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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一命题考试

学前教育心理学 试卷

(课程代码 00882)

本试卷满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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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小题，每小题 l 分，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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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自考达人

1．智力技能按其性质可分为

A．感知技能与思维技能 B．决策技能与推理技能

C．元认知技能与决策技能 D．监控技能与反思技能

2．下位学习包括的两种学习模式分别为

A．派生下位学习与相关下位学习 B．连锁下位学习与归属下位学习

C．联结下位学习与分化下位学习 D．经典下位学习与操作下位学习

3．蒙台梭利认为，动作教育主要训练幼儿的

A．跳的动作、跑的动作与抓握动作 B．坐的动作、走的动作与跑的动作

C．基本动作、大肌肉动作与小肌肉动作 D．走的动作、抓握动作与书写动作

4．背景型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涉及的要素包括教育活动的

A．时间、空间、背景、人才与素材 B．时间、地点、任务、活动与个性

C．空间、时间、内容、材料、形式与气氛 D．时间、场地、主题、设计与卷入

5．学生的学习准备包括哪两个方面?

A．动机状态和智力水平 B．原有知识水平和心理发展水平

C．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D. 遗传素质与心理发展水平

6．口头语言发展的关键期是

A．1岁 B．2 岁 C．3岁 D．4 岁

7．学习顿悟说的提出者是

A．苛勒 B．桑代克 C．斯金纳 D．华生

8．“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种现象在教育心理学上称之为

A．学习 B．定势 C．迁移 D．内化

9．道德品质的培养

A．从培养道德行为技能与习惯开始 B．从激发幼儿的道德情感开始

C．从提高幼儿的道德认识开始 D．可有多个开端

10．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逐渐独立掌握社会规范、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妥善自治，从而客观地适应社



会生活的心理发展过程是

A．社会性 B．社会化 C．社会合作 D．社会性学习

11．在《自我实现的创造力》一文中明确提出创造性是健全人的本质之一的是

A．马斯洛 B．卡特尔 C．皮亚杰 D．华莱士

12．在教育活动指导中，主要涉及呈现信息和操练技能等知识的教育活动指导模式是

A．呈现模式 B．行动模式 C．探究模式 D．观察模式

13．儿童心理发展的“社会建构论”的提出者是

A．桑代克 B．皮亚杰 C．维果茨基 D．奥苏伯尔

14．幼儿概念学习的指导方法有

A．分析法和排除法 B．练习法和重复法 C．解释法和守恒法 D．例证法和变式法

15．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是

A．道德认识 B．道德情感 C．道德意志 D．道德行为

16．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是

A．想象 B．游戏 C．思维 D．记忆

17．构成师幼互动的内隐心理要素有

A．认知发展、角色认知、行为期待 B．心理成熟、认知发展、行为期待

C．场景界定、角色认知、行为期待 D．场景界定、角色扮演、行为期待

18．“操作性条件作用”的提出者是著名心理学家

A．华生 B．巴甫洛夫 C．弗洛伊德 D．斯金纳

19．语言文学符号所表述的新知识能够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有关旧知识建立～种实质性的和非人为

的联系的学习称为

A．认知学习 B．智慧学习 C．情感学习 D．意义学习

20．对子女进行良好教育的根本性原则是

A．以儿童教育儿童 B．教育要求的一致性

C．热爱与严格要求相结合 D. 规范与自由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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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创造性

22．意向性活动

23．学习关键期

24．师幼互动

25．移情训练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24 分)

请在答题卡上作答。

26．简述幼儿学习动机的发展。

27．简述学习理论发展时期的主要特征。

28．简述游戏的显著性特征。

四、论述题 (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l0 分，共 20 分)

请在答题卡上作答。

29．试述加里培林的智力技能形成阶段论。

30．试述独生子女不良心理特点及其成因。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l小题，共 l6 分)

请在答题卡上作答。

31．幼儿概念学习的基本形式主要是概念形成，由此决定了教师指导儿童概念学习的方法

主要有例证法和变式法两种。请设计一个幼儿学习某一概念的简要教案。





2015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一命题考试

学前教育心理学试题和答案

课程代码：00882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

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

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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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学前教育心理研究中常用的调变方法主要有问卷法、活动产品分析法和

A.访谈法



B.测验法

C.实验法

D.观察法

正确答案：A（2 分）教材 P51

2.布朗、柯林斯和杜吉德首次提出并界定了以下哪种学习的概念

A.情境性学习

B.直观学习

C.实物学习

D.镇报学习

正确答案：A（2 分）教材 P152

3.关于“怎么做”的知识，如怎么进行推理，决策或者解决某类问题等的知识属于

A.陈述性学习

B.程序性学习

C.显性学习

D.隐形学习

正确答案：B（2 分）教材 P145

4．守植法是由以下哪位科学家的守恒实验演变过来的方法？

A.桑代克

B.奥苏泊尔

C.维果茨基

D.皮亚杰

正确答案：D（2 分）教材 P165

5 幼儿在认识了兔子、乌龟、松鼠之后学习“动物．的概念，这属于

A.概念同化

B.初级概念

C.上位学习

D.下位学习

正确答案：C（2 分）教材 P161

6 动作技能可也称

A.智力技能

B.认知技能

C.运动技阴

D.知觉搜能

正确答案：C（2 分）教材 P173

7．我 1 如果口喝了就找水喝，出汗了就而要毛巾，这类决策的知识表征方式是

A.概念

B.表象

C.图式

D.产生式

正确答案：D（2 分）教材 P149

8 智力技能根据其应用可分为一般的智力拉能和

A.普通的智力技能

B.专门的智力技能

C.特殊的智力技能

D.认知的智力技能

正确答案：B（2 分）教材 P180

9.蒙台梭利建构了一套特殊教育模式是

A.思物教育

B.运动教育

C.游戏教育

D.感觉教育

正确答案：D（2 分）教材 P190

10 布兰尼的著名命题：“我们知晓的要比我们能说出的多。”说的是以下甲类知识？

A.陈述性知识

B.程序性知识



C.显性知识

D.隐性知识

正确答案：D（2 分）教材 P146

11.互惠性教学中对阅读中存在的困感进行解答的过程被称为

A.提问

B.澄清

C.总结

D.预言

正确答案：B（2 分）教材 P257

12.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指向学习与教育过程中人的

A.学习行为

B.心理现象

C.教育行为

D.实践活动

正确答案：B（2 分）教材 P33

13.幼儿伙伴交往的基本途径是

A.想象

B.游戏

C.学习

D.言语

正确答案：B（2 分）教材 P269

14.科尔伯格提出了“三水平六阶段”道德发展理论其中三水平是指

A.无律水平、他律水平与自律水平

B.模仿水平、应用水平与创新水平

C.前道德水平、道德水平与后道德水平

D.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与后习俗水平

正确答案：D（2 分）教材 P214

15.格兰布斯将教师角色分为两大类社会文化传播者和

A.教学执行者

B.教学实施者

C.教学指导者

D.教学组织者

正确答案：C（2 分）教材 P63

16.幼儿园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

A.师幼互动

B.幼幼互动

C.师师互动

D.教学互动

正确答案：A（2 分）教材 P70

17.埃里克森研究指出幼儿阶段儿童的一个重要的心理特征是“自居作用”因而教师可以成为

A.幼儿的塑造者

B.幼儿的养护者

C.幼儿的榜样

D.沟通幼儿与社会的中介

正确答案：C（2 分）教材 P64

18.世界上第一个学习理论是

A.学习的联结说

B.经典条件反射学说

C.操作条件反射学说

D.顿悟说

正确答案：A（2 分）教材 P89

19.以下哪位科学家于 1913 年发表了《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里想》一文标志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诞生？

A.华牛

B.斯金纳

C.罗杰斯



D.加涅

正确答案：A（2 分）教材 P91

20 幼儿的学习方式是把刺激和反应直接联合的

A.概念学习方式

B.复杂学习方式

C.单纯学习方式

D.间接学习方式

正确答案：C（2 分）教材 P118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1.测量法

正确答案：教材 P52

测量法是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标准化的测量工具，按照规定的程序，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实际

测定来收集有关的数据资料并加以分析，以此揭示教育活动的效果，探索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

22.知识的同化

正确答案：教材 P151

学习者通过将渐知识与原有知识经验联系起来，从而获得新知识的意义，并把它纳入已有认知结构的

过程，就叫做知识的同化。

23.学习

正确答案：教材 P82

从广义上说，学习是人和动物在生活过程中通过实践或训练而获得由经验引起的相对持久的适应性的

心理变化，即有机体以经验方式引起的对环境相对持久的适应性的心理变化。狭义的学习主要是指人的学

习。

24.品德

正确答案：教材 P212

道德品质又称品德，是一个人的道德面貌，是社会道德准则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因此它是一种个体现

象。确切地说，道德品质是指人依据一定的道德行为准则，在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稳定的心理特征。

25.最近发展区

正确答案：教材 P261

维果茨基认为儿童存在两种发展水平：一是儿童现有的发展水平；二是儿童在成人帮助之下达到的发

展水平。这两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26.学习策略有哪些类型？

正确答案：教材 P104

（1）认知策略可以分为复述、精细加工和组织三种。

（2）元认知策略。分为计划策略、监控策略和调节策略三种

（3）资源管理黄略包括：时间管理黄略、学习环境管理策略、努力管理策略、学业求助策略。

27.简述幼儿教师心理应激的成因。

正确答案：教材 P72

（1）幼儿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不良：幼儿教师的教育对象年龄较小，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但辨别

是非能力较差经常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加上幼儿自控能力较差经常发生“明知故犯的事情。教师面对这种

情况如不能接纳井采取压制的方法就会使自身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虽然师生冲突是双方互动的结果，但教

师拥有主动权

（2）幼儿教师的角色冲突：教师在社会公众的眼中，应是具有一定威望且有教养的人家长期望教师

要为他的学生树立好的榜样。因此，教师时刻以榜样的姿态，标准化、规范化的形象出现即：教师要付出

大量的情绪劳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教学活动又要求不断创新对教师的教育能力、教育方法、人格

特点等合理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幼儿教师经常会出现教学上的“高原现象”。

（3）社会及人际关系压力：随着社会竞争的激烈，幼儿园的各种开放、考评、验收以及各个部门的

检查等经常使教师处于紧张状态，目前不少幼儿园进行的改革使得很多教师不适应，时常忧心忡忡。而且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射幼儿教师的学历、知识结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幼儿教师缺乏进修和

继续教育的机会。

28.儿童的学习有哪些特点？

正确答案：教材 P85

（1）儿童的学习是在学校的教育环境中进行的。

（2）儿童的学习具有间接性。

（3）儿童学习必须依赖教师的指导帮助。



（4）儿童的学习是高效的。

（5）儿童学习的内容是全面的。

（6））儿童学习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并存。

29.通过举例简单说明幼儿概念学习水平的检测方法有哪些？

正确答案：教材 P165

（1）分类法。在幼儿面前随机摆好若干张画，这些画应包含几个种类且是幼儿所熟悉的图片，如麻

雀、老鹰、老虎、苹果、葡萄、茄子、皮球等，然后请幼儿把自己认为有共同之处的那几张放在一起，并

说明理由。根据幼儿图片分类的情况和说出的理由，了解其掌握概念的水平。

（2）排除法。依次在幼儿面前放若干组图片，每组图片为 4-5 张其中有一张与其他几张是非同类的

关系，要求幼儿将这一张图片找出来比如，先向幼儿出示画有老虎、牛、马、平板车的一组 4张图片请幼

儿看看哪一张和其他 3张是不一样的，不应该放在一起要求他们拿掉它。待幼儿取出一张图片后，问他们

取走的理由然后继续出示另一组。

（3）解释法。比如问幼儿：“请你说说 动物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根据其解释的程度确定对该概念

的攀握情况

（4）守恒法。如根据幼儿年龄的大小，把相同数目的黑白围棋子一一对应排成两排，问幼儿这两排

棋子是否一样多，特幼儿确认一样多后，当面将其中一排棋子的距离缩短或拉长，然后问他们，现在的两

排棋子是一样多还是不一样多，井要求说明理由。

30.传统教育与运动教育有什么区别？

正确答案：教材 P185

（1）传统教育重点放在一种具体的练习或一种技能的分析上；运动教育重点放在运动思想或概念上

突出整体性。

（2）传统教育要求立刻做出反应罗运动教育在解决问题或实验中给予幼儿时间进行思考。

（3）传统教育要求反应一致：运动教育允许反应的多样性尊重个体差异。

（4）传统教育重点放在教师是作为知识的传授者、“正确方法的示范者；运动教育重点放在幼儿的发

现和学习上，教师对运动的种类及其特性进行亮分的讲解示范。

31.儿童的哪些特点会影响发展适宜性教育的效果？

正确答案：教材 P263

（1）儿童的年龄。

（2）儿童的数量。

（3）班级中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数量。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32.试述学习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正确答案：教材 P128

一、发展对学习的制约作用

1、学习需要以个体的生理发展为自然前提，个体的生理发展，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成熟为有效的

学习提供物质的可能。

2、学习必须依赖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己有水平。

二、学习对发展的促进作用

1、个体的生理分展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受“用进废退”的自然法则支配因而学习可以促进个体的生

理发展。

2、个体心理分屏的实质是个体在同客观现实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获得各种经验并运用各种

经验去调节人的行为从而不断构建心理结构的过程中实现的。

33 结合实际试述影响幼儿社会化的因素。

正确答案：教材 P201

（1）家庭。家庭对个体社会化过程的作用基本上沿着两条基线展开：一条基线是教养方式及其监控

机制，这条基线直接影响个体社会化发展的方向：另一条基线是家庭氛围及其文化韵味，这条基线间接地

制约个体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

（2）学校。学校对个体社会化产生影响的基本方式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师生交往过程的直接

教导；二是教育活动中学生的主动内化；三是校园文化的间接熏陶。

（3）同辈群体。同辈群体往往在更高程度上控制着个体的行为和态度，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时同

辈群体是自主构成的因而具有更大的亲和力对个体的社会行为乃情伟体验具有深刻的影响。同辈群体对青

少年的社会化影响极为显著，这是由于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社会地位共同决定的。

（4）大众传媒由于信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个体社会化内容和方式也多元化信息社会中个体

对信息的选择、加工过程直接制约个体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信息污染对个体社会化的消极作用已日益

严重，不仅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而且危及家庭和社会，这一点己引起广泛的警觉。但是，传媒本身也在开



始改变个体的社会化方式和进程。

五、案例分析题（15 分）

34.王老师组织了一次认识磁力的科学活动活动开始时她准备了一个板子，板子前面贴着一只猫在钓鱼。

王老师在板子后面用磁铁控制让小猫钓到了鱼。幼儿看到都很惊讶，纷纷议论是如何做到的幼儿通过“小

猫钓鱼”知道磁铁可以吸引之后王老师让幼儿观察和操作磁铁，知道磁铁可以吸引也可以排斥，然后问幼

儿如何制作“撞不到的碰碰车”。

根据以上案例回答下面问题：

（1）上述情景中王老师采用了哪些问题解决的方法？

正确答案：教材 P252

类比解决问题法

（2）幼儿园常用的问题解决方法有哪些？=

正确答案：教材 P251

一、算法式：是为达到某一个目标或解决某个问题而采取的一步一步的程序。它通过与某一个特定的

客体领域相联系。

二、启发式：是使用一般的策略法解决问题。

1、目的分析法：将目标分成许多子目标，将问题划分为许多子问题，寻找解决每一个子问题的方法。

2、逆向反推法：应用反推法，从目标开始，退回到未解决的最初问题，这种方法对解决几何证明题

有时非常有效。

3、爬山法：爬山法的基本思想是设立一个目标，然后选取与起始点邻近的未被访问的任一结点，向

目标方向运动，逐步逼近目标。

4、类比解决问题法：指解决问题者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尝试将某一问题的解决结构用于指导解决另一

问题。

（3）如何打破问题解决过程中的阻碍？

正确答案：教材 P53

（1）功能固着：功能固着是指一个人看到某个复制品有一种惯常的用途后，就很难看出其他新用途，

如果初次看到的物品用途越重要，也就越难看出它的其他用途。这会影响问题的解决，定向联想是解决功

能固着的好办法，要注意两点：第一，材料要尽可能简单和可操作，这样才可以给幼儿更多创造的机会。

第二，指导上，教师也要多给予一些物品功能的呈现方式

（2）反应定式：反应定式是指以最熟悉的方式做出反应的倾向。定式有时有助于问题解决，有时会

妨碍问题的解决。避免幼儿形成反应定式有两点建议：第一，尽可能地在活动中丰富幼儿的经验和帮助幼

儿进行知识经验的迁移。第二，在活动中鼓励多种方法解决问题和发现事物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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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

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

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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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布鲁姆把认知学习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 B ）2-55

A.认知、领会、分析、综合、运用、评价

B.认知、领会、运用、分析、综合、评价

C.领会、认知、分析、运用、综合、评价

D.领会、认知、分析、综合、运用、评价

2.“经典条件作用理论”是由哪位心理学家提出来的？（ D ）3-76

A.华生 B.弗洛伊德

C.斯金纳 D.巴甫洛夫

3.布鲁纳是下列哪种学习形式的积极提倡者？（B ）3-83

A.接受学习 B.发现学习

C.掌握学习 D.成功学习

4.总的来说，幼儿的学习方式的发展过程是从（B ）4-109



A.接受学习向发现学习发展

B.单纯联合学习向中介性联合学习发展

C.经典条件反射学习向操作条件反射学习发展

D.刺激-反应学习向动作联锁学习发展

5.游戏准备包括哪四个方面？（A ）5-189

A.游戏时间、游戏地点、游戏材料与经验准备

B.教师、小朋友、游戏材料与游戏场所

C.游戏主题、游戏材料、游戏场所与心理准备

D.游戏内容、游戏材料、游戏时间与游戏地点

6.动作技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类，根据动作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 C ）6-199

A.细微型动作技能与粗放型动作技能

B.连续型动作技能与开放型动作技能

C.闭合型动作技能与开放型动作技能

D.徒手型动作技能与器械型动作技能

7.下位学习包括哪两种学习模式？（ A ）7-245

A.派生下位学习与相关下位学习 B.连锁下位学习与归属下位学习

C.联结下位学习与分化下位学习 D.经典下位学习与操作下位学习

8.幼儿道德情感发展三个时期依次为（ B ）8-286

A.他律性时期、过渡性时期与自律性时期

B.“原伦理状态”时期、前道德情感时期与他律性时期

C.前道德情感时期、道德情感时期与后道德情感时期

D.“伦理状态”时期、“社会状态”时期与“心理状态”时期

9.蒙台梭利认为，动作教育主要训练幼儿的（C ）6-218

A.跳的动作、跑的动作与抓握动作 B.坐的动作、走的动作与跑的动作

C.基本动作、大肌肉动作与小肌肉动作 D.走的动作、抓握动作与书写动作

10.教育活动设计程序有五种观点，以下选项中教材中未提及．．．的是（D ）10-354

A.媒体观 B.胚胞期系统观

C.标准系统观 D.综合评价观

11.背景型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涉及的要素包括教育活动的（ C ）11-383

A.时间、空间、背景、人才与素材

B.时间、地点、任务、活动与个性

C.空间、时间、内容、材料、形式与气氛

D.时间、场地、主题、设计与卷入

12.幼儿创造性测量的一般原则是（ A）9-318

A.适用性原则与活动性原则 B.客观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

C.教育性原则与生成性原则 D.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与开放性原则

13.根据概念形成的途径，可以把概念分为（C ）7-236

A.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 B.初级概念与二级概念

C.前科学概念与科学概念 D.低级概念与高级概念

14.下列选项中属于不良的．．．亲子互动类型的是（ B）14-457

A.民主型 B.矛盾型

C.溺爱型 D.放任自由型

15.两种学习之间相互干扰、阻碍称为（ D ）4-136

A.顺向迁移 B.逆向迁移

C.正迁移 D.负迁移

16.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中 0—2 岁的儿童属于（ C）4-124

A.具体运算阶段 B.形式运算阶段

C.感知运动阶段 D.前运算阶段

17.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综合课程取向是（A ）10-348

A.主题教育活动 B.学科教学活动

C.综合学科活动 D.综合实践活动

18.构成师幼互动行为的要素包括（ A ）13-416

A.外显的行为因素与内隐的心理要素 B.教师的行为与幼儿的行为

C.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 D.良好行为与不良行为

19.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以下哪两方面而实现的？（ B）8-260



A.学校教学与个体努力 B.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

C.教师教育与个体追求 D.家庭榜样与个体自觉

20.下列哪种说法符合奥苏伯尔的观点？（ A）3-85

A.接受学习必然导致机械学习，发现学习必然导致意义学习

B.接受学习必然导致意义学习，发现学习必然导致机械学习

C.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都必然导致意义学习

D.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都可能是有意义的，也可能是机械的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21.真实发言人 5-192

答：

“真实发言人”是指教师处于游戏之外，使儿童保持游戏与外在真实世界的联系。

22.动作技能 6-199

答：

动作技能，也称运动技能、操作技能，是指由一系列外部动作所组成的系统。

23.互动 13-413

答：

互动也称相互作用，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交互作用或行为的相互影响。是一个人的行为引起另一个人的

行为或改变其价值观的任何过程。

24.角色扮演法 8-273

答：

角色扮演法就是创设现实社会中的某些情境，让幼儿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使幼儿表现出与这一角色一致

且符合这一角色规范的社会行为，并在此过程中感知角色间的关系、感知和理解他人的感受、行为经验，

从而掌握自己承担的角色所应遵循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25.简述学生的学习及其特点。2-44

答：

一、学生学习的概念：

学生的学习是人类学习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以掌握书本上的间接经验为主的，为参

与未来生活实践作准备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特殊认知活动。

二、学生学习与人类的学习有着共同的特点，也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学生的学习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

2、学生的学习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

3、学生的学习是为参与未来生活实践作准备的。

26.简述影响迁移的主要因素。4-137

答：

（1）相似性

（2）原有的认知结构

（3）学习的心向与定势

27.简述教育活动情境创设的原则。11-381-382

答：

（1）互动性原则

（2）效用性原则

（3）特异性原则

（4）安全性原则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8.举例说明如何根据课程决策论设计幼儿园教育活动。10-342-343

答：

（1）目标的筛选与确定。

（2）确定活动主题。

（3）选择与分析教材。

（4）确定学习活动的性质与类型。

（5）制定完成课题的进度表。



（6）空间和环境的安排。

（7）教学策略。

（8）确定评价的目的与方法。

29.试述加里培林的智力技能形成阶段论，并与冯忠良的智力技能形成阶段论加以比较。6-220-223

答：

一、加里培林的智力技能形成阶段论的主要内容：

1、加里培林于 1959 年正式系统提出了智力（心智）动作按阶段形成理论。在加里培林看来，智力动作本

身是实践动作的反映，是通过实践动作的“内化”而实现的。实践动作的内化过程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过程，

是通过一系列阶段来实现的。在每个阶段上都产生新的反映和活动的再现以及它的系统的改造。

2、智力技能的形成一般要经历下述五个阶段：

（1）活动的定向阶段

即让儿童了解、熟悉活动，使他们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

（2）物质活动或物质化活动阶段

即借助实物、模型或图表等进行手的操作活动。

（3）出声的外部言语阶段

即不依赖实物而借助出声言语进行活动的阶段。

（4）无声的外部言语阶段

即以词的声音表象、动觉表象为支柱进行与外部言语相似的默语活动阶段。

（5）内部言语阶段

即凭借简化了的内部言语，不需要意识参与就能自动化的进行智力活动的阶段。

二、冯忠良的智力技能形成阶段论的主要内容：

1、我国心理学家冯忠良在加里培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智力技能五阶段的划分其实可以合并，名称也可

以简化。

2、他认为，智力技能的形成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阶段：

（1）原型定向阶段

使主体掌握操作性知识（即程序性知识）的阶段。

（2）原型操作阶段

所谓原型操作，即依据智力技能的实践模式，把主体在头脑中应建立起来的活动程序计划，以外显的操作

方式付诸执行。

（3）原型内化阶段

原型内化即智力活动的实践模式（原型）向头脑内部转化，就是动作离开原型中的物质客体及外显形式而

转向头脑内部，借助于言语来做用于观念性对象，从而对事物的主观表征进行加工、改造，并使其发生变

化。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10 分)

30.儿童在玩“商店”的游戏时，教师以“顾客”的角色自然地加入游戏并给予指导。请说明这属于哪种

游戏指导的策略？并说明这种游戏指导策略的内涵及运用时的注意事项。5-191

答：

这属于合作游戏法，它是一种常用的游戏指导策略。当儿童专注于游戏时，教师以合作者的身份加入游戏

过程，但仍然由儿童掌握游戏的进程。

（1）教师可以根据游戏情境的需要对儿童的语言和动作作出应答性的反馈，也可以偶尔提出问题。对于

教师的建议，儿童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

（2）合作游戏法不是教师传授游戏方法，而是以暗示的方式引导儿童合理展开游戏情节。因而，应避免

直截了当的指令，尽量防止儿童放弃主动权而服从于教师的“调遣”。

（3）合作游戏法的关键在于把握介入游戏的契机。如果贸然加入，可能引起儿童的警戒。如果儿童没有

直接邀请，一种较妥的方法是，以一个与游戏情境相关的角色参与游戏。一旦进入游戏情境，教师必须严

格按照角色规范采取行动，但可以利用角色之间的关系采取隐蔽的方式控制游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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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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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



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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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斯金纳依据他的强化理论，提出了（C） 3-80

A.发现教学 B.接受教学

C.程序教学与机器教学 D.掌握教学

2．布鲁纳提出了下列哪三种表征系统（A） 4-126

A.动作表征、肖像表征与符号表征 B.形象、线性排序与图式

C．命题网络、图式与产生式 D.命题、线性排序与产生式

3．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中属于幼儿期的是（Ｄ）4-124

A.具体运算阶段 B.形式运算阶段

C.感知阶段 D.前运算阶段

4．关于概念的结构，目前心理学中主要有哪两种理论（Ｃ） 7-233

A.分析说与综合说 B.模板说与分析说

C.特征说与原型说 D.演绎说与归纳说

5．幼儿社会性学习的指导方法有六种，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其中的是（Ｄ）8-269

A.观察学习法 B.强化评价法

C.体验思考法 D.相关下位学习法

6．影响幼儿创造性发展的主要因素有（Ｄ）9-310

A.先天图式与后天习得图式 B.智力与性情

C.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D.遗传、环境教育与个体主观因素

7．根据指导主体的不同，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指导可以分为（Ａ）11-366

A.外部指导与内部指导 B.教师指导与家长指导

C.领导指导与教师指导 D.教师指导与幼儿互相指导

8．背景型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涉及的要素包括教育活动的（C）11-383

A.时间、空间、背景、人才与素材 B.时间、地点、任务、活动与个性

C.空间、时间、内容、材料、形式与气氛 D.时间、场地、主题、设计与卷入

9．以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为依据，根据幼儿一日生活各环节中的教育侧重点，可以把教育活动划分

为（B）10-339

A.课堂教育活动、体育活动与游戏活动 B.生活教育活动、游戏活动和教学活动

C.教学活动、娱乐活动与游戏活动 D.学习活动、娱乐活动与体育活动

10．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创设的原则包括（Ｄ）11-381

A.通用性、有效性、适龄性与针对性 B.客观性、科学性、实用性与安全性

C.普遍性、适用性、特殊性与教育性 D.互动性、效用性、特殊性与安全性

11．构成师幼互动行为的要素包括（Ａ）13-416

A.外显的行为因素与内隐的心理要素 B.教师的行为与幼儿的行为

C.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 D.良好行为与不良行为

12．米德从社会上时时刻刻互动着的个人角度来阐述人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人与社会的生成与变迁，这种

理论称为（B）13-414

A.人际互动论 B.符号互动论

C.团体互动论 D.循环互动论

13．目前对创造力和智力的关系较为一致的看法是（C）9-300

A.智力高者必定有高创造性

B.高创造性者智力未必高

C.高智力是高创造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D.高智力是高创造性的充分必要条件

14．西方教育心理学独立的标志是（B）1-5

A.乌申斯基出版了《人是教育的对象》 B.桑代克出版了《教育心理学》

C.维果斯基出版了《教育心理学》 D.奥苏伯尔出版了《教育心理学：认知观》

15．心理学上是用下列哪个术语来说明儿童学习某种知识和行为比较容易，心理某方面发展最为迅速的时

期的（C）2-63

A.发展快速期 B.发展高峰期

C.发展敏感期 D.发展潜力期

16．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称为（C）4-135



A.顺向迁移 B.逆向迁移

C.正迁移 D.负迁移

17．班杜拉认为，强化有以下哪三种类型？（A）3-92

A.外部强化、替代强化与自我强化 B.内部强化、外部强化与自我强化

C.一级强化、二级强化与三级强化 D.内部强化、外部强化与替代强化

18．根据生活准备还是欲望满足纬度，可以把游戏动机理论分为（B）5-159

A.补偿说、同化说与“殊途同归”说 B.生活预备说、生长说与“新瓶装旧酒”说

C.觉醒论、权能-效果论与异曲同工论 D.剩余精力说、松弛说与“一朵不结果的花”

19.梅耶学习过程模型的最大特点是（D）2-48

A.强调刺激与反应的联结 B.强调强化的作用

C．强调联系的作用 D.强调新旧知识的联系

20.游戏的心理结构包括哪两种成分（Ａ）5-145

A.认知与情感 B.认知与行为

C.情感与意志 D.意志与行为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21.个性化教育 11-375

答：

所谓个性化教育是指承认儿童的能力差异，从而按照不同的能力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充分地发展每一个

儿童的可能性和每一个儿童的能力的教育活动过程。

22.智力技能 6-200

答：

智力技能，也称认知技能或心智技能，是指借助于内部言语在头脑中进行的智力活动方式。

23.亲子互动风格 14-455

答：

亲子互动风格，是指在亲子互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特征。

24.准备律 3-75

答：

准备律是对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描述，是指学习者在学习开始时的预备定势，而不是指学

习者的知识或成熟准备，学习者是否会对某种刺激作出反应，同他是否已作好准备有关。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25.简述儿童游戏发展的特点。5-178

答：

（1）游戏的发展往往以游戏类型的变化表现出来

（2）游戏类型的数量在不同年龄阶段各有不同，基本上呈倒 U 型关系

（3）游戏所用的时间，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减少

（4）用于特定游戏的时间，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5）儿童游戏没有一定的模式

（6）儿童游戏的发展与非游戏活动有着系统的联系

26.简述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 13-414

答：

（1）互动是人类个体生存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2）符号是人际互动的媒介，个体是其自身行为的建构者。

（3）个体的心灵与自我是互动的产物。

（4）社会的形成与变化是互动的结果。

27.幼儿社会性学习的特点。 8-267

答：

（1）随机性和无意性

（2）长期性和反复性

（3）实践性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8．试结合实际论述认知发展与幼儿学习的关系。 4-127

答：



（1）皮亚杰坚决反对传统的学习理论把知识归结为对外部现实的被动复写的观点，而认为学习从属于主

体的发展水平。

（2）认知发展水平制约着学习。认知发展是幼儿学习的基础。我们在开展幼儿的学习活动时要充分考虑

幼儿已有的发展水平，不要人为地“拔苗助长”。另一方面则应精心组织幼儿的学习活动，促进幼儿认知

发展，从而使认知发展与幼儿学习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9．试述幼儿创造性学习的特征。 9-314

答：

（1）幼儿的创造性学习主要体现在创造性游戏之中。

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是游戏，幼儿的创造性学习主要体现在创造性游戏之中。

（2）幼儿的创造性学习主要借助于想象来实现。

几乎所有的创造活动都缺少不了创造性想象。

（3）幼儿的创造性学习受情绪影响大。

幼儿的情绪常常能够引起某种想象过程，或者改变想象的方向。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10 分) 7-250

30.幼儿在进行概念学习时往往会出现下列两种情况：

（1）有的幼儿认为昆虫不是动物，因为他们认为动物应该有大的躯体，而昆虫躯体小，所以它不是动物。

(2)有的幼儿认为鸟是会飞的动物，因而把蝙蝠、蝴蝶都看成是鸟。

请说明这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指出避免上述错误的方法。

答：

一、幼儿错误概念的原因

有关研究表明，导致儿童，特别是幼儿错误概念的主要原因有下列几个方面：

1、儿童可能接受错误的信息

2、迷信会赋予错误的概念

3、受经验局限儿童不能正确地判断事物

4、缺乏识辨能力，容易受骗

5、错误的推理产生错误的概念

6、活跃的想象

7、语言理解错误

二、幼儿错误概念的纠正

1、幼儿概念学习中，常常出现两种错误：

（1）一种是不合理地缩小了概念，即概念的内涵不仅包含事物的本质特性也包括非本质特性。如有的幼

儿认为昆虫不属于动物，因为他们认为动物应有大的躯体，而昆虫躯体小，所以它不包括到“动物”的概

念内涵中。

（2）另一种是不合理地扩大概念，即概念的内涵中包含的不是事物的本质而足其他特征。例如有的儿童

没有将鸟的本质特征（羽毛等）包括在“鸟”的概念的内涵中，认为鸟是会飞的动物，因而把蝙蝠、蝴蝶

都看成是鸟。

2、显然，要消除上面两种错误，其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变式。

（1）要消除第一种错误，有效的方法是多提供包括非本质特性的变式。

（2）要消除第二种错误，有效的办法是多提供具有本质特征的变式。

用正确的言语揭示事物的本质，给概念下定义也有助于幼儿科学地掌握概念。而提出定义要根据不同的情

况。关于具体概念，其定义可以在演示直观材料时提出，也可以在唤起相应的表象时提出。抽象的概念要

有广泛的感性经验才能掌握，幼儿只能逐渐加以理解，因而这种概念形成的初期，不能提出定义，必须等

幼儿积累了足够的知识经验后提出定义。

2013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教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82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

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

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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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梅耶学习过程模型的最大特点是( D ) 2-48

A.强调刺激与反应的联结 B.强调强化的作用

C.强调联系的作用 D.强调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

2．奥苏伯尔认为，学生学习的实质是( C ) 3-85

A.刺激与反应之间联结的形成

B.学习习惯的养成

C.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起非人为的与实质性的联系

D.知觉的重新组织

3．幼儿学习的基本活动模式是( A ) 4-116

A.操作学习 B.概念学习

C.言语学习 D.反应学习

4．游戏的心理结构包括哪两种成分( A ) 5-145

A.认知与情感 B.认知与行为

C.情感与意志 D.意志与行为

5．下列关于动作技能与智力技能关系说法不正确．．．的是( A ) 6-201

A.智力技能是动作技能形成与发展的最初依据

B.智力技能是动作技能的控制与调节者

C.在完成比较复杂的活动时，既需要动作技能，又需要智力技能

D.确定某种技能是动作技能还是智力技能，取决于其活动的主要成分

6．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以下哪两方面而实现的？( B ) 8-260

A.学校教学与个体努力 B.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

C.教师教育与个体追求 D.家庭教育与个体自觉

7．问题解决的基本过程分为哪四个阶段? ( C ) 9-305

A.实践归纳、提出问题、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

B.提出问题、查阅文献、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

C.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

D.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文献查阅与得出结论

8．教育活动设计程序有五种观点，以下选项中教材中未提及的是( D ) 10-354/355

A.媒体观 B.胚胞期系统观

C.标准系统观 D.综合评价观

9．根据指导主体的不同，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指导可以分为( A ) 11-366

A.外部指导与内部指导 B.教师指导与家长指导

C.领导指导与教师指导 D.教师指导与幼儿互相指导

10．我国当前师幼互动行为的功能分析可从哪两方面进行? ( D ) 13-424

A.学校环境与家庭环境 B.教育功能与游戏功能

C.教师作用与幼儿作用 D.正向功能与负向功能

11．下列选项中属于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心理学原则的是( A ) 14-474

A.以儿童教育儿童 B.科学性原则

C.成功教育原则 D.挫折教育原则

12．西方教育心理学独立的标志是( B ) 1-5

A.乌申斯基出版了《人是教育的对象》

B.桑代克出版了《教育心理学》

C.维果茨基出版了《教育心理学》

D.奥苏伯尔出版了《教育心理学：认知观》

13．心理学上是用下列哪个术语来说明儿童学习某种知识和行为比较容易，心理某方面发展最为迅速的时

期的( C ) 2-63

A.发展快速期 B.发展高峰期

C.发展敏感期 D.发展潜力期

14．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学习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B ) 2-41

A.试误 B.顿悟

C.接受 D.建构

15．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前运算阶段幼儿认知发展特征的是( D ) 4-125

A.能作出延迟模仿 B.不理解事物的可逆性

C.能进行象征游戏 D.能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



16．根据生活准备还是欲望满足维度，可以把游戏动机理论分为( B ) 5-159/160

A.补偿说、同化说与“殊途同归”说

B.生活预备说、生长说与“新瓶装旧酒”说

C.觉醒论、权能-效果论与异曲同工论

D.剩余精力说、松弛说与“一朵不结果的花”

17．根据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在下列哪个阶段儿童对道德的看法是：“遵守规范，只重视行为后

果（打破杯子就是坏事），而不考虑行为意向”? ( B ) 8-279

A.前道德阶段 B.他律道德阶段

C.自律道德阶段 D.无律阶段

18．从教师的教学组织方式来培养幼儿的创造性的方法包括( D ) 9-327

A.向幼儿传授学习的方法、游戏的方法和创造的方法

B.向幼儿传授记忆的方法、学习的方法和创造的方法

C.向幼儿传授听课的方法、游戏的方法和学习的方法

D.向幼儿传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技能与技巧、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方法与提问的方法

19．在系统观指导下，提出教学系统设计思想的学者是( D ) 10-347

A.斯金纳 B.维果茨基

C.弗洛伊德 D.罗米索斯基

20．构成师幼互动行为的要素包括( A ) 13-416

A.外显的行为因素与内隐的心理要素

B.教师的行为与幼儿的行为

C.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

D.良好行为与不良行为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21.学习关键期 2-62

答：

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一个最容易学习和获得某种心理与行为反应并且一旦错过就难以弥补的特

定阶段，这就是儿童行为学习的“关键期”。

22．平行游戏法 5-191

答：

平行游戏法是指教师接近儿童，并且用相同的游戏材料玩同样的游戏，但教师不与儿童相互交往，不参与

儿童游戏。

23．教育活动设计 10-341

答：

教育活动设计是指在教育活动开始之前对教育过程中的一切预先加以筹划，从而安排教育情境，以期达成

教育目标的系统性设计。

24．亲子互动 14-454

答：

亲子互动，即家长与子女的互动，也就是父母与子女在心理和行为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分，共 18 分）

25．如何培养幼儿的学习动机？ 4-133、134

答：

（1）奖励和恰如其分地评价以强化内部学习动机

（2）及时反馈以强化幼儿的成功感，增强幼儿的自信心

（3）适时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激发幼儿的求知欲

（4）让幼儿体验到创造的快乐，诱发幼儿学习的需要

总之，内在动机和外加动机相互结合，对促进幼儿学习深具意义，二者要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推动作

用。

26．简述技能学习及其特点。

答：

技能学习：6-201、202

技能学习就是通过练习去逐步掌握特定动作、活动模式的过程。技能学习的成绩，随着练习而提高，这是

由于日趋发展起来的熟练化，动作的组织化和协调化，使活动朝着稳定的高效率的方向发生质变的结果。



技能学习的特点：6-202

（1）技能的学习是一个“内化一外化”双向构建的过程

（2）合乎法则的练习将极大促进技能的掌握

27．简述幼儿创造性学习的特征。9-315、316

答：

第一，幼儿的创造性学习主要体现在创造性游戏之中。

第二，幼儿的创造性学习主要借助于想象来实现。

第三，幼儿的创造性学习受情绪影响大。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8．试述学习与发展之间的关系。2-59、60、61

答：

学习与发展的的辩证关系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发展对学习的制约作用

心理学意义上的发展包括个体的生理发展和心理发展两部分。这两者都对学习产生着制约作用。

1、学习需要以个体的生理发展为自然前提，个体的生理发展，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成熟为有效的学习

提供物质的可能。学习受个体的生理发展所制约，生理发展影响学习的效果和速度。

2、学习必须依赖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已有水平。学习必须适应个体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儿童心理发展

的不同阶段上，应有不同的学习要求，不同的学习内容与不同的学习形式。

二、学习对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

1、个体的生理发展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受“用进废退”的自然法则支配，因而学习可以促进个体的生

理发展。适度的学习和训练可以明显地促进人类个体的生理发展。

2、个体的心理发展是在一定的学习需要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不断构建心理结构而实现

的。

总之，学习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相互促进的。个体身心发展的已有水平为学习提供必要的生理与

心理基础和可能；而学习又使个体身心发展的可能变成现实，从而促进个体身心的发展。

29．结合教学实际，谈谈如何纠正幼儿的错误概念。 7-251

答：

一、幼儿概念学习中，常常出现两种错误：

1、一种是不合理地缩小了概念，即概念的内涵不仅包含事物的本质特性也包括非本质特性。如有的幼儿

认为昆虫不属于动物，因为他们认为动物应有大的躯体，而昆虫躯体小，所以它不包括到“动物”的概念

内涵中。

2、另一种是不合理地扩大概念，即概念的内涵中包含的不是事物的本质而足其他特征。例如有的儿童没

有将鸟的本质特征（羽毛等）包括在“鸟”的概念的内涵中，认为鸟是会飞的动物，因而把蝙蝠、蝴蝶都

看成是鸟。

二、显然，要消除上面两种错误，其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变式。

1、要消除第一种错误，有效的方法是多提供包括非本质特性的变式。

2、要消除第二种错误，有效的办法是多提供具有本质特征的变式。

用正确的言语揭示事物的本质，给概念下定义也有助于幼儿科学地掌握概念。而提出定义要根据不同的情

况。关于具体概念，其定义可以在演示直观材料时提出，也可以在唤起相应的表象时提出。抽象的概念要

有广泛的感性经验才能掌握，幼儿只能逐渐加以理解，因而这种概念形成的初期，不能提出定义，必须等

幼儿积累了足够的知识经验后提出定义。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0 分）

30．结合教育实践，用放射式模式设计一个幼儿园教育活动。10-358

答：

放射式指通过各种渠道完成一个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设计的形式。

这种活动设计模式的特点是：和主要内容相关的活动之间是并列的，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的先后顺序和

逻辑关系不严密，但活动形式要求尽可能的多样。例如“春天的秘密”这一教育活动可以这样加以设计：

春天的秘密

渠道 A：在大自然中观察春天，寻找春天的足迹；

渠道 B：绘画出反映春天的图画：

渠道 C：学习、朗诵描写春天的诗歌或散文；

渠道 D：表演春天的歌曲和舞蹈；

渠道 E：饲养小蝌蚪。



这是一个以自然主题领域中的一个活动单元——春天为单位的放射式教育活动设计模式。它安排了观

察、朗诵、绘画、表演、饲养等活动，这些活动与主题内容“春天的秘密”紧密相联，但是活动之间的相

互作用较小，而且除渠道 A外，每种活动不一定是必需的，可增可减。

2012 年 7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教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82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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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

多选或未选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布鲁姆把认知学习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 B )2-55

A.认知、领会、分析、综合、运用、评价

B.认知、领会、运用、分析、综合、评价

C.领会、认知、分析、运用、综合、评价

D.领会、认知、分析、综合、运用、评价

2．加涅提出的学习记忆模型由哪三个系统组成？( D )2-45

A.感觉记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 B.刺激、反应与反馈

C.输入、加工与输出 D.加工、执行控制与预期

3．总的来说，幼儿的学习方式的发展过程是从( A )4-109

A.接受学习向发现学习发展

B.单纯联合学习向中介性联合学习发展

C.经典条件反射学习向操作条件反射学习发展

D.刺激-反应学习向动作联锁学习发展

4．影响迁移的主要因素有( C )4-137

A.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B.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

C.相似性、原有的认知结构与学习的心向与定势

D.生理因素、社会因素与主观能动性

5．关于概念的结构，目前心理学中主要有哪两种理论？( C )7-233

A.分析说与综合说 B.模板说与分析说

C.特征说与原型说 D.演绎说与归纳说

6．智力技能按其性质可分为( A )6-200

A.感知技能与思维技能 B.决策技能与推理技能

C.元认知技能与决策技能 D.监控技能与反思技能

7．幼儿创造性测量的一般原则是( A )9-318

A.适用性原则与活动性原则 B.客观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

C.教育性原则与生成性原则 D.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与开放性原则

8．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有哪四种模式？( A )10-356

A.递进式、放射式、立体式与网络式

B.单向式、双向式、多向式与复合式

C.原点式、旋涡式、辐射式与收敛式

D.分析式、综合式、分析综合式与评价式

9．背景型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涉及的要素包括教育活动的( C )11-383

A.时间、空间、背景、人才与素材

B.时间、地点、任务、活动与个性

C.空间、时间、内容、材料、形式与气氛

D.时间、场地、主题、设计与卷入

10．柯尔伯格提出了 3水平 6 阶段道德发展理论，其中 3 水平是指( A )8-281

A.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与后习俗水平

B.模仿水平、应用水平与创新水平

C.前道德水平、道德水平与后道德水平

D.他律水平、中间水平与自律水平

11．米德从社会上时时刻刻互动着的个人角度来阐述人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人与社会的生成与变迁，这种

理论称为( B )13-414

A.人际互动论 B.符号互动论

mailto:service@szik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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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团体互动论 D.循环互动论

12．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综合课程取向是( A )10-348

A.主题教育活动 B.学科教学活动

C.综合学科活动 D.综合实践活动

13．下列哪种说法符合奥苏伯尔的观点？( D )2-56

A.接受学习必然导致机械学习，发现学习必然导致意义学习

B.接受学习必然导致意义学习，发现学习必然导致机械学习

C.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都必然导致意义学习

D.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都可能是有意义的，也可能是机械的

14．心理学家发现父母在教养模式上的两个重要的行为纬度是( A )14-461

A.情绪纬度与控制纬度 B.认知纬度与情感纬度

C.态度纬度与教养方式纬度 D.价值纬度与思维模式纬度

15．解释概念学习的基本过程的理论主要有( D )7-239

A.接受理论与建构理论 B.行为主义理论与认知主义理论

C.试误理论与顿误理论 D.联结理论与假设理论

16．发展性教学的主张是由哪位著名心理学家提出来的？( D )2-64

A.桑代克 B.斯金纳

C.柯勒 D.维果斯基

17．幼儿教育心理学经历了哪三个阶段?( B )1-11

A.从实践到理念再到独立学科

B.从理念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到独立学科

C.从理念到实践再到独立学科

D.从实践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到独立学科

18．根据冯忠良教授的观点，动作技能的形成一般要依次经历哪四个阶段？( D )6-205-207

A.动作的观察、动作的揣摩、动作的连贯、动作的自动化

B.动作的观察、动作的模仿、动作的练习、动作的熟练

C.动作的学习、动作的练习、动作的合成、动作的创新

D.动作的定向、动作的模仿、动作的整合、动作的熟练

19．表征在幼儿心理发展中的主要作用( B )6-226

A.象征作用与模仿作用 B.内化作用与过渡作用

C.解释作用与重塑作用 D.示范作用与替代作用

20．幼儿园教育活动过程的评价包括( B )12-394

A.成长记录袋、评定包与作品评定

B.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C.安置性测验、形成性测验与终结性测验

D.档案袋、业绩评定与同伴评价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3分，共 12 分)

1.自我效能感 3-92-93

答：

所谓自我效能感，就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行为活动能否导致特定结果的预期，而不是对行为将产生的结

果的直接预期。简而言之，自我效能感就是个体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完成某一成就行为进行预期主观判断

时所产生的体验。

2．概念形成 7-243

答：

概念形成是指学习者从大量的同类事物的具体例证中，通过归纳的方法抽取一类事物的共同属性，从而获

得初级概念的过程。

3．亲子互动 14-454

答：

亲子互动，即家长与子女的互动，也就是父母与子女在心理和行为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

4．幼儿园教育活动 10-336

答：

为了实现幼儿园的教育目标，根据一定的教育内容和组织形式，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以教师为主导的‘教’

和以幼儿为主体的‘学’所组成的双边活动。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1．简述操作学习的特点和类型。4-119



答：

一、操作是针对于言语学习而提出的。我们可以从它们之间的区别来考察操作学习的特点。

1、首先，在学习方式上，操作学习是以内、外部动作来获得经验的学习，即“动作一经验”，学习动作是

学习的载

体；言语学习通过语词理解，是“语言一经验”，语言为学习的载体。

2、其次，在学习内容上，操作学习的知识、技能是言语学习所无法获得的，比如学习舞蹈、游泳，甚至

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技能，都要靠操作去掌握。而言语学习的内容是操作学习内容的深化，或者说，是概括

化了的操作学习的内容。

3、然后，在学习过程和结果上，操作学习是以儿童为主体的活动，结果是获得主体的经验；而言语学习

中，儿童既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又是教学活动的对象，因而有一定的被动性，言语学习的结果是获得他人

经验。

二、操作学习的类型

1、根据学习的主要目的，操作学习分为：

（1）探究性操作学习。这类活动目的是培养和增加儿童操作学习兴趣，使儿童善于发现问题并积极思考，

从而锻炼其思维和感知能力。

（2）形成性操作学习。主要目的是掌握知识、技能及培养分析、综合、分类概括、理解等智力。

（3）强化性操作学习。该类活动以动作技能的巩固和掌握为主要目的，因而带有训练性。

（4）模仿性操作学习。该类活动由演示、观察和再现等系列操作环节组成。

2、根据学习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关系，操作学习分为：

（1）示范性操作学习。指在儿童动手操作前老师为使其掌握操作的基本程序而进行示范的操作模式。

（2）指导性操作学习。指在儿童动手的操作过程中，教师根据儿童操作情况予以指导的模式。

（3）个体探究性操作学习。指儿童动手操作过程中独立自主地探究知识的操作模式。

（4）群体协作性操作学习。指儿童动手操作过程中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互相协作，依靠群体力量获碍

知识的操作模式。

2．简述蒙台梭利动作教育的方法。6-218-219

答：

动作教育( Motor Education)又称日常生活教育(Exercise of Practi-cal Life)或肌肉教育(Muscular

Education)，主要训练幼儿的基本动作、大肌肉动作和小肌肉动作。

一、基本动作可以分为两种：

1、身体概念。幼儿在开始练习动作之前，须先了解自己身体部位的名称、位置和功能。如手在身体左右

两侧，有左手及右手的区分，用手可作扶、摇、拿、转等动作；

2、准备动作。在幼儿了解身体概念后，再给予基本动作，必须每一种动作熟练后再练习下一种动作，使

幼儿对各种基本动作的印象更清楚，更仔细和精练。

二、大肌肉动作可分两种：

1、全身运动。当基本动作熟练之后，开始训练幼儿的全身动作，即综合走、跑、跳、爬、翻等基本动作

的混合动

作，如上下楼梯、翻筋耳、定点跳远、翻滚等运动；

2、团体活动的练习。幼儿们的集体活动，如赛跑、接力赛、捉迷藏等活动，除可练习人际间的关系外，

也可培养师生或亲子关系。

三、小肌肉动作可分为：

1、准备工作。即手指的抓、倒、夹、剪等小肌肉的训练，成为日后幼儿写字、起居、饮食等准备前的动

作。如“抓”弹珠，即利用幼儿的两指（食指、拇指）或三指（食指、拇指及中指）训练抓的动作，以熟

练幼儿在生活 E 拿取或使用物品或工具的动作；

2、日常生活活动。即有关照顾自己的各种动作，如幼儿从日常生活中练习照顾自己如刷牙、洗手、扣钮

扣及照顾环境如清洗器皿、扫地、擦桌椅等。

3．简述幼儿园教育活动评价及其特点。12-393

答：

一、幼儿园教育活动评价的含义：

幼儿园教育活动评价也是一种教育评价，它是把幼儿园教育活动中所产生（或将要产生）的行为和人格的

变化（或变化的可能），对照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判断的过程。优秀的幼儿教师通常会定期地评价一般的

教育活动环境以及其中的特定活动、材料和教育策略等的影响与效率。

二、这个含义广泛的教育活动评价框架力求体现幼儿园教育活动评价的三个特点：

1、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评价主体多元化，其评价主体包括教师、家长、幼儿和同伴。而且幼儿园的教育活

动评价要求这些主体必须共同参与对幼儿的评价，而学校教育评价则多以教师的评价为主，对于评价公平、



公正的教师来说，他们有可能会把学生、家长和同学引入其中作为评价的辅助手段；

2、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评价内容生活化。幼儿园对幼儿的评价包括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如游戏、实

验、参观、讨论、就餐、睡觉等，而学校教育评价的内容则具有单一性，多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主；

3、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评价技术多样化。在幼儿园中，对幼儿的评价必须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以定

性为主。在技术上，常会借助于各种测验或量表，如成就测验、创造力测验、能力测验、评估量表、基本

技能测量表、行为量表和行为操作图表等。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结合教学实际谈谈如何纠正幼儿的错误概念。7-251

答：

一、幼儿概念学习中，常常出现两种错误：

1、一种是不合理地缩小了概念，即概念的内涵不仅包含事物的本质特性也包括非本质特性。如有的幼儿

认为昆虫不属于动物，因为他们认为动物应有大的躯体，而昆虫躯体小，所以它不包括到“动物”的概念

内涵中。

2、另一种是不合理地扩大概念，即概念的内涵中包含的不是事物的本质而足其他特征。例如有的儿童没

有将鸟的本质特征（羽毛等）包括在“鸟”的概念的内涵中，认为鸟是会飞的动物，因而把蝙蝠、蝴蝶都

看成是鸟。

二、显然，要消除上面两种错误，其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变式。

1、要消除第一种错误，有效的方法是多提供包括非本质特性的变式。

2、要消除第二种错误，有效的办法是多提供具有本质特征的变式。

用正确的言语揭示事物的本质，给概念下定义也有助于幼儿科学地掌握概念。而提出定义要根据不同的情

况。关于具体概念，其定义可以在演示直观材料时提出，也可以在唤起相应的表象时提出。抽象的概念要

有广泛的感性经验才能掌握，幼儿只能逐渐加以理解，因而这种概念形成的初期，不能提出定义，必须等

幼儿积累了足够的知识经验后提出定义。

2．试述儿童游戏发展的特点。5-178

答：

在剖析了游戏的心理结构、动机系统以及儿童游戏的发展过程之后，学者对儿童游戏发展的一般特点做出

了简略的概括。

（1）游戏的发展往往以游戏类型的变化表现出来

每个年龄阶段，儿童都有某一种自己偏爱的游戏类型。这一特点，从游戏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尽管游戏类型的界定方法和划分标准存在着差异。

（2）游戏类型的数量在不同年龄阶段各有不同，基本上呈倒 U 型关系

幼儿时期，游戏的类型在数量上最多，而婴儿期的和学龄期的游戏类型数量均低些。这是由于儿童的身心

发展水平及教育要求不同所造成的。

（3）游戏所用的时间，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减少

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于学习、劳动的时间增多，相应地用于游戏的时间相对减少。

（4）用于特定游戏的时间，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注意稳定性增强，自我意识能力和自控能力增强。因此，游戏也由原来的泛化变

得集中起来。

（5）儿童游戏没有一定的模式

儿童游戏最普遍的特点是自由：不管时间和地点，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想在什么地方玩就在什么

地方玩，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一直玩到没有兴趣为止。儿童游戏的天敌就是限制。

（6）儿童游戏的发展与非游戏活动有着系统的联系

在特定条件下，游戏活动与非游戏活动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0 分）

个别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使用粗暴的体罚，出现急噪的情绪、行为等来对待幼儿，你怎样解释这

种现象？如何解决这种问题？13-439

答：

教师工作是一种非常繁重、紧张的职业。幼儿园教师保教兼顾，对幼儿身心、学习、情绪、精神等各个方

面要全面的照顾和指导。因此，教师的心理压力和身心不适应状况也就经常容易产生。国外的调查研究表

明，教师的“燃烧度”（为职业献身精神、疲劳度）远远超过了医院的护士。教师的身心疲倦过度，对幼

儿的观察、教育能力就会在无形之中降低，对幼儿的心理辅导、管理指导等精神维持能量也会随之变得低

下，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教学方法的不灵活或出现失常现象。有些教师使用粗暴的体罚，急躁的情绪、

行为等来对待幼儿，实则是一种身心疲倦、压力增大后所产生的“危险信号”。如不注意解决，就会形成

教师的“职业压力症”，侵蚀教师的身心健康。

教师的心理健康是幼儿心理健康的先决条件之一，因此教育心理学今后对教师的心理素质和精神健康的研



究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要帮助教师减轻职业压力，改善心理不适应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幼儿园中开辟供教师专用的静养、休息室以及专用的研究室，以减少对教师身心的干扰。

（2）建立教师的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的机制，促进教师的精神健康。

（3）改善幼儿园教育的气氛和环境，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信息、资料、进修体制等方面的支援。

（4）提高教师自我修养的水准，提高教师的心理素质。

（5）幼儿园的组织、行政部门等要倾听教师的要求、心声，加强教师群体间的沟通交流。

（6）教师要注意自舅的劳逸结合，加强体育锻炼，使工作、娱乐、休息锻炼及心理调节有机地协调起来。

2012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教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82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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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

多选或未选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维特罗克提出了学生学习的( C )2-49

A.同化模式 B.顺应模式

C.生成模式 D.启发模式

2.奥苏伯尔认为，学生学习的实质是( C )2-56

A.刺激与反应之间联结的形成

B.学习习惯的养成

C.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起非人为的与实质性的联系

D.知觉的重新组织

3.布鲁纳提出了下列哪三种表征系统?( A )4-126

A.动作表征、肖像表征与符号表征 B.形象、线性排序与图式

C.命题网络、图式与产生式 D.命题、线性排序与产生式

4.游戏的心理结构包括哪两种成分?( A )5-145

A.认知与情感 B.认知与行为

C.情感与意志 D.意志与行为

5.下位学习包括哪两种学习模式？( A ) 7-245

A.派生下位学习与相关下位学习 B.连锁下位学习与归属下位学习

C.联结下位学习与分化下位学习 D.经典下位学习与操作下位学习

6.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以下哪两方面而实现的？( B )8-260-262

A.学校教学与个体努力 B.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

C.教师教育与个体追求 D.家庭教育与个体自觉

7.影响幼儿创造性发展的主要因素有( D )9-310

A.先天图式与后天习得图式 B.智力与性情

C.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D.遗传、环境教育与个体主观因素

8.教育活动设计程序有五种观点，以下选项中教材中未提及的是( D )10-354-355

A.媒体观 B.胚胞期系统观

C.标准系统观 D.综合评价观

9.解释儿童社会化发展的社会性学习理论是由谁提出来的？( D )8-265

A.桑代克 B.斯金纳

C.加涅 D.埃里克森

10.我国当前师幼互动行为的功能分析可从哪两方面进行?( D )13-424

A.学校环境与家庭环境 B.教育功能与游戏功能

C.教师作用与幼儿作用 D.正向功能与负向功能

11.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综合课程取向是( A )10-348

A.主题教育活动 B.学科教学活动

C.综合学科活动 D.综合实践活动

12.西方教育心理学独立的标志是( C )1-6

A.乌申斯基出版了《人是教育的对象》 B.桑代克出版了《教育心理学》

C.维果斯基出版了《教育心理学》 D.奥苏伯尔出版了《教育心理学：认知观》

13.布鲁纳是下列哪种学习形式的积极提倡者？( B )3-83

A.接受学习 B.发现学习

C.掌握学习 D.成功学习

14.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学习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B )3-71



A.试误 B.顿悟

C.接受 D.建构

15.一个概念可以从哪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C )7-232

A.概念名称、概念外延、概念内容与概念形式

B.概念名称、概念因素、概念表述与概念本质

C.概念名称、概念例证、概念属性与概念定义

D.概念内涵、概念外延、概念内容与概念形式

16.根据生活准备还是欲望满足纬度，可以把游戏动机理论分为( B )5-159

A.补偿说、同化说与“殊途同归”说

B.生活预备说、生长说与“新瓶装旧酒”说

C.觉醒论、权能-效果论与异曲同工论

D.剩余精力说、松弛说与“一朵不结果的花”

17.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有效互动型教师心理特征的是( D )13-431

A.教师对学生宽容尊重 B.教师在情绪上的安全感

C.灵活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D.教师的活泼开朗的个性

18.从教师的教学组织方式来培养幼儿的创造性的方法包括( B )9-327

A.向幼儿传授学习的方法、游戏的方法和创造的方法

B.向幼儿传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技能与技巧、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方法与提问的方法

C.向幼儿传授听课的方法、游戏的方法和学习的方法

D.向幼儿传授记忆的方法、学习的方法和创造的方法

19.幼儿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是( D )1-18

A.自然科学 B.偏重自然科学的边缘学科

C.社会科学 D.偏重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

20.构成师幼互动行为的要素包括( A )13-416-420

A.外显的行为因素与内隐的心理要素 B.教师的行为与幼儿的行为

C.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 D.良好行为与不良行为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1.合作游戏法 5-191

答：

合作游戏法是一种常用的游戏指导策略。当儿童专注于游戏时，教师以合作者的身份加入游戏过程，但仍

然由儿童掌握游戏的进程。

2.学习关键期 2-62

答：

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一个最容易学习和获得某种心理与行为反应并且一旦错过就难以弥补的特

定阶段，这就是儿童行为学习的“关键期”。

3.移情 8-274

答：

移情是指对另一个人在某一特殊情景中情绪体验的理解和分享。

4.创造性学习 9-314

答：

创造性学习是指旨在保护和培养个体创造性的学习方式。它强调儿童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自我建

构、自我发现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1.简述幼儿学习的特点。4-122-123

答：

（1）游戏是幼儿学习基本的形式和方法。历代的幼儿教育家都十分强调游戏在幼儿发展中以及在幼儿教

育中的重要地位，游戏是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形式。

（2）幼儿在生活中学会学习。我们知道，学习活动不等于教学，教学也不能完全涵盖学习。一方面，幼

儿的学习活动多种多样，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学习与学术是有差异的。

（3）幼儿学习强调真实的经验和主动参与。现代教育理论和发展理论关于儿童是如何学习的探讨，基本

上达到了共识，即儿童是在主动地与环境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学习和发展的。

（4）幼儿学习需要幼儿园教学的适应与促进：什么是幼儿园教学？幼儿园教学是教师和幼儿共同的活动。

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根据教育要求、教学大纲，以丰富的教育内容

和活泼、生动的组织形式，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的活动。

2.简述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创设的原则。11-381-382



答：

（1）互动性原则：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应以幼儿为主体，有利于幼儿与教育活动情境互动作用的发挥。

具体说来，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尽量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及身心发展的需要来创设幼

儿园教育活动情境。再次创设的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应有利于幼儿最大限度的投入与参与情境，发挥其主

动性，并和教育活动情境产生互动效应。

（2）效用性原则：作为教育投资，就应该产生相应的效益即教育效益力求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佳的效用。

为此，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的形式应服从教育的需要。再次幼儿园教育活动情

境应具有多功能性。最后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所用材料要尽可能的以物代物。

（3）特异性原则：我们在创设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时，不得不面对“特异性”这个问题。这就要求我们

在创设幼儿园教育情境时，要充分考虑以上特异性，创设出适用的、针对性强的、有特色的教育活动情境。

（4）安全性原则：由于幼儿年龄小，生活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很差，因此，幼儿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

必须遵循安全性原则。

3.简述幼儿家庭教育中的心理误区。14-467-470

答：

幼儿家庭教育中的心理误区主要有如下表现：

（1）首先私有性心理。

私有性心理的具体表现就是家长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心所欲地支配孩子。

（2）再次情绪性心理。

情绪性心理具体是指由父母情绪、心理波动而导致对幼儿教育的不良影响。

（3）主观性心理。

主观性心理具体表现在家长不能根据孩子身心发展的特点来客观地评价孩子和要求孩子。

（4）虚荣性心理。

虚荣性心理主要表现在把孩子作为一种炫耀的工具，从而满足自己虚荣性的心理需求。

（5）补偿性心理。

补偿性心理在家庭教育中主要表现为许多家长把自己感觉失去的太多东西，千方百计地要在孩子身上加以

补偿，因而很容易使家长失去教育的理智。

（6）侥幸性心理。

侥幸性心理在家庭教育中表现为不能理智而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孩子，不能及时地对孩子进行教育，甚至对

孩子放弃教育。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什么是师幼互动?目前我国幼儿园师幼互动行为具有什么特征?13-415-422

答：

师幼互动，简单地说，是指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广义的师幼互动既包括发生在托儿所的教师与 3岁前

幼儿之间的互动，也包括发生在幼儿园的教师与 3岁-6 岁幼儿之间的互动。狭义的师幼互动专指发生在幼

儿园的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目前我国幼儿园师幼互动行为具有的特征有：

（1）师幼互动行为的主导动因是履行事务性职能而非关注情感。

（2）师幼互动行为的主导形态是教师主导而非幼儿主导。

（3）师幼互动行为的主导内容是传授固有知识技能、维护既存规则规范。

（4）师幼互动主体的主导行为是高控制、高约束对高服从、高依赖。

作为师幼互动行为事件的主要开启者、互动进程的把握者，教师在互动中的主导行为是对幼儿实行高度的

控制和约束，而作为主要受动者幼儿的主导行为则是对教师的高控制与高约束高度服从、高度依赖。

2.结合教学实际，谈谈如何纠正幼儿的错误概念？7-251

答：

一、幼儿概念学习中，常常出现两种错误：

1、一种是不合理地缩小了概念，即概念的内涵不仅包含事物的本质特性也包括非本质特性。如有的幼儿

认为昆虫不属于动物，因为他们认为动物应有大的躯体，而昆虫躯体小，所以它不包括到“动物”的概念

内涵中。

2、另一种是不合理地扩大概念，即概念的内涵中包含的不是事物的本质而足其他特征。例如有的儿童没

有将鸟的本质特征（羽毛等）包括在“鸟”的概念的内涵中，认为鸟是会飞的动物，因而把蝙蝠、蝴蝶都

看成是鸟。

二、显然，要消除上面两种错误，其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变式。

1、要消除第一种错误，有效的方法是多提供包括非本质特性的变式。

2、要消除第二种错误，有效的办法是多提供具有本质特征的变式。

用正确的言语揭示事物的本质，给概念下定义也有助于幼儿科学地掌握概念。而提出定义要根据不同的情

况。关于具体概念，其定义可以在演示直观材料时提出，也可以在唤起相应的表象时提出。抽象的概念要



有广泛的感性经验才能掌握，幼儿只能逐渐加以理解，因而这种概念形成的初期，不能提出定义，必须等

幼儿积累了足够的知识经验后提出定义。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0 分）

某幼儿老师在设计数学知识“量的初步知识”的教学时，分成以下四段，阶段 A：量的比较；阶段 B：

量的排序；阶段 C：量的守恒；阶段 D：自然测量。请说明该老师采用了哪种教育活动设计模式？并结合

案例进行分析。10-356-357

答：

该老师采用了递进式教育活动设计模式。递进式是将一个内容分成若干阶段，逐步推进的教育活动设计模

式。这里所说的一个内容，可以是一个主题，也可以是一个学科活动单元，还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教育活动。

采用这种模式设计教育活动，不要求有很多的活动形式，但活动之间即阶段 A与阶段 B 与阶段 C……之间

必须是递进的关系。前者构成后者的基础，层层推进，不断深入。

一、关于“量的初步知识”这一学科教育活动单元的设计模式。这是一个以学科教育活动单元为单位的递

进式教育活动设计模式。它以数学知识本身的逻辑性与幼儿抽象思维能力发展的特点为依据，将“量”这

一幼儿数学学科领域中一类教育活动单元的知识（另两类为数和形）分成依次递进的四段。

1、阶段 A 主要是为达到从具体形象人手让幼儿初步感知“量”的目标，其内容主要是比较大小、长度、

高矮、粗细、厚薄、宽窄和轻重等。

2、在阶段 B 中，目标为要求幼儿掌握量的相对性、有序性和传递性等实质性的特征，理解抽象的数的概

念。内容则是按照物体的外部特征排序、按规则排序、按物体量的差异排序、按数排序等。

3、在阶段 C 中，活动的目标是，要求幼儿不受物体的外部特征以及摆放位置的变化的影响而正确地把握

物体的数量，通常以长度守恒、面积守恒、容积守恒和体积守恒等教育活动为内容。

4、阶段 D 中活动的目标是，加深幼儿对物体量的认识，懂得对不同的量进行测量应使用不同的测量工具，

培养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和对测量活动的兴趣。活动的内容则是利用自然物作为量具进行直接的测量。

通过上述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阶段 A、阶段 B、阶段 C、阶段 D的次序是不能更换的，像砌房子一样，

不能先盖顶，或先砌墙，然后才挖基脚。应该说明的是，前面每—个阶段的内客还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

分别为小班、中班和大班幼儿完成。

二、分班设计表示如下：

例 量的初步知识

1、阶段 A：量的比较

（1）比较大小、多少、长短、高矮；（小班）

（2）比较宽窄、粗细、厚薄、轻重；（中班）

（3）完成三个物体之间的量的比较；（大班）

2、阶段 B：量的排序

（1）按物体外部特征的差异进行三个物体的正排序；（小班）

（2）按物体量的差异进行 5 以内的正、逆排序；（中班）

（3）按物体量的差异进行 10 个物体的排序；（大班）

3、阶段 C：量的守恒（大班）

4、阶段 D：自然测量（大班）

2011 年 7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教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82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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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

多选或未选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梅耶学习过程模型的最大特点是（ D ）2-48

A.强调刺激与反应的联结 B.强调强化的作用

C.强调联系的作用 D.强调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

2.“经典条件作用理论”是由哪位心理学家提出来的？ （ D ）3-74

A.马斯洛 B.弗洛伊德

C.斯金纳 D.巴甫洛夫

3.幼儿学习的基本活动模式是（ A ）4-116

A.操作学习 B.概念学习

C.言语学习 D.反应学习

4.游戏的表征形式包括（ D ）5-153

A.交往行为、友善行为与意志行为 B.认知行为、情感行为与意志行为

C.交往行为、攻击行为与宣泄行为 D.认知行为、交往行为与宣泄行为



5.下列关于动作技能与智力技能关系说法不正确的是（ A ）6-201

A.智力技能是动作技能形成与发展的最初依据

B.智力技能是动作技能的控制与调节者

C.在完成比较复杂的活动时，既需要动作技能，又需要智力技能

D.确定某种技能是动作技能还是智力技能，取决于其活动的主要成分

6.幼儿道德情感发展三个时期依次为（ B ）8-286

A.他律性时期、过渡性时期与自律性时期

B.“原伦理状态”时期、前道德情感时期与他律性时期

C.前道德情感时期、道德情感时期与后道德情感时期

D.“伦理状态”时期、“社会状态”时期与“心理状态”时期

7.问题解决的基本过程分为哪四个阶段？（ C ）9-305

A.实践归纳、提出问题、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

B.提出问题、查阅文献、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

C.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

D.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文献查阅与得出结论

8.解释概念学习的基本过程的理论主要有（ D ）7-239

A.接受理论与建构理论 B.行为主义理论与认知主义理论

C.试误理论与顿悟理论 D.联结理论与假设理论

9.根据指导主体的不同，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指导可以分为（ A ）11-366

A.外部指导与内部指导 B.教师指导与家长指导

C.领导指导与教师指导 D.教师指导与幼儿互相指导

10.构成师幼互动行为的要素包括（ B ）13-416

A.教师的行为与幼儿的行为 B.外显的行为因素与内隐的心理要素

C.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 D.良好行为与不良行为

11.下列选项中属于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心理学原则的是（ A ）14-474

A.以儿童教育儿童 B.科学性原则

C.成功教育原则 D.挫折教育原则

12.我国古代学习过程结构模式是围绕哪两条主线展开的？（ A ）2-50

A.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B.启发与强制

C.讲习与质疑 D.训导与诱导

13.心理学上把儿童学习某种知识和行为比较容易、心理某方面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称为

（ C ）2-63

A.发展快速期 B.发展高峰期

C.发展敏感期 D.发展潜力期

14.游戏准备包括哪四个方面？（ A ）5-189

A.游戏时间、游戏地点、游戏材料与经验准备

B.教师、小朋友、游戏材料与游戏场所

C.游戏主题、游戏材料、游戏场所与心理准备

D.游戏内容、游戏材料、游戏时间与游戏地点

15.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前运算阶段幼儿认知发展特征的是（ D ）4-125

A.能作出延迟模仿 B.不理解事物的可逆性

C.能进行象征游戏 D.能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

16.背景型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涉及的要素包括教育活动的（ C ）11-391

A.时间、空间、背景、人才与素材

B.时间、地点、任务、活动与个性

C.空间、时间、内容、材料、形式与气氛

D.时间、场地、主题、设计与卷入

17.根据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在下列哪个阶段儿童对道德的看法是遵守规范，只重视行为后果（打

破杯子就是坏事）而不考虑行为意向？（ B ）8-279

A.前道德阶段 B.他律道德阶段

C.自律道德阶段 D.无律阶段

18.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以下哪两方面而实现的？（ B ）8-263

A.学校教学与个体努力 B.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

C.教师教育与个体追求 D.家庭榜样与个体自觉

19.在系统观指导下，提出教学系统设计思想的学者是（ D ）10-346



A.斯金纳 B.维果茨基

C.弗洛伊德 D.罗米索斯基

20.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J·克劳森提出儿童个性形成过程要经历哪四个阶段？（ B ）8-263

A.认知、练习、整合与定型

B.模仿与服从、感受暗示、认同与内化

C.感知、接受、练习与稳定

D.观察、模仿、认同与形成动力定型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1.观察法 1-25

答：

观察法指通过感官或借助一定的仪器设备，有目的、有计划地自然状态下发生的现象或行为进行系统、连

续的考察、记录、分析，从而获取事实材料的研究方法。

2.运动教育 6-212

答：

“运动教育”就是把身体活动与问题解决有机结合，培养动作（运动）技能的一种教育模式，幼儿会从中

得到充分的发展，获取丰富的经验，并能享受极大的乐趣。

3.概念 7-232

答：

在逻辑学中，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是思维的最基本的单位。所谓事物的本质属性，

就是为同一类事物所共有，并使该类事物区别于它类事物的固有属性。

4.个性化教育 11-375

答：

个性化教育是指承认儿童的能力差异，从而按照不同的能力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充分地发展每一个儿童

的可能性和每一个儿童的能力的教育活动过程。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1.简述儿童游戏发展的特点。5-178

答：

儿童游戏发展的特点：

（1）游戏的发展往往以游戏类型的变化表现出来

（2）游戏类型的数量在不同年龄阶段各有不同，基本上呈倒 U 型关系

（3）游戏所用的时间，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

（4）用于特定游戏的时间，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5）儿童游戏没有一定的模式

（6）儿童游戏的发展与非游戏活动有着系统的联系

2.简述幼儿社会性学习的指导方法。8-269

答：

幼儿社会性学习的指导方法主要有：

（1）观察学习法

观察学习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替代性学习和替代性强化。

（2）强化评价法

强化评价法在社会性学习中的作用与语言学习中差不多，即在社会交往中，通过成人和同伴的强化、评价，

幼儿把别人肯定、认可的行为保留下来，并发扬光大。把别人否定、批评的行为逐渐抑制，最后消退。

（3）体验思考法

体验思考法是指幼儿在实践中，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会有许多体验，幼儿对这些体验经过思考后，调节自

身的行为，从而获得社会性的过程。

（4）语言传递法

语言传递法是指通过语言向幼儿介绍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认识，以使幼儿获得社会性的过程。

（5）角色扮演法

角色扮演就是承担一定角色的幼儿表现出该角色在履行职责、遵守规范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行为，即角色

行为。

（6）移情训练

移情是指对另一个人在某一特殊情景中情绪体验的理解和分享。移情训练就是通过故事、情境表演等形式

使幼儿理解和分享别人的情绪体验

3.简述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四种模式。10-356

答：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四种模式：

（1）递进式

递进式是将一个内容分成若干阶段，逐步推进的教育活动设计模式。

（2）放射式

放射式指通过各种渠道完成一个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设计的形式。

（3）立体式

立体式是指将一个主要内容分解成为若干个子内容，子内容再分解为若干个次子内容的教育活动设计形

式。

（4）网络式

网络式是指将深化式、放射式和立体式结合起来形成的教育活动设计形式。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试述学习与发展的关系。2-59

答：

一、发展对学习的制约作用

心理学意义上的发展是指个体身心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完善、日趋复杂化的过程，它包括个体的

生理发展和心理发展两部分。这两者都对学习产生着制约作用。

1、学习需要以个体的生理发展为自然前提，个体的生理发展，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成熟为有效的学习

提供物质的可能。

2、学习必须依赖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已有水平。

3、学习受制于儿童的个体发展水平，只是学习和个体身心发展关系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个体的发

展必须通过学习来实现。

二、学习对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

1、个体的生理发展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受“用进废退”的自然法则支配，因而学习可以促进个体的生

理发展。

2、个体心理发展的实质是个体在同客观现实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获得各种经验并运用各种经验

去调节人的行为，从而不断构建心理结构的过程中实现的。经验的获得和运用即学习，是个体心理发展所

必须经历的途径。

三、学习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相互促进的

个体身心发展的已有水平为学习提供必要的生理与心理基础和可能；而学习又使个体身心发展的可能变成

现实，从而促进个体身心的发展。

2.试论独生子女的心理特点及其成因。14-472

答：

一、良好的心理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良好的心理特点：

相对于非独生子女来说，独生子女智力发达，知识面广，乐观，活泼，财人亲切，感情丰富，容易受感动，

富于同情心，更易于使才能、兴趣获得更广泛的发展，更易于获得事业上的成就。

形成原因：

1、独生子女在经济、物质上有可靠的保证

2、独生子女被爱的需要能够得到充分满足

3、独生子女家长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抚育子女。

二、不良的心理特点及其成因

不良的心理特点：

1、独立性较差，总想依赖他人；

2、自我中心，协作精神、服务精神较差；

3、办事缺少恒心，坚持性不强；

4、撒娇任性，固执；

5、自私，嫉妒性强，有较强的独占欲；

6、胆怯，不善交往；

7、情绪不稳定，易激动，爱撒娇。

成因：

1、缺乏必要的“儿童伙伴”。

2、家长过度溺爱。

3、家庭教育不一致。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0 分）

某老师为了创设良好的教育活动情境，特意买了一盆珍贵的植物，为了防止幼儿因好奇而触摸植物，



造成植物损伤，所以把它放在高高的位置上。请用教育活动情境创设的原则来分析该老师的做法。11-381

答：

教育活动情境创设的原则如下：

一、互动性原则

在教育活动情境创设中，我们不仅要看到教育活动情境对幼儿的制约作用，还要看到幼儿对教育活动情境

所具有的能动作用。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应以幼儿为主体，有利于幼儿与教育

活动情境互动作用的发挥。具体说来，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尽量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及身心发展的需要来创设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发挥教育活动

情境的启发性、暗示性功能。

2、创设的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应有利于幼儿最大限度的投入与参与情境，发挥其主动性，并和教育活动

情境产生互动效应。

二、效用性原则

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实质上是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在教育上的投资。作为教育投资，就应该

产生相应的效益即教育效益，力求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佳的效用。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的形式应服从教育的需要。创设时，教师必须考虑所依据的幼儿教育理论，了解

幼儿的发展及其心理特点，并能与整个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相互配合，既追求形式的完美性、合理性，又

不因此而限制幼儿的活动，以收到更大的教育效果。

2、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应具有多功能性。即教师设计的各种活动情境能根据需要可以随时改变，在不同

的时候起到不同的功能作用。

3、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所用材料要尽可能的以物代物。目前，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已经重视以物代物的教

育价值。

三、特异性原则

我们在创设幼儿园教育情境时，要充分考虑以上特异性，创设出适用的、针对性强的、有

特色的教育活动情境。

四、安全性原则

由于幼儿年龄小，生活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很差，因此，幼儿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必须遵循安全性原则。

2011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教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82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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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

多选或未选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维特罗克提出了学生学习的( C )2-49

A.同化模式 B.顺应模式

C.生成模式 D.启发模式

2．“经典条件作用理论”是由哪位心理学家提出来的( D )3-74

A.华生 B.弗罗伊德

C.斯金纳 D.巴甫洛夫

3．布鲁纳提出了下列哪三种表征系统( A )4-126

A.动作表征、肖像表征与符号表征 B.形象、线性排序与图式

C.命题网络、图式与产生式 D.命题、线性排序与产生式

4．游戏的表征形式包括( D )5-153/154

A.交往行为、友善行为与意志行为 B.认知行为、情感行为与意志行为

C.交往行为、攻击行为与宣泄行为 D.认知行为、交往行为与宣泄行为

5．下位学习包括哪两种学习模式( A )7-245/246

A.派生下位学习与相关下位学习 B.连锁下位学习与归属下位学习

C.联结下位学习与分化下位学习 D.经典下位学习与操作下位学习

6．幼儿道德情感发展三个时期依次为( B )8-286

A.他律性时期、过渡性时期与自律性时期

B.“原伦理状态”时期、前道德情感时期与他律性时期

C.前道德情感时期、道德情感时期与后道德情感时期

D.“伦理状态”时期、“社会状态”时期与“心理状态”时期

7．影响幼儿创造性发展的主要因素有( D )9-310

A.先天图式与后天习得图式 B.智力与性情

C.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D.遗传、环境教育与个体主观因素



8．以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为依据，根据幼儿一日生活各环节中的教育侧重点，可以把教育活动

划分为( B ）10-339

A.课堂教育活动、体育活动与游戏活动

B.生活教育活动、游戏活动和教学活动

C.教学活动、娱乐活动与游戏活动

D.学习活动、娱乐活动与体育活动

9．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创设的原则包括( D ）11-381

A.通用性、有效性、适龄性与针对性

B.客观性、科学性、实用性与安全性

C.普遍性、适用性、特殊性与教育性

D.互动性、效用性、特殊性与安全性

10．构成师幼互动行为的要素包括( A )13-416

A.外显的行为因素与内隐的心理要素

B.教师的行为与幼儿的行为

C.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

D.良好行为与不良行为

11．下列选项中属于不良亲子互动类型的是( B )14-457

A.民主型 B.支配型

C.保护型 D.放任自由型

12．我国古代学习过程结构模式是围绕哪两条主线展开的( A )2-50

A.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B.启发与强制

C.讲习与质疑 D.训导与诱导

13．布鲁纳是下列哪种学习形式的积极提倡者( B )3-83

A.接受学习 B.发现学习

C.掌握学习 D.成功学习

14．游戏准备包括哪四个方面( A ）5-189

A.游戏时间、游戏地点、游戏材料与经验准备

B.教师、小朋友、游戏材料与游戏场所

C.游戏主题、游戏材料、游戏场所与心理准备

D.游戏内容、游戏材料、游戏时间与游戏地点

15．一个概念可以从哪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C )7-232/233

A.概念内涵、概念外延、概念表述与概念形式

B.概念名称、概念因素、概念表述与概念本质

C.概念名称、概念例证、概念属性与概念定义

D.概念内涵、概念外延、概念内容与概念形式

16．背景型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涉及的要素包括教育活动的( C )11-383

A.时间、空间、背景、人才与素材

B.时间、地点、任务、活动与个性

C.空间、时间、内容、材料、形式与气氛

D.时间、场地、主题、设计与卷入

17．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有效互动型教师心理特征的是( D )13-430/434

A.教师对学生宽容尊重 B.教师在情绪上的安全感

C.灵活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D.教师的活泼开朗的个性

18．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以下哪两方面而实现的( B )8-260/262

A.学校教学与个体努力 B.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

C.教师教育与个体追求 D.家庭榜样与个体自觉

19．幼儿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是( D ) 1-18

A.自然科学 B.偏重自然科学的边缘学科

C.社会科学 D.偏重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

20．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J•克劳森提出儿童个性形成过程要经历哪四个阶段( B )8-263/264

A.认知、练习、整合、定型

B.模仿与服从、感受暗示、认同、内化

C.感知、接受、练习、稳定

D.观察、模仿、认同、形成动力定型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1.自我效能感 3-92/93

答：

自我效能感，就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行为活动能否导致特定结果的预期，而不是对行为将产生的结果的

直接预期。简而言之，自我效能感就是个体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完成某一成就行为进行预期主观判断时所

产生的体验。

2.技能学习 6-201

答：

技能学习就是通过练习去逐步掌握特定动作、活动模式的过程。

3．自我表现材料 9-330

答：

所谓自我表现材料，是指教师给幼儿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能充分发展各个幼儿创造性反映能力的绘画、拼图、

泥工、绣花、舞蹈等媒体。

4．个性化教育 11-375

答：

所谓个性化教育是指承认儿童的能力差异，从而按照不同的能力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充分地发展每一个

儿童的可能性和每一个儿童的能力的教育活动过程。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1．简述儿童游戏发展的特点。5-178/179

答：

（1）游戏的发展往往以游戏类型的变化表现出来

（2）游戏类型的数量在不同年龄阶段各有不同，基本上呈倒 U 型关系

（3）游戏所用的时间，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减少

（4）用于特定游戏的时间，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5）儿童游戏没有一定的模式

（6）儿童游戏的发展与非游戏活动有着系统的联系

2．简述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8-279

答：

（1） 第 1阶段：前道德阶段（即无律阶段）

此阶段大约出现在 4岁～5 岁以前。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的思维是自我中心的，其行为直接受行为结果

所支配。因此，这个阶段的儿童逐不能对行为做出一定的判断。

（2）第 2 阶段：他律道德阶段

此阶段大约出现在四五岁至八九岁之间，以学前儿童居多数。此阶段儿童对道德的看法是遵守规范，只重

视行为后果（打破杯子就是坏事），而不考虑行为意向。故而称之为道德现实主义。

（3）第 3 阶段：自律道德阶段

自律道德始自 9 岁。10 岁以后，大约相当于小学中年级。此阶段的儿童，不再盲目服从权威。他们开始认

识到道德规范的相对性，同样的行为，是对是错，除看行为结果外，也要考虑当事人的动机，故而称之为

道德相对主义。按皮亚杰的观察研究，个体的道德发展达到自律地步，是与其认知能力发展齐头并 进的。

因此，对一般儿童来说，自律阶段大约跟形式运算阶段（11 岁以上）同时出现。

3．简述幼儿园教育活动评价的特点。12-394

答：

(1)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评价主体多元化，其评价主体包括教师、家长、幼儿和同伴。

(2)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评价内容生活化。幼儿园对幼儿的评价包括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如游戏、实

验、参观、讨论、就餐、睡觉等，而学校教育评价的内容则具有单一性，多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主；

(3)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评价技术多样化。在幼儿园中，对幼儿的评价必须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以定

性为主。在技术上，常会借助于各种测验或量表，如成就测验、创造力测验、能力测验、评估量表、基本

技能测量表、行为量表和行为操作图表等。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论述幼儿学习动机的发展。4-131/132

答：

（1）外部动机起主导作用，内部动机逐渐发展

幼儿的学习动机主要源自想得到成人的肯定和好奇。前者属于外部动机，后者是稳定的内部动机的前身。

幼儿的外部动机在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潜在的动机，要通过个体在实践中不断成功，才能真正

表现，才能具有特定的方向，即奥苏伯尔所提出的认知内驱力。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幼儿在实践中不断

取得成功，幼儿指向学习任务的动机（为了获得知识、技能）即内部动机逐渐发展起来。这对于幼儿学习

特别是较枯燥的学习是有很大意义的。（2）动机主从关系开始形



较小的学前儿童，其动机的主从关系是在具体情况下，在狭窄的范围内形成的。在遇到动机之间的斗争

时，往往以较近的、较容易达到的目标动机取胜，动机系统还带有情境性，因而还是相当不稳定的。年龄

较大的学前儿童则能逐渐摆脱那些外表较诱人的情境，形成较稳定的动机体系。幼儿的学习动机也是如此。

2．试述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四种模式。10-356/360

答：

所谓教育活动设计模式是教育活动设计的运行图式，它撇开复杂的细节，而提供教育活动设计运行的主要

原则的抽象图式。在此，我们主要介绍递进式、放射式、立体式和网络式等四种对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有

直接指导作用的设计模式。

（1）递进式，将一个内容分成若干阶段，逐步推进的教育活动设计模式。这里所说的一个内容，可以是

一个主题，也可以是一个学科活动单元，还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教育活动。采用这种模式设计教育活动，不

要求有很多的活动形式，但活动之间必须是递进的关系。前者构成后者的基础，层层推进，不断深入。

（2）放射式，指通过各种渠道完成一个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设计的形式。其“主要内容”的含义与深化

式设计模式相同。这种活动设计模式的特点是：和主要内容相关的活动之间是并列的，相对独立的，它们

之间的先后顺序和逻辑关系不严密，但活动形式要求尽可能的多样。

（3）立体式，指将一个主要内容分解成为若干个子内容，子内容再分解为若干个次子内容的教育活动设

计形式。其“主要内容”的含义与前同。这种活动设计模式一般是为了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它涉及多方

面的因素，需要将内容分解细化，层层镶嵌，呈现出立体的姿势。

（4）网络式，指将深化式、放射式和立体式结合起来形成的教育活动设计形式。网络式活动设计模式的

最大特点是：以多层次、多方面、多渠道的结构活动形成纵横交错、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活动网络。上

面这个示意图是全方位的结合式，递进式、放射式和立体式等三种活动设计模式全部结合在一起了。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0 分）

幼儿在进行角色游戏“商店”时，某老师发现游戏进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于是就叫幼儿暂时停止游戏，

重新讲了一遍游戏规则，然后幼儿再继续进行游戏，你认为某老师的游戏指导方式正确吗？请说明理由。

5-188，191

答：不正确。

游戏指导是一个连续的师生互动过程，必须尽量保证游戏中儿童的主体地位。儿童要在游戏活动中获得发

展，就离不开与周围环境的人、事、物发生交互作用，而一旦儿童投入进这一游戏中，这些交互作用就是

连续的，会受到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制约。教师的作用不是控制这种客观规律，而是顺应于客观规

律，发挥儿童的主体性和周围环境的积极因素的影响，控制不利因素，防止消极因素的影响，达到“教师

的主导作用与儿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相结合”。因此，尽量减少游戏的中断的次数，是游戏发挥

功能的重要前提。5-188

题目所描述的情况并非只能采取中断游戏的策略。游戏过程儿童可以通过更合适的引导避免一些问题。比

如教师可以运用平行游戏法的策略，在一旁也玩同样的游戏，偶尔发表一些无特指对象的评价性看法，虽

然没有和儿童交谈，但可以用这种法式吸引儿童的注意，从而达到指导目的。另外还有合作游戏法，教师

以合作者的身份加入游戏过程中，并不有碍于儿童掌握游戏的进程，教师可以根据游戏情境的需要对儿童

的语言和动作作出应答性的反馈，也可以偶尔提出问题。对于教师的建议，儿童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

通过这种暗示帮助学生避免问题。还可以通过指导游戏法，在游戏汇总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至少部分控

制游戏的进程，在游戏的过程中，通过教师自己的“角色”传授一些新的规则和玩法，一般用于角色游戏

和规则游戏。最后教师还可以作为“真实发言人”处于游戏之外，使儿童保持游戏与外在真实世界的联系。

教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是有目的地怀疑游戏中的假想情境，将真实引进游戏。这种指导方法适用于年龄较

大的儿童和智力游戏。但是这种方法不宜多用，即使有必要使用，也要尽量注意提问简洁，避免长时间中

断或多次中断而导致游戏中止。5-191

可见，除了中断游戏，还有更多的策略使老师可以发挥指导作用。

2010 年 7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教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82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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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

多选或未选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幼儿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是（ D )1-18

A.自然科学 B.偏重自然科学的边缘学科

C.社会科学 D.偏重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

2.斯金纳依据他的强化理论，提出了（ C )3-80

A.发现教学 B.接受教学

C.程序教学与机器教学 D.掌握教学



3.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下列哪两大类？（ B )3-95

A.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 B.缺失需要与成长需要

C.生理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 D.认知需要与附属需要

4.游戏准备包括哪四个方面？（ A ）5-189

A.游戏时间、游戏地点、游戏材料与经验准备

B.教师、小朋友、游戏材料与游戏场所

C.游戏主题、游戏材料、游戏场所与心理准备

D.游戏内容、游戏材料、游戏时间与游戏地点

5.根据游戏规则的内隐或外显，可把游戏分为哪两大类？（ A )5-186

A.创造性游戏与规则性游戏 B.智力游戏与非智力游戏

C.无意游戏与有意游戏 D.角色游戏与音乐游戏

6.幼儿社会性学习的指导方法有六种，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其中的是（ D ）8-269

A.观察学习法 B.强化评价法

C.体验思考法 D.相关下位学习法

7.蒙台梭利认为，动作教育主要训练幼儿的（ C ）6-218

A.跳的动作、跑的动作与抓握动作 B.坐的动作、走的动作与跑的动作

C.基本动作、大肌肉动作与小肌肉动作 D.走的动作、抓握动作与书写动作

8.以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为依据，根据幼儿一日生活各环节中的教育侧重点，可以把教育活动划分为

（ B ）10-339

A.课堂教育活动、体育活动与游戏活动 B.生活教育活动、游戏活动和教学活动

C.教学活动、娱乐活动与游戏活动 D.学习活动、娱乐活动与体育活动

9.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创设的原则包括（ D ）11-381

A.通用性、有效性、适龄性与针对性 B.客观性、科学性、实用性与安全性

C.普遍性、适用性、特殊性与教育性 D.互动性、效用性、特殊性与安全性

10.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幼儿发展性评价的是（ D ）12-395

A.相对评价 B.绝对评价

C.个人内评价 D.诊断性评价

11.目前对创造力和智力的关系较为一致的看法是（ C )9-300

A.智力高者必定有高创造性

B.高创造性者智力未必高

C.高智力是高创造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D.高智力是高创造性的充分必要条件

12.亲子互动结构的三个层次一般可分为（ C )14-454

A.促进身体发展、亲子间游戏与审慎的教育

B.无私的爱、细心的呵护与严格的管理

C.爱的基础、成长的喜悦与健全的教育

D.提供足够的营养、丰富的亲子间游戏与双向的情感交流

13.对应于教育目标的活动指导模式的类型包括（ B )11-366

A.尝试错误、顿悟式、说服与诱导

B.信息加工、社会交往、个人发展与行为训练

C.群体模仿、小教师制、讲授与启发式

D.认知训练、行为训练、讲授法与发现法

14.班杜拉认为，强化有以下哪三种类型？（ A )3-92

A.外部强化、替代强化与自我强化 B.内部强化、外部强化与自我强化

C.一级强化、二级强化与三级强化 D.内部强化、外部强化与替代强化

15.普林格尔在其《儿童的需要》一书中指出儿童有哪四种基本感情需要？（ C )5-169/170

A.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缺失需要与生长需要

B.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与自尊需要

C.对爱与安全感的需要、对新体验的需要、对赞扬与认可的需要及对责任感的需要

D.安全需要、认知需要、情感需要与成长需要

16.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综合课程取向是（ A ）10-348

A.主题教育活动 B.学科教学活动

C.综合学科活动 D.综合实践活动

17.下列选项中，属于前运算阶段幼儿认知发展特征的是（ C )4-125/126

A.能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 B.不能作出延迟模仿



C.能进行象征游戏 D.理解事物的可逆性

18.在考察操作学习的特点时，总是从区别它与以下选项中哪种学习之间的不同而提出？

（ B ）4-119

A.刺激-反应学习 B.言语学习

C.概念学习 D.原理学习

19.根据概念形成的途径，可以把概念分为（ C )7-236

A.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 B.初级概念与二级概念

C.前科学概念与科学概念 D.低级概念与高级概念

20.根据动作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 C ）6-199

A.细微型动作技能与粗放型动作技能

B.连续型动作技能与开放型动作技能

C.闭合型动作技能与开放型动作技能

D.徒手型动作技能与器械型动作技能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3分，共 12 分)

1.测量法 1-33

答：

测量法是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标准化的测量工具，按照规定的程序，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实际测定

来收集有关的数据资料并加以分析，来揭示教育活动的效果，探索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

2.学习迁移 4-135

答：

学习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或习得的经验对完成其他活动的影响。

3.自由游戏 10-340

答：

自由游戏是幼儿个人的自由活动，其特点是计划自定、材料自选、游戏方式方法自定、伙伴自选，学习的

性质是发现学习。

4.师幼互动 13-415

答：

师幼互动，简单地说，是指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广义的师幼互动既包括发生在托儿所的教师与 3岁前

幼儿之间的互动，也包括发生在幼儿园的教师与 3岁-6 岁幼儿之间的互动。狭义的师幼互动专指发生在幼

儿园的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1.简要谈谈罗杰斯学习理论的主要内容。3-97/98

答：

罗杰斯是在教育实践中最有影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对学习过程本质、学习动机、学习内容等方面都

作了较系统的论述。

（1）在对学习过程的本质上，他认为，学习本身不是机械的刺激与反应联结的总和，而是一种有意义的

心理过程。个人学习的主要因素是心理过程，是个人对知觉的解释。

（2）在学习的起因和动机上，人类的学习是一种自发的、有目的的、有选择的学习过程，是学习者内在

潜能的发挥。强调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学生增强对变化的环境和对自己的理解。同

时，他认为教学中不应采取惩罚、强迫等方法。

（3）在学习内容上，罗杰斯强调学生学习的内容应该是学习者认为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知识或经验。

提出了让学生自由学习的学习原则，在课程内容的安排和设置上要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而不应灌输一些

学习者不喜欢的东西。

（4） 罗杰斯特别强调学习方法的学习和掌握，认为最有用的学习是学会如何进行学习。很多有意义的知

识或经验是在做的过程中获得的。学生通过实践参加学习活动，进行自我发现、自我评价和自我创造，从

而获得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知识。

2.简述幼儿概念学习的特点和基本方式。

答：

特点：7-247/248

（1）概念学习的操作化

（2）概念学习的个性化

（3）概念学习的情绪化

基本方式：概念形成 7-255

3.简述幼儿教师的职业特点。13-441/444



答：

（1）教育对象的主动性和幼稚性

（2）教育任务的全面性与细致性

（3）教育过程的创造性与灵活性

（4）教学方法的主体性与示范性

（5）教育影响的长期性与滞后性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结合实际论述如何在幼儿的发现学习中实施教师的指导作用。11-369/370

答：

教师在幼儿发现学习中指导可分为三类：在一端是系统的教师指导，在中间是教师对幼儿自我发现的指导，

而在另一端则是幼儿的自我指导。

（1）系统的教师指导是一种步步推进的指导方法，它从遇到问题始，到解决问题止，整个发现过程都予

以必要的指导。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尽管系统的教师指导容易限制幼儿的探究思路和自我发现，但它可以

保证幼儿更加自信地进行发现学习，一开始就知道应该如何做。相比之下，系统的教师指导要远远超出听

凭自己的瞎闯的发现过程，确实能够提高发现学习的效率。

（2）教师对幼儿自我发现的指导是在幼儿自己发现问题的基础上教师给予的指导。采用这种方法，要求

教师有意识地创设各种富于发现的条件，提出一些诱导性的问题，教师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讲解和演示。

这种指导有助于激起儿童的兴趣和动机，培养了儿童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提高了发现学习的效率。

（3）自我指导是一种尝试错误的学习方式。尝试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比例就越低，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幼儿从事发现时，他每尝试一次，便通过反馈的作用吸取经验教训，借以指导继盾的尝试。在这个意义

上说，幼儿的发现学习过程始终贯穿着自我指导。然而，幼儿的自我指导并非意味着没有教师的任何指导，

只不过教师的指导不像系统的指导那样具体，那样直接。教师仅仅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指导具体的幼儿发现学习时，这三种类型往往是综合地表现出来的。

2.试述加里培林的智力技能形成阶段论，并与冯忠良的智力技能形成阶段论加以比较。

加里培林的智力技能形成阶段论 6-220

答：

一、加里培林于 1959 年正式系统提出了智力（心智）动作按阶段形成理论。在加里培林看来，智力动作

本身是实践动作的反映，是通过实践动作的“内化”而实现的。实践动作的内化过程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过

程，是通过一系列阶段来实现的。在每个阶段上都产生新的反映和活动的再现以及它的系统的改造。智力

技能的形成一般要经历下述五个阶段：

1、活动的定向阶段，即让儿童了解、熟悉活动，使他们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

2、物质活动或物质化活动阶段，即借助实物、模型或图表等进行手的操作活动。

3、出声的外部言语阶段，即不依赖实物而借助出声言语进行活动的阶段。

4、无声的外部言语阶段，即以词的声音表象、动觉表象为支柱进行与外部言语相似的默语活动阶段。

5、内部言语阶段，即凭借简化了的内部言语，不需要意识参与就能自动化的进行智力活动的阶段。

二、冯忠良的智力技能形成阶段 6-222

我国心理学家冯忠良在加里培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智力技能五阶段的划分其实可以合并，名称也可以简

化。他认为，智力技能的形成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阶段：

1、原型定向阶段，使主体掌握操作性知识（即程序性知识）的阶段；

2、原型操作阶段，所谓原型操作，即依据智力技能的实践模式，把主体在头脑中应建立起来的活动程序

计划，以外显的操作方式付诸执行。这种完备的感性的动觉映像是智力技能开始形成及内化的基础，因而

原型操作在智力技能的形成中十分重要。

3、原型内化阶段，原型内化即智力活动的实践模式（原型）向头脑内部转化，就是动作离开原型中的物

质客体及外显形式而转向头脑内部，借助于言语来做用于观念性对象，从而对事物的主观表征进行加工、

改造，并使其发生变化。这一阶段，在加里培林及其学派的著作中，分为三个阶段，即：“出声的外部言

语动作阶段”，“不出声的外部言语动作阶段”及“内部言语动作阶段”。冯忠良认为，加里培林学派所指

出的这三个阶段，实际上所描述的是动作内化的三种水平，而且是借助言语来实现，因而称之为“原型内

化阶段”。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10 分)

“小兵想拿碗橱里的果酱吃，结果不小心把一只碗打破了，小强帮妈妈洗碗时不小心摔破了 10 个碗，请

问小兵和小强谁的错误大？”如果用这个问题来测验今年 7 岁的小红，她会怎样回答？为什么？请用皮亚

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来说明。

答：

【书上知识点】8-279

为了考察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皮亚杰和他的同事们还设计了许多包含道德价值内容的对偶故事。其中有



一个故事是：A.一个叫约翰的小男孩，听到有人叫他吃饭，就去开吃饭间的门。他不知道门外有一张椅子，

椅子上放着一只盘子，盘内有 15 只茶杯，结果撞倒了盘子，打碎了 15 只杯子。B．有个男孩名叫亨利，

一天，他妈妈外出，他想拿碗橱里的果酱

吃，一只杯子掉在地上碎了。

哪个男孩犯了较重的过失？皮亚杰发现：6 岁以下的儿童大多数认为第一个男孩的过失较重，因为他

打破了较多的杯子；年龄较大的认为第一个男孩的过失较轻，因为他的过失是在无意间发生的。

皮亚杰概括出儿童道德认识发展的 3个阶段。

第 1阶段：前道德阶段（即无律阶段）。此阶段大约出现在 4 岁～5 岁以前。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的

思维是自我中心的，其行为直接受行为结果所支配。因此，这个阶段的儿童逐不能对行为做出一定的判断。

第 2阶段：他律道德阶段。此阶段大约出现在四五岁至八九岁之间，以学前儿童居多数。此阶段儿童

对道德的看法是遵守规范，只重视行为后果（打破杯子就是坏事），而不考虑行为意向。故而称之为道德

现实主义。

第 3 阶段：自律道德阶段。自律道德始自 9 岁。10 岁以后，大约相当于小学中年级。此阶段的儿童，

不再盲目服从权威。他们开始认识到道德规范的相对性，同样的行为，是对是错，除看行为结果外，也要

考虑当事人的动机，故而称之为道德相对主义。按皮亚杰的观察研究，个体的道德发展达到自律地步，是

与其认知能力发展齐头并进的。因此，对一般儿童来说，自律阶段大约跟形式运算阶段（11 岁以上）同时

出现。

【案例分析】

7岁的小红会认为小强的错误更大，小兵的错误较轻。

根据皮亚杰的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理论，7 岁的小红处于道德认知的第二阶段——他律道德阶段（四五

岁至八九岁之间）。此阶段儿童对道德的看法是遵守规范，中重视行为后果（打破杯子就是坏事），而不考

虑行为一项。因此小红会认为小兵和小强都有错，但是因为还没有认识到道德规范的相对性，不会考虑当

事人的动机，因此小红会因为小强打碎了更多的碗而认为小强的错误更大。

2010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教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82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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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

多选或未选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目前对创造力和智力的关系较为一致的看法是( C )9-300

A.智力高者必定有高创造性

B.高创造性者智力未必高

C.高智力是高创造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D.高智力是高创造性的充分必要条件

2.问题解决的基本过程分为( C )9-305

A.实践归纳、提出问题、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

B.提出问题、查阅文献、思维求索与得出结论

C.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与验证假设

D.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文献查阅与得出结论

3.维特罗克提出了学生学习的( B )2-49

A.同化模式 B.生成模式

C.顺应模式 D.启发模式

4.下列说法符合奥苏伯尔观点的是( D )2-56

A.接受学习必然导致机械学习，发现学习必然导致意义学习

B.接受学习必然导致意义学习，发现学习必然导致机械学习

C.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都必然导致意义学习

D.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都可能是有意义的，也可能是机械的

5.智力技能按其性质可分为( A )6-200

A.感知技能与思维技能 B.决策技能与推理技能

C.元认知技能与决策技能 D.监控技能与反思技能

6.蒙台梭利认为，动作教育主要训练幼儿的( C )6-218

A.跳的动作、跑的动作与抓握动作

B.坐的动作、走的动作与跑的动作

C.基本动作、大肌肉动作与小肌肉动作

D.走的动作、抓握动作与书写动作



7.幼儿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是( D )1-18

A.自然科学 B.偏重自然科学的边缘科学

C.社会科学 D.偏重社会科学的边缘科学

8.“经典条件作用理论”是由哪位心理学家提出来的?( D )3-74

A.华生 B.弗洛伊德

C.斯金纳 D.巴甫洛夫

9.“中介变量”的概念首先是由谁提出来的?( C )3-87

A.格思里 B.赫尔

C.托尔曼 D.卡特尔

10.关于概念的结构，目前心理学中主要有哪两种理论?( C )7-233

A.分析说与综合说 B.模板说与分析说

C.特征说与原型说 D.演绎说与归纳说

11.教材中未提到的幼儿概念学习水平的检测方法是( D )7-252/253

A.守恒法 B.分类法

C.排除法 D.两难故事法

12.教育活动设计程序有五种观点，以下选项中教材中未提及的是( D )10-354/355

A.媒体观 B.胚胞期系统观

C.标准系统观 D.综合评价观

13.构成师幼互动行为的要素包括( A )13-416

A.外显的行为要素与内隐的心理要素 B.教师行为与幼儿行为

C.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 D.良好行为与不良行为

14.总的来说，幼儿的学习方式的发展过程是从( B )4-109

A.接受学习向发现学习发展

B.单纯联合学习向中介性联合学习发展

C.经典条件反射学习向操作条件反射学习发展

D.刺激-反应学习向动作联锁学习发展

15.布鲁纳提出了下列哪三种表征系统?( A )4-126

A.动作表征、肖像表征与符号表征 B.形象、线性排序与图式

C.命题网络、图式与产生式 D.命题、线性排序与产生式

16.J.克劳森提出了儿童个性形成过程哪四个阶段?( B )8-263/264

A.认知、练习、整合与定型

B.模仿与服从、感受暗示、认同与内化

C.感知、接受、练习与稳定

D.观察、模仿、认同与形成动力定型

17.游戏的心理结构包括( A )5-145

A.认知与情感 B.认知与行为

C.情感与意志 D.意志与行为

18.幼儿园教育活动过程的评价包括( B )12-394

A.成长记录袋、评定包与作品评定

B.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C.安置性测验、形成性测验与终结性测验

D.档案袋、业绩评定与同伴评价

19.亲子互动结构的三个层次一般可分为( A )14-454

A.爱的基础、成长的喜悦与健全的教育

B.无私的爱、细心的呵护与严格的管理

C.促进身体发展、亲子间游戏与审慎的教育

D.提供足够的营养、丰富的亲子间游戏与双向的情感交流

20.背景型教育活动情境的创设涉及的要素包括教育活动的( C )11-383

A.时间、空间、背景、人物与素材

B.时间、地点、人物、活动与个性

C.空间、时间、内容、材料、形式与气氛

D.时间、场地、主题、设计与卷入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21.师幼互动 13-415

答：



师幼互动，简单地说，是指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广义的师幼互动既包括发生在托儿所的教师与 3岁前

幼儿之间的互动，也包括发生在幼儿园的教师与 3岁-6 岁幼儿之间的互动。狭义的师幼互动专指发生在幼

儿园的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

22.学习迁移 4-135

答：

学习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或习得的经验对完成其他活动的影响。

23.个性化教育 11-375

答：

所谓个性化教育是指承认儿童的能力差异，从而按照不同的能力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充分地发展每一个

儿童的可能性和每一个儿童的能力的教育活动过程。

24.运动教育 6-212

答：

在现代幼儿教育中，“运动教育”(Movement Education)就是把身体活动与问题解决有机结合，培养动作

（运动）技能的一种教育模式。幼儿会从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获取丰富的经验，并能享受极大的乐趣。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25.幼儿概念学习的特点。7-247/249

答：

（1）概念学习的操作化

（2）概念学习的个性化

（3）概念学习的情绪化

26.简述桑代克对学习实质的解释。3-75

答：

桑代克认为，学习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新反应的获得，即刺激与反应间的联结；另一种是刺激与反应

间力量的变化。这两种学习的实质都是使某刺激与某一特定的反应之间按照一定的规律形成联结，并使其

联结的力量得以巩固的过程。

27.简述幼儿园开展幼儿教育活动的教育组织形式。10-338

答：

（1）集体活动组织形式，指全班一起进行的教学与学习活动。

（2）小组活动组织形式，指由部分幼儿组成小组一起进行的教学与学习活动。

（3）个别活动组织形式，是一种幼儿的自我组织形式或教师对幼儿的个别教育活动。四、论述题(本大题

共 2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8.试述儿童游戏发展的特点。5-178

答：

（1）游戏的发展往往以游戏类型的变化表现出来。

每个年龄阶段，儿童都有某一种自己偏爱的游戏类。这一特点，从游戏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2）游戏类型的数量在不同年龄阶段各有不同，基本上呈倒 U 型关系。

幼儿时期，游戏的类型在数量上最多，而婴儿期的和学龄期的游戏类型数量均低些。这是由于儿童的身心

发展水平及教育要求不同所造成的。

（3）游戏所用的时间，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减少。

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于学习、劳动的时间增多，相应地用于游戏的时间相对减少。

（4）用于特定游戏的时间，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注意稳定性增强，自我意识能力和自控能力增强。因此，游戏也由原来的泛化变

得集中起来。

（5）儿童游戏没有一定的模式。

儿童游戏最普遍的特点是自由：不管时间和地点，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想在什么地方玩就在什么

地方玩，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一直玩到没有兴趣为止。儿童游戏的天敌就是限制。

（6）儿童游戏的发展与非游戏活动有着系统的联系。

在特定条件下，游戏活动与非游戏活动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29.试论述学习与发展的辨证关系。2-59/61

答：

一、发展对学习的制约作用

心理学意义上的发展包括个体的生理发展和心理发展两部分。这两者都对学习产生着制约作用。

1、首先，学习需要以个体的生理发展为自然前提，个体的生理发展，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成熟为有效

的学习提供物质的可能。学习受个体的生理发展所制约，生理发展影响学习的效果和速度。

2.、其次，学习必须依赖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已有水平。学习必须适应个体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儿童心



理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应有不同的学习要求，不同的学习内容与不同的学习形式。

二、学习对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

学习对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表现为两个方面。

1、个体的生理发展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受“用进废退”的自然法则支配，因而学习可以促进个体的生

理发展。适度的学习和训练可以明显地促进人类个体的生理发展。

2、个体的心理发展是在一定的学习需要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不断构建心理结构而实现

的。

总之，学习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相互促进的。个体身心发展的已有水平为学习提供必要的生理与

心理基础和可能；而学习又使个体身心发展的可能变成现实，从而促进个体身心的发展。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0 分)

30.根据班图拉的研究，人的某些社会行为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而获得。请考生设计一个简要的教学

案例，描述你将如何通过引导儿童进行观察学习，使儿童学到某一社会行为的。

答：

【书上知识点】

8-270

观察学习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替代性学习和替代性强化。替代性学习实际上就

是指观察学习，亦称模仿学习，指人可通过观察模仿习得新的行为模式。替代性强化是指学习者通过观察

对示范者——榜样的强化及其引起的行为变化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趋于正强化，而避开负强

化。

【案例】

1.主题是“勤劳”；

2.目的是让同学们养成勤劳的品德；

3.教学内容及活动：

放映动画片，让孩子观察小蜜蜂。教师点拨蜜蜂的勤劳能干，自己做蜂窝还要自己采蜜。

在讲述《锄禾》中劳动人民的形象，强化踏实勤劳的形象。

最后举班上勤劳的同学的例子，树立现实中的榜样。

2009 年 7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教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82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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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

或未选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幼儿学习按学习方式可分为( A )4-114/115

A.发现学习和接受学习、言语学习和操作学习、关系中的学习

B.发现学习和接受学习、言语学习和操作学习

C.发现学习和接受学习、关系中的学习

D.言语学习和操作学习、关系中的学习

2.目前，我们一般把学习理论分为以下几个流派( D )3-74

A.条件作用学习理论、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折中主义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B.条件作用学习理论、认知结构学习理论、折中主义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C.条件作用学习理论、认知发展学习理论、折中主义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D.条件作用学习理论、认知学习理论、折中主义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3.幼儿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主要有( C )10-338

A.小组活动组织形式和个别活动组织形式

B.师生合作组织形式和个别活动组织形式

C.集体活动组织形式、小组活动组织形式和个别活动组织形式

D.集体活动组织形式和个别活动组织形式

4.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儿童道德认识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B )8-279

A.前习俗阶段、习俗阶段和后习俗阶段

B.前道德阶段、他律道德阶段和自律道德阶段

C.惩罚和服从的取向阶段、工具性的相对主义取向阶段、好男孩－好女孩的取向阶段、法律和秩序取向阶

段、社会契约的取向阶段和普遍的道德原则取向阶段

D.他律阶段、好孩子阶段和自律阶段

5.以下哪一种评价方式不是属于个人评价方式？( C )12-405

A.发展状况鉴别



B.儿童参加评价的协约

C.“沃斯克－戴开放型与传统型学习环境及儿童课堂行为测定量表”

D.活动记录

6.幼儿教育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B )1-11/14

A.幼儿教育心理理论研究、幼儿教育心理的实践研究、幼儿教育心理学的构建

B.幼儿教育心理思想研究、幼儿教育心理的实践研究、幼儿教育心理学的构建

C.幼儿教育心理思想研究、幼儿教育心理理论研究、幼儿教育心理的实验研究

D.幼儿教育心理思想研究、幼儿教育心理的实验研究、幼儿教育心理学的构建

7.游戏的基本心理成分为( D )5-147

A.动机（需要） B.情感体验

C.自我调控 D.想象

8.安德森提出的对应于信息加工类教育活动的指导策略为( A )11-366

A.先行组织者、概念获得、概念发展和记忆 B.小组调查、法理探究、角色扮演

C.非指导性咨询、导学、模拟和综合 D.呈现材料、小组调查、角色扮演

9.表征在幼儿心理发展中的主要作用为( C )6-226

A.表现作用和内化作用 B.记忆作用和过渡作用

C.内化作用和过渡作用 D.表现作用和记忆作用

10.班杜拉认为，强化可以分为( B )3-92

A.外部强化、内部强化和自我强化 B.外部强化、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

C.外部强化和内部强化 D.积极强化和消极强化

11.白佐俊宪的研究发现，支配型的亲子互动风格易使子女形成以下的人格特点( B )14-456

A.服从、攻击、适应困难、不安全感、神经质、内向、固执、不守规则

B.依存、内向、盲从、认真、自我中心、紧张、喜欢争吵、冷淡、不协作和胆大

C.服从、孩子气、嫉妒、神经质、攻击、不安

D.缺乏适应力、攻击、反抗、嫉妒、神经质、问题行为

12.幼儿创造性测量的一般原则为( D )9-318

A.适应性原则和活动性原则 B.准确性原则和适应性原则

C.适用性原则和准确性原则 D.适用性原则和活动性原则

13.彼得罗夫斯基根据学习内容和水平的不同，把学习分为( A )2-57

A.反射学习和认知学习 B.技能学习和知识学习

C.反射学习和知识学习 D.技能学习和认知学习

14.典型的一般适应综合症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D )13-434/435

A.警觉阶段、反应阶段和衰竭阶段 B.反应阶段、抵抗阶段和衰竭阶段

C.反应阶段、警觉阶段、抵抗阶段 D.警觉阶段、抵抗阶段和衰竭阶段

15.如果教育活动设计对儿童没有什么个人意义的话，学习在儿童身上就很难发生。这是哪种学习理论提

出的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设计思路？( B )10-353

A.条件作用学习理论 B.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C.折中主义学习理论 D.认知学习理论

16.游戏的指导策略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D )5-191/192

A.平行游戏法、合作游戏法、个别指导法和“真实发言人”

B.平行游戏法、合作游戏法、指导游戏法和个别指导法

C.个别指导法、合作游戏法、指导游戏法和“真实发言人”

D.平行游戏法、合作游戏法、指导游戏法和“真实发言人”

17.具体地说，教师在幼儿园教育活动情境中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 )11-388/389

A.建构教育活动情境、监控教育活动情境和调节教育活动情境

B.确定教育活动目标、监控教育活动情境和调节教育活动情境

C.确定教育活动目标、建构教育活动情境和调节教育活动情境

D.确定教育活动目标、建构教育活动情境和监控教育活动情境

18.概念的掌握应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建构概念的过程。这是哪一种关于概念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 D )7-239

A.联结理论 B.人本主义理论

C.折中主义理论 D.假设理论

19.儿童学习某种知识或行为比较容易，心理某方面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叫( B )2-63

A.学习敏感期 B.发展敏感期

C.发展关键期 D.学习关键期



20.王国维先生的创造性过程的“三境界说”认为，创造性过程经历了以下三个境界( D )9-304

A.“准备”阶段、“酝酿”阶段和“验证”阶段

B.“悬想”阶段、“酝酿”阶段和“顿悟”阶段

C.“准备”阶段、“苦索”阶段和“顿悟”阶段

D.“悬想”阶段、“苦索”阶段和“顿悟”阶段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21.互动 13-413

答：

人与人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社会交往，无时无刻不在行为和情感的交互作用，即互动

22.创造性学习 9-314

答：

创造性学习是指旨在保护和培养个体创造性的学习方式。它强调儿童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自我建

构、自我发现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23.概念 7-232

答：

在逻辑学中，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是思维的最基本的单位。

24.教学事件 11-372

答：

加涅根据学习的内部过程提出了与之相对应并对学习过程起促进作用的外部条件即教学事件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8 分)

25.简述学生学习的特殊性。2-44/45

答：

（1）学生的学习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

（2）学生的学习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

（3）学生的学习是为参与未来的生活实践作准备的

26.简述良性的家庭互动一般所具有的特征。14-453/454

答：

（1）稳定性

（2）凝聚性

（3）适应性

（4）支持性

（5）滋润性

（6）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性，如开放性、完整性等也是良性互动家庭所应具有的特征

27.简述加里培林智力技能形成阶段论。6-220/221

答：

智力动作是通过实践动作的“内化”而实现的，“内化”即外部动作向内部转化，也就是内部的动作映像

形成的过程。加里培林认为，实践动作的内化需要经历一系列阶段。智力技能的形成一般要经历下述五个

阶段：

（1）活动的定向阶段

（2）物质活动或物质化活动阶段

（3）出声的外部言语阶段

（4）无声的外部言语阶段

（5）内部言语阶段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8.试述幼儿发展性评价的基本方法。12-395/397

答：

幼儿发展性评价可采取相对评价、绝对评价和个人内评价三种基本方法：

（1）相对评价，相对评价是以个体的成绩与同一团体的平均成绩或常模相互比较，从而确定其成绩的适

当等级的表示方法，也称常模参照评价。

对于幼儿园教育活动评价来说，就是教师将幼儿在教育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成绩与同一幼儿团体的平均水

平或常模进行比较来解释幼儿学习与发展水平的方法。这种评价重视幼儿在团体中的相对位置。例如：幼

儿智力测验、创造力测验等。

（2）绝对评价，相对评价的参照标准是在对测量结果作出统计处理之后确定的。

绝对评价就是以幼儿在教育活动中所表现的现状与既定的教育活动目标所作的比较。达标标准的问题是绝

对评价的重要问题，因此，教师在制定教育活动的标准时，不应定得太高，也不要太低。对于某一具体的



单元主题教育活动的标准可以定得高一些，如 90%或更高，对于某一主题领域教育活动的标准就应低一点，

但至少也要 70%以上。

（3）个人内评价，个人内评价是比较同一个体在同一教育活动中或不同教育活动间的成绩或能力差异的

评价。个

人内评价是比较同一个体在同一教育活动中或不同教育活动间的成绩或能力差异的评价。它不同于相对评

价和绝对评价具有某种共同的标准，而是依据个人的标准进行的。在教育活动中，实行个人内评价有利于

教师深入了解幼儿的个别差异，也是进行因材施教和个别化教学指导的重要依据。

29.试举例说明学习动机与学习的关系。4-130

答：

学习动机作为一种学习结果，强化学习行为本身，促进学习——动机——学习的良性循环。成功学习的结

果一方面是知识、技能的获得与掌握；另一方面是求知欲、自信心等心理品质的发展和提高。这些都可以

促使人这些都可以大大满足人的各种社会需要，如求知、自尊、获得他人赞扬等，把通过进一步的学习以

获得更高程度的满足，从而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因此可以说，动机并非绝对是学习的先决条件，它与学

习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互为因果关系。

例如，有的学生为了证明自己，获得父母和老师的关注而努力学习获得“三好学生”的荣誉，得到这个荣

誉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荣誉、维护这个荣誉带来的自尊心可能就成为了该生日后学习动力的一部分。

五、案例题（本大题 10 分）

30.请根据幼儿道德认识的特点，设计一份简要的道德教育方案。8-283

答：

【书上知识点】

幼儿道德认知的发展特点 8-283

幼儿道德认识的发展水平较低，他们不仅道德知识不多，同时道德认识也很肤浅，概括力差。

幼儿道德是非观念处于不稳定状态，缺乏道德认识的一致性，在某种条件下，道德观念的正确率高，

但在不同情况、不同条件下，错误的观念较多。

幼儿道德评价活动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和受暗示性。

幼儿道德认识的发生、发展是个长期教育的过程，是逐渐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道德认识形成的重

要标志是初步道德概念的掌握和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

【道德教育方案】

一、目标

开展“国学进校园，美德成行动”传统道德专题教育活动，使广大青少年学生养成高尚的情操，立志成才，

报效祖国。

二、教学对象

****学校四年级学生

三、教学内容

传统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为仁、义、礼、信教育。“仁”的教育的核心是“仁者爱人”，首先让学生成为“仁

人”，宽厚、大度、仁慈、豁达，然后让学生成为“爱人”，爱家长、爱师长、爱同学。“义”既是指公正

合宜的道德、道理，也指符合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的事。就是要学生做符合国家、社会和家庭需要的事，

要对国家和家庭有一种责任心，要努力尽自己的各种义务，“义”的教育就是责任的教育。“礼”的教育主

要是礼仪、礼貌教育。“信”的教育指的是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讲诚信活动。

四、教学活动

（一）“仁”的教育：

组建义工组织，定期开展去附近敬老院帮忙；帮助学生建立“一对一”帮扶工作。

（二）“义”的教育：

“回报他人，奉献社会”我为家乡建设做实事，比如清扫街道

（三）“礼”的教育：

学校设立礼仪示范周、示范日。评选文明礼仪标兵。

（四）“信”的教育：

设立无监考试场，学生自行申报，同学评议，学校批准。

2009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教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82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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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

多选或未选均无分。淘宝自考达人

1.幼儿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是( D )1-18



A.自然科学 B.偏重自然科学的边缘学科

C.社会科学 D.偏重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

2.加涅提出的学习记忆模型由哪三个系统组成？( B )2-45

A.感觉记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 B.加工、执行控制与预期

C.输入、加工与输出 D.刺激、反应与反馈

3.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下列哪两大类？( B )3-95

A.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 B.缺失需要与成长需要

C.生理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 D.认知需要与附属需要

4.影响迁移的主要因素有( C )4-137

A.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B.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

C.相似性、原有的认知结构与学习的心向与定势

D.生理因素、社会因素与主观能动性

5.根据游戏规则的内隐或外显，可把游戏分为哪两大类?( A )5-186

A.创造性游戏与规则性游戏 B.智力游戏与非智力游戏

C.无意游戏与有意游戏 D.角色游戏与音乐游戏

6.智力技能按其性质可分为( A )6-200

A.感知技能与思维技能 B.决策技能与推理技能

C.元认知技能与决策技能 D.监控技能与反思技能

7.蒙台梭利认为，动作教育主要训练幼儿的( C )6-218

A.跳的动作、跑的动作与抓握动作

B.坐的动作、走的动作与跑的动作

C.基本动作、大肌肉动作与小肌肉动作

D.走的动作、抓握动作与书写动作

8.解释概念学习的基本过程的理论主要有( D ) 7-239

A.接受理论与建构理论 B.行为主义理论与认知主义理论

C.试误理论与顿悟理论 D.联结理论与假设理论

9.解释儿童社会化发展的社会性学习理论是由谁提出来的?( D )8-265

A.桑代克 B.斯金纳

C.加涅 D.埃里克森

10.柯尔伯格提出了 3 水平 6 阶段道德发展理论，其中 3 水平是指( A )8-281

A.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与后习俗水平

B.模仿水平、应用水平与创新水平

C.前道德水平、道德水平与后道德水平

D.他律水平、中间水平与自律水平

11.目前对创造力和智力的关系较为一致的看法是( C )9-300

A.智力高者必定有高创造性

B.高创造性者智力未必高

C.高智力是高创造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D.高智力是高创造性的充分必要条件

12.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综合课程取向是( A ) 10-348

A.主题教育活动 B.学科教学活动

C.综合学科活动 D.综合实践活动

13.对应于教育目标的活动指导模式的类型包括( B )11-366

A.尝试错误、顿悟式、说服与诱导

B.信息加工、社会交往、个人发展与行为训练

C.群体模仿、小教师制、讲授与启发式

D.认知训练、行为训练、讲授法与发现法

14.心理学家发现父母在教养模式上的两个重要的行为纬度是( A )14-461

A.情绪纬度与控制纬度 B.认知纬度与情感纬度

C.态度纬度与教养方式纬度 D.价值纬度与思维模式纬度

15.普林格尔在其《儿童的需要》一书中指出儿童有哪四种基本感情需要?( C )5-169/170

A.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缺失需要与生长需要

B.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与自尊需要

C.对爱与安全感的需要、对新体验的需要、对赞扬与认可的需要及对责任感的需要



D.安全需要、认知需要、情感需要与成长需要

16.发展性教学的主张是由哪位著名心理学家提出来的?( D )2-64

A.桑代克 B.斯金纳

C.柯勒 D.维果斯基

17.下列选项中，属于前运算阶段幼儿认知发展特征的是( C )4-125/126

A.能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 B.不能作出延迟模仿

C.能进行象征游戏 D.理解事物的可逆性

18.根据冯忠良教授的观点，动作技能的形成一般要依次经历哪四个阶段?( D )6-205/207

A.动作的观察、动作的揣摩、动作的连贯与动作的自动化

B.动作的观察、动作的模仿、动作的练习与动作的熟练

C.动作的学习、动作的练习、动作的合成、动作的创新

D.动作的定向、动作的模仿、动作的整合与动作的熟练

19.根据概念形成的途径，可以把概念分为( C )7-236

A.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 B.初级概念与二级概念

C.前科学概念与科学概念 D.低级概念与高级概念

20.幼儿园教育活动过程的评价包括( B )12-394

A.成长记录袋、评定包与作品评定

B.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C.安置性测验、形成性测验与终结性测验

D.档案袋、业绩评定与同伴评价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1.观察法 1-25

答：

观察法指通过感官或借助一定的仪器设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自然状态下发生的现象或行为进行系统、

连续的考察、记录、分析，从而获取事实材料的研究方法。

2.指导游戏法 5-192

答：

指导游戏法是由教师提议或事先设计一个游戏，并在指导游戏时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至少部分控制游戏

的进程。

3.创造性学习 9-314

答：

创造性学习是指旨在保护和培养个体创造性的学习方式。它强调儿童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自我建

构、自我发现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4.师幼互动 13-415

答：

师幼互动，简单地说，是指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广义的师幼互动既包括发生在托儿所的教师与 3岁前

幼儿之间的互动，也包括发生在幼儿园的教师与 3岁-6 岁幼儿之间的互动。狭义的师幼互动专指发生在幼

儿园的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6分，共 18 分）

1.简述桑代克对学习实质的解释。3-75

答：

桑代克认为，学习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新反应的获得，即刺激与反应间的联结；另一种是刺激与反应

间力量的变化。这两种学习的实质都是使某刺激与某一特定的反应之间按照一定的规律形成联结，并使其

联结的力量得以巩固的过程。

2.简述幼儿概念学习的特点。7-247/249

答：

（1）概念学习的操作化

（2）概念学习的个性化

（3）概念学习的情绪化

3.简述教育活动情境创设的基本原则。11-381/382

答：

（1）互动性原则

（2）效用性原则

（3）特异性原则

（4）安全性原则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论述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基本特征。10-344/345

答：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应具备五个基本的特征：

（1）幼儿园的教育活动设计不以解决幼儿园全部幼儿的发展问题为目的，它应该有针对性的指向某一部

分的幼儿。

因此，同样的教育活动主题对于不同的幼儿未说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或意义，教师应赋予其不同的教育含

义，这样才能做到“因材施教”，从而通过改进不同部分幼儿的发展来引起团体的全部发展。

（2）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必须具备帮助幼儿身心发展的正面价值。

虽有学者主张只有在不加任何限制的教育活动情境下，幼儿才会获得最佳的发展，因而他们认为教育活动

设计是对幼儿学习活动的限制，故而反对教育活动设计。教育活动设计并没有限制幼儿的发展与学习，而

是有目的地引导幼儿的发展。因为在不给予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幼儿学习将会因自行摸索而陷入迷途。这

对幼儿的生活和将来的发展均是不利的。

（3）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基本原理必须以幼儿的发展心理和学习心理中的相关理论观点为基础。

只有充分地认识和了解了幼儿的心理发展与学习的规律之后所进行的教育活动设计才更有利于幼儿的发

展。在教育活动设计之前，幼儿园教师应该根据幼儿的这些特征了解在何种条件之下最易引起幼儿的学习

与发展，从而据此组织和安排教育活动的情境。

（4）幼儿园的教育活动设计应包括短期和长期两种目标。

教育活动设计的短期目标主要由幼儿园教师负责，它是某一个具体活动应该达到的目标，其内容比较具体。

教育活动设计的长期目标则可能贯穿整个幼儿园教育的目标，甚至整个幼儿今后所有的发展与教育目标，

它由整个幼儿园教师共同负责，并按一定的程序进行。

（5）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完成必须经由系统的方法。

在教育活动的系统设计中，应该包括多个前后彼此连接的步骤，从开始的教育目标分析，到最后的目标达

成与否的评估，每一个步骤的设计均应符合活动的要求。而且，每一步的完成必须有助于下一步的开始。

2.试述幼儿学习动机的培养。4-133/134

答：

（1）奖励和恰如其分地评价以强化内部学习动机。

学习是儿童所必须要从事的主要活动，对于他们的劳动，教师要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必须肯定其劳动的

价值，突出的要给予奖励。正确引导，以奖励为主是培养幼儿好的学习动机的主要手段，那些试图用批评、

惩罚来培养幼儿的学习动机的方法是不行的。

（2）及时反馈以强化幼儿的成功感，增强幼儿的自信心。

如果幼儿能从教师那里及时得到自己的学习成就的信息，看到自己的能力，他的学习动机会明显加强，会

对自己产生自信，充满创造的成功感。

（3）适时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激发幼儿的求知欲。

教师可利用幼儿对事物的好奇，提供各种活动机会，让幼儿发现事物的本质，使幼儿感到自己发现了什么，

他们的求知欲就会得到激发，会更愿意探索新的东西，对学习产生兴趣，如教师带领劬儿开展“我足小小

发明家”的主题系列活动。

（4）让幼儿体验到创造的快乐，诱发幼儿学习的需要。

心理学研究发现，不是任何需要都能成为学习动机的，只有那些能推动学习的心理因素才能成为学习动机。

例如，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表现的需要、了解自己和他人以及周围世界的需要、审美和欣赏的需要、追

求知识满足好奇心的需要等。这些都是诱发学习动机的因素，这些需要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能够用自

己的创造满足这种需要，并得到快感。因此，教师要多让幼儿学习思考，让他们自己完成他们的思考，要

多提要求，少加限制，让他们充分体验到经过自己的思考后获得成果的快感。

总之，内在动机和外加动机相互结合，对促进幼儿学习深具意义，二者要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推动作

用。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0 分）

幼儿道德认识的发展水平较低，他们只能领会一些初步的、简单的道德知识与要求，而且这些道德认

识往往和他们自己的直接经验或具体事物相联系。请从幼儿道德认识的发展特点出发，设计一个简单的教

学案例，描述你将如何对幼儿进行某一道德知识的教育。

答：

【书上知识点】

幼儿道德认知的发展特点 8-283

幼儿道德认识的发展水平较低，他们不仅道德知识不多，同时道德认识也很肤浅，概括力差。

幼儿道德是非观念处于不稳定状态，缺乏道德认识的一致性，在某种条件下，道德观念的正确率高，

但在不同情况、不同条件下，错误的观念较多。



幼儿道德评价活动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和受暗示性。

幼儿道德认识的发生、发展是个长期教育的过程，是逐渐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道德认识形成

的重要标志是初步道德概念的掌握和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

如何进行道德认知教育 8-283:

幼儿道德认识的教育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要教给幼儿相应的道德知识。

（2）要选择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能感染人的、生动的内容，将道理渗透到有趣的故事、童话、图

片等文学艺术、作品中，通过具体的形象帮助儿童弄清是非，明白道理，影响和塑造儿童的心灵。

（3）教育者对幼儿行为应及时提出要求并进行评价。

【案例】

围绕某一主题设计系列活动，进行综合性教育。例如：开展“心中有他人，献爱心”主题活动，我们

通过创设环境：按年龄段以不同的形式创设“爱”（照片）、“我们心中有他人”（图片）“处处有爱”（绘画）

专栏。各班创设爱心专栏，以不同的形式记载幼儿关心他人的好人好事。在幼儿园中，经常性开展“大带

小”“互帮互助”系列活动，教育幼儿关心爱护同伴。组织幼儿到敬老院慰问老人，和老人一起游戏，给

老人带去欢乐。

还有，如开展“做个爱劳动的好孩子”的专题活动时，可通过组织幼儿参观成人劳动、念儿歌、看电

视、做游戏等形式，使幼儿懂得劳动是光荣的。开展主题活动“我爱妈妈”时，可通过组织幼儿画妈妈，

为妈妈唱首歌，为妈妈戴上大红花，说一句感恩的话等活动，使幼儿懂得从小就要爱妈妈，培养幼儿孝敬

的品质。结合庆祝各节日开展庆祝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体验集体的温暖，培养爱集体的品质。结合“创

建文明县城”活动，开展早晨来园后的晨间卫生劳动，幼儿自带抹布擦桌椅，到卫生包干区检纸屑、落叶

等活动。通过“我是家里小主人”，“我是小小环保员”，“自理能力——穿衣、脱衣、叠被子”等比赛活动，

不仅让幼儿在欢快的做做玩玩的气氛中学到了简单的自我服务的本领，而且也培养了幼儿爱劳动、讲卫生

的良好习惯，学会理解和尊重保育员阿姨的辛勤劳动，注意保持室内外环境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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