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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3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教育行政学试题
课程代码:1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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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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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行政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出现在

A. 十八世纪初 B. 十九世纪初 C. 十九世纪末 D. 二十世纪初

2. 下列选项中哪项不
∙

属于校长权利的特点

A 受托性 B. 对称性 C. 可授性 D. 法定性

3. 教育法规最根本的本质特征是

A. 阶级性 B. 民主性 C. 强制性 D. 功能性

4. 19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统治者开始重视童工和工人子弟的教育问题,下列

哪个国家最早颁布义务教育法

A. 英国 B. 法国 C. 德国 D. 美国

5. 下列国家中实行中央集权型课程行政体制的是

A. 英国 B. 法国 C. 印度 D. 美国

6. 下列哪项不
∙

属于教育行政组织机构改革的基础原则

A. 精确 B. 统一 C. 效能 D. 精简

7. 小学普通教室的使用面积不得
∙∙

低于

A. 50 平米 B. 61 平米 C. 67 平米 D. 71 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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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育规划的核心内容是

A. 制定规划 B. 发展目标 C. 实施发展 D. 协调工作

9. 教育评价的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的

A. 斯塔弗宾 B. 斯克里文 C. 斯内登 D. 泰勒

10. 下列哪项不
∙

属于教育财政的基本制度

A. 教育预算制度 B. 教育决算制度

C. 教育分级制度 D. 教育税收制度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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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998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改名为教育部后,除了 18 个内设机构外,教育部还代管了

A. 教育督导团办公室 B.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C. 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

D. 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E.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12. 在教育督导总结阶段中,为了有效促进被督导单位改进工作,分析诊断问题常用的方法有

A. 对比分析法 B. 因果分析法 C. 因素分析法

D. 趋势直推法 E. 趋势横推法

13. 我国当前教育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有

A. 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B. 促进教育全面发展 C. 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D. 改革教育体制机制 E. 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

14. 在学校设备的配备、使用和管理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要担负以下哪些职能

A. 制定规范 B. 调配协调 C. 分配管制

D. 咨询服务 E. 监督检查

15. 教育评价有下列哪些功能

A. 规划功能 B. 判断功能 C. 鉴定功能

D. 诊断功能 E. 改进功能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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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教育行政是政府的职能,是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通过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对

教育事业进行的分配、领导和管理。

17. 教育行政体制主要包括国家管理教育事业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国家教育行政

权力机构及有关教育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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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学校教育制度是反映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内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

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互相间的衔接、转换的制度。

19. 我国把课程行政的含义理解为教育行政对教学计划(课程计划)、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和

教材的监督与管理。

20. 教育人事行政的业务范围,是由教育行政机构所拥有的权限决定的。

21. 教育经费是举办教育事业的基本条件。

22. 校舍的基本建设程序是从基建工程的决策、设计,直至施工、竣工、验收整个过程中的各个

阶段及其先后的次序。

23. 教育一词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而狭义的教育是一切

起到培养人作用的活动。

24. 教育督导的类型多种多样,按照督导内容分有:综合督导、专项督导、定时督导和集体督导。

25. 教育测量是按照一定的法则,运用数学语言对教育现象的属性予以标准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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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26. 教育规划

27. 教育行政执法

28. 中间型学制

29. 教育行政的中央集权制

30. 教育行政组织机构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24 分。

31. 简述教育人事行政的基本原则。

32. 简述教育督导的意义。

33. 简述教育法规与教育法制的关系。

34. 简述我国基础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3 分,共 26 分。

35. 论述课程实施的制约因素对教育的影响。

36. 论述西方发达国家学制改革的趋势及我国当前改革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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