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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019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试题
课程代码:03329

摇 摇 本试卷分 A、B 卷,使用 2004 年版本教材的考生请做 A 卷,并将答题纸上卷别“A冶涂黑;

使用 2014 年版本教材的考生请做 B 卷,并将答题纸上卷别“B冶涂黑。 不涂或全涂,均以 B 卷

记分。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A 卷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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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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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冶的

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 第一次规定在学科名称上用“语文冶代替“国语冶的文件是

A. 《小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 B. 《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

C.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 D. 《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

2. 《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者是

A. 叶圣陶 B. 沈百英 C. 吴研因 D. 黎锦熙

3.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启蒙读本是

A. 《急就篇》 B. 《史籀篇》 C. 《仓颉篇》 D. 《凡将篇》

4. 文化要素中最重要的是

A. 精神要素 B. 语文和符号 C. 规范体系 D. 社会组织

5. 实际阅读时,是以摇 摇 摇 为知觉单位的。

A. 句子 B. 单字 C. 词语 D. 篇章

6. 小学生作文的性质是

A. 文艺创作 B. 习作 C. 综合性 D. 学习水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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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国外作文训练理论中,“智力型冶序列设计的最著名代表人物是

A. 苏霍姆林斯基 B. 赞可夫 C. 乔姆斯基 D. 斯卡特金

8. 语言发展的最佳年龄期是

A. 0-3 岁 B. 3-6 岁 C. 6-10 岁 D. 10-15 岁

9. 在作文教学中进行语言文字知识技能训练,三四年级的训练重点是

A. 用词训练 B. 造句训练 C. 片断训练 D. 篇章训练

10. 教师要检验教学理论,评价教学理论在解决实际教学问题中的作用,弄清“为什么冶的问

题,应从事

A. 基础研究 B. 应用研究 C. 发展研究 D. 评价研究

11. 略读只要求粗知文章大意,一般采用摇 摇 摇 的方法。

A. 朗读 B. 诵读 C. 跳读 D. 默读

12. 新中国成立后,设立语文课程,“语文冶的含义是

A. 语为语言,文为文学 B. 语为国语,文为国文

C. 语为语言,文为“文言冶 D. 口头为“语冶,书面为“文冶

13. 小学作文训练的主系统是

A. 语言功能发展系统 B. 思想内容积蓄系统

C. 思维能力训练系统 D. 语言文字知识技能训练系统

14. 为了一定的目标,运用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具有社会和个人价值的产品的能

力,称为

A. 思维力 B. 想象力 C. 创造力 D. 观察力

15. 小学六年级学生默读一般读物,每分钟应不少于

A. 250 字 B. 300 字 C. 320 字 D. 400 字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冶

的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16. 我国古代流传最广的集中识字课本有

A. 《急就篇》 B. 《千字文》 C. 《百家姓》

D. 《春秋》 E. 《三字经》

17. 1963 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特点是

A. 明确了语文课程工具性的特点

B. 淡化了汉语知识教学要求

C. 强调落实“双基冶训练

D. 反对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

E. 重视自学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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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国古代识字教学经验主要有

A. 儿童入学集中识字为先

B. 读音识形与释义应用分步进行

C. 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结合

D. 读文和识字相结合

E. 用写字以正心

19. 写字的基本功包括

A. 正确的写字姿势 B. 掌握基本笔顺 C. 掌握基本笔画

D. 正确的执笔和运笔 E. 掌握间架结构

2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现代教育“四大支柱冶是指

A. 学会学习 B. 学会做事 C. 学会合作

D. 学会思考 E. 学会生存

21. 阅读教学中基本的阅读技能包括

A. 朗读 B. 默读 C. 复述

D. 诵读 E. 理解

22. 情境教学的主要特点是

A. “形真冶 B. “意远冶 C. “情切冶

D. “理蕴冶 E. “导思冶

23. 言语交际能力包括的因素有

A. 主体 B. 语言 C. 客体

D. 语境 E. 听辨

24. 在小学低年级,通过童话体作文培养重现表象的技能,应培养想象的

A. 流畅性 B. 变通性 C. 独创性

D. 概括性 E. 推理性

25. 综合性学习是

A. 带有综合性质的学习方式

B. 具有“自主性冶的学习

C. 具有“群体性冶的学习

D. 具有“探究性冶的学习

E. “活化冶的学习

26. 口语交际能力与听说能力相比,更具有

A. 动态性 B. 复合性 C. 临场性

D. 简散性 E. 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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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作为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语文课程标准以准则的形式,规定了语文学科的

A. 学科性质 B. 教学目标 C. 教学内容

D. 教学原则 E. 练习要求

28. 口头语境适应能力包括

A. 口头语篇能力 B. 语法能力 C. 体态语能力

D. 语汇能力 E. 策略能力

29. 语文教学评价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包括

A. 全面性原则 B. 个别差异性原则 C. 过程性原则

D. 多主体参与原则 E.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原则

30. 在小学语文课程的综合性学习目标中,第三学段特别强调

A. 直观性 B. 应用性 C. 逻辑性

D. 哲理性 E. 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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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31. 摇 摇 摇 年起,我国开始用白话文编写教材。

32. 小学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摇 摇 摇 。

33. 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摇 摇 摇 的过程。

34. 在小学作文教学中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其核心是培养摇 摇 摇 。

35. 摇 摇 摇 是教师获得教学反馈信息的最直接、最迅速的方式。

36. 对学生朗读能力的评价主要从正确、流利和摇 摇 摇 三方面进行。

四、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9 分)

37. 语文素养

38. 阅读中的移情体验

39. 成长记录袋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40. 简述现行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41. 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培养语感?

42. 简述小学作文教学的基本任务。

43. 如何激发学生口语交际的动机?

44. 如何在阅读课型中进行口语交际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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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45. 论述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要求。

46. 论述课外阅读指导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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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卷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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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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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冶的

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 明确提出语用教学观的学者是

A. 王建华 B. 刘仁增 C. 王元华 D. 雷良启

2. 教师要知道学生已有的水平以及学生应达到的发展要求,从而确定略高于学生现有水平的

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好地达到目标。 这是儿童习得母语时的摇 摇 摇 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A. 先天性 B. 模仿性 C. 主动性 D. 略前性

3. 语文课程的核心目标是使学生获得基本的

A. 语文知识 B. 语文能力 C. 语文素养 D. 语文思维

4. 阅读中的自我监控策略属于

A. 认知策略 B. 元认知策略 C. 资源管理策略 D. 组织策略

5. 在写作时,针对已有的题目或话题,一般不是用完整的句子,而是用词或词组把所有出现在

脑海中的与题目有关的细节、感觉、想法、例子等列出清单,这种方法叫

A. 思维导图法 B. 头脑风暴法 C. 构思示范法 D. 游戏体验法

6. 小学口语交际教学对第二学段的要求是

A. 培养兴趣,养成习惯,夯实基础 B. 丰富内容,提升水平,综合运用

C. 学会倾听,勇于表达,灵活应对 D. 提高要求,学会共处,促进发展

7. 以下按“是否学习相关教学内容冶的标准来划分课型的是

A. 感受新授课、理解领悟课、运用练习课、复习积累课

B. 知识课、练习课

C. 识字教学课、阅读教学课、写作教学课、口语交际教学课、综合性学习教学课

D. 自读课、教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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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师把班上的语文学困生分成学法类、态度类和学力类三种类型,并分别进行语文学习方法

指导、语文学习兴趣培养和语文知识累积等方面的教学帮扶工作。 这是使用了摇 摇 摇 的帮

助策略。

A. 因材施教 B. 转变观念 C. 生生互帮 D. 师生对话

9. 有利于适时地动态把握学情,根据整体学情和个体学情变化,适时调整和完善教学策略的教

学评价是

A. 诊断性评价 B. 形成性评价 C. 终结性评价 D. 一般性评价

10. 语文感受新授课中,对学生整体感知能力最基本和最直接的考查方式是

A. 归纳概括 B. 理清思路 C. 整合布局 D. 综合评价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冶

的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11. 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教改革浪潮和教改试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学论的发展,逐步衍生出

教学论研究的中国流派,主要有

A. 生命实践教学论流派 B. 发现教学理论流派 C. 回到原点教学论流派

D. 范例教学论流派 E. 课堂教学论流派

12. 口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有

A. 认知因素的影响

B. 潜意识的干扰

C. 语言成分选择和提取的失败

D. 心理因素的影响

E. 受文化因素制约

13. 小学语文学困生的成因很多,但主要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即

A. 语文学习环境 B. 语文教学水平 C. 教学内容难度

D. 小学生自身原因 E. 语文教学设备

14. 教师需要挖掘有价值的言语形式作为教学内容,应做到

A. 立足课程目标 B. 基于学生水平 C. 联系文章重点

D. 兼顾单元整合 E. 统筹师生发展

15. 基于写作的知识和技能,写作内容可分为

A. 语法知识 B. 修辞 C. 内容主题

D. 组织 E. 修改

16. 以下属于讲授法基本特征的有

A. 学生主体 B. 教师主导 C. 单向传输

D. 面向全体 E. 交流互动

03329#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试题 第 7 页(共 8 页)



17. 理解领悟课的教学过程包括

A. 前理解 B. 理解 C. 领悟

D. 迁移 E. 后迁移

18. 语文记忆能力包括

A. 语文识记能力 B. 语文加工能力 C. 语文储存能力

D. 语文提取能力 E. 语文搜索能力

19. 过程写作是写作范式的重大转换,具体体现在

A. 由关注写作结果转向关注写作过程

B. 由关注写作产品到关注写作主体

C. 由关注写作知识主体到关注写作产品

D. 由关注外在结果到关注写作者的思维过程

E. 由关注写作方法到关注写作主体

20. 以口语交际话语表达形式为标准,可以将口语交际课分为

A. 独白型口语交际课 B. 对话型口语交际课 C. 报告型口语交际课

D. 开放型口语交际课 E. 表演型口语交际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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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6 分)

21. 口语交际

22. 语文习惯

23. 教学辅导

24. 自主探究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24 分)

25. 语文教师如何向教学专家转变?

26. 简述语言产生过程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27. 简述作业设计的原则。

28. 简述识字教学的基本措施。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9. 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如何促进学生语文理解能力的发展?

30. 试述小学语文习作教学的主要类型,并选择一个类型阐述其教学原理和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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