比诺的维纳斯》等。 

乔托，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代表作《逃亡埃及》《犹大之吻》。 

马萨乔，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代表画家。代表作《失乐园》等。 

6.【单选题】董希文的《千年土地翻了身》是哪种形式的艺术作品（    ）。 

A.国画  

B.油画  

C.水粉画  

D.版画 

答案：B 

【解析】《千年土地翻了身》是董希文的油画作品，是继《春到西藏》之后的有一件精品。 

7.【单选题】“曹衣出水”说的是衣服紧贴身上，像极了刚从水里出来，据记载“其体稠叠

而衣服紧窄”，这形容的是（    ）绘画作品。 

A.曹植  

B.曹不兴  

C.吴道子  

D.曹仲达 

答案：D 

【解析】曹仲达是来自中亚曹国的北齐画家， 他以画梵像著称，被誉为“曹家样”。“曹之

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即所谓“曹衣出水”。所画人物衣衫紧贴身上，犹如刚从水中出



来一般；后者笔法圆转飘逸，所绘人物衣带宛若迎风飘曳之状。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

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曹不兴，三国时期吴国人，是有记载的第一位画家，被称为“佛画之祖”。他的画被列为吴

国“八绝”之一，有落墨为蝇的传奇故事。 

吴道子，唐代画家，画史尊称画圣，人物画称作“吴带当风”；开创“兰叶描”。“吴带当风”

主要是指古代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笔法刚劲稠叠，代表作品有《送子天王图》。 

8.【单选题】我国花鸟画的繁荣时期是（    ） 

A.元  

B.明  

C.宋  

D.唐 

答案：C 

【解析】花鸟画，是中国画的一种，以花、鸟、虫等为描绘对象的画。花鸟画发展到两汉六

朝则初具规模。南齐谢赫《画品》记载的东晋画家刘胤祖，是已知第一位花鸟画家。经唐、

五代至北宋，花鸟画完全发展成熟。五代出现的黄筌、徐熙两种风格流派。北宋的《圣朝名

画评》更列有花木翎毛门与走兽门，说明此前花鸟画已独立成科。北宋的《宣和画谱》在总

结以往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第一篇花鸟画论文。 

元代是山水画、文人画的大发展时期。 

明代与宋代都是花鸟画的流行时期，而明代是花鸟画的成熟时期并非繁荣时期。 

唐代是人物画的大发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