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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4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试题
课程代码:00389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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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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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

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研究方法的综合化和系统化时期是

A.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B. 20 世纪初———20 世纪 50 年代

C.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 D. 19 世纪初———19 世纪 50 年代

2. 某研究者欲研究有“口吃”现象的幼儿的个性特征,他应该选择的抽样方法是

A. 分层随机抽样 B. 定额抽样

C. 简单随机抽样 D. 判断抽样

3. 研究幼儿同伴间的合作性或攻击性行为,宜选用

A. 时间取样观察法 B. 非参与性间接观察法

C. 事件取样观察法 D. 无结构性直接观察法

4. 想在短期内收集到较大范围和数量的个人信息资料,宜采用

A. 访问调查 B. 调查表调查 C. 问卷调查 D. 座谈调查

5. 大班教师在教给幼儿投掷沙包的技能后,让每个幼儿投掷沙包以测验幼儿对该技能的掌握程度。

这是属于

A. 智力测验 B. 人格测验 C. 成绩测验 D. 能力倾向测验

6. 为提高教育实验的效度,实验过程中

A. 可“暗箱操作” B. 可采用“双盲法”

C. 对被试施测可“因人而异” D. 可限制被试人身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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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动研究法的最早提出者、运用者是

A. 库尔特·勒温 B. 大桥正夫

C. 坎贝尔和斯坦利 D. 钟启泉

8. 个案研究中最关键的步骤是

A. 形成研究结论 B. 制定研究计划

C. 收集和分析研究资料 D. 撰写研究报告

9. 从已知的一般性或普遍性的原理和结论出发,推论出个别或特殊结论的思维方法是

A. 归纳 B. 分析 C. 综合 D. 演绎

10. 科研论文的基本结构应包括下列组成部分:题目或标题、内容摘要和

A. 序言、正文、引文注释、参考文献

B. 序言、正文、引文注释、致谢

C. 序言、正文、引文注释、附录

D. 序言、正文、结论与讨论、引文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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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11.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实施阶段工作主要包括　 　 　 、整理和分析研究资料、形成研究结论三个

步骤。

12. 按编辑出版的形式不同,学前教育文献主要可分为 　 　 　 、期刊、报纸、教育档案类、电子文

献等。

13. 描述记录法可分为日记描述法、轶事记录法和　 　 　 三种。

14. 间接访谈就是访谈者通过一定的中介物与被访谈者进行的访谈,一般有　 　 　 和网络访谈等。

15. 根据测试的方式和使用的材料不同,可将测验分为　 　 　 和操作测验。

16. 一般来说,教育实验主要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即自变量、因变量和　 　 　 。

17. 教育经验总结结论的　 　 　 概括性水平较低,是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之一。

18. 个案法通常采用个案追因研究、个案临床研究和　 　 　 等实施方式。

19. 文字资料分析是一种运用　 　 　 进行的逻辑分析。

20. 教育科研成果评价的方法大体可分为　 　 　 和定量评价方法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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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错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21. “幼儿游戏理论的比较研究”属于三级课题。

22. 研究者对搜集的各种学前教育文献进行粗略的快速翻阅,这是文献阅读方法中的粗读。

23. 为被观察的研究对象的行为表现设计科学的观测指标是以定性研究为主的观察研究的要求。

24. 在实施访谈调查时,其过程一般由两大步骤组成,即预备性谈话和正式提问。

25. 我国目前能用于学前儿童心理和教育测验的标准化工具主要集中在测定儿童的非智力方面。

26. 所谓生态效度是指实验结果能推广到相同或相近的对象总体中去的程度。

27. 教育经验总结法中的解释性总结,就是通过陈述经验产生过程中经验主体怎么想、怎么做、有何

成效等一系列事实,进而总结某些经验的方法。

28. 学前教育个案研究中最常用的收集资料的手段是访谈。

29. 文字资料整理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对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摘要。

30. 拟订写作提纲是科研成果表述中最关键的步骤。

四、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31. 研究方向

32. 整群抽样

33. 问卷的有效率

34. 常模

35. 真实验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5 分。

36. 简述观察方法的选择应考虑的因素。

37. 简述调查法的特点。

38. 简述行动研究法的一般步骤。

39. 简述个案法的优点。

40. 简述教育科研成果评价的主要内容。

六、计算题:本大题 10 分。

41. 15 位幼儿数概念的成绩分别为 36,40,41,32,30,47,31,28,12,33,37,26,35,38,27。

求:(1)幼儿的成绩的算术平均数(5 分,写出计算公式和计算结果)

(2)求这 15 位幼儿的标准差(5 分,写出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可保留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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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用题:本大题 15 分。

42. 一幼儿园教师在唱歌教学活动中运用“节奏游戏”来提高幼儿的唱歌能力的实验。 她将自己所

带的班级作为实验组,将另一平行班作为控制组,先在实验组的唱歌教学中运用“节奏游戏“的

方法,完成预定的各种”节奏游戏“活动后,对两个组的幼儿的唱歌能力同时进行测定,通过对

两个组后测成绩的比较来检验假设。

在该实验研究中:

(1)该实验的假设是什么? (3 分)

(2)实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是什么? (6 分)

(3)写出该实验的设计模式。 (3 分)

(4)这种实验设计的优点和不足。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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