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高校教师资格证之高等教育学能力提升试

卷 A 卷附答案 

单选题（共 80 题） 

1、“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所反映的教师所扮演的角色是

（ ）。 

A.监护人的角色 

B.管理者的角色 

C.榜样角色 

D.知识的传授者的角色 

【答案】 D 

 

2、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和实施教师职务聘任制的前提是（ ）。 

A.公平公正 

B.科学定编定岗 

C.战略规划 

D.分类考核 

【答案】 B 

 

3、学校领导的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人际关系、校风、学风、班风是一种

（ ）。 

A.显性课程 

B.隐性课程 

C.核心课程 

D.活动课程 



【答案】 B 

 

4、隐性课程不包括（ ）。 

A.学校组织方式 

B.校园人际关系 

C.教师教辅资料 

D.学生班级学风 

【答案】 C 

 

5、哪一种教学方法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精神与终身学习习惯（ ） 

A.讨论法 

B.多媒体教学法 

C.指导自学法 

D.案例教学法 

【答案】 C 

 

6、关于如何改变人文教育的落后状况，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在整个教育活动中渗透人文教育 

B.开设人文学科方面的课程 

C.使人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处于支配地位 

D.在专业教育中补充人文教育的内容 

【答案】 C 

 

7、终身教育应体现于（ ）。 



A.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中 

B.大学教育中 

C.基础教育中 

D.整个教育体系和个体的各个发展阶段中 

【答案】 D 

 

8、按照章节、课题和条目叙述某一学科主要内容的教学指导文件是（ ）。 

A.教学计划 

B.课程设计 

C.教学大纲 

D.教案 

【答案】 C 

 

9、教学计划目标表述中的主语应该是（ ）。 

A.学习者 

B.教师 

C.管理者 

D.教育者 

【答案】 A 

 

10、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教育起源问题上坚持（ ）。 

A.生物起源论 

B.劳动起源论 

C.心理起源论 



D.生物进化论 

【答案】 B 

 

11、“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著名高校（ ）的校训。 

A.北京大学 

B.清华大学 

C.南开大学 

D.浙江大学 

【答案】 B 

 

12、主张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的学习理论是（ ）。 

A.行为主义学习论 

B.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C.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D.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答案】 B 

 

13、反对教育的过早专门化和过分职业化，倡导阅读经典著作，弘扬传统文化

的精华，弥补受教育者的精神空虚和人格缺陷，这种思潮反映了高校课改的

（ ）。 

A.课程内容综合化趋势 

B.课程实施多样化趋势 

C.课程方向人文化趋势 

D.课程性质职业化趋势 

【答案】 C 



 

14、《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的时间是（ ）。 

A.1993 年 

B.1995 年 

C.1997 年 

D.1998 年 

【答案】 D 

 

15、《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的时间是（ ）。 

A.1993 年 

B.1995 年 

C.1997 年 

D.1998 年 

【答案】 D 

 

16、1852 年，英国红衣主教（ ）发表了《大学的理想》一书。 

A.纽曼 

B.洪堡 

C.亚里士多德 

D.费希特 

【答案】 A 

 

17、下列有关教师职业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职业的一种 



B.一种专门职业 

C.学术性职业 

D.实践性专业 

【答案】 D 

 

18、教师应引导学生认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体现了（ ）相结合的教

学原则。 

A.理论与实践 

B.科学性与思想性 

C.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 

D.教师主导与学生主动 

【答案】 A 

 

19、教师应引导学生认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体现了（ ）相结合的教

学原则。 

A.理论与实践 

B.科学性与思想性 

C.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 

D.教师主导与学生主动 

【答案】 A 

 

20、关于教学与科研的叙述，错误的是（ ）。 

A.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B.是教师的职责要求 

C.是“流”与“源”的关系 



D.是有机的统一体 

【答案】 A 

 

21、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活动是（ ）。 

A.按照章程自主管理 

B.教授学生和其他受教育者 

C.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D.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费用 

【答案】 C 

 

22、教案常规项目的主体部分是（ ）。 

A.教学目的 

B.重点和难点 

C.导入新课 

D.讲授新课 

【答案】 D 

 

23、大学教师的（ ）能力具有加速器或催化剂的功能，合理使用可以收到 1+1

大于 2的功效。 

A.沟通能力 

B.教学能力 

C.研究能力 

D.组织管理能力 

【答案】 D 



 

24、要善于鼓励学生独立完成毕业设计或论文，这体现了高校教师在指导学生

进行毕业设计或论文时的（ ）。 

A.启发性原则 

B.教育性原则 

C.科学性原则 

D.因材施教原则 

【答案】 B 

 

25、教师在教育工作中要做到循序渐进，这是因为（ ）。 

A.学生只有机械记忆的能力 

B.教师的知识、能力是不一样的 

C.教育活动中要遵循人的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 

D.教育活动完全受到人的遗传素质的制约 

【答案】 C 

 

26、根据“泰勒原理”，课程编制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步骤或阶段，即确立目标，

选择经验，组织经验和（ ）。 

A.评价结果 

B.评价经验 

C.编辑教材 

D.整合经验 

【答案】 A 

 

27、有关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国家和政府的力量较强 

B.市场的力量较强 

C.高校自身的力量较强 

D.学者所代表的学术力量较强 

【答案】 A 

 

28、大学生的身份权包括：（ ）。 

A.生命权 

B.人格权 

C.荣誉权 

D.身体权 

【答案】 C 

 

29、把大班上课、小班讨论、个人独立研究结合在一起，并采用灵活的时间单

位代替固定划一的上课时间的教学组织形式是（ ）。 

A.活动课时制 

B.特朗普制 

C.开放课堂 

D.个别教学 

【答案】 B 

 

30、“通过研究进行教学”是（ ）。 

A.中世纪大学的特色 

B.哈佛大学首创的原则 



C.洪堡提出的办学思想 

D.我国古代书院确立的原则 

【答案】 C 

 

31、教师专业发展的根本是（ ）。 

A.提升专业知识 

B.教研结合和创新实践 

C.终身学习 

D.反思经验 

【答案】 B 

 

32、教师的根本职责是（ ）。 

A.热爱学生 

B.严谨治学 

C.为人师表 

D.教书育人 

【答案】 D 

 

33、学校领导的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人际关系、校风、学风、班风是一种

（ ）。 

A.显性课程 

B.隐性课程 

C.核心课程 

D.活动课程 



【答案】 B 

 

34、运用榜样教育法应把握三点：所选择的榜样具有先进性，善于发挥榜样的

模范作用，发挥（ ）的榜样作用。 

A.教师 

B.班干部 

C.公众人士 

D.家长 

【答案】 A 

 

35、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根本在于（ ）。 

A.培养学生 

B.获得经验 

C.了解社会 

D.增长知识 

【答案】 A 

 

36、（ ）是一种判断事实的活动，它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如实地描述学生在

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发展水平。 

A.学生学业评价 

B.教师评价 

C.教学评价 

D.教学测量 

【答案】 D 

 



37、正确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应是（ ）。 

A.以教学为主 

B.以科研为主 

C.教学与科研兼顾 

D.按学校考核来取舍 

【答案】 C 

 

38、决定教师学术水平和工作成效的核心要素是（ ）。 

A.沟通能力 

B.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 

C.道德水准 

D.组织管理能力 

【答案】 B 

 

39、高等学校的基本教育单位是（ ）。 

A.学生班级 

B.课程 

C.专业 

D.系科 

【答案】 C 

 

40、教师指导学生通过直接感知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方法是（ ）。 

A.讲授法 

B.谈话法 



C.演示法 

D.发现法 

【答案】 C 

 

41、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把发展科学作为大学的活动职能之

一，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统一的大学是（ ）。 

A.柏林大学 

B.约翰普金斯大学 

C.威斯康星大学 

D.弗吉尼亚大学 

【答案】 A 

 

42、美国在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上采用（ ）。 

A.中央集权制 

B.权力分散型 

C.集权与分权结合型 

D.高校独立发展型 

【答案】 B 

 

43、高校课程的设置和组织超越以往对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过分强调，

越来越重视与学生未来的工作和生活相联系。这种倾向指的是（ ）。 

A.课程内容综合化 

B.课程实施多样化 

C.课程方向人文化 

D.课程性质职业化 



【答案】 D 

 

44、高等教育的领导权取决于（ ）的性质。 

A.政治 

B.经济 

C.科技 

D.文化 

【答案】 A 

 

45、在教学活动计划实施过程中，对教学计划、方案实施执行情况进行的评价

是（ ）。 

A.诊断性评价 

B.形成性评价 

C.总结性评价 

D.相对性评价 

【答案】 B 

 

46、在西方国家的高等学校内部，存在两种主要权利，即（ ）。 

A.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利 

B.教师权利与学生权利 

C.政党权利与学术权利 

D.教授权利与学生权利 

【答案】 A 

 



47、哪一种学习策略会实现在学生看来与高分相关的任何目标（ ） 

A.再认策略 

B.意义策略 

C.目标策略 

D.组织策略 

【答案】 D 

 

48、我国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调控力度的方式是（ ）。 

A.间接调控 

B.宏观调控 

C.间接的和宏观的调控 

D.直接调控 

【答案】 C 

 

49、班级授课制最先是由教育家（ ）在其《大教学论》中作了理论上的系统

阐述。 

A.赫钦斯 

B.赫尔巴特 

C.夸美纽斯 

D.杜威 

【答案】 C 

 

50、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 ）。 

A.大众化和普及化 



B.民主化和终身化 

C.国际化和全球化 

D.上述三种趋势 

【答案】 D 

 

51、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把发展科学作为大学的活动职能之

一，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统一的大学是（ ）。 

A.柏林大学 

B.约翰普金斯大学 

C.威斯康星大学 

D.弗吉尼亚大学 

【答案】 A 

 

52、我国目前的学位级别分为下列哪几种类型（ ）。 

A.专科、学士、硕士、博士 

B.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 

C.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后 

D.学士、硕士、博士 

【答案】 D 

 

53、爱因斯坦与爱迪生分别代表了（ ）。 

A.精英人才与合格人才 

B.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 

C.通才与专才 



D.杰出人才与通用人才 

【答案】 B 

 

54、下列高等教育机构中，不属于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是（ ）。 

A.那烂陀 

B.岳麓书院 

C.康斯坦丁堡帝国大学 

D.巴黎大学 

【答案】 D 

 

55、（ ）依据人的活动类型，将教学方法划分为组织和实施认识活动的方法、

激发和形成动机的方法、教学中检查和自我检查的方法三个大类。 

A.巴班斯基 

B.布卢姆 

C.泰勒 

D.施瓦布 

【答案】 A 

 

56、（ ）主要指具有不同办学条件、不同办学要求和培养目标的各类高等学

校间的比例关系。 

A.层次结构 

B.能级结构 

C.地区结构 

D.形式结构 

【答案】 B 



 

57、身处教育实践第一线的研究者与受过专门训练的科学研究者密切协作，以

教育实践中存在的某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合作研究，再把研究结果应用

到自身从事的教育实践中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 ）。 

A.观察法 

B.读书法 

C.文献法 

D.行动研究法 

【答案】 D 

 

58、教案常规项目的主体部分是（ ）。 

A.教学目的 

B.重点难点 

C.导入新课 

D.讲授新课 

【答案】 D 

 

59、（ ）是一种判断事实的活动，它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如实地描述学生在

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发展水平。 

A.学生学业评价 

B.教师评价 

C.教学评价 

D.教学测量 

【答案】 D 

 



60、班级授课制最先是由教育家（ ）在其《大教学论》中作了理论上的系统

阐述。 

A.赫钦斯 

B.赫尔巴特 

C.夸美纽斯 

D.杜威 

【答案】 C 

 

61、教育教学研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是（ ）。 

A.调查法 

B.实验法 

C.经验总结法 

D.个案研究法 

【答案】 A 

 

62、以下属于高等教育结构中的宏观结构的是（ ）。 

A.能级结构 

B.学科专业结构 

C.教材结构 

D.队伍结构 

【答案】 A 

 

63、高等教育学是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门（ ）。 

A.基础学科 



B.分支学科 

C.重点学科 

D.理论学科 

【答案】 B 

 

64、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的核心是（ ）。 

A.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B.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C.高标准的教材建设 

D.配备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手段 

【答案】 A 

 

65、高校组织的结构特征是（ ）。 

A.分散性 

B.学术性 

C.二元性 

D.复杂性 

【答案】 A 

 

66、在我国最早提倡“学分制”的是（ ）。 

A.蒋梦麟 

B.竺可桢 

C.蔡元培 

D.胡适 



【答案】 C 

 

67、高等教育的领导权取决于（ ）的性质。 

A.政治 

B.经济 

C.科技 

D.文化 

【答案】 A 

 

68、中国封建教育史上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是（ ）。 

A.稷下学宫 

B.岳麓书院 

C.石鼓书院 

D.白鹿洞书院 

【答案】 A 

 

69、“测量”是学业评价的一种特殊手段，它（ ）。 

A.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 

B.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C.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D.特别适合对美术、音乐等学科进行评价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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