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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事业单位招录考试《综合应用能力》（D 类）

密卷 2-参考要点

一、辨析题

【参考解析】

此观点错误。

远程教育是符合当下网络时代发展的特点，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各种教育资源库通过网

络跨越了空间距离的限制,使学校的教育成为可以超出校园向更广泛的地区辐射的开放式教育。

同时远程教育也是学生比较喜欢的一种学习方式，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改善学生的学习

效果。

但是由于远程教育为线上学习形式，对学生的自觉性要求很高，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

挥，很难做到个性指导和督促的作用。再者，不利于师生、生生之间面对面地交流讨论。现场

教学是班级授课制的辅助形式，是根据一定的教学任务，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社会生活现

场和其他场所，通过观察、调查或实际操作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现场教学有利于将理论用于

实际,让学生动手实践检验所学知识,面对面交流相互学习讨论。

因此，应将远程教育和现场教育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教育资源优化教学内容又能让学生

通过实践检验运用所学知识。

二、案例分析题

【格木解析】

（1）①面对突发事件，周老师的处理缺乏冷静，先入为主，造成了对学生的误解，影响师

生关系。教师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应做到沉着冷静，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之后再进行判断和处理，

做到公平公正地处理。

②周老师对学生的批评过于严厉，伤害学生自尊心。教师在批评学生时，要注意语言表达

方式，严而有度，尊重学生，达到批评教育的效果。

③学生观上，周老师没有看到学生是发展的人，未给予学生改错的机会。教师应有容错教

育的观念，对学生的错误进行积极引导，给予学生信心。

④教育理念上，周老师有唯分数论的倾向，以成绩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没有关注学生

的全面发展。教师应秉承“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关注学生的各方面的健康发展。

（2）孙老师和来老师的行为是合理的，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①两位老师均注重了解和研究学生。案例二中孙老师在接手新班级后及时地进行了调查，

掌握了班级学生的基本情况，案例三中米老师通过日常观察、谈心来了解学生，都为后续教育

学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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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两位教师做到了尊重、关爱学生。案例二中孙老师面对学生存在的问题没有严厉训斥，

而是积极感化学生；案例三中孙老师和美术生进行长谈，积极引导，表达对学生的期望，均体

现了对学生的尊重和关爱。

③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长善救失。案例三中米老师贯彻了新课改教师观，对学生尊重

和赞赏，善于发现学生优点，依靠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有利于学生建立自信，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④两位老师均能合理运用相应的德育方法，贯彻德育原则，孙老师主要运用了榜样示范法，

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习惯；米老师则贯彻了长善救失的德育原则，发现

学生的闪光点，及时激励学生，巩固教育效果。

（3）①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摒弃应试教育下唯分数论的错误观点。案例一中教师只

注重考试成绩，未解决关键矛盾，必定影响教育效果；而案例二、三中教师关注学生的全面发

展，发扬特长，学生获得切实发展。

②尊重学生。要遵循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的原则，注意与学生的沟通技巧和方

式，批评学生的过程中要注意方式，保护学生自尊心，做到严而有理、严而有度、严而有方。

③宽容学生。教师要践行新课改的学生观，认识到学生是发展过程中的人，面对学生的错

误,适时对学生进行容错教育,用发展的眼光看学生,给予学生改正错误的机会。

④激励学生。教师应遵循德育原则，合理运用德育方法，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长

善救失，帮学生建立自信。教师要言传身教，成为学生的榜样，用高尚人格感化学生。

三、教育活动设计题

【格木解析】

一、活动主题:做人要讲“粮心”(初中一年级）

二、设计依据: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校园中粮

食浪费现象也日益严重。初中阶段是培养学生良好品德的关键期，为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培养学生爱粮节粮的良好习惯，特召开本次主题班会。

三、活动目标:通过本次活动，学生能够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深刻认识到节约粮食的重要

性;能够从日常小事厉行节约，不浪费;能够树立爱粮节粮的意识，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

使命。

四、活动内容与过程

(一)小米粒 来不易

教师播放公益宣传片《一粒米的世界》,视频描述了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农民伯

伯们春播、选种、浸种、耙地、保水、施肥、除草.....烈日炎炎，汗水浸湿了衣背，太阳晒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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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皮肤，劳作佝偻了背。引发学生思考粮食的来之不易，顺势宣布《做人要讲“粮心”》的主

题班会正式开始。

(二)浪费大 很痛心

教师呈现生活中、校园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浪费现象:网络大胃王吃播秀、米饭整碗倒掉、食

堂剩菜整车运走...”。引发学生思考，并请学生自查自纠，列举身边的浪费现象。通过此环节，

学生意识到粮食浪费现象的严重性。

(三)粮现状,要担心

教师播放近期新闻案例:全球爆发心冠病毒、地区的战争。不少国家温饱堪忧，孩子饮食无

着落.....并引导学生思考浪费粮食的后果。通过此环节，学生深刻认识到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

年丰收，但对粮食安全要有危机意识。

(四)“讲粮心” 讲良心

教师展示小情景:①外出吃饭吃不完,你怎么办?②看到学校食堂有同学浪费,你怎么办?...

请同学们积极探讨，并总结出生活中节粮爱粮的小妙招:吃饭不撒、不剩不扔；外出点餐不浪费，

若有剩余就打包;看到浪费勇制止，积极监督身边人......

(五)创标语 共勤俭

同学们动手设计号召大家节约粮食的宣传标语,并评比出最佳创意标语在校内进行宣传，共

建勤俭节约的良好氛围。

五、预期效果与检验方法

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能意识到浪费现象的严重性，积极杜绝校园中的浪费行为，创建勤

俭节约的良好校园氛围。后期将通过食堂观察学生的餐饮情况，对个别学生进行访谈、家访来

检验本次活动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