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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021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小学数学教学研究试题
课程代码:0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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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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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摇 要求小学用五年时间学完四二制小学的算术内容。

A. 第一套教材(1952-1955 年编) B. 第二套教材(1959-1961 年编)

C. 第三套教材(1960-1961 年编) D. 第四套教材(1963 年编)

2. 摇 摇 摇 是指从与学生日常生活有直接联系的数学活动中所获得的经验。

A. 直接的活动经验 B. 设计的活动经验

C. 间接的活动经验 D. 思考的活动经验

3. 建国后第一个全国统一施行的教学大纲是

A. 1952 年颁布的《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

B. 1956 年颁布的《小学算术教学大纲(修订草案)》

C. 1963 年颁布的《全日制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

D. 1978 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数学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4. 摇 摇 摇 是指评价本身所具有的引导评价对象朝着理想目标前进的功效与能力。

A. 激励功能 B. 改进功能 C. 诊断功能 D. 导向功能

5. 摇 摇 摇 有助于收集学生多方面的信息,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A. 表现性评价 B. 数学测验 C. 自我评价 D. 交流式评价

6. 数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世界的

A. 空间形式和问题解决 B. 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

C. 问题解决和概率事件 D. 数量关系和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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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材内容比较容易,课本中的叙述又比较详细,可用摇 摇 摇 的方法。

A. 先讲后读 B. 边讲边读 C. 只讲不读 D. 先读后讲

8. 以检查了解学生掌握知识、技能技巧的情况为主要任务的课型是

A. 练习课 B. 测验课 C. 评讲课 D. 实习作业课

9. 摇 摇 摇 是教师备课后的一种教学预演活动。

A. 课前说课 B. 课后说课 C. 评比型说课 D. 专题型说课

10. 整个数学知识体系的基石是

A. 空间与图形 B. 统计与概率

C. 数与代数 D. 实践与综合应用

11. 摇 摇 摇 是从已有的事实和确定的规则出发,按照逻辑推理的法则证明和计算。

A. 归纳推理 B. 类比推理 C. 演绎推理 D. 合情推理

12. 能清楚地表示各部分与总数之间数量关系的统计图是

A. 条形统计图 B. 扇形统计图 C. 折线统计图 D. 复式统计图

13. 数学问题提出的摇 摇 摇 是指对观察的事实与现象进行变形、拓展、延伸等而产生的问题。

A. 事实性水平 B. 联系性水平 C. 探究性水平 D. 一般性水平

14. 学习了长方形的有关规则后,再学习正方形的有关规则,这种学习属于

A. 上位学习 B. 下位学习 C. 同位学习 D. 并列学习

15. 角的定义:“从一点引出的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冶属于

A. 描述性定义 B. 约定式定义

C. 发生定义 D. 属加种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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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16. 按照测验的作用不同,测验可分为

A. 诊断性测验 B. 形成性测验 C. 总结性测验

D. 常模参照测验 E. 目标参照测验

17.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编写主要特色有

A. 教材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B. 教材内容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弹性

C. 教材内容的呈现体现过程性

D. 教材内容的素材贴近学生现实

E. 教材内容注重理论

18. 假设两个概念都不是空概念,那么这两个概念可能有以下几种关系?

A. 同一关系 B. 属种关系 C. 交叉关系

D. 矛盾关系 E. 反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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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模式有

A. 练习操练型 B. 个别指导型 C. 问答咨询型

D. 模拟游戏型 E. 问题求解型

20. 小学数学练习的题型多样性主要表现在

A. 计算题 B. 填空题 C. 选择题

D. 口头练习 E. 应用题

21. 现行教材中分数概念通常从摇 摇 摇 三个层面帮助学生理解。

A. 比率 B. 度量 C. 商

D. 小数 E. 整数

22.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图形与几何冶的内容按 摇 摇 摇 四条线

展开。

A. 图形的认识 B. 图形与位置 C. 几何初步知识

D. 测量 E. 图形的运动

23. 统计与概率教学的意义包括

A. 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数据分析观念

B. 有助于渗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科学方法论的启蒙教育

C. 有利于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D. 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数学的积极情感

E. 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

24. 综合与实践的教育价值是

A. 加强了数学与生活实践的联系

B. 提高了学生的计算能力

C. 有助于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发展

D. 改变了数学学习方式

E.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模型思想

25. 俄罗斯小学数学课程改革的主要特点有

A. 课程、教材管理由集权改为分权,启动教材竞争

B. 从“高速度、高难度教学冶的教育理念,改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冶

C. 重视理论,忽视应用

D. 教学目的简明清晰

E. 从教学大纲规定必学的最少内容上看,仅包括传统的算术和简单的几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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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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共 12 分。

26. 数学基本活动经验

27. 数学规则

28. 综合课

29. 数学实验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30. 简述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原则。

31. 简述小学数学学习的特点。

32. 简述小学数学教法改革的趋势。

33. 简述数学考试的实施策略。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4. 请结合实际谈谈小学数学教学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35. 小学阶段常见的量的教学应注意哪些问题? 试举例说明。

六、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3 分。

36. 结合长方体体积计算的教学要点,设计一个长方体体积计算的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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