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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学科专业知识 

注：本部分所有试题均在《学科专业知识》答题纸上作答，答在题本上无效。 

一、单项选择题 

1. C 尝试错误 

2. B 社会要求 

3. A 再认 

4. B 3-4岁 

5. C 1岁  

6. B 交接制度 

7. D 做善事 

8. B 诊断 

9. D 科学性 

10. C 25人 

11. B 范例法 

12. C 游戏 

13. D 再造想象 

14. B 认知提示 

15. A 自我调节 

16. D 注意分配能力差 

17. A 内化阶段 

18. A/D 最佳期又称敏感期 

19. C 概括性的提高 

20. D 有意识记的发展 

21. A 情绪障碍 

22. A 身心和谐发展 

23. C 社会性需要 

24. A 观察指导、示范准备 

25. B 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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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 圆形、三角形、正方形 

27. D 从不稳定到稳定 

28. D 以想象过程为满足 

29. D 《儿童权利公约》 

30. D 道德两难故事 

31. A 个性倾向性系统 

32. A 知识的横向联系 

33. C 结构游戏  

34. C 达尔文反射  

35. B 智力分化论 

二、判断题 

36.A 

37.B 

38.A 

39.B 

40.A 

41.A 

42.B 

43.B 

44.A 

45.A 

三、名词解释 

1.  

（1）.保育和教育是幼儿园两大方面的工作 

保育主要是为幼儿的生存、发展创设有利的环境和提供物质条件，给予幼儿精心的照顾

和养育，帮助其身体和机能良好地发育，促进其身心健康地发展；教育则重在培养幼儿良好

的行为习惯、态度，发展幼儿的认知、情感、能力、引导幼儿学习必要的知识技能等。这两

方面构成了幼儿园教育的全部内容。  

（2）.保育和教育工作互相联系、互相渗透  

教育中包含了保育的成分，保育也渗透了教育的内容。只有保教结合，幼儿的身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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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才可能实现。保育和教育不是分别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统一的教育目标指引下，在同

一教育过程中实现的。 

2.  

陈鹤琴认为，儿童生活是整个的、连成一片的，如果按照学科分类的形式来组织课程，”

是不合教学原理的”。为此，他以人的五个连为一体的手指作比喻，创造性地提出了”五指

活动”理论，打破了按学科安排课程体系的习惯。他认为，五指活动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① 健康活动 ②社会活动 ③科学活动④艺术活动⑤文学活动 

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幼儿园课程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这五指活动之中。但它们是有

主次之分的。陈鹤琴认为，儿童健康是幼稚园课程第一重要的。强国需先强种，强种先要强

身，强身先要重视年幼儿童的身体健康。身体强健的儿童，性格活泼，反应敏捷，做事容易。

因此，为了儿童的现在和将来，幼稚园的教育应注重儿童的健康。而为了培养儿童健壮的身

体，幼稚园应十分注重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 

3. 

幼儿美育是亦称”幼儿审美教育”。以审美形态和美感熏陶幼儿，提高其精神素质的教

育。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中规定幼

儿美育目标为：”萌发幼儿初步的感受美和表现美的情趣。 

四、简答题 

1. 

（1）建立良好的师生、同伴关系，让幼儿在集体生活中感到温暖，心情愉快，形成安

全感、信赖感。  

（2）与家长配合，根据幼儿的需要建立科学的生活常规。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睡眠、

盥洗、排泄等生活习惯和生活自理能力。  

（3）教育幼儿爱清洁、讲卫生，注意保持个人和生活场所的整洁和卫生。  

（4）密切结合幼儿的生活进行安全、营养和保健教育，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

力。  

（5）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游戏和体育活动，培养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增

强体质，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6）用幼儿感兴趣的方式发展基本动作，提高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  

（7）在体育活动中，培养幼儿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和主动、乐观、合作

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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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儿的言语能力是在社会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要重视在实践中发

展幼儿的言语能力。 

(1)有目的、有计划的幼儿语言教育活动是发展幼儿言语能力的重要途径。 

(2)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提供幼儿交往的机会。 

(3)把言语活动贯穿于幼儿的一日活动之中。 

(4)教师良好的言语榜样。 

(5)注重个别教育。 

3. 

幼儿园与家庭联的内容主要有: 

1.了解学前儿童的家庭及在家表现情况; 

2.向家长介绍幼儿园的各项工作; 

3.向家长宣传学前儿童教有的知识; 

4.向家长传授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方法; 

5.吸收家长参加幼儿园工作。 

五、论述题 

1.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语言领域的目标是要培养幼儿”喜欢听故事、看

图书”。要”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

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提出要”培养幼儿的阅读兴趣和

良好的阅读习惯”。结合以上要求，在教师理解幼儿前阅读核心经验的基础上，改变教师在

语言教学活动中提问的主导地位，从而关注幼儿前阅读核心经验有的放矢地设计的问题。通

过运用多种阅读策略，帮助幼儿关注图画书的关键信息，使幼儿逐步学会感知、理解图画书

主角形象、主角行动以及主角情绪状态，进而形成对图画书从单个画面到整体情节的理解，

最终完成对阅读内容的完整理解。 

六、案例分析题 

1.积木建构区的核心教育价值是：帮助幼儿经历操作、建构和设计的过程；发展他们对

材料、模型和建筑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逻辑关系的理解；支持他们再现和创造性地表达生活

经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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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未及时引导游戏开展 

（2）游戏过程中未及时在幼儿玩不下去的情况下介入 

（3）未根据材料的特点吸引幼儿游戏，可以提高相应的材料指引进行调整 

3.通过适宜指导促进幼儿建构水平的发展。 

为实现积木建构区的核心教育目标，即帮助幼儿经历操作、建构和设计的过程，发展他

们对材料、模型和建筑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逻辑联系的理解，支持他们再现和创造性地表达

生活经验，教师应激发幼儿的建构动机，提供有意义的材料，不断判断幼儿的当前水平并提

供积极有效的支持与引导，以促进幼儿建构水平的提高。教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提出有挑战性的问题，创设幼儿感兴趣的问题情境或主题情节，并不断判断幼儿的

现有水平，明确引导向，才能有效促进幼儿建构水平的发展。 

(2)从数量、种类等方面为幼儿的建构活动提供适宜的材料，并用图谱记录幼儿的建构

作品，促进幼儿有意义的学习。 

(3)抓住幼儿提出的问题，作为形成和丰富主题、情节，掌握新的建构方式的生长点。 

(4)给予幼儿适宜的表象提示和支持，作为他们建构水平发展的台阶和支架。 

(5)在自然状态下，随机地实现多种教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