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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湖北省义务教师考试

综合知识真题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C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时政。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的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周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答案】A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时政。2020 年 2 月 12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介绍教育系统疫情防控有关情况。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延迟开学，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于

2月 17 日开通。免费供各地选择使用。

3.【答案】A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时政。2020 年 2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

士日内瓦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

4.【答案】C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师职业道德。关爱学习要求老师在教学中应保护学生安全，

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5.【答案】B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进行探讨、

辩论，从而达到相互启发、集思广益的目的，这种教学方法是讨论法。

6.【答案】A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

满 6 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

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 7周岁。

7.【答案】B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体现的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故是教育目的的社会本位

论。

8.【答案】B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师生存发展阶段论。关注情景阶段主要是教师关注教学的

效果，题干李老师以经常关注如何教好每堂课，说明李老师处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注情境阶

段。

9.【答案】D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德育原则。在教学过程中要遵循知识性的原则，强调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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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科学的知识。

10.【答案】B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强化。负强化是通过撤销刺激，增加行为发生的概率，题干

中，老师说表现好，不让罚站了，通过不罚站，强化表现好的行为。

11.【答案】A

【格木解析】《教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

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

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教育行政部门即县教育局。

12.【答案】A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集体教育作用。题干强调要重视儿童集体的舆论力量，强调

要充分发挥班集体的教育功能，使之成为真正的教育力量。

13.【答案】D

【格木解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六条规定，成年人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的，其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其所在的寄宿制学校应当及时查找，或者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收留

夜不归宿的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或者在二十四小时内及时

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或者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14.【答案】D

【格木解析】特别行政区享有财政自主权，财政收入可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需要上

缴中央。

15.【答案】B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记忆术。本题题干描述的是关键词法，是记忆术，属于精加

工策略。

16.【答案】B

【格木解析】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标志着科学、规范教育学的建立，赫尔巴特被称

为“现代教育学之父”。

17.【答案】B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历史常识。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纸上谈兵，投笔从戎的是东

汉时期的班超。

18.【答案】A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法律法规。《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违反学

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

19.【答案】B

【格木解析】自然后果法是指当儿童犯了错误和过失后,不必直接去制止或处罚他们,

而让儿童在同自然的接触中,体会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和过失带来的自然后果，提出者是法国

的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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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答案】C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师的权利。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赋予教师的权利之一。此外，教师必须加强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这对教师

的专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该教育行政部门在暑假组织教师参加业务培训的做法，是正确

的。

21.【答案】D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历史常识。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是明朝李时珍编撰的《本

草纲目》。

22.【答案】A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家。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是第一个把美育引入我

国并对美育的独特性质和独特地位作进一步阐述的思想家

23.【答案】C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评价类型。总结性评价是指在教学活动结束后，为判断

其效果而进行的评价，包括一个单元，一个模块或一个学习的教学结束后对最终结果所进行

的评价。

24.【答案】B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学评价的类型。绝对评价，或者标准参照测验只考虑被评

价对象应达到的水平而不受评价对象在其特定整体中位置的影响，比如四六级考试，教师资

格证考试。

25.【答案】C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德育方法。榜样法是以他人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

就来影响学生品德的方法。榜样包括伟人的典范、教育者的示范、学生中的好榜样等。

26.【答案】D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师的权利和义务。制止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是属于教

师的义务，其他选项都是属于教师的权利。

27.【答案】D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时政。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在新时代，必须把

扶贫重要论述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将贯穿其中的科学思维方法运用到工作

实践之中，统筹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抓好产业扶贫这个根本之策，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28.【答案】A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哲学。“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的是世界是

客观存在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指天不会说话,

可是四季交替,地不会说话,可是百物生长，强调世界存在的客观性。

29.【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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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木解析】《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

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

申请，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30.【答案】D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经济常识。题干所强调的是，消费者有购买的欲望，但是因

价格望而却步，体现消费者的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收入会影响消费。

31.【答案】C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法律法规。《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一）故意

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二）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三）品

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32.【答案】D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哲学常识。矛盾的主次方面，要求做事情集中力量解决主要

矛盾，抓重点抓中心抓关键，“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体现了抓

重点。

33.【答案】B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课外活动的类型。学生们自行组织举办的绘画作品比赛属于

文学艺术活动。

34.【答案】D

【格木解析】前半句，主语是”水”，所以应该是”它们”，排除 BC。飘逸对应瀑布，

晶莹对应琼浆,D 项符合文意。验证后半句，认知从实到虚，应该是”形、色、质”

35.【答案】A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教育理念。苏霍姆林斯基这句话强调的是要了解学生的各种

兴趣爱好，从而给学生发展提供指导，说明教师需要具备足够的洞察力和反应力。

36.【答案】A

【格木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文化常识。素以为梅花逊色，馨而且暖长生香，这是描写花

的，不是描写水果的。

37.【答案】B

【格木解析】基期计算。根据材料：“全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

教育经费总投入分别为 4099 亿元、22780 亿元、7730 亿元、13464 亿元，比上年分别增加

11.63%，9.12%，7.53%，11.99%。”
.20900

%12.91
2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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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择，选择 B 选项。

38.【答案】D

【格木解析】A选项：简单读数。2019 年全年经费总投入增长速度（8.74%）小于义务

教育经费总投入增长速度（9.12%），A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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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项：简单读数。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总投入 7730 亿元大于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 4099

亿元。B 选项错误。

C选项：根据材料：“2019 年全国幼儿园、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

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增幅分别为 11.33%，5.92%，

5.63%，8.10%，7.36%，6.60%。C 选项错误。

D选项：根据材料：“2019 年全国幼儿园、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

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增幅分别为 11.33%，5.92%，

5.63%，8.10%，7.36%，6.60%。D 选项正确。

39.【答案】C

40.【答案】D

二、作文题

携手智慧教育 促进教师发展

“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阳交融，相辅相成。”这句话说的是两个事物在发展的过程

中缺一不可，两者相互影响方可共同进步。在“十三五”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指导下，国家教

育部指出要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要运用信息技术来设计和推进教育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

这一方面有利于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学校教师开展智慧课堂教师培训有利于自

身的不断完善，也有利于智慧教育具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因此，智慧教育与教师发展相辅

相成，不可分割。

一方面，智慧教育的推行有利于教师专业的发展。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人

民的生活乱成一团，其中对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全国各大小学校延迟开

学，但是为了保证学生学业任务的顺利完成，学校将线下教育纷纷转战到线上教育上来，利

用线上讲授课程、打卡学习任务、开知识讲座等方式，有效缓解了师生无法在线下学习的尴

尬局面，也拓宽了学生学习渠道；同时，随着数字化智慧教学技术进入课堂，如学生在课堂

上利用 PAD 进行拍照，同步学习成果，填写习题答案，教师能够更快地收到学生学习状况的

实时反馈，这些信息经过处理，在电脑后台将正确率分析并呈现给教师，这样一来，更有利

于教师们把握课堂，及时调整教学进度，提升教堂效率。

另一方面，教师专业的发展有利于智慧教育的推行。新课改背景下，对转变教师观念的

说法有一条是需要教师做终身学习的践行者，在这个背景下，教师需要学习的不仅是学课专

业知识、教育学课相关素养，还需要学习接纳新的利于教学的事物，比如新的信息技术等，

这是新时代背景对教师发展的要求。教师对新技术的良好掌握，一方面有利于教师自身素养

的提升，另一方面有利于课堂教学的与时俱进，教师掌握如何正确使用智慧技术，是新技术

能够在课堂上发挥功效的前提。因此，对在岗教师的在职培训需要定点落实到位，系统组织

学校教师学习合理、正确的使用智慧技术，有利于新技术的推进与更新，让新技术这片水在

课堂上“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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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与教师专业发展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教师通过不断

完善自身素养，学会活用智慧技术这把利刃，学会将新的技术运用到教学实践中，遵循直观

式教学原则将某些知识模块利用动画等方式生成出来，搬在屏幕上，必定是吸引学生学习，

提高学生学习动机的有效方式；那另一方面，智慧教育推动下的更高效信息反馈，更直观的

答题呈现方式，更生动的授课模式，无疑也对教师课堂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教师能够在电

脑屏幕上直接获取学生对习题处理的正确率，借助正确率教师能够快速判断学生对知识点的

掌握情况，再者，在智慧技术的支撑下，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更能

体现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地位的教学观。

展望未来，智慧教育显然是会给我们教师专业发展带来众多积极影响的，当然，作为教

师，我们也应当秉承终身学习的观念，努力提升自身素养，善用智慧教育，以智慧教育为帆，

助力教师专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