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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事业单位《综合运用能力测验 D 类》

模拟试卷 3-解析

一、辨析题

有人认为，分组教学是为了克服班级授课制的弊端而提出的，因此比班级授课制优越。

要求：对上述观点作出判断和分析。条理清晰，400 字左右。

【格木解析】

这种说法不正确。

班级授课制是一种集体教学模式，有利于大面积培养人才，也有利于发挥集体的教学作用，但是在一定

程度上不利于因材施教

分组教学是按学生的能力或学习成绩把他们分为水平不同的组进行教学。它克服了班级授课制不能因材

施教的缺点，但这并不说明分组教学比班级授课制优越。

分组教学还存在诸多缺点：第一，对学生能力和水平的鉴别不一定科学，却要按能力和水平进行分组教

学，忽视了学生的发展性；第二，对学生心理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被分到所谓快班或实验班的学生容易骄

傲自满，被分到所谓慢班或普通班的学生容易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第三，由于学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

为了确保学生在分组教学中能受到恰当的教育，分组就必须经常进行，情况一变就得重新分组，教育管理上

比较麻烦。

班级授课制作为一种最广泛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实施运用的过程中，把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相结合，

把课堂教学和课外校外活动相结合，将班级授课制的优势发展到极致，劣势不足降到最低。

二、材料分析题

材料一：

一名年轻的老师第一次走上讲台，这是一个学校普遍认为的差班。刚走向讲台，一个男生就站起来问道：

"老师，您喜欢不喜欢差生？"老师没有回答，反而微笑地看着他，问道："你会不会把自己心爱的旧玩具丢

掉？"男生想了一会，回答道："应当不会，我会好好珍藏的。"老师面向全班同学，庄重地说："我也不会，

你们都是我的弟弟妹妹，如果你们有什么缺点，我会帮助你们改正，直到你们改好为止。一名差生是各个方

面都不及格的学生，而你们只不过是某些方面有所缺陷。我想，通过努力，大家都会成为优秀的学生。在我

的眼里没有差生，只有不努力的学生。"学生们都感动地鼓起掌来。

材料二：

班主任王老师就一位学生的化妆问题，先后找她谈了两次话。

第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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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今天要你来办公室是为什么？

学生：…….

老师：你看看你，烫一头的卷发，还涂口红。

学生：口红怎么啦？英语老师也涂口红，画眉毛，烫发。

老师：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

学生：学生就不是人？

老师：学生是人，但你的妆化的人不人，鬼不鬼，不好好学习，一天到晚画眉涂口红有什么用？人漂不

漂亮也不是靠化妆化出来的。

学生：你…….漂不漂亮不要你管！呜呜呜…….

第二次谈话

老师：“为您服务”节目看了吗？有趣吗？

学生：有趣。

老师：那个要大家评论四张妇女化妆像好坏的节目，你觉得怎么样？你能讲出她们的优缺点？

学生：这还不晓得！第一个脸很长却梳高发型；第二个年纪好大还化浓妆；第三个脸大画细眉，脸就更

大了，丑死啦...

老师：为什么丑死啦？

学生：那些妆不合她们的身份和象征。

老师：哦……要是她们都是中学生，应该怎么化妆？

学生：我不晓得，老师讲讲。

老师：我看，中学生应该朴素自然，整洁大方，健康活泼。化妆切记莫乱学别人的浓妆艳抹。

学生：为什么呢？

老师：因为中学生接触的主要是同学和老师，浓妆艳抹会同学之间，师生之间造成隔膜；青少年应有自

然朴素的美，过分的化妆会掩盖清楚活力和红润的肤色，让人觉得矫揉造作，不伦不类。

学生：嗯，有道理。

老师：还有，中学生应该有蓬勃向上的气质，浓妆艳抹会让人以为你是几十岁的妇女，把少女的天真活

泼的自然美都糟蹋了。

学生：想不到化妆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老师：是啊，穿着也是一样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体型、肤色等特征。

学生：哎……老师，我那天的化妆就化的……嘻嘻。

（1）请对材料一中年轻老师的做法进行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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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字数 300 左右

（2）试运用教育的相关理论对这两次的谈话加以评析。

要求：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字数 300 左右

（3）谈谈如何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

要求：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字数 300 左右

【格木解析】

（1）该老师的做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值得赞扬

①每个学生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该老师把学生看成是发展潜能的人，他相信即使是差生也可以成为

优秀的学生

②学生是完整的人，每个学生都有优点也有缺点。该老师认为一名差生是各个方面都不及格的学生，他

的学生只不过是某些方面有所缺陷

③教育学生需要老师有充分的教育机智。当学生问老师喜不喜欢差生时，老师灵活应对，拿心爱的玩具

作对比，对学生循循善诱，让学生明白自己也可以发展得很优秀

④正确的成败归因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材料中，老师告诉学生没有差生，只有不努力的学生，

是对学生的不良表现做了努力归因，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2）第一次谈话王老师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第二次谈话王老师的做法是正确的

①实施德育要做到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教育者既要尊重、信任、热爱学生，又要对学生提

出严格的要求，把严和爱有机结合起来。第一次谈话中，王老师仅仅严格要求学生，用词刻薄，损伤学生的

自尊。第二次谈话，尊重学生，和学生进行了合理的交谈，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②实施德育要坚持疏导。疏导原则是指进行德育要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从提高学生认识入手，调动学

生的主动性，使他们积极向上。第一次谈话，中王老师只是武断地告诉学生不对，却没有有力的事实和道理

说服学生，反而造成学生的逆反心理。第二次谈话，王老师从电视节目的化妆引导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因势

利导，循循善诱，使学生主动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3）促进学生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应做到以下几点：

①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把学生看成是独立意义的人，把学生看成是有发展潜能的人，对学生要做到尊重、

讲民主，对学生多期望多相信

②对学生的德育要有耐心，坚持长期抓和反复抓，材料二中的老师对学生进行了多次谈话，才达到了教

育的效果

③对学生要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同时也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采用正面教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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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激发学生对榜样的钦佩之情，引导学生向榜样学习，从而调节学生自己的

不良行为表现

三、教育活动方案设计题

2021 年 7 月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对于我党的艰辛历史，对于一代代党员的无

私奉献，生活在和谐社会的学生们感触不深，甚至有些淡忘了。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国家，学生普遍

都缺少责任意识，对于未来，学生更是缺少思考和设想。“理想”二字离他们似乎很遥远。

假如你是班主任，设计一个主题班会方案（包括主题、设计依据、目标、内容与过程等）。

要求：

①选一个学段（小学、初中、高中）并标明。

②主题鲜明，依据合理，方案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

③逻辑严谨、条理清晰，1000 字左右

【参考设计】

学党史，树理想（初中）

一、活动依据

生活在和谐社会的学生们，对党的历史、党的付出，党的奉献感受不深，为了让学生深刻了解党史，明

白当代学生责任，树立自己的理想，特组织本次班会

二、活动目标

1.回顾党的成长历程，培养学生勇于战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的意识

2.了解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激发学生爱国、爱党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3.树立自己的理想，激发学生为理想而奋斗的意识

三、活动过程

(一) 主持人宣布开始

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背景音乐之下，支持人宣布主题班会正式开始。

(二)重温党的历程：

1.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竞赛

全班同学分成 2 大组，每一小组选派 2 人上场。竞赛题型分为填空和选择，由 2 组同学在答题板上回答。

2.颁奖：班主任颁发奖品，由参赛选手作为代表领奖，并发表感言。

3.播放《开国大典》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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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党史历史知识竞赛和视频观看，可以加深学生对党的历史的了解

(三)再现党的形象

1.学生介绍有名的优秀党员的事迹

在不同时期有许多优秀党员的事迹广为流传，请学生选择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党员介绍他的事迹。

2.学生说说自己身边的党员

在我们身边也有着不少平凡和基层的党员，在我们家里，在学校里也有很多，请学生说说自己身边的党

员，说说他们有何让人值得感动和尊敬之处。

通过本环节，可以激发学生对优秀党员的钦佩之情，引导学生向优秀党员学习

(四)崛起的中国

1.观看历年来的阅兵式视频

学生观看历年来的阅兵式视频，直观地感受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受如今这和谐社会，是由先辈们的鲜血

换来的，是由每一个党员的无私贡献成就的。

2.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成就介绍。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科技、农业、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都有着重大的成就，请学生以大事记的形式

介绍。

3.诗朗诵：《七月的天空》

七月是党的生日，七月是红色的七月，请学生诗朗诵表演，表达自己对于党的热爱。

(五)立大志，树雄心

1.关于理想的格言

我们的革命先烈对于理想有着崇高的追求，他们对于理想的感悟现在依然激烈着我们。请学生朗读自己

创作的关于理想的格言，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2.演讲：我的理想

每个人都有理想，只是有的人还没找到。学生演讲《我的理想》，激发同学进一步对于理想的思考。

3.展示学生的理想

用 ppt 播放学生的照片，学生轮流用一句话说说自己的理想。

4.封存理想

将理想封存在盒子里，相约 10 年后打开。并由在场的老师签名见证。

5.合唱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五月的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