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语文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试题（初级中学）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D。解析：A项诗句出自李白《月下独酌》，诗歌主要描写了诗人在月夜与“我外之

我”的影子及月亮一同畅饮的情景，以奇特的构思、浪漫的想象，深刻地表现出诗人独斟独酌时举

目无知音的孤独之情。B项诗句出自陆游《游山西村》，诗中明月高悬，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淡淡的

清光中，给春社过后的村庄也染上了一层静谧的色彩，别有一番情趣。C项诗句出自李煜《相见欢》，

作者借“月”抒发了国破家亡之悲。D项诗句出自苏轼《水调歌头》，该词是苏轼在中秋节怀念弟弟

子由时所写，表达了对远在他乡的亲人的思念之情。

2．【答案】B。解析：A项，《白洋淀纪事》是孙犁创作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小说作品，作者成

功地塑造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农村妇女群象。B项，《湘行散记》是沈从文先生创作的散文集，该散

文集中主要记录了作者返乡途中所遇之人与所见之事。C项，《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是美国记者斯诺先生所写的一部文笔优美、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品重点描述了毛泽东和陕

北红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D项，《昆虫记》是法国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所著的长篇科普文学

作品。

3．【答案】C。解析：A项，鲁迅的《社戏》用抒情的笔语描写了优美的自然山水景致和淳厚

的民风，赞美了农民子女的优秀品质。文中演社戏、看社戏的习俗风情散发出了浓厚的乡土气息，

体现了江浙地区社戏的民俗文化。B项，刘成章的《安塞腰鼓》通过写安塞腰鼓强健的舞姿、沉重

的响声、震撼人心的力量来赞美黄土高原人粗犷、豪迈、开放的性格，展现了黄土高原上的民俗文

化。C项，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是作者对济南冬天天气状况以及自然风光的描述，没有涉及

民俗文化。D项，汪曾棋的《昆明的雨》描写了昆明雨季中的菌子、杨梅、缅桂花等事物，穿插了

对昆明风土人情的描写，体现了西南地区的民俗文化。

4．【答案】D。解析：题干诗句运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全句可译为“面对窗户和镜子，梳理

我的头发，贴我的花黄”。A、B、C三项诗句均未使用互文的修辞手法；D项诗句运用了互文的修

辞手法，全句可译为“将军和都护的手冻得拉不开弓，铁甲冰冷得让他们难以穿着”。

5．【答案】A。解析：题干例句使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A项句子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紫

藤萝花比作流动的瀑布，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紫藤萝花的多与美。B、C两项虽然含有喻词“好像”“像”，

但并没有把“父亲”“我”比作某一样事物，句中没有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D项只是介绍了风的变

化，没有涉及比喻的修辞手法。



6．【答案】D。解析：A项，孙鸿的《枣儿》台词中“枣儿甜，枣儿香，要吃枣儿喊爹娘；爹

娘给个竹竿竿，打下枣儿一片片；爹不吃，娘不吃，留给娃娃过年吃”融入了民谣元素。B项，老

舍的《龙须沟》台词中“乖小妞，好小妞，小妞住在龙须沟。龙须沟，臭又脏，小妞子象棵野海棠。

野海棠，命儿短，你活你死没人管。北京城，得解放，大家扭秧歌大家唱。只有你，小朋友，在我

的梦中不唱也不扭……”融入了唱词元素。C项，魏明伦的《变脸》台词中“芦花丛，白头翁，娃

娃敬我酒三盅。往日独叹黄昏冷，今朝笑看夕阳红。沾阳光，乘好风，老少有缘巧相逢。呼爷爷，

唤公公，甜蜜蜜，乐融融”融入了民谣元素。D项，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属于西方戏剧作品，

未融入中国戏曲中的唱词、民谣、快板等元素。

7．【答案】B。解析：A项诗句出自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意思是“若想把千里的风光景物看

够，那就要登上更高的一层楼”，揭示了要想更全面、更深刻地看清问题的本质，就要学会站在更高

的高度看问题或把握事物的大局和整体的哲理。B项诗句出自王湾的《次北固山下》，意思是“旅途

在青山外，在碧绿的江水前行舟”，描绘了诗人远在他乡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并

未涉及哲理。C项诗句出自陆游的《游山西村》，意思是“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柳绿

花艳忽然眼前又出现一个山村”，揭示了不论前路多么难行难辨，在生活中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只要

坚定信念，勇于开拓，人生就能“绝处逢生”，出现一个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新境界的哲理。D项诗句

出自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意思是“枝头上掉下来的落花并不是无情之物，它能够化成春天的泥土，

呵护花朵的成长”，揭示了矛盾双方是相互转化的，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尽管道路曲折，但依然要

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哲理。

8．【答案】A。解析：分析题干材料，可从中提取主要信息点如“书报杂志”“鉴赏”“精神世

界”等。B项过度解读，题干材料只提及阅读书报杂志能够丰富精神世界，但并未体现出“影响更

为强烈”等内容。C项无中生有，题干材料未涉及“写作素材”方面的内容。D项说法与新课标要

求相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

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感受和理解又往往是多元的，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独特体

验，而非“同样的个性化体验”。

9．【答案】B。解析：A项说法错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对不同学段提

出了不同的写作要求。C项说法过于绝对，写作评价可以用“书面评价”“口头评价”等多种方式呈

现，且不一定要分等级呈现，评价中说明写作优点和不足，为学生后期习作明确方向即可。D项说

法错误，写作评价过程应该做到“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价”相结合。

10．【答案】A。解析：题干练习思考题要求学生再次阅读课文，探究“高超的箭法”背后真正

的原因，目的在于激发学生整合信息、质疑探究、思考讨论的积极性以及表达个人观点的热情，而

不是让学生体味文言文语言、感受文章思想情感，故练习思考题的设置意图并不是培养学生的审美

意识、审美情趣。

11．【答案】B。解析：题干教师重点引导学生分析“国”字字形及词义，明确“国”对杜甫的



深刻意义，但未做相关繁体字的识记、积累、拓展教学，A项说法错误。题干教学中，教师引领学

生从“国”字的甲骨文、金文字形以及《说文解字》的相关词义解释入手，剖析“国”字的意义；

通过参考相关研究资料等方式，统计“国”字在杜甫诗歌中出现的频次及其释义，有助于学生在理

解词义的同时，掌握解读文字、解释词义的方式、方法，B项说法正确。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标准（2011年版）》相关要求以及学生学情，学生在第二阶段已掌握查字典的方法，初中学段学生

不必重复学习并“学会查字典方法”；此外，题干教师并未引导学生通过查字典的方式理解词义，C

项说法错误。教师虽然对“国”字的甲骨文、金文字形结构进行了分析，但并未提及造字法的相关

内容，D项说法错误。

12．【答案】C。解析：题干教学反思中，教师重在让学生通过阅读来梳理情节，加深对整部作

品的主题、情感的理解，抓住这一关键信息，即可进行判断。A项，配画是为了促进学生对名著的

深入理解，材料中明确指出，“安排学生在周末选择作品中最打动自己的三个情节来配画”，说明学

生只是给某一片段配画，并不需要梳理全书情节。B项，“阅读量必须有统一的要求”说法错误，学

生可根据自己的水平自行选择阅读材料、安排阅读进度。C项，名著阅读导读需要教师的指导，可

以有限定，也需要自主选择，正确。D项，说法过于绝对，错误。

13．【答案】A。解析：教师甲侧重于讲解写作说明文的方法，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对事物进行说

明，A项说法正确。教师乙则侧重于学完《中国石拱桥》之后的情感升华，并未总结说明对象的特

征，B项说法错误。教师甲的课堂小结侧重说明文的写作，并没有诠释说明文阅读的重点和难点；

教师乙的课堂小结只是针对《中国石拱桥》一课的情感升华，并不适用于所有说明文，C、D两项

说法都有失偏颇。

14．【答案】C。解析：在材料中，教师针对学生在习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将习

作方法简单罗列出来，并举出相关的例子，其中涉及一些习作的知识，如空间顺序、动静关系等；

所举例子中，既包括课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提到了课外材料，体现了课程资源的互补，

A、B、D三项说法正确。C项“教科书选文均可作为训练习作层次的典型材料”表述过于绝对，材

料中表述为“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剖析教科书选文中某些段落的层次关系。”

15．【答案】C。解析：A项，活动一意在引导学生理解匾额中错别字的独特寓意，并未涉及识

字写字任务。B项，活动二侧重训练学生的归纳对比能力，使学生理解不同场合应悬挂不同的匾额，

并未涉及逆向发散思维能力。C项，活动三中学生小组讨论，结合了实际生活中见到的匾额，能够

体现生活化的语文教学理念，说法正确。D项，活动四重在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而非提高学生的

审美鉴赏能力。

二、案例分析题

16．【参考答案】

（1）课堂提问的目的是发挥教师在学习中的引导、点拨作用，结合上述案例，该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提问的目的具体有以下几点。

①第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运用这么多‘走’相关的动作”，引导学生得出孩子们爬山时不同

的状态和心情，让学生深入思考，从更深的角度解读文本。

②第二个问题“‘踏’字可以看出父亲的什么”，引导学生读出父亲的智慧。

③第三个问题“在父亲的帮助下，儿子有变化吗”，引导学生借“探”“踩”，感受“我”在父亲

的帮助下克服心理障碍、重拾信心，最终成功脱险的过程，也让学生体会到“我”在这件事之后变

得更有勇气、更自信的原因，引导学生学会克服困难的方法，在今后的人生中学以致用。

（2）题干教师充分利用教育机智，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运用多样化的课堂反馈方法，通过积

极肯定、提问引导、举例示范等方式开展教学，提升了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尊重了学生的

主体地位；引导学生逐步深入思考、探究研讨，达到本次课堂教学的教学目标。

①教师通过正向的教学评价，如“也有这一作用”“是啊”等即时反馈，对学生回答进行肯定，

有助于学生在保持学习积极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参与课堂教学，思考并回答课堂提问。

②教师注重结合学生学情，通过步步深入的、具有引导作用的课堂提问，如“作者为什么要运

用这么多与‘走’相关的动词？”“能分析一下吗？”“在父亲的帮助下，儿子有变化吗？”等问题，

带领学生学会主动思考并分析文本，掌握学习的方法，逐步读懂文中父亲的智慧与“我”所获得的

宝贵人生经验，达到本次课堂教学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使学生能够在生活中学会正确面对困

难。

③教师在本次课堂教学中运用了有效的课堂教学举例示范，如在引导学生理解文中动词使用的

巧妙之处时，教师以“飞跑”一词为例展开分析，启发学生发散思维，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进一

步分析文中其他动词的丰富内涵，引出学生对文中人物形象特点的思考。

17．【参考答案】

错别字：“曲服”的“曲”改为“屈”，“振憾”改为“震撼”。

病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便是我所需要实现的能打动人心的旋律。

以上病句搭配不当，应改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便是我所要演奏的能打动人心的旋律。

18．【参考答案】

缺点：标题与内容契合度不高。该文标题为“读书·实践·收获”，而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阅读《贝

多芬传》给“我”带来了收获，并没有强调与“实践”的关系。

改进建议：针对上述问题，小作者可对阅读《贝多芬传》有所感想后的相关实践活动进行补充、

丰富，如在叙述明白了音乐因情感而饱满的道理后，小作者应加入对之后参与的实践活动的描写，

可针对某一与音乐相关的实践活动来细写，也可同时叙写其所参加的多个实践活动。在这一描写过

程中，作者应逐步展现其个人所获得的情感体验、人生感悟或积极乐观地面对困难、解决问题的方

法。最后，再将实践中所获得的独特体验灌注于钢琴练习，指明琴声因在实践中积累的独特生活情

感而分外悠扬，分外富有感情，分外动人心弦。



三、教学设计题

19．【参考答案】

语文课程是富有人文内涵的课程，其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

文教学应重视语文课程的熏陶感染作用，在教学的过程中强化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一篇议论性说理文言文，其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逻辑严密。文

章通过古代名人经历艰难困苦，磨练个人意志，个人才干增长而担当大任，终成大业的事例论证，

指出贪图安逸享乐必招致灭亡。文章由小及大而谈国事，进一步论证“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一

论点。这对引导初中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具有重大意义。

在进行本课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教学时，教师应明确文言文教学的难度，在教学环节设计

中，注意以下几点教学安排。①教师应根据学情设计恰当的教学导入形式，在激起学生参与课堂教

学兴趣的同时，引导学生体会文章所蕴含的人生道理。②文言文教学应强调读的作用。教师可安排

范读、自读、分组朗读等多种读的形式，引导学生在读中思，在读中理解文本，体会学习文言文的

乐趣，领悟文章深意。③情感态度与价值目标的教学是“润物细无声”的。教师应在带领学生理解

文本内容的同时，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鼓励学生结合生活经历对文本所蕴含的人生道理进行阐述，

使学生能够快速形成情感共鸣，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树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能在生活中正确对

待困境，形成于己、于国的忧患意识，不贪图安逸享乐。

20．【参考设计】

（1)教学目标

①知识与能力：积累文言知识，掌握古今异义词及词类活用现象；认识孟子“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的观点，理解孟子的政治主张。

②过程与方法：学习古人说理论证的方法，品味对比、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

③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懂得身处安乐之境时应具有忧患意识，而身处于艰苦之境时则应奋发搏

拼的道理，学会正确地面对人生的顺境与逆境。

（2）设计依据

①依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要求，“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

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

所感悟思考”。

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内容较为浅显，说理性强，学生在了解文章阐述的道理的基础上，

还要学习文章的说理方法，即论证的方法以及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单元介绍对教学也做

出了一定的指导：“学生学习本单元课程，要积累文言知识，提高文言阅读能力”。

③本文的内容特点和学生的学习水平。本文主要阐述的是要有所成就就会有所磨炼，逆境中更

应具备勇气和力量的道理。八年级学生已经学习了一些文言文，有一定的文言语感以及文言常用语



法的积累，但学生受生活经验限制，对文中所要表达的道理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并未建立完善、正

确的价值观，也不能够在情感上完全树立直面困难、在磨炼中进步的意识，因此把“懂得人处于困

境能奋发有为，国无忧患往往走向灭亡的道理”作为讲解的重点。

21．【参考设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知识与能力目标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引入新课

同学们谁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卧薪尝胆”“悬梁刺股”“胯下之辱”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什么共

同点呢？（明确：成功的道路需要磨炼。）看来大家对这些故事都有所了解，今天就让我们学习一篇

孟子的文章，了解他的思想主张，看看他是如何看待生活中的磨炼的。

（二）以读触思，感知全文

1．文章简介，作者简介。

2．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1）听录音范读。

提示学生在听读时注意读音、停顿、重音、节奏，可用“·”“△”“/”等符号标注。

（2）自由朗读课文，解决文言字词。

（3）再次朗读，思考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明确：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3．翻译全文。

结合课下注释以及其他资料翻译全文。

（三）讨论探究，深入研读

1．文章开头部分主要叙述了什么呢？

2．这六位古代贤能的人有何异同呢？

（时代不同，经历相似）

3．孟子运用他们的事例想要说明什么道理呢？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1）其中阐述在思想上磨炼的句子是：必先苦其心志。

（2）在生活上经受磨炼的句子：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3）在行动上受磨炼的句子是：行拂乱其所为。

（4）受磨炼的益处的句子是：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明确：只有经历了思想上、生活上、行动上的磨炼，才能受到激励，提升自己的能力。）

4．除了这些事例之外，盂子还做了怎样的论述？



（明确：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

外患者，国恒亡。）

5．文章的最后一句有什么作用？

（明确：点出全文的中心论点。）

6．经过刚刚对课文的分析，文章是怎样论证的？运用了哪些手法？

文章开头列举古代六位圣君贤臣起于微贱的事例。（摆事实）

这些事例暗示：逆境对造就人才有重大作用。紧接着就归纳概括第一段的事例，说明困境能造

就人才的道理。（讲道理）

第二段从个人和国家的角度进一步阐发上述结论。（正反面）

最后点明中心论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文章正面论述生于忧患，反面论述死于安乐。

（四）学以致用，巩固提高

学过今天的课文你有何启示？对你以后的学生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呢？

（学生自由回答，教师注意引导）

小结：回顾本课所揭示的道理，诵读课文，结束课堂。

（五）布置作业

作业：根据你对文章的理解，并结合社会现实写一篇感悟，题目自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