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 

             语文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试题（初级中学）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 D    A 项《小石潭记》继续了作者游玩的整个过程，以优美的语言描写了小石

潭的景色，抒发了作者被贬后的忧伤凄苦的感情；B 项《记承天寺夜游》对月夜景色做了美

妙描绘，表达了苏轼壮志未酬的苦闷，同是也表达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C 项《醉翁亭记》

描写了滁州一带朝暮四季自然景物不同的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安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

山林中与民一起游赏宴饮的乐趣，作者借山水之乐排遣谪居生活的苦闷；D 项《答谢中书书》

是陶弘景写给朋友谢中书的一封谈山水之美的书信。 

 

2.【答案】B   A 项，D 项诗句描绘了意象是梅花；C 项诗句描绘的意象是杨柳；B 项李清

照的《醉花阴》写的是菊花。 

 

3.【答案】A  A 项《三体》是刘慈欣创作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B 项《稻草人》是叶圣陶

写的现代童话；C 项《三个火枪手》是大仲马的浪漫主义小说；D 项《鲁滨孙漂流记》是笛

福的长篇历险小说。 

 

4.【答案】D 

 

5.【答案】B B 项城是“孤”，是“一片”的，山则众多，高达万仞。通过这样的对比，山

之高更显出城之小，山之众，更见城之孤。 

 

6.【答案】D A 项的“家父”是谦辞，“贤弟”是敬辞；B 项的“愚见”是谦辞；C 项的“高

兄”是敬辞。 

 

7.【答案】A  题干中的例句为通感，声音是听觉，朦胧的月光和玫瑰的晨雾的视觉，听

觉到视觉的转移；A 项的香气为嗅觉，淡紫色为视觉；“香气似乎是像淡紫色的”，由嗅觉到

视觉的转移。 

 

8.【答案】C 应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

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判质疑，发表不同的意见。教师的点拨是必要的，但不能

以自己的分析讲解代替学生的独立阅读。 

 

9.【答案】D  成长记录表里包含了学生的基本信息，学习状况等各个方面的成长状况，

是全面的多角度的评价学生，不是单纯地评价成绩，还改变了单一评价状况，属于一种描述

性的定性评价，所以 ABC 选项均错误。 

 

10【答案】C  四张邮票展现了木兰从军的过程，形象生动，有利于学生把握课文，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但是 C 项乐府诗的特点并无明显体现。 

11.【答案】A  题干中的老师讲冕字的时候讲到了字的来源并且提到了每个字都是一个故事，

设计汉字文化的相关内容。 



 

 

 

12.【答案】C  教师的两个环节属于扩展延伸和小结作业阶段，引导学生进行了情感的升华，

而非钻研课文。 

 

13.【答案】C  该片段是以文章中的词语理解为主，没有体现对核心句子的解读。 

 

14.【答案】C  C 项漂流瓶活动中通过故事开头的确定，为学生创设了故事续编的语境；根

据所给材料，是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不是阻碍所说能力的发展，故 A 错误；D 项目的也非

是提高写作能力；在材料中师生互动有体现且这种形式会有助于师生间交流互动，B 项错误。 

 

15.【答案】B   整体设计活动包括了手工制作、“马”的演变、成语、历史故事、文学作品、

辩论、赏析艺术作品等多种形式，联系了历史、美术等其他学科知识，也综合锻炼了学生的

各项能力。 

 

二、案例分析题 

 

16.【参考答案】 

（1）导入课文需要具有启发性和趣味性，为课文学习奠定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基础，该教师

使用赵州桥图片到课文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教师不让学生看书，而是先出示图片让学生形容

赵州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能动性，启发学生思考赵州桥的特点，然后再通过文本的比对

验证自己的了解，具有趣味性，也能增强阅读印象。 

（2）教学设问要具有引导性和启发性，同时也要具有有效性，帮助实现教学目标。教师在

环节二，最后提问“为什么作者选择卢沟桥和赵州桥举例说明中国石拱桥”，通过这一问题

引导学生去观察赵州桥和卢沟桥的特点和独特价值，即赵州桥是独拱桥，卢沟桥是联拱桥，

文中介绍赵州桥侧重结构特点，卢沟桥侧重艺术和历史价值，进而把握本文的说明特点。教

师通过这一设问，不仅解决了教学重点，而且利于学生把握作者的说明手法。 

 

17.【参考答案】 

错别字：“嘻戏”改为“嬉戏”，“截后余生”改为“劫后余生”。 

病句：“星星点点的人家下面满是残不忍赌的点缀----废物与垃圾”，“废物”与“垃圾”并列

不得当，可改为“废物等垃圾”。 

 

18.【参考答案】 

主题深刻，手段巧妙。该作文题目“心中有朵雨做的云”，一开始就奠定了低沉的基调，引

入思考。作者一开始记叙儿时的美好回忆尤其是美景，如天空中的青云，可是突然有一天，

再见昔日的美景，多了一些不和谐的“点缀”，儿时充满着快乐的玩耍之地，如今垃圾遍地，

作者再抬头看天空中的青云，与昔日的记忆碰撞，便会在心里下雨。“环保”“绿色生态”这

一深刻的主题作者并不是直接大谈道理，而是通过自己的今夕经历对比呈现在读者面前，真

实动人，读了也为之扼腕。 

 

三、教学设计题 

 

19【参考答案】 

对于本篇课文的教学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注重朗读。引导学生先默读，对照注解疏通文



 

 

字，初步感知文章的内容；然后再通过反复朗读，体会文章的意境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最后

达到熟读成诵。朗读要读准字音，读清句读，体会作品的思想感情和风格特色，感受文言文

韵律优美的特点。其次，积累如“阙”等通假字，“虽” “奔”等重点文言文实词。最后，

涵咏品味，这篇短文富有诗情画意，意味隽永，应引导学生品味文章的语言，深入作品的意

境，涵咏体会，获得美的感受。这一环节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让学生把想象中的

三峡风光用语言描述出来，可以在课文的基础上作扩展联想，引导学生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本文对三峡的描写比较客观，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没有用语言直接表述出来，但是我们从文章

的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欣赏之情，他写出了三峡独特的美。 

 

20.【参考答案】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积累文言词汇，梳理文章脉络，把握本文的景物描写特点 

（2）过程与方法：学会会诵读体验法、词句推敲法欣赏文章，提高古文鉴赏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感受三峡之美好，体会作品意境，技法一览三峡之热情 

【教学依据】 

（1）教学目标的设立要符合基础课程改革的要求，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三维设计进行设立，并完成三个维度目标的整合。 

  （2）文言文教学应当突出“诵读法”在疏通文意，理解感情上的作用。作者只用不到区

区 200 字的篇幅，描写随物赋形，动静相生，情景交融，简洁精练，生动传神，所以词句推

敲法也是文本需采取的重要方法，因此确定了如上过程与方法目标。 

  （3）文言文教学在促使学生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增强学生的文化积淀，充

实文化底蕴，培养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新《课标》要求：“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

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所以在知识方面，我确定了积累文言词

语，梳理脉络的知识目标和感受景物美好的情感目标。 

   21【参考答案】 

   本段教学设计力求完成制定的“过程和方法”目标。 

   一、采用诵读体验法，诵读想象融入情景 

   1.学生齐诵全文，在读中想象画面，力求在动情的诵读中融入情景。 

   教师指导：每一段开头的“自”“至于”“则”“每至”为抓手进行朗读指导。文章以“自”

开篇，展示了一幅高空鸟瞰图，三峡奇貌尽收眼底，然后再零距离读山，“重岩叠嶂，隐天

蔽日”，仰望高山，深感人之渺小。因此第一段应该用敬畏，赞叹的语气来朗读。第二段以

“至于”为连接引出话题，既巧妙地点出了时令，有顺接了前段的语气。第三段收据中的“则”

字，用转折的语气引出了下文，三、四两段应该轻柔、舒缓的语调来读，要读出清幽、凄婉

之美。 

   2.请同学们闭上双眼，听老师在诵读一遍《三峡》，听完后说说你脑海中的三峡。（10 分） 

   二、采用词句推敲法 

同学诵读文章三，四两段，教师提出要求：当水落而石出、水枯而涧寒时，三峡会呈现

怎样的一幅图景？给你所看到的图景起个恰当而好听的名称，并谈谈自己的阅读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