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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学前心理学 试卷

(课程代码 00384)

本试卷共 3 页，满分 l00 分，考试时间 l50 分钟。

考生答题注意事项：

1．本卷所有试题必须在答题卡上作答。答在试卷上无效，试卷空白处和背面均可作草稿纸。

2。第一部分为选择题。必须对应试卷上的题号使用 2B 铅笔将“答题卡”的相应代码涂黑。

3．第二部分为非选择题。必须注明大、小题号，使用 0．5 毫米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4．合理安排答题空间，超出答题区域无效。

第一部分 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l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卡”

的相应代码涂黑。未涂、错涂或多涂均无分。

1．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由于学前儿童心理活动的不稳定性，因此对学前儿童的观察一般应反复多次进行

B．对幼儿的实验指导语，要用简明的语言和肯定的语气

C．测验法主要用于查明儿童心理发展的个别差异

D．儿童的作品就可以反映儿童的心理，研究者不需要了解儿童的创造过程

2．心理发生的标志是

A．无条件反射 B．条件反射

C．视觉和听觉的集中 D．手眼协调动作

3．提出“什么东西变了”可以引导幼儿有意地寻找目标，这反映的是

A．幼儿逐渐学习一些注意方法

B．幼儿的有意注意是在一定的活动中实现的

C．幼儿的有意注意是在成人的要求下发展起来的

D．幼儿的有意注意受大脑发育水平的局限

4．儿童最先辨认的几何图形是

A．圆形 B. 三角形 C．正方形 D．长方形

5．小明听到一支歌曲时，高兴地说：“妈妈，我也会唱，老师教过我们!”这是记忆的

A．识记过程 B．保持过程 C．再认过程 D．回忆过程

6．幼小儿童讲故事时乍看起来有声有色，实际上毫无内容，但讲故事的仍然津津乐道，听

故事的也津津有味，这说明幼儿

A．想像没有预定目的 B．想像的主题不稳定

C. 想像受情绪和兴趣的影响 D．以想像过程为满足

7．成人说：“你如果不多穿衣服，就会感冒。”孩子则不能接受这种预见的后果，她看到

的是小裙子好看，她要穿。这表现出孩子的思维更多属于

A. 直观行动思维 B．发散思维 C．抽象逻辑思维 D．具体形象思维

8．孩子拼好图后，惊讶地说：“我拼的是一个男孩在骑马”，这说明在该阶段

A．语言和动作毫无关系

B．语言是行动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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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语言和动作不分离

D．语言先于动作而出现，并起着计划动作的作用

9．幼儿语法意识的明显出现是从

A．3 岁开始 B．4 岁开始 C. 5 岁开始 D．6 岁开始

10. 儿童表情能力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理解表情手段和

A．辨识表情手段 B．运用表情手段 C．控制表情手段 D．识别表情手段

11．怕生一般出现在

A．3 个月左右 B．4 个月左右 C．6个月左右 D．8 个月左右

12．一般认为，儿童坚持性发生明显质变的年龄是在

A．2—3 岁 B. 3—4 岁 C．4～5岁 D．5—6 岁

13. 托马斯-切斯根据 9 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将儿童的气质划分为容易抚育型等

A．2 种类型 B．3 种类型 C．4种类型 D．5 种类型

14．学前期儿童的能力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类型差异，即出现了

A．操作能力的萌芽 B．模仿能力的萌芽 C．主导能力的萌芽 D．认识能力的萌芽

15．5岁以后，同伴交往的主动性和协调性逐步发展，开始发展起

A．独自游戏 B．平行游戏 C．联合性游戏 D．合作性游戏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二、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请在答题卡上作答。

16．最近发展区

17．创造想像

18. 直观行动思维

19．问题言语

20．亲社会行为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请任选 3 小题作答，全答的只按前 3 小题评分。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请在答题卡上作答。

21．学前儿童感知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哪些阶段?

22．学前儿童记忆的发展的趋势表现在哪些方面?

23．学前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有哪些阶段及特点?

24．学前期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有哪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四、论述题 (本大题共 2 小题，请任选 l 小题作答，全答的只按前 l 小题评分。每小题 l2

分，共 l2 分)

请在答题卡上作答。

25．儿童心理发展的转折期，并非一定出现“危机”。为什么?举例说明成人应如何应对。

26．活动和交往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l 小题，共 l4 分)

请在答题卡上作答。

27．方老师是小班的幼儿园老师，她观察小朋友们玩游戏，发现娃娃家里的“妈妈”只是手

里抱着“小孩”不停地做拍打的动作；建筑区里的小朋友只是重复地把积木搭高，推倒，

再搭高，再推倒…。看到这些，方老师陷入沉思之中…

(1)请根据所学心理学知识，帮助方老师分析小班幼儿想像的表现及原因。

(2)如果你是方老师，你要怎么做才能更好地促进儿童心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