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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考名师全程视频授课，图像、声音、文字同步传输，享受身临其境的教学效果；

□ 权威专家在线答疑，提交到答疑板的问题在 24小时内即可得到满意答复；

□ 课件自报名之日起可反复观看，不限时间、地点、次数，直到当期考试结束后一周关闭；

□ 付费学员赠送 1G超大容量电子信箱；及时、全面、权威的自考资讯全天 24小时更新；

□ 一次性付费满 300 元，即可享受九折优惠；累计实际交费金额 500 元或支付 80 元会员

费，可成为银卡会员，购课享受八折优惠；累计实际交费金额 1000元或支付 200元会员费，

可成为金卡会员，购课享受七折优惠（以上须在同一学员代码下）；

英语/高等数学预备班：英语从英文字母发音、国际音标、基本语法、常用词汇、阅读、写作等角度开展教学；数学针对有高中入学水

平的数学基础的同学开设。通过知识点精讲、经典例题详解、在线模拟测验，有针对性而快速的提高考生数学水平。立即报名！

基础学习班：依据全新考试教材和大纲，由辅导老师对教材及考试中所涉及的知识进行全面、系统讲解，使考生从整体上把握该学科的

体系，准确把握考试的重点、难点、考点所在，为顺利通过考试做好知识上、技巧上的准备。立即报名！

真题串讲班：教育部考试中心已经启动了自考的国家题库建设，熟练掌握自考历年真题成为顺利通过考试的保障之一。自考 365 网校与

权威自考辅导专家合作，推出真题串讲班网上辅导课程。通过对课程的整体情况分析及近 3 次考试的真题讲解，全面梳理考试中经常出

现的知识点，并对重点难点问题配合典型例题扩展讲解。串讲班课程在考前一个月左右开通。立即报名！

习题班：自考 365网校与北大燕园合作推出，每门课程均涵盖该课程全部考点、难点，在线测试系统按照考试难度要求自动组卷、全程

在线测试、提交后自动判定成绩。我们相信经过反复练习定能使您迅速提升应试能力，使您考试梦想成真！立即报名！

自考实验班：针对高难科目开设，签协议，不及格返还学费。全国限量招生，报名咨询 010-82335555 立即报名！

自考精品班：全力打造专属于学员个人的辅导计划，学员自入学当天便开始享受专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辅导课程，专职教学辅导老师及班

主任全程跟踪学员的学习情况，随时调整辅导方案，以保证学习计划的有效进行。帮助学员克服可能出现的学习上的怠倦、不良情绪的

影响等情况。坚定考试必胜信念，并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掌握考试内容，全面提升学员的考试通过率。我们承诺，当期考

试不通过，下期学费减半！立即报名！

全国 2009 年 7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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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前儿童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年龄段是（      )
A.0—6、7 岁 B.3—6、7 岁

C.0—１2 岁 D.0—18 岁

2.儿童在每个年龄阶段形成并表现出来的一般的、典型的、本质的心理特征被称为（      )
A.儿童发展的年龄特征 B.儿童生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C.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D.儿童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

3.学前儿童在游戏活动中，能逐渐与别人联系、合作活动，这说明他们的注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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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选择性增强 B.范围扩大

C.稳定性提高 D.分配提高

4.视触协调出现的主要标志是（      )
A.能伸手抓到东西

B.看到喜欢的东西时会手舞足蹈

C.一抓到东西就不放，且将它塞到嘴里

D.不断地把成人放在他手上的物体扔到地上

5.儿童记忆策略发展的转变期，约出现在（      )
A.2—3 岁 B.4—5 岁

C.5—7 岁 D.7—8 岁

6.幼儿时常会提出一些不平常的问题，具体表现的是（      )
A.再造想象 B.创造想象

C.无意想象 D.有意想象

7.幼儿看到天上白云的形状，一会儿想像它是一匹飞奔的“骏马”；一会儿想像它是一座会动的“山”……这种想象

属于（      )
A.再造想像 B.有意想像

C.无意想像 D.幻想

8.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学前儿童对昨晚和明早的认知水平高于对上午、下午、晚上的认知

B.学前儿童对明早的认知水平高于对昨晚的认知水平

C.幼儿的时间知觉，主要是依靠生活中接触到的周围现象的变化

D.学前儿童对一年四季的认知早于对“周”的时序的认知

9.在幼儿期，幼儿大量使用的判断是（      )
A.直接判断 B.间接判断

C.形式判断 D.客观判断

10.在学前儿童思维工具的发展变化中，语词的作用（      )
A.基本不变 B.越来越大

C.越来越小 D.始终很小

11.我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儿童词汇量增长的活跃期是（      )
A.3—4 岁 B.4—5 岁

C.5—6 岁 D.6—7 岁

12.与儿童最初出现的情绪反应相关的是（      )
A.生理需要 B.社会性需要

C.社会性适应 D.脑成熟

13.儿童动作发展的规律有（      )
A.从局部到整体的规律 B.尾首规律

C.远近规律 D.大小规律

14.与儿童自我意识的真正出现相联系的是（      )
A.言语的发展 B.动作的发展

C.意志的发展 D.情感的发展

15.婴儿与主要照顾者的依恋大约出现于第（      )
A.5、6 个月 B.6、7 个月

C.7、8 个月 D.8、9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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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提出“成熟势力说”的心理学家是（      )
A.高尔顿 B.华生

C.盖塞尔 D.斯金纳

17.儿童空间维度形容词出现的顺序是（      )
A.①大小②高矮、长短③粗细④高低

B.①大小②高矮、长短③高低④粗细

C.①大小②高低③粗细④高矮、长短

D.①大小②粗细③高矮、长短④高低

18.布里奇斯认为 3 个月以后，婴儿的情绪分化为（      )
A.快乐和愤怒 B.快乐和厌恶

C.快乐和恐惧 D.快乐和痛苦

19.儿童坚持性发展的关键年龄是（      )
A.2—3 岁 B.3—4 岁

C.4—5 岁 D.5—6 岁

20.具有精力旺盛、表里如一、刚强、易感情用事等典型特征的气质是（      )
A.胆汁质 B.多血质

C.粘液质 D.抑郁质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21.一般地，了解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具体方法有哪些？

22.儿童痛觉发展的规律及帮助幼儿减轻疼痛的方法有哪些？

23.简述学前儿童思维发展的一般特点。

24.简述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总趋势。

25.影响学前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因素有哪些？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6.如何利用幼儿注意选择性发展的规律来组织幼儿园活动？

27.试述影响学前儿童意志行动发展的因素。

四、案例题（本大题共 10 分）

28.认识三角形、长方形时，采用让幼儿边观察边触摸边说出边角的方法，和让幼儿观察并说出边角的方法，哪一种

方法会更有利于幼儿辨识和记忆？并运用心理学原理加以分析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