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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试卷

本试卷共有六道题，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分

题分 8 10 8 8 30 20 8 8 100

得分

一、单选选择题（本大题共 8小题，每小题 1分，共 8分） 每小

题所列备选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答案，未选、多选或错选均无分。

1.幼儿园课程是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 )

A.知识体系 B.学习经验

C.行为习惯 D.道德品质

2.活动课程强调知识和智慧真正的源泉是( )

A.游戏 B.生活 C.实践 D.上课

3.活动课程是以( )为中心来组织学习内容的。

A.学科 B.问题 C.儿童 D.概念

4.间接教学经常借助的中介有( )

A.教具和学具 B.提问和启发

C.表情和动作 D.物质材料和人际环境

5.瑞吉欧教育方案的灵魂和核心是( )

A.项目活动 B.作业教学

C.关键经验 D.游戏活动

6. 瑞吉欧的课程与教学展开的主要方式是( )

A.项目活动 B.生活活动 C.区域活动 D.集体教学活动

7.教师指导幼儿区域活动时，属于自主阶段的指导方式是( )

A.先介绍，后开放 B.以小组活动方式进行

C.给幼儿提供练习的机会 D.观察与评估

8.活动区的活动多为( )的活动。

A.幼儿自选 B.教师指定

C.家长参与 D.师生商定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研究学前儿童心理的基本方法是 。

2、幼儿的情绪和意志行为，也常常受 的影响。幼

儿常有“破涕为笑”的表现。

3、完整的记忆包括识记、 、和恢复三个环节。

4、课程评价要以_________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

5、形象性和 ，是想象活动的两大基本特点。

6、皮亚杰的 ，是 20 世纪影响最为广泛的儿童

思维发展理论。

7、蒙台梭利教育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练习、_________、语言

教育、数学教育和文化科学教育。

8、认为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脑的发育，可增长、分化为九种

基本情绪的是美国心理学家 。

9、人与人之间没有完全相同的个性，这说的是个性

的 。

10、儿童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基础是 。

三、是非判断题(判断下各题是否正确，在题后括号内对的打

“√”，错的打“×”。每小题 1分，共 8分)

1.幼儿园课程以分科课程为主要形式。( )

2. 从幼儿园教育活动组织形式来看，我国多数幼儿园存在的问题

是经常不假思索地采用集体活动组织形式。( )

3.“专业化”的教师指的是受过专业教育的教师。( )

4. 课程评价过程是园领导和专家对教师组织的教学活动进行评价

的过程。( )

5.乌索娃等人认为，作业教学有利于儿童形成系统化的知识和认识

方式。( )

6.陈鹤琴活动教育的目的是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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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单元主题活动中选择主题的出发点即是从现有的“内容”和“材

料”出发。( )

8. 档案记录贯穿于项目活动的始终，并在活动结束后延续。

( )

四、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8 分）

1.隐性课程

2.幼儿园课程组织

3.心理组织法

4.单元主题活动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6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1.感知觉在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2. 简述幼儿园课程组织的基本原则。

3.学前儿童情绪自我调节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4.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主要包含哪些方面?

5、学前儿童记忆发展的趋势有哪些？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教师在课程实施中应如何充分利用时间资源?

2.试述当前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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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案例分析（8 分）

以下是一位教师对幼儿建筑游戏“搭高速公路”的指导记录：

几个男孩在搭建高速公路。我开着车停下来问“我的车在哪里

交费?“对不起，还没有建好呢，请过一会再来!”……我注意到他

们只搭了两条同向通行的车道，于是又问：“回来时我从哪里走?”

孩子们一看不对劲儿。“哎呀!对面来的车要是也从这儿过，不是要

撞上了吗!赶快在旁边搭条反向的车道吧!”可是，建筑区已经没有

地方了。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我在旁边出主意：

“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查一查啊!”一句话提醒了他们。一位小朋

友从一幅公路图片上受到启发：“我们可以像搭立交桥似的，搭一

个立体双层公路收费站!”

请运用“支架式教学”的原理分析这位教师的行为。

八、活动设计题(8 分)

设计大班项目活动“公园”的主题网。要求写出主题网的制作过程，

并画出主题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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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1 分，共 8分)

1.B 2.C 3.C 4.D

5.A 6.A 7.D 8.A

二、填空题题(每小题 1分，共 10 分)

1.学术发展 2.显性课程 3.知识的内在逻辑联系

4.自评 5.发现 6.整个教学法

7.感觉教育 8.最近发展区 9.直接经验

10.安全

三、是非判断题(每小题 1 分，共 8分)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四、名词解释题(每小题 2 分，共 8分)

1.隐性课程是在学校政策和课程计划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却实实在

在地构成了学生在校学习经验中常规、有效部分的教育实践和结

果。

2.幼儿园课程组织是创设良好的课程环境，使幼儿园课程活动兴趣

化、有序化、结构化，以产生适宜的学习经验和优化的教育效果，

从而实现课程目标的过程。

3.心理组织法是根据学习者的经验、能力、兴趣、需要来组织编排

课程内容的方法。

4.单元主题活动是在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中心内容(即主题)来组

织的教育教学活动。

五、简答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1.启蒙性，生活性，游戏性，活动性和直接经验性，潜在性。

2.(1)有助于幼儿获得基础知识的内容；

(2)有助于掌握基本活动方式的内容；

(3)有助于发展幼儿智力和能力的经验；

(4)有助于培养幼儿情感态度的内容。

3.(1)整体性原则； (2)系统性原则； (3)可行性原则； (4)

时代性原则； (5)缺失优先原则；

(6)辩证性原则。

4.(1)秩序。 (2)自由。 (3)真实与自然。 (4)美感与安全。

5.(1)高度重视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

(2)强调活动与游戏的教育价值。

(3)尊重儿童发展的年龄特点和个别差异。

6.(1)单元主题活动是教师预先计划好的，而项目活动是慢慢地发

展出来的；

(2)单元主题活动教师事先设定好目标，而项目活动的目标是经

由孩子和教师的商议发展出来的；

(3)单元主题活动中所有的孩子都从事相同或相似的工作，而项

目活动中孩子自由选择活动；

(4)单元主题活动课程持续时间较短，而项目活动课程持续时间

较长。

六、论述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1)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集体行动，以减少等待。

(2)过渡环节可提供一些有趣的活动，以减少消极等待。

(3)活动安排要符合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如设计有趣的活动形式，

提供充足的活动材料，以避免活动过程中的隐性时间浪费。

(4)不要对幼儿照顾过度，以避免教师忙不过来、幼儿消极等待

的现象。

(5)养成幼儿良好的常规和专心做事的习惯，这样可以节省教师

在活动中用于班级管理(如维持秩序、处理不当行为)的时间。

2.当前区域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区

域活动性质的认识上，二是对活动区域的材料投放上。

(1)从对区域活动性质的理解上来看，目前主要有三种认识：第

一，把活动区视为分组教学的场所；第二，把活动区活动视为作业

教学的“延伸”；第三，把活动区看做在集体活动之外的一个自由苏
州
幼
专
幼
儿
园
课
程
教
学
团
队



5

活动环境。

对策：第一，要保证幼儿在区域活动的充分自由，不要干预

过多，更不要直接控制；第二，适当地把区域活动的隐性学习与显

性学习结合或融合起来。

(2)从材料的投放上看，最大的问题于在互相攀比，追求高档化、

逼真化、成品化，不仅造成财力、人力、物力的浪费，还大大降低

了活动的教育价值。

对策：要充分多地投放相对原始而基本的材料、半成品。(1

分)

七、案例分析题(8 分)

所谓“支架式教学”，指的是教师和儿童在最近发展区内有效的教

学互动；儿童的“学”好像一个不断建构着的建筑，而教师的“教”

则像一个必要的“脚手架”，支持儿童不断建构自己的心灵世界。

在上例中，教师的支架性行为表现在：

(1)注意到幼儿只搭了两条同向通行的车道，发现了幼儿游戏中存

在的问题；

(2)通过提出“回来时我从哪里走?”的问题，提出了具有挑战性、

能引发幼儿新旧经验之间冲突的任务，引导幼儿意识到问题和冲

突；

(3)通过提醒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有效地启发幼儿自己想出解

决问题的办法，搭一个立体双层公路收费站。

八、活动设计题(8 分)

主题网的制作过程：

(1)脑力激荡：尽可能多地写出与“公园”有关的字词。

(2)归类：将写出的字词进行分组，必要时可添加字词。

(3)命名：选择合适的字词对每组进行概括，并写下一个相应的标

题。

(4)连网：将一组组字词使用“网状”形式连起来。

画出主题网络图。

苏
州
幼
专
幼
儿
园
课
程
教
学
团
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