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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教学设计试题
课程代码:00431

摇 摇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摇 摇 2.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迪克与凯里的教学设计的系统方法模型综合引用了摇 摇 摇 的思想。

淤机能主义;于行为主义;盂认知主义;榆建构主义

A. 淤于盂 B. 淤于榆 C. 淤盂榆 D. 于盂榆

2. 教学目的是对学习者接受教学后可以做到的行为的清晰描述,由摇 摇 摇 过程产生。

A. 簇分析 B. 需求评估 C. 层次化分析 D. 教学分析

3. 摇 摇 摇 是智慧技能的最高级别。

A. 概念识别 B. 形成概念 C. 运用规则 D. 问题求解

4. 在下面的教学分析流图中,摇 摇 摇 含有子步骤。

A. 步骤 1 B. 步骤 2 C. 步骤 3 D. 步骤 4

5. “仅用蛋壳将蛋黄从蛋白中分离冶属于何种学习类型的教学目的?

A. 言语信息 B. 智慧技能 C. 心智运动技能 D. 态度技能

6. 层次分析方法主要用于摇 摇 摇 的教学分析。

A. 言语信息 B. 智慧技能

C. 智慧技能和心智运动技能 D. 态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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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87 年,摇 摇 摇 提出了 ARCS 模型,该模型说明了成功学习者所必需的各类动机。

A. 科勒 B. 加涅 C. 贝瑞 D. 克拉克

8. 当目标包含摇 摇 摇 时,通常会要求学习者做出某种选择,或者要学习者在不同的活动中做出

选择。

A. 言语信息 B. 智慧技能

C. 心智运动技能 D. 态度技能

9. “学习者要会弹钢琴。冶该目标缺少

A. 重要条件 B. 重要条件和行为标准

C. 可观察的行为和行为标准 D. 不缺

10. 1998 年,贝瑞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评测冶定义为“能促进学习者摇 摇 摇 的评测方法冶。

A. 成长 B. 发展 C. 进步 D. 学习

11. 下面关于“前测冶说法错误
踿踿

的是

A. 前测在教学开始之前实施,目的是要确定学习者是否已事先部分或全部掌握了教学中

要教的技能

B. 前测中必须要包括一道题或多道题是针对教学分析(包括教学目的)中确定的关键技能

C. 前测只有在一些学习者可能会具有所教内容的部分知识时才有价值

D. 入门技能测试和前测的测评侧重点不同,它们必须单独进行

12. 练习测试通常要测试的目标是

A. 预备技能 B. 在教学分析图中虚线以下的技能

C. 完成目标子集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D. 学期目标

13. 心智运动技能领域的目标一般采用摇 摇 摇 来评测学习者。

A. 核查表 B. 等级量表

C. 学习者陈述自己的偏好 D. A 和 B

14. 下表表示的是摇 摇 摇 的基本结构。

子技能 绩效目标 评测样例

1 目标 1 考试题

2 目标 2 考试题

3 目标 3 考试题

教学目的 学期目标 考试题

A. 核查表 B. 等级量表

C. 设计评估表 D. 教学目标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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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正式开始教学前,必须要考虑三个要素:摇 摇 摇 、告诉学习者教学目标、告诉学习者预备

技能。

A. 专研教材 B. 了解学习者 C. 激励学习者 D. 进行教学设计

16. “教学策略冶的概念源自加涅的《学习的条件》一书中所介绍的

A. 教学结果 B. 教学事件 C. 教学设计 D. 教学方法

17. 1996 年,摩尔和凯斯莱提出的交互距离理论是一种教学法理论,可以用来指导开发满足目

标人群需要的

A. 选修课程 B. 显性课程 C. 活动课程 D. 远程课程

18. 一般而言,模拟器或实物比较适合用于摇 摇 摇 的教学。

A. 言语信息 B. 智慧技能 C. 心智运动技能 D. 态度技能

19. 在一对一形成性评价时,设计师至少要使用摇 摇 摇 个学习者。

A. 3 B. 8 C. 20 D. 30

20. 摇 摇 摇 是为了改进教学而收集数据和信息的过程;摇 摇 摇 是为了决定是否采用或继续采用

某个教学而收集数据和信息的过程。

A. 诊断性评价;总结性评价 B. 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

C. 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 D. 总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21. 教学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确定教学应该包含的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

22. 目的分析的最后产物是摇 摇 摇 ,它给出了学习者在完成教学目的过程中要做什么的总体框

架,是摇 摇 摇 分析的基础。

23. 对学习环境的分析包含两部分内容: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

24. 大多数设计师在摇 摇 摇 就已经开始做设计分析的复审和修改;教学设计过程中第一个需要

复审的就是摇 摇 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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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下面的教学分析流图中,虚线是摇 摇 摇 线;摇 摇 摇 应该用来开发入门技能测试。

26. 1983 年,克拉克建立了媒体效果研究领域的基本论调:是摇 摇 摇 而不是摇 摇 摇 ,决定了学

习者的学习。

27. 教学材料包括主要教学目标的材料、摇 摇 摇 以及摇 摇 摇 。

28. 快速原型法可以想象为产生了一系列摇 摇 摇 、连续逼近的摇 摇 摇 。

29. 形成性评价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对一阶段,或称为诊断性评价阶段;第二个

阶段称为摇 摇 摇 ;第三个阶段通常称为摇 摇 摇 。

30. 可以用“题目-目标分析表冶来做两类分析:摇 摇 摇 和摇 摇 摇 。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31. 教学分析

32. 簇分析

33. 学习环境

34. 学习档案评估

35. 教学材料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5 分。

36. 简述梅格关于目标语句的组成成分。

37. 简述教学策略的五个主要的学习成分。

38. 简述选择教学材料应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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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下图是某个教学的前测和后测中按教学目标系统统计的学习者答对率,基于图中数据回答

以下问题:

(1)学习者是否需要所有技能的教学?

(2)在学习之前学习者已经具备了什么技能?

(3)基于前测和后测数据,哪个技能的教学效果最好?

(4)除了那些学习者在学习之前就已经掌握的技能,哪个技能的教学没效果?

40. 总结性评价的专家评价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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