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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017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学前教育心理学试题
课程代码:00882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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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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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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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小题,每小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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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纸冶的

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 研究者根据研究假设,主动干预或控制研究对象的发生、发展过程,并通过观察、测量、比较

等方式探索、验证教育现象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通常被称为

A. 观察法 B. 实验法 C. 调查法 D. 测量法

2. 下列哪一选项不是学前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A. 研究手段的现代化 B. 研究程序的规范化

C. 研究内容的多元化 D. 研究内容的国际化

3. 广义的师幼互动包括

A. 幼儿园所有情境中发生在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交互作用

B. 生活活动

C. 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

D. 区域活动

4. 先于新学习材料呈现之前呈现的一种在概况和包容水平上都高于新学习材料的引导性材

料,被奥苏伯尔称为

A. 意义学习 B. 先行组织者

C. 应答性条件作用学习 D. 操作性条件作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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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叶克斯和多德森的研究发现,动机强度与学习效率之间呈

A. U 型关系 B. V 型关系

C. 倒 U 型关系 D. 倒 V 型关系

6. 把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事物组合在一起,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通常被称为

A. 知识整合 B. 知识迁移

C. 知识理解 D. 知识应用

7. 通常认为,一套特殊教育模式———感觉教育的建构者是

A. 欧文 B. 卢梭

C. 福禄贝尔 D. 蒙台梭利

8. 运用戏剧表演的方法,将个人暂时置身于他人的社会地位,并按照这一位置所要求的方式和

态度行事,以增进人们对他社会角色和自身角色的理解,从而学会更有效地履行自己角色的

心理技术,通常被称为

A. 师幼互动 B. 同伴交往

C. 角色扮演 D. 观察学习

9. 下列哪一选项不是创造性学习的特点?

A. 学习的主动性 B. 学习结果的新颖性

C. 情绪的影响性 D. 借助想象

10. 幼儿的学习活动,根据教师对其的控制程度的不同,可分为发现学习、接受学习和

A. 有指导的发现学习 B. 有指导的接受学习

C. 机械学习 D. 意义学习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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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11. 调查法

12. 学习准备

13. 感觉统合

14. 场独立性

15. 幼儿园教学指导(微观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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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16. 幼儿园教师很好处理应激的对策。

17. 幼儿学习的基本方式。

18. 蒙台梭利感觉教育的特点和主要内容。

19. 幼儿园中,幼儿情绪智力教育的基本模式。

20. 艺术活动中,通过自我表现材料培养幼儿创造性的基本方法。

21. 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投放的要求。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2. 学习策略的三大类,并从这三大类中各选择一点进行举例说明。

23. 幼儿阅读技能的指导要求。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5 分)

24. 活动设计: 辨认和整理葱和蒜(中班)

目标:

1、观察比较葱与蒜各部分的异同(按根、叶、茎的顺序)梳理植物、蔬菜这两个概念。

2、学习用比喻的方法描述葱、蒜各部分的外形,激发幼儿的观察兴趣。

3、丰富相应词语,如渐渐、越……越……等。

准备:

葱、蒜各一大把,剪刀(人手一把),若干小筐或筒。

过程:

1、取出葱、蒜。 提问:桌上放着什么植物,你能很快的把它找出来吗? 你是用什么方法

很快找到葱和蒜的? (由幼儿自我介绍,凡用相同依据辨认者,用站一站亮相方法以示肯

定)

2、按根、茎、叶的顺序观察认识。

———帮助幼儿梳理“植物冶的概念。 教师提问:请你拿起一根葱看看它有几个部分?

再取一根蒜看看有几个部分? 有根、有茎、有叶,种在地上的又叫什么? 你还认识哪些

植物?

3、逐一解剖葱蒜的根、茎、叶。

———请用剪刀剪下葱的根和蒜的根,比一比它们的根,哪些一样,哪些不一样,谁能说

说它像什么?

———用手撕下它们的叶子,比一比叶子什么地方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 谁来说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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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什么?

———请你把它们的茎找出来,比一比什么地方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

———请幼儿按根、茎、叶分类摆放在相应的筐中。 要求幼儿用同样的方法把其余的葱

蒜整理好。 (结合解剖)

———整理完毕后请幼儿自由发言。 提问:“你有什么新发现?冶启发幼儿叙述实物的现

实作为重点,如手上有粘腻的感觉和刺鼻的气味。

———教师简介葱、蒜气味的作用和大蒜素的作用。

4、帮助幼儿梳理“蔬菜冶概念。 提问:刚才说了葱、蒜是植物,它们种在哪儿? 种在地

里的叫植物,摘来当菜吃了叫什么? 你平时最爱吃什么蔬菜?

分析该活动设计中,

(1)更多的表现了幼儿概念学习的哪一种基本方式?

(2)更多的体现了幼儿概念学习的哪些特点?

(3)教师在其中可能运用的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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