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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3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教育预测与规划试题
课程代码:10036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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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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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教育—财富蕴含其中》。

A. 1972 B. 1987 C. 1995 D. 2015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　 　 　 开始关注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它的协助下,人力

需求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A. 20 世纪 40 年代 B. 20 世纪 50 年代

C. 20 世纪 60 年代 D. 20 世纪 70 年代

3. 教育预测一般由教育预测者、教育预测对象、教育预测依据、　 　 　 、教育预测结果五个因素

构成。

A. 教育预测过程 B. 教育预测设计 C. 教育预测理论 D. 教育预测方法

4.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等专家学者提出了利用系统思想把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统一起来

的见解,推动了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应用。

A. 钱学森 B. 程开甲 C. 李四光 D. 邓稼先

5. 教育预测的　 　 　 指的是,依据教育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来预测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

原理。

A. 延续性原理 B. 相关性原理

C. 相似性原理 D. 概率推断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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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唯物辩证法的　 　 　 要求我们:正确分析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矛盾诸方面的互相依存、

互相转化的运动,全面看待教育问题,防止教育预测中的片面性。

A. 质量变化规律 B. 对立统一规律

C. 质量守恒规律 D. 否定之否定规律

7. 下列哪一项属于微观教育预测?

A. 教育经费预测 B. 教育形式预测

C. 教育功能预测 D. 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预测

8. 一般认为,长期教育预测是指　 　 　 年以上的教育预测。

A. 5 B. 10 C. 15 D. 20

9. 收集资料　 　 　 的要求,是指收集到的教育预测所需资料,内容必须准确,而且具备一定的

权威性,在业内的认可度较高。

A. 充分性 B. 完整性 C. 有效性 D. 正确性

10. 教育预测过程是一个由资料、技术和分析相结合的精密的、复杂的过程。 其中,　 　 　 是教

育预测的核心。

A. 信息资料 B. 预测方法和技术的应用

C. 分析 D. 以上均是

11. 头脑风暴法是由美国学者　 　 　 首创的。

A. 巴格莱 B. 奥斯本 C. 柯林斯 D. 坎德尔

12. 　 　 　 是指将影响预测目标变动的因素逐一列举,并分析各种因素对预测目标作用的大小

和方向,区分教育因素与非教育因素、可控因素与不可控因素、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有利

因素与不利因素,然后加以综合、归纳,推测预测目标未来的变化趋向。

A. 主观概率加权平均法 B. 累计概率中位数法

C. 因素列举归纳预测 D. 相关因素推断预测

13. 　 　 　 之间存在着“逆向关系”。

A. 师资水平与教学质量 B. 财政收入与教育经费投入

C. 在校学生人数与文化用品需求量 D. 学校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与教学质量

14. 计算“加权平均数”时用的“权数”可以是

①整数　 　 　 　 　 　 ②小数　 　 　 　 　 　 ③项目出现的次数

A. ② B. ①② C. ②③ D.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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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般情况下,当时间序列的发展趋势无明显变化时,对 k 值的大小没有过多要求,这种变化

方式称为

A. 平稳式 B. 脉冲式 C. 阶梯式 D. 斜坡式

16. 当时间序列有波动,但长期趋势变化不大时,可选稍大的 ɑ 值,通常在　 　 　 范围内取值。

A. 0. 05-0. 20 B. 0. 1-0. 4 C. 0. 6-0. 8 D. 0. 6-1. 0

1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　 　 　 次国家教育规划。

A. 三 B. 四 C. 五 D. 六

18. 1928 年,　 　 　 率先编制了第一个教育规划。

A. 英国 B. 美国 C. 苏联 D. 日本

19. 　 　 　 是教育规划制定中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A. 建立规划组织 B. 广泛调查研究

C. 教育规划的编制 D. 教育规划的论证

20. 　 　 　 是衡量教育效益最根本、最重要的指标,能反映衡量教育培养目标实现的程度。

A. 教育质量 B. 教育结构 C. 办学条件 D. 教育经费

二、判断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相应位置正确

的涂“A”,错误的涂“B”。

21. 教育预测是指依据对教育活动发展规律的认识,运用现代预测的原理和方法对教育未来的

可能发展作出推测或判断的一种活动。

22. 教育预测常常被认为是教育规划的前提、依据、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23.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主张由相关利益主体参与预测与规划的观点开始逐渐成为主流,提

倡教育预测与规划是一种开放的自下而上的行为和过程,强调要把预测与规划的决策权和

实施权交予地方。

24. 教育现象非常复杂,教育活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它们的运动变化应该存在着规律性,

所以,那种没有“前世”、没有“未来”,只“存在”于当下的现象和活动是不存在的。

25. 教育预测不属于“规律性预测”,主要是“趋势性预测”,也就是说,它只能得出“有一定把握

是这样”的结论。

26. 客观概率与主观概率均具有可检验性的特点。

27. 运用移动平均法进行预测时,每次求平均的分段数 k 的选取非常重要:k 值越小,所得到的

移动平均数列反映的变化过程就趋于平缓,修匀作用越强,但对时间序列变化的反应就越

不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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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合理的客观标志是看其是否能保证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

29. 经济的发展状况最终决定着教育的需求与供给,经济的发展水平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影响作用,直接影响着教育的资本、人力投入量的多少。 因此,在平衡各级各类教育规

划目标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30. 我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保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硬性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

投入占 GDP 的 3%的法律底线。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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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8 分。

31. 简述教育预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32. 教育预测的宏观性原则的概念是什么? 简述在教育预测中如何贯彻宏观性原则。

33. 简述教育预测的实施步骤。

34. 简述教育规划目标的特点。

四、论述题:本大题 12 分。

35. 试论述如何提高教育决策的质量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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