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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教育督导、评价与监测

单元综合测试(一)
(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本单元包括教材第一章至第七章的内容,主要考查教育督导概述、我国教育督导的历史

沿革、教育督导体制、教育督导基本职能、教育督导基本过程、教育督导人员、发达国家教育

督导制度等内容。

题　 号 一 二 三 四 五 总　 分

题　 分 25 15 20 20 20 核分人

得　 分 复查人

　 　 　 　 　 　 　 　 　 　 　 　 　 　 　 　 　 　 　 　 　 　 　 　 　 　 　 　 　 　 　 　 　

第一部分　 选择题(25 分)

得　 分 评卷人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 在每小题列

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教育活动存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 三种基本形式。 ( )

A. 社会教育 B. 国家教育

C. 自我教育 D. 网络教育

2.
 

教育督导作为国家教育管理的一项职能,其所拥有的职权是 ( )

A. 行政性与私人性的 B. 私人性与公共性的

C. 强制性与公共性的 D. 行政性与公共性的

3. 国家设立教育督导的根本的目的是 ( )

A. 保证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B. 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C. 促进教育公平

D. 促进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4. 既是一种理念,也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教育政策。 ( )
A. 素质教育 B. 应试教育

C. 基础教育 D. 高等教育

5. 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历史悠久,在古代社会主要表现为 ( )
A. 视学制度 B. 幸学制度

C. 私学制度 D. 视导制度

6. 秦国制定了 ,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以教育立法的形式监督、管理吏师和

弟子的做法。 ( )
A. 《中劳律》 B. 《游士律》
C. 《除弟子律》 D. 《除吏律》

7. 中国教育史上正式设立地方教育行政官署的开端是宋朝设立的 ( )
A. 提举学事司 B. 提学使司

C. 学务处 D. 劝学所

8. 我国近代省视学制度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是颁布了 ( )
A. 《教育厅暂行条例》 B. 《视学规程》
C. 《省视学规程》 D. 《视学室办事细则》

9. 是一项由我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 ( )
A. 督政 B. 视学

C. 导学 D. 幸学

10. 督政在性质上是属于 ( )
A. 行政监察行为 B. 司法监督行为

C. 行政监督行为 D. 舆论监督行为

11. 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 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 ( )
A. 国务院 B. 教育部

C. 省级人民政府 D. 中宣部

12. 为保障地方政府更好地践履教育职责,办好教育事业,就需要权威部门对其进行及时的

( )
A. 监督、检查、评价、督导 B. 督察、检查、评价、指导

C. 监督、检查、督导、指导 D. 监督、检查、评价、指导

13. 教育督导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 ,对政府教育履责督导过程实际上就是使教育行

政管理科学化的过程。 ( )
A. 专业性和独立性 B. 独立性和科学性

C. 专业性和科学性 D. 专业性和多样性

14. 负责学校校园建设、财务管理、资源利用和开发的部门是 ( )
A. 办公室 B. 总务处

C. 教研室 D. 政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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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育督导工作一定要坚持目标导向和 ,紧紧围绕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部

署,瞄准需要解决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认真制订督导计划,精心研制督导工具,确保取得

预期成效。 ( )
A. 战略导向 B. 问题导向

C. 纪律导向 D. 责任导向

16. 教育督导部门作为教育的监督、指导部门,严明的 是做好工作的不二法宝。
( )

A. 计划 B. 领导

C. 监督 D. 管理

17. 下列不属于教育督导工作对象的是 ( )
A. 下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B. 下级教育行政部门

C. 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及其举办者 D. 同级政府部门

18. 督导计划印发的时间,一般在正式督导开始之前半个月至 ( )
A. 一个月 B. 二个月

C. 三个月 D. 四个月

19. 是通过面对面交流获取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一种使用方便、行之有效的

沟通方法和技能。 ( )
A. 观察 B. 访谈

C. 调查 D. 问卷

20. 评价指标体系的实施主体可以分为被督导者与督导者,即自我评价和 ( )
A. 他人评价 B. 集体评价

C. 教师评价 D. 全面评价

21. 下列不属于我国督学的是 ( )
A. 责任督学 B. 地方督学

C. 兼职督学 D. 专职督学

22. 兼职督学的任期为 ( )
A. 1 年 B. 2 年

C. 3 年 D. 4 年

23. 教育督导人员的 能力和水平是提升教育督导队伍影响力、推动教育督导事业科

学发展的助推器。 ( )
A. 专业训练 B. 专业道德

C. 专业自主 D. 专业服务

24. 美国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督导制度是在 20 世纪 开始发展起来的。
( )

A. 10 年代 B. 20 年代

C. 30 年代 D. 40 年代

25. 标志着法国教育督导制度的正式建立,是颁布和实施了 ( )
A. 《国民教育总法》 B. 《1988 年教育改革法》
C.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D. 《学校督导员条例》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75 分)

得　 分 评卷人
　 二、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6. 教育督导

27. 教育督导体制

28. 校长负责制

29. 教育质量评价监测

30. 教育督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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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分 评卷人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31. 简述教育督导行为的特征。

32. 简述宋代提举学事官的基本任务。

33. 简述中共苏区巡视教育的工作任务。

34. 简述督学的职权。

得　 分 评卷人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5. 论述当前我国教育督导体制的特点。

36. 论述督政职能的主要内容。



教育督导、评价与监测单元综合测试(一)
·4·

得　 分 评卷人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7. 一位中学校长在其博客中谈到“校长三怕”,其中“一怕”是“怕检查”。 他这样写道:所

谓的督导团、评估组,其实就是“钦差大臣”,很多的督导员评估带有主观性,只知道开

会,不深入学校了解实际情况,甚至有些督导员捏造事实。 督导成了走过场,对学校没

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案例中的督导员违背了教育督导的哪项原则? 对该原则进行详细介绍。

38. 为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开展全面改薄、幼儿园办园行为暨中小学(幼

儿园)冬季取暖工作督导的通知》(鲁政教督函〔2018〕33 号)要求,确保义务教育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达标,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提升教育质量,10 月 29 日至 11 月 9 日,青岛市

人民政府督导室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全面改薄、幼儿园办园行为、冬季取暖专项督导

工作。
从督导内容的划分角度来看,案例中的督导工作属于教育督导的哪种类型? 对该类型教

育督导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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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教育督导、评价与监测

单元综合测试(二)
(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本单元包括教材第八章至第十三章的内容,主要考查教育评价概述、教育评价方法、学
校领导与管理评价、学校德育评价、学校教学评价、学校课程评价等内容。

题　 号 一 二 三 四 五 总　 分

题　 分 25 15 20 20 20 核分人

得　 分 复查人

　 　 　 　 　 　 　 　 　 　 　 　 　 　 　 　 　 　 　 　 　 　 　 　 　 　 　 　 　 　 　 　 　

第一部分　 选择题(25 分)

得　 分 评卷人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 在每小题列

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在广义上,教育评价亦可以说是德育、教学与管理活动评价的总称,其评价对象不包括 ( )
A. 教育客体 B. 教育活动

C. 教育手段 D. 教育主体

2. 在广义上,教育事务不包括 ( )
A. 教学 B. 管理

C. 督导 D. 德育

3. 是基于价值判断的,与指标一一对应,是指标的可操作化和可评价化的重要

因素。 ( )
A. 评价标准 B. 评价指标体系

C. 评价方法 D. 评价技术

4. 教育评价最基本的功能是 ( )
A. 鉴定和筛选 B. 导向和激励

C. 诊断和改进 D. 鉴定和激励

5. 评价示范学校属于 ( )
A. 评优鉴定 B. 水平鉴定

C. 资格鉴定 D. 能力鉴定

6.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于 年颁布,标志着我国教育评价的研究和

实践进入了全面开展阶段。 ( )
A.

 

1980 B.
 

1982
C.

 

1984 D.
 

1985
7. 泰勒提出的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评价模式是 ( )

A.
 

CIPP 模式 B. 目标游离模式

C. 目标导向评价模式 D. 鉴赏模式

8. 是研究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对研究的目标与问题未做明确界定,也没有制定出

严格的观察项目和观察步骤,只需确定对象即可。 ( )
A. 非结构化的观察 B. 结构化的观察

C. 实地观察 D. 实验观察

9. 问卷的最后部分是 ( )
A. 标题 B. 问题

C. 结束语 D. 前言

10. 问卷的问题类型不包括 ( )
A. 开放式 B. 封闭式

C. 半封闭半开放式 D. 标准式

11. 在 问题中,不会向受测者提供具体的答案与回答要求,受测者只能根据自己对

问题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和陈述方式自由回答。 ( )
A. 开放式 B. 封闭式

C. 半封闭半开放式 D. 标准式

12. 下列不属于当前我国校长素质评价一般内容的是 ( )
A. 政治素质 B. 品德素质

C. 法规素质 D. 经济素质

13. 国家宏观把握教育决策,也需要对区域教育质量进行监测,以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其中

最常用、最被广泛接受的是 ( )
A. 问卷法 B. 观察法

C. 测验法 D. 访谈法

14. 随着“1992 年(学校)教育法”的颁布,督导体制改革随之展开,相比于皇家督学团时期

的抽样督导,英国教育标准局评价改为 ( )
A. 每校必督 B. 全面督导

C. 匿名督导 D. 专项督导

15.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英国教育标准局评价内容的是 ( )
A. 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何? B. 这是一所什么类型的学校?
C. 学校对学生的关心程度如何? D. 学校的经营状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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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美国教育部长贝尔提出并建立的“蓝带优秀学校”项目设立于 ( )

A.
 

1980 年 B.
 

1981 年

C.
 

1982 年 D.
 

1983 年

17. 欧盟欧洲卓越模型标准共九大项三十二小项,是把卓越基本概念的八项内容转化成可

执行与评审的 项质量奖评审项目。 ( )

A. 六 B. 七

C. 八 D. 九

18. 下列不属于欧盟欧洲卓越奖“促成者”的是 ( )

A. 领导 B. 政策与策略

C. 人员 D. 社会结果

19. 下列不属于新加坡卓越学校模式秉承的七个基本理念的是 ( )

A. 学生第一 B. 教师是关键

C. 有目标的管理 D. 用理论管理

20. 德育评价中, 是评价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控制者。 ( )

A. 评价客体 B. 评价依据

C. 评价主体 D. 评价程序和方法

21. 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学校德育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对学校督导的重要内

容,建立区域、学校德育工作评价体系,适时开展专项督导评价工作。 ( )

A.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

B.
 

《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

C.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若干意见》

D.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22. 德育评价的特点不包括 ( )

A. 目的性 B. 导向性

C. 过程性 D. 科学性

23. 教学管理评价的基本功能不包括 ( )

A. 导向功能 B. 鉴别功能

C. 诊断功能 D. 安抚功能

24. “课程”一词始见于 ( )

A. 唐代 B. 宋代

C. 元代 D. 明代

25. 美国的“课程评价之父”是 ( )

A. 杜威 B. 斯塔弗尔比姆

C. 克龙巴赫 D. 泰勒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75 分)

得　 分 评卷人
　 二、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6. 教育评价

27. 诊断性评价

28. 封闭式问题

29. 学校领导与管理评价

30. 德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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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分 评卷人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 分)

31. 简述如何消解教育评价过程中的主观性。

32. 简述目标导向评价模式的评价程序。

33. 问卷的结束语包括哪两部分?

34. 简述英国教育标准局评价方案的主要理念。

得　 分 评卷人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5. 论述教育评价的发展趋势。

36. 论述访谈法的优点及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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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分 评卷人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7. “立德树人、德育为先”是学校教育的核心使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要“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德育工作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学校德育实效的提升不仅受德育规划、德育实施、德育方法等方面

的影响,其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学校德育评价的实施。 以评价促改革、以评价促实效、以
评价促发展是评价的重要使命,科学、有效的学校德育评价将促进学校德育朝着更为合

理的方向改革。
结合案例分析德育评价理念的变革。

38. 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是否能反映幼儿园教育目标对学前儿童的要求;是否能体现幼儿园

教学中五大领域有代表性的内容。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学前儿童受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

引导的倾向就会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发展,逐步向教育终极目标迈进;如果回答是否定的,
则立即修改评价标准。
案例属于 CIPP 评价模式步骤中的哪一步? 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