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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联考 D 类《综合应用能力》考情分析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分为 ABCDE 五类，其中中小学教师类（D类）笔试科目分为《职

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应用能力》，本文详细地介绍 D 类综合应用能力（后简称综应）

的考情内容和复习建议，为考生备考提供便利。

事业单位考试考试参照人社部的大纲，根据实际考情分为联考和自主命题，联考是指多

省份同一时间、同一试卷进行考查，参加联考的省份地市包括湖北、云南、宁夏、广西、重

庆、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贵州（贵阳）、安徽（六安）、内蒙古（呼和浩特）等，

自主命题是指自由出题，包括西藏、重庆区县、内蒙地市、甘肃地市、陕西地市、辽宁沈阳

等，很多地区兼具联考和自主命题，考情并不固定，所以应以当年的公告为准。

D 类考试分为上下半年，上半年多地一般会选择参加联考，下半年各地会根据教师缺口

确定是否再次组织考试进行教师招聘。

一、考情

D 类综应考试时长为 120 分钟，满分为 150 分。从 2019 年上半年联考开始，幼儿园和

小学共用小学卷，初中、高中、中职共用中学卷。中小学试卷遵循人社部事业单位大纲的要

求，试卷由主观性试题构成，题型包括辨析题、案例分析题、教育方案设计题等。

辨析题考查对教育现象和教育观点的分析，题量 0—2 个，单个题目作答字数在 200—

400 字以内；案例分析题一般会出现 2—5 个关于教学活动的背景材料，呈现 3—4 个问题，

单题字数要求从 200 到 500 不等；教育方案设计一般常规考查主题班会、实践活动和家长会

三种形式，但近几年开始逐渐出现变形，比如考查班会中的开场白、结束寄语，能根据主题

内容组织发言稿，家长会也出现了新形式，考查过系列家长会。方案设计的总字数在 600—

900 字之间。综应整体特点就是题目数量少，要求书写字数多，对学生的发散分析能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要求较高。

D 类综合应用能力（2h，150 分）

题量 分值 字数要求

辨析题 0—2 25/30/40 200—400 字以内

案例分析题 3—4 60/75/90/100 800—1400 字以内

教育方案设计 1 50/60 600-9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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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

D类《综合应用能力》是在整个教育学、心理学的基础上，考查一个教师特别是作为一

个班主任教师的综合素质，主要测查应试人员的师德与职业认知、教育教学核心能力和教师

自主发展能力。

（一）师德与职业认知

教师应具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对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正确认知，能够按照教育相关法律

法规分析和解决问题，依法施教。

在 2015 年—2024 年考试中，师德与职业认知考查过辨析和案例题。辨析题考查对素质

教育的认识、对新课改下学习方式、评价方式的正确理解、对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理解，在

23 年上半年小学卷对素质教育（五育并举）进行过考查。案例题考查教育观、学生观、教

师观和教师职业道德，其中学生观的考查频率最高，在 15 年上半年、16 年上下、19 年下的

中学卷以及 22 年上半年小学和中学卷中都对学生观进行过考查，23 年下半年考查了新课改

的认识。从真题来看，新课改的相关内容考查频次有所增高，所以需要学生能熟练地掌握三

观、职业道德的理论,来应对辨析题和案例题。

教育法律法规由于法条的规定性很难考查辨析和案例，在历年真题中从未出现过，未来

出现的概率也比较小，可能会联合职业道德进行小幅度考查。

（二）教育教学核心能力

主要包括学生发展指导能力、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教育组织与管理能力、教育教学评

价能力、沟通合作能力等。

学生发展指导能力包括学生的心理特点、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习惯等知识。其中，

学生的心理特点，如中小学生的注意特点、意志特点、情绪情感表现、自我意识发展、人际

交往特点。出题情景是呈现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表现，用学生心理特点来分析。在 2015 年

综应试卷中考查过小学生的注意力表现、中学生的情绪情感表现，2019 年上下半年的中学

卷考查过中学生的情绪表现、自我意识发展，2022 年下半年的小学卷考查过小学生人际交

往的特点，中学卷考查过需要层次理论，2024 年上半年中学卷考查初中生人际交往的特点。

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考查案例题和教育方案设计。教学理论是辨析和案例的高频考点，

教育活动方案设计是每年的必考的第三道大题，在历年真题中已经考查过主题班会、家长会、

社会实践活动、发言稿、公开信等，其中主题班会考查次数最多。

教育组织与管理工作包括班主任、班级管理、课堂管理等知识，考查辨析题和案例题。

辨析题偏好于考查班主任的角色、班级管理的内容。案例题侧重于班级建设、课堂纪律、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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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件的考查。

沟通合作能力常见于教师与学生、家长、同事的沟通情境，出题比较灵活，能从沟通合

作的基本原则出发掌握即可。

（三）教师自主发展能力

教师自主发展能力是指教师能够主动学习和反思，自主进行专业发展规划，能够在各种

压力情境下积极进行心理调适。其中的重点内容是教师专业素养、教师成长途径。辨析题考

查教师专业素养的结构、教师的角色，案例题则围绕教师自身出现的问题和教师如何成长角

度去考查。

三、历年真题分析

表一

时间

题型 辨析题 案例分析题 教育方案设计

2015 上 学习方式；青春期教

育

中小学心理特征 新生家长会

2015 下 考试评价 班级管理、家校沟通 诚信班会

2016 上 教学方法 教学理论、教育机智 主动学习班会

2016 下 学习品质 教学备课、师生关系 读书班会

2017 上 教师素养 班级管理 坚持班会

2018 上 讲授法 教学（上课、好课） 焦虑班会

2018 下 走班制 德育处理、家长资源 使用手机班会

分析 1：2015 年—2018 年考题非常稳定，考查辨析、案例，教育方案设计，辨析围绕

着新课改理念、教学方法、教师素养等常规重点知识进行考查，案例分析题考查比重教育学

大于心理学，理论分析型题目比较多，教育方案设计偏重于考主题班会，班会主题围绕着学

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

表二

时间

题型
辨析题 案例分析题 教育方案设计

2019 上小学 最近发展区 课堂提问；小组合作 职业价值实践活动

2019 上中学 —— 中学生心理特点；书面回复 个性规则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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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下小学 教学任务 概括；教师角色 红色研学旅行

2019 下中学 早恋 适应性问题；挫折 生命教育

2020 上小学 公开课 概括；沟通 合作班会

2020 上中学 ——
概括；措施；职业压力

班会开场白；

师生沟通活动过程

2021 上小学 —— 德育处理；家长资源 使用手机班会

2021 上中学 —— 措施；建议；教师反思 家长会；结束寄语

2022 上小学 鼓励与批评 措施；教学；教育惩戒 作业拖拉班会

2022 上中学 —— 措施；双减；沟通 体育锻炼实践活动

2022 下小学 —— 异性交往，措施，沟通 人际关系

2022 下中学 手机使用 原因，措施，需要理论 发言稿

2023 年上小学

五育并举

教学，措施，概括措施 家长教育系列活动目

标和主题；

某一次活动方案

2023 年上中学 —— 措施，概括，全面发展 劳动实践活动

2023 年下小学 教师工作 措施；概括，开放 尊重班会

2023 年下中学 新课改 沟通；开放；评价 学习态度班会

2024 年上小学 —— 措施；措施；概括行为
促进孩子心理健康成

长的发言稿

2024 年上中学 —— 概括；措施；回复；措施 外在美和内在美班会

分析 2：2019 年开始，综应开始分为小学卷和中学卷，题型考查辨析、案例，教育方案

设计，相对比较常规。但是在 2021-2024 年考试中，小学卷和中学卷稳定考查案例分析题和

教育方案设计题 2 个题型，但是辨析题出题情况不稳定。比如在 2021 年上半年的考试中，

小学设置辨析题，而中学未设置；在 2022 年下半年的考试中，小学未设置辨析题，而中学

设置；在 2024 年上半年的考试中，小学和中学均未设置辨析题。因此，考生还是要以案例

分析题和活动设计题的备考为主，辨析题次之。在 2022-2024 年的考试中，教育方案设计题

除了班会、综合实践活动和家长会的常规考查形式外，又出现了家访、研讨会、家长系列活

动、发言稿等新形式，需要考生在掌握基础形式的写法后进行灵活运用。

案例题从题量和形式上发生改变，在题量上从传统的 2 个材料 3 连问逐渐转变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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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材料考查 3-5 问，考查方式从传统的理论分析、开放题转变成偏重于概括、措施的考法，

不再局限教材上的理论应用，并出现新题型，比如活动设计要点题，所以在做题时理论只是

基础，需要我们能结合理论和材料区进行分析、概括、发散。

教育方案设计小学卷和中学卷内容角度一致，主要考查活动主题、设计依据、活动目标、

活动过程、预设效果和检验方法，但是随着考试次数的增多，活动设计逐渐出现变形，比如

考查班会中的开场白、结束寄语，能根据主题内容组织发言稿，家长会也出现了新形式，考

查系列家长会，活动设计的花式考查对学生的灵活度要求更高。

辨析题的考法不再拘泥于书上的某个理论要点，更多的是考查教师对日常教育情境的观

点，同时 2022 年上半年小学卷辨析题的题干来自于案例中的某个材料，从知识点和出题形

式上都更趋于灵活，所以练习时应该掌握辨析思路，着重从辨析点的概念、原因、措施、意

义范围、优点缺点等角度去分析。

四、复习建议

D类综合应用能力考查教育学、心理学的综合分析概括，辨析、案例、教育方案设计出

题灵活，复习时需要先理解基础知识，做题时能结合理论用自己的话来分析，书写有条理有

逻辑。各位考生在复习时会出现 4个问题：拿到题无从下手、踩准考点字数不够、答案缺乏

逻辑，模板化过于明显，那如何解决呢？

1.拿到题无从下手，是缺乏理论知识和答题技巧所致。

辨析题要么只是因为死记硬背了理论，要么是题目本身是热点问题，但考生对于答题技

巧不熟悉。所以备考辨析时，理论知识部分不仅要记忆基础概念，还需注意辨析考法和分析

方向；同时还需要掌握不同类型辨析题的答题技巧。

案例题是因为对于题干的分析不准确，往往抓不住考查重点，因此在做案例分析时首先

要分清题目类型，对于不同类型题目的分析重点和作答方式要明确；其次根据材料情景，运

用对应理论进行答题。

教育方案设计是因为没有记住基础的模板和变换形式，练习时需要逐个模块练习，再考

虑整体的优化。

2.踩准考点字数不够，是语言表达匮乏的典型表现。

辨析题由于有的题目要求字数过多，单一角度分析难免会出现字数不够、分析不全的情

况，考生可以多往不同的角度分析，除了概念、原因、措施以外，还可以考虑意义、作用、

对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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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题在找到考点后可以从材料中提取考点的相关表达，或者从联系理论对考点关键词

进行解释扩充。考生也可以在练习后将自己的答案与参考答案进行对比，模仿参考作答的书

写方法。

教育方案设计题在刚开始练习时往往出现字数不够的情况，在练习时只要多积累，练习

篇数增多后，字数相对都是足够的。

3.答案缺乏逻辑，是语言概括总结能力有待提升。

此问题常见于案例题，考生回答内容比较散。这是因为在书写时没有将答案进行梳理归

类，找出考点之间的逻辑性，考生在书写答案时要善用连接词和过渡语，并且要熟悉常见的

答案逻辑关系，比如自身，家庭，学校等主体关系，前中后等时间关系。

4.模板化过于明显，是学习知识时过于死板所致。

综应的出题很灵活，一般很少针对某一单独知识进行考查，大多是知识的综合作答较多。

而考生在答题前期容易将辨析和案例回答得像简答题，这种情况通常是被理论知识影响过

度，缺少了自然化的语言表达，针对此问题，考生做题时可以在运用理论关键词的基础上，

结合材料背景加入自己的语言表达。教育方案设计需要多积累不同的素材和形式，形成自己

独特的书写模板。

总之，苦心人天不负，在成功的道路上狂奔吧，各位考生的努力会得到回报，预祝各位

考生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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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刊主要为进行公司内部交流，非商业用途。所提供的内容仅供浏览者了解粉笔

及作个人参考之用。浏览者在未取得粉笔许可前，任何人士均不得以任何方法或形式复

制、出版、发放及抄袭本刊内容作商业或非法之用途，违者必究。

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come to meet a differen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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