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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期间《模拟试卷》（2010版）受到考研学子的广泛好评。
编者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在此基础上，我们收集读者反馈意见，整合新的素材，对本书进行全面修订，以使本书更适合备
考2011年考研。
　　《模拟试卷》（2011版）依然秉承第一版编写宗旨，牢牢把握《大纲》和历年真题这两个关键。
虽然市面上已有相当数量的教材和辅导资料，但直接反映命题小组思想的，仍然只有《大纲》和历年
真题。
为了使这本《模拟试卷》具有更强的应试培训效果，我们在挑选模拟题之前，先统计并研究了各大名
校历年教育学考，研真题以及教育学统考真题，我们做了详细的统计和深入的剖析，同时结合编者多
年的教学经验，以及近三年统考辅导班授课经验，对大纲内容进行了重难点划分，有侧重地精选模拟
题，以期达到更高效的训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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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期间《模拟试卷》（2010版）受到考研学子的广泛好评。
编者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在此基础上，我们收集读者反馈意见，整合新的素材，对《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模拟试卷（2011版）
》进行全面修订，以使《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模拟试卷（2011版）》更适合备考2011年考研。
　　《模拟试卷》（2011版）依然秉承第一版编写宗旨，牢牢把握《大纲》和历年真题这两个关键。
虽然市面上已有相当数量的教材和辅导资料，但直接反映命题小组思想的，仍然只有《大纲》和历年
真题。
为了使这本《模拟试卷》具有更强的应试培训效果，我们在挑选模拟题之前，先统计并研究了各大名
校历年教育学考研真题以及教育学统考真题，我们做了详细的统计和深入的剖析，同时结合编者多年
的教学经验，以及近三年统考辅导班授课经验，对大纲内容进行了重难点划分，有侧重地精选模拟题
，以期达到更高效的训练目的。
　　本《模拟试卷》（2011版）具有以下特点：　　1． 命题规律的深入剖析。
编者通过对各大名校历年教育学考研真题，以及教育学统考真题的考点、题型、分值等指标进行统计
和分析，凸显出命题规律，以此为方向精选模拟题，其风格、难度、考查重点等指标与考研真题具有
极强的相似度，认真做完本《模拟试卷》后，考生对考研真题风格的把握将会更加准确。
　　2． 习题解析的深入和拓展。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模拟试卷（2011版）》对精选出来的模拟题进行了详细解析。
解析条理清晰，语言精练，直击考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有利于帮助考生把握考点、拓宽思
路。
相信书中的详尽解析会对您的复习有所帮助。
　　　　编者在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大量前人的经验，并不断改进、创新，力争使《教育
学专业基础综合模拟试卷（2011版）》成为一个新的高点。
不过，由于时间仓促，《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模拟试卷（2011版）》难免会存在一些错误和遗漏，恳
请各位考生朋友给予批评和指正，不胜感激！
您的任何疑问，可以在翔高考研论坛（bbs.kaoyanmeng.com）上发布，我们会第一时间回答您的疑问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模拟试卷（2011版）》如有任何增补说明，也会在该论坛发布，敬请关注。
　　编者强烈建议读者将《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模拟试卷（2011版）》与其姊妹篇《复习指南》、《
习题精编》配合使用，以最大程度提高复习效率，增强应试能力。
　　为了使得读者更好地达到模考的效果，《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模拟试卷（2011版）》附赠网络模
考班，以助考生备考。
模考班将于12月上旬开通，届时请广大读者登录翔高网络课堂平台听课。
　　预祝广大考生梦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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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综合全真模拟试卷（九）答案2011年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全真
模拟试卷（十）答案2011年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全真模拟试卷（十一）
答案2011年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全真模拟试卷（十二）答案2011年全国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全真模拟试卷（十三）答案2011年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
入学考试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全真模拟试卷（十四）答案2011年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学
专业基础综合全真模拟试卷（十五）答案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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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教育不仅能提高劳动者的质量，还可以传播科技、发展科技，从而促进社会生产的高效率，给现代化
建设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
　　（4）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
发展文化离不开教育，教育的实施和普及是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条件。
思想品德的形成，也必须依靠教育的灌输和培养。
　　综上可知，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
　　55.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选士制度
。
依据考试成绩来选拔人才的科举制，既不同于以德取人的两汉察举制，又不同于以门第取人的九品中
正制。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既是隋朝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发展的结果，又是中国古代选士制度发展的产物。
首先，出于对德才兼备人才的需求，隋建立后，为巩固统治，加强对人民控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
相应的行政机构，要保证正常运转，需要大批官员；其次，由于隋以前的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选
人的大权落在地方中正官手中，为豪门贵族所垄断，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隋的建立使大批庶族地主得以升迁，要求分享政治权利，改变垄断局面，必须作出改变。
隋文帝为集中选士大权，采用考试的办法，以分科举人，取代了以前的制度。
隋炀帝把录用和任用权完全集中在中央，这便是我国历史上科举制创立的开始。
　　（1）科举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对教育影响十分深刻。
由于选材与育才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科举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①因为通过科举可以取得名位，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为获得名位而努力读书。
隋唐以后学校毕业的人必须经过科举选拔才能获得吏部考试的资格，合格后才能授官，这就是说科举
制的产生在客观上推动学校封建教育的发展。
②科举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结束魏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清淡觉和玄虚思想，对于学校教
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一致，对于良好风气的形成有积极意义。
③科举考试科目中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和史科、开元札、道举、童子科，对社会上出现
的重文轻武、重经轻算、重成人轻儿童的陈规，或多或少进行了冲击，有积极意义。
　　（2）科举本身有种种缺点和弊端：①教学内容局限于儒家几部经典著作，方法又死记硬背，在
这种风气影响下，学校的教学工作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这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有实际
能力的人才，又养成空疏的学风。
②科举将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成为他们取得
高官厚禄、权势的最好门路。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这种人生哲学支配了学校教育，严
重影响着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
③科举最后的取舍权为主考官、礼部、吏部、宰相、皇帝决定，录取标准又多以权势门第为转移。
一般知识分子无靠山、门路窄很难进入。
在这种状况下，个人关系全面启动，、严重毒害知识分子精神面貌，败坏学校和社会风气。
56.I.这种教学方法是不对的。
　　加减法运算是一种重要的智力技能。
关于智力技能的学习与教学过程，加里培林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智力活动按阶段形成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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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科学地说明，智力技能的形成是一个外部的物质活动向内部的心理活动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
可以分为下列五个阶段：　　（1）活动的定向阶段　　这是活动的准备阶段。
学生获得必要的关于活动的目的、客体、定向方式的说明，初步熟悉操作，了解完成操作的条件，以
形成关于认知活动和结果的表象。
这一阶段主要是给学生提供活动的“原型”，介绍“原型”，并说明活动的目的、方法以及操作程序
，使学习者明确活动的方向，但并未开始真正的活动。
例如教师揭示课题、呈现例题、讲解学习新课题的价值及交待学习的程序，就是为学习的内容定向。
　　（2）物质活动或物质化活动阶段　　物质活动指对实物进行操作的活动，物质化活动指运用实
物的模像、图片、模型、示意、图等进行操作的活动。
物质化活动是物质活动的变形，并保留了物质活动的某些特点。
该阶段是借助于实物或实物的模型、图片等进行学习的阶段：学习者以具体的、可见的实物或实物图
片等为支柱进行智力活动，即把完成该活动的脑中的压缩活动展开，把内部操作外显出来，成为“扩
展的可见的思路”，供学生学习。
如学生学习加法时，教师用小棒演示加法的运算过程，把其活动的过程详尽展示出来，学生以小棒的
操作来进行加法计算就属于这个阶段。
　　（3）出声的外部言语阶段　　该阶段是不直接依赖实物而借助出声言语进行心智活动的阶段。
这是从外部物质活动向内部活动转化的第一阶段，即智力活动摆脱了实物，以出声言语充当内部操作
的支持物。
在这个阶段，操作是以外部言语为支持物。
这个阶段有可能与物质及物质化阶段融合在一起，不单独成为一个阶段，但有声言语活动必须完成。
　　（4）无声的“外部”言语阶段　　这一阶段同前一阶段不同之处在于活动的完成是以不出声的
外部言语来进行的，即喉头、嘴唇在动，只是未出声。
这时是以声音表象、动觉表象为支柱进行智力话动。
但该阶段的外部形式及其实质内容与儿童的出声言语无任何区别。
　　（5）内部言语阶段　　这是智力技能形成的最后阶段。
该阶段智力活动简约化、自动化、熟练化，似乎不需要意识的参与而进行智力活动，自己常常觉察不
到其进程。
例如在这个阶段，儿童口算加法时常常觉察到的只是运算的结果。
因此，王老师的教法不符合学生智力技能发展的规律，是不科学的。
　　Ⅱ.（1）您认为吃早餐有什么好处？
您平时喜欢吃零食吗？
您对晚餐有什么营养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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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模拟试卷（2011版）》赠最后模考班。
赠考研网校充课卡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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