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课程》单项选择题：

1.认为（ ），就会注重学科科学体系，会依据科学和学问的逻辑，并根据学

习者的发展特征和认识水平变成一定体系的教材，让学习者进行“系统的”学习。

A. 课程即科目 B. 课程即经验 C. 课程即目标 D. 课程即计划

2.儿童中心课程是从（ ）来界定的课程。

A. 从学科维度 B. 从计划维度 C. 从经验维度 D. 从目标维度

3.认为幼儿园课程应反映“准备状态”的概念，是依据的（ ）的理念。

A. 浪漫主义 B. 文化传递 C. 进步主义 D. 行为主义

4.幼儿园课程的社会学基础在更大程度上解决幼儿园课程中的（ ）的问题。

A. 为什么教 B. 如何教 C. 教什么 D. 教得怎么样

5.幼儿园课程的哲学基础主要解决的是幼儿园课程中（ ）的问题。

A. 为什么教 B. 如何教 C. 教什么 D. 教得怎么样

6.幼儿园课程的心理学基础在更大程度上解决幼儿园课程中的（ ）问题。

A. 为什么教 B. 如何教 C. 教什么 D. 教得怎么样

7.基本着眼点是儿童的兴趣和动机，以动机为教学组织的中心的课程定义维度是

（ ）。

A. 从学科维度 B. 从计划维度 C. 从经验维度 D. 从目标维度

8.以经验维度界定课程，起源于（ ）。

A.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B. 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

C.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D. 迪卡尔的唯理论

9.父母的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幼儿园在社区的地位，幼儿园的师资

水平等，都属于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所说的（ ）。

A. 小系统 B. 中间系统 C. 外系统 D. 大系统

10.受行为主义理论影响的课程模式是（ ）。

A. 发展适宜性课程 B. 光谱方案

C. 斑克街早期教育方案 D. DI 直接教学模式

11.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是（ ）。

A. 蒙台梭利课程 B. 福禄贝尔设计的恩物

C. 方案教学 D. 直接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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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受唯理论哲学思想影响的是（ ）。

A. 蒙台梭利课程 B. 福禄贝尔设计的恩物

C. 方案教学 D. 直接教学模式

13.受经验论哲学思想影响的是（ ）。

A. 蒙台梭利课程 B. 福禄贝尔设计的恩物

C. 方案教学 D. 直接教学模式

14.（ ）认为唯有儿童实际经历、理解和接受了的经验，才能称为儿童学习到

的课程。

A. 课程即科目 B. 课程即经验 C. 课程即目标 D. 课程即计划

15.从（ ）来界定课程“并不关心学生在学习的情境中将要做什么，而关心的

是作为其行为结果——他们将学到什么（或将能做什么）。”

A. 课程即科目 B. 课程即经验 C. 课程即目标 D. 课程即计划

16.（ ）将课程定义为“学习者在学校指导下所获得的全部经验的计划和方案”。

A. 课程即科目 B. 课程即经验 C. 课程即目标 D. 课程即计划

17.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的创始人是（ ）。

A. 博比特 B. 泰勒 C. 惠勒 D. 斯坦豪斯

18.被称为“行为目标之父”的是（ ）。

A. 博比特 B. 泰勒 C. 惠勒 D. 斯坦豪斯

19.（ ）提出了课程编制的过程模式。

A. 艾斯纳 B. 杜威 C. 斯坦豪斯 D. 泰勒

20.在课程目标的不同价值取向中，（ ）反对把人作为物而把课程目标技术化

的倾向，并把课程看作是一种动态生成性的师生互动过程。

A. 行为目标 B. 生成性目标 C. 表现性目标 D. 预设性目标

21.从方法论上，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依据的是（ ）。

A. 认知心理学 B. 成熟理论

C. 精神分析理论 D. 行为主义心理学

22.继承并发展泰勒的行为目标的理念，借用生物学中“分类学”的概念，在教

育领域中建立了“教育目标分类学”的是（ ）等人。

A. 博比特 B. 斯坦豪斯 C. 布卢姆 D. 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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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艾斯纳提出的（ ）是指每一个儿童在具体教育情境中的各种相互作用中所

产生的个性化表现。

A. 行为目标 B. 生成性目标 C. 表现性目标 D. 预设性目标

24.我国教育家陈鹤琴提出的“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会

都是活教材”，反映的是（ ）取向。

A. 课程内容即教材 B. 课程内容即学习活动

C. 课程内容即学习经验 D. 课程内容即生活体验

25.“使课程编制者关注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强调儿童是在与环境交互作用中经

验的获得和知识的建构”的幼儿园课程内容取向是（ ）。

A. 课程内容即教材 B. 课程内容即学习活动

C. 课程内容即学习经验 D. 课程内容即生活体验

26.学龄前儿童的思维是以直觉思维为主的，因此幼儿园课程内容的组织一般较

多采用（ ）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在“综合教育”、“单元教学”、“方

案教学”等许多幼儿园课程类型中都能看到。

A. 纵向组织 B. 横向组织 C. 直线式组织 D. 螺旋式组织

27.（ ）旨在通过对课程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材料的分析和判断，调整和改进

课程方案，使正在形成中的课程更为完善。

A. 形成性评价 B. 总结性评价 C. 量化评价 D. 质性评价

28.（ ）关注的是课程问题的程度和评定课程计划的整体效果，其结果主要是

为课程决策者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

A. 形成性评价 B. 总结性评价 C. 量化评价 D. 质性评价

29.直接教学模式的课程目标是让学习不利的小孩具备上小学所需的程度，细化

为 15 条具体的目标，如“能正确数到 10”、“能分辨母音和至少 15 个字音”

等，根据这些要求，它所采用的评价方法是（ ）。

A. 形成性评价 B. 总结性评价 C. 量化评价 D. 质性评价

30.以自然情境为直接的资料来源、采用描述性的文字或图片、坚持整体观、采

用的是归纳的方法来进行评价的方法是（ ）。

A. 形成性评价 B. 总结性评价 C. 量化评价 D. 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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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美国心理学会规定，课程评价的标准应具有准确性、有用性、合法性和可行

性四个特征，这符合幼儿园课程评价的（ ）原则。

A. 科学性 B. 发展性 C. 全面性 D. 多样性

32.既要评价课程理念和课程目标，又要评价课程内容及其组织形式以及教育环

境，此外还要评价师幼关系、师幼互动、教育资源的利用等方面，这反映了幼儿

园课程评价的（ ）原则。

A. 科学性 B. 发展性 C. 全面性 D. 多样性

33.杜威同时代的（ ）提出，课程应由教师和儿童共同设计，他提出的设计教

学法，主张通过主题的方式让儿童进行学习，将现实生活结合到儿童的活动中去。

A. 皮亚杰 B. 克伯屈 C. 博比特 D. 布卢姆

34.光谱方案是根据（ ）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课程方案。

A. 多元智能 B. 认知发展的非普遍性理论

C. 成熟理论 D. 皮亚杰的建构理论

35.下列不属于综合性课程的长处的有（ ）。

A. 能促进儿童的主动学习 B. 能符合儿童的兴趣与需要

C. 能使儿童发展与知识结合成一体 D. 已有相当长的运用历史

36.“五指活动课程”是（ ）创编的。

A. 张雪门 B. 陈鹤琴 C. 陶行知 D. 张宗麟

37.以下（ ）不属于“活教育”思想体系的内容？

A. 以“做人，做我国人，做现代我国人”为目标

B. 以“做中教、做中学”为课程实施的方法

C. 以节气变化，根据儿童生活环境中出现的事物，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

D. 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中心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

38.“生活即是教育，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

这是（ ）的教育思想。

A. 张雪门 B. 陈鹤琴 C. 陶行知 D. 张宗麟

39.（ ）的设计者们认为，学校应是促进儿童心理健康的机构，它应为儿童提

供创造性地和让儿童感到满意的工作的机会；它应给儿童有意义的刺激，而不是

死记硬背的、片段的学习；它应培养儿童的个性，增强儿童的社会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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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直接教学模式 B. 海伊斯科普课程

C. 斑克街早期儿童教育方案 D. 方案教学

40.（ ）确定了 49 条关键经验作为制订课程和进行评价的指标。

A. 直接教学模式 B. 海伊斯科普课程

C. 斑克街早期儿童教育方案 D. 方案教学

41.ECCE 词汇的出现说明了（ ）的趋势。

A. 保育和教育相结合 B. 反偏见课程的出现

C. 课程全纳化 D. 课程多元文化化

42.下列哪一个不属于国外（尤其是西方）幼儿园课程呈现的趋势？（ ）

A. 课程多元文化化 B. 保育和教育相整合

C. 课程的全纳化 D. 课程的共同化

43.主题网和课程轮是（ ）课程设计和实施中常运用的工具。

A. 直接教学模式 B. 海伊斯科普课程

C. 斑克街早期儿童教育方案 D. 方案教学

44.（ ）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儿童获得进入小学所需要的读、写、算的基本技能，

并通过学业上的成就，发展儿童的自信心，增强自尊心。

A. 直接教学模式 B. 海伊斯科普课程

C. 斑克街早期儿童教育方案 D. 方案教学

45.（ ）的实施是由“计划-做-回忆”三个环节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组成的。

A. 直接教学模式 B. 海伊斯科普课程

C. 斑克街早期儿童教育方案 D. 方案教学

46.（ ）不要求购置和使用特殊的材料，作为典型的教育方案，它唯一的花费

在于为儿童设置学习环境。

A. 直接教学模式 B. 海伊斯科普课程

C. 斑克街早期儿童教育方案 D. 方案教学

47.“我们确实没有什么计划和课程。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与幼儿在一起，三分

之一是确定的，三分之二是不确定的或新的事物”，这段话说的是（ ）的课

程。

A. 海伊斯科普课程 B.斑克街早期儿童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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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蒙台梭利教育体系 D.瑞吉欧教育体系

48.在（ ）中，教师被称为“指导员”，其角色首先是观察者。

A. 海伊斯科普课程 B.斑克街早期儿童教育方案 C.蒙台梭利教育体系 D.瑞

吉欧教育体系

49.以下不是瑞吉欧学校的特点的是（ ）。

A. 注重发展人际关系 B. 注重让儿童学会如何与人协作

C. 注重让儿童学会接纳和欣赏别人的思想和观点

D. 注重教师对儿童的观察和评价

50.以下不属于海伊斯科普课程的关键经验的是（ ）。

A. 主动学习的关键经验 B. 发展人际关系的关键经验

C. 语言运用的关键经验 D. 创造性表征的关键经验

51.以下课程类型中个，不属于学科课程的是（ ）。

A. 分科课程 B. 核心课程 C. 相关课程 D. 融合课程

52.依据课程决策的层次标准来分析，任课教师实际理解领会的课程属于（ ）。

A. 学校层次的课程 B. 教学层次的课程

C. 观念层次的课程 D. 体验层次课程

53.（ ）是根据儿童经验或团体生活统整起来的课程，它的理论基础是“经验

主义”课程哲学观，所以又称对称经验课程。

A. 核心课程 B. 广域课程 C. 活动课程 D. 融合课程

54.（ ）是研究性学习的课程，是生成课程，当受教师水平、物质环境条件、

幼儿人数等制约时，容易使幼儿的自主、探索、实践流于表面。

A. 隐性课程 B. 经验课程 C. 学科课程 D. 分科课程

55.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从课程的功能出发提出显性课程，隐性课程和悬缺

课程三种类型的课程。

A. 艾斯纳 B. 古德莱德 C. 普洛佛斯 D. 费尼克斯

56.以下哪种课程是存在于“理想的课程”和“实际的课程”之间的流失的课程。

（ ）

A. 显性课程 B. 隐性课程 C. 悬缺课程 D. 经验课程

57.以下哪种课程是属于社会本位的课程类型。（ ）

A. 核心课程 B. 分科课程 C. 融合课程 D. 广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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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除了活动课程外，以下哪种课程也是属于经验课程。（ ）

A. 相关课程 B. 融合课程 C. 核心课程 D. 广域课程

59.目前，我国幼儿园课程主导的定义是（ ）。

A. 经验论 B. 活动论 C. 过程论 D. 体验论

60.课程开发的目标模式中，尝试性的一般目标制定出来后，还要经过哪些“筛

子”的筛选：（ ）

A. 教育文化学和教育哲学。 B. 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哲学

C. 学习理论和教育哲学 D. 教育人类学和教育哲学

61.（ ）提出并系统确立了课程开发的过程模式。

A. 斯坦豪斯 B. 泰勒 C. 博比 D. 查特斯

62.编制学科课程所考虑的主要是：（ ）

A. 经典文献 B. 学生的兴趣 C. 社会生活 D. 学科内容

63.编制活动课程所考虑的主要是：（ ）

A. 经典文献 B. 学生的兴趣 C. 社会生活 D. 学科内容

64.编制核心课程所考虑的主要是：（ ）

A. 经典文献 B. 学生的兴趣 C. 社会生活 D. 学科内容

65.行为目标在课程领域的确立始建立于（ ）

A. 泰勒 B. 卢布姆 C. 博比特 D. 梅杰

66.以下哪种目标是指教育的总体方向，并体现出普遍的、终极的教育价值追求

的（ ）

A. 教育目标 B. 课程目标 C. 教学目标 D. 教育目的

67.确立幼儿园课程目标的主要依据除了学习者（ ）的需要、当代社会生活的

需要还有（ ）

A. 学科知识的需要 B. 国家的需要 C. 家长的要求 D. 园长的意愿

68.以下哪位提出教育应当注重追求儿童反应的多元性 （ ）

A. 杜威 B. 艾斯纳 C. 舒伯特 D. 博比特

69.杜威的“教育即生长”主张体现了哪种课程目标取向（ ）

A. 表现性目标 B. 生成性目标 C. 行为目标 D. 表现性目标

70.以下哪种目标的表述适宜于表达普遍的教育思想，而不涉及具体的教育活动

目标的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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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现性目标 B. 生成性目标 C. 行为目标 D. 普遍性目标

71.幼儿园课程目标与中小学课程目标相比所具有的特点是（ ）

A. 学科性 B. 知识性 C. 整合性 D. 片面性

72.以下哪个不是普遍性目标的特点的是（ ）

A. 普遍性 B. 模糊性 C. 规范性 D. 科学性

73.以下哪个不是行为目标的特点（ ）

A. 具体化 B. 精确化 C. 可操作性 D. 随意性

74.（ ）的教育活动把区域游戏活动作为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

A. 福禄贝尔 B. 蒙台梭利 C. 海伊斯科普 D. 瑞吉欧

75.“我们来玩过家家吧？”这属于幼儿游戏语言中的（ ）

A. 伙伴之间交际性语言 B. 角色之间的交际性语言

C. 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性语言 D. 以上都不是

76.游戏活动实施的基本条件是（ ）

A. 建立游戏规则 B. 保证幼儿的自由活动时间

C. 创设活动区域 D. 以上都是

77.教师利用角色身份参与幼儿游戏属于（ ）

A. 合作式参与 B. 平行式参与 C. 真实发言人参与 D. 指导式参与

78.目前幼儿园教育教育活动中的主要形式是（ ）（在农村幼儿园学科活动仍

然是主要形式）

A. 学科活动 B. 单元主题活动 C. 方案活动 D. 区域活动

79.在编制主题网络时，放大主题网络中的某一内容，属于哪种策略（ ）

A. 头脑风暴 B. 拉近技术 C. 特殊化 D. 渐进式

80.为避免活动之间的干扰，需要将图书区与表演区分开，这种做法是在区域空

间设置中注意了（ ）

A. 动静分开 B.相关邻近 C.封闭性与开放性 D. 灵活性

81.下列哪种因素是影响主题选择与确定的首要因素（ ）

A. 教师 B. 主题自身特性 C. 儿童 D. 学科知识

82.以下哪个描述不属于学科活动的长处（ ）

A. 历史久远 B. 操作性强

C. 重视各学科知识横向联系 D. 有助于学科知识技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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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主题的产生和主题网络的初步编制属于方案教学的那个阶段（ ）

A. 起始阶段 B. 展开阶段 C. 高潮阶段 D. 结束阶段

84.区域活动的核心是（ ）

A. 制定计划 B. 操作活动 C. 整理与打扫 D. 回顾和总结

85.区域的（ ）主要表现在区域之间、区域与非区域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和积

极互动。

A. 对话性 B. 开放性 C. 参与性 D. 动态性

86.“围绕某一主题，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将各种学习内容有机联系在一起”

是对下列哪种活动的基本特点？（ ）

A. 学科活动 B. 单元主题活动 C. 方案活动 D. 区域活动

87五指活动课程的课程目标包括做人、身体、智力和（ ）

A. 情绪 B. 情感 C. 德育 D. 体育

88.关于幼稚园课程的编制，陈鹤琴提出了圆周法、直进法以及（ ）

A. 间接引导法 B. 混合法 C. 游戏式教学法 D. 小团体教学法

89.幼稚园行为课程的创编者是（ ）

A. 陈鹤琴 B. 蒙特梭利 C. 张雪门 D. 福禄贝尔

90.蒙特梭利认为感官教育的敏感期是指（ ）

A. 3—7岁 Ｂ. ３－６岁 Ｃ. ０－６岁 Ｄ. ０－７岁

91.海伊斯科普课程是以谁的发展理论为基础形成的课程方案（ ）

Ａ. 皮亚杰 Ｂ. 布鲁纳 Ｃ. 裴斯泰洛齐 Ｄ. 维果斯基

92.被瑞吉欧人比喻为“打乒乓球”游戏的是指（ ）

Ａ. 弹性计划 Ｂ. 小组活动 Ｃ. 合作教学 Ｄ. 记录的支持

93.瑞吉欧的课程与教学主要以＿方式展开（ ）

Ａ. “项目活动” B. 单元主题活动 C. 区域活动 D. 游戏活动

94.＿课程的最主要目标是在于有效促进儿童认知能力发展（ ）

Ａ. 蒙特梭利 Ｂ. 海伊斯科普 Ｃ. 瑞吉欧 Ｄ. 五指活动

95.目前我国以整合为旨趣的一批幼儿园单元主题活动教材，与美国自我概念课

程的区别在于（ ）

A. 目标 B. 内容 C. 实施 D. 效果

苏
州
幼
专
幼
儿
园
课
程
教
学
团
队



《幼儿园课程》单项选择题答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A C A A C B C B C D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B A B C D A D C B

序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D C C B C D A B C D

序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A C B A D B C A C B

序号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A D C A B B D C D B

序号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答案 B A C B A C A C B C

序号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答案 A D B C B D A B B D

序号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答案 C D D C A D A B B A

序号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答案 C C A B A B A B C A

序号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答案 A C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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