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上半年教师资格《幼儿保教知识与能力》真题及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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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字母按要

求涂黑。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题干】在儿童的日常生活、游戏等活动中，创设或改变某种条件，以引起儿童心理的变化，这种研究方法

是( )。

A.观察法

B.自然实验法

C.测验法

D.实验室实验法

2【题干】幼儿看见同伴欺负别人会生气，看见同伴帮助别人会赞同，这种体验是( )。

A.理智感

B.道德感

C.美感

D.自主感

3.【题干】幼儿如果能够认识到他们的性别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说明他已经具有( )。

A.性别倾向性

B.性别差异性

C.性别独特性

D.性别恒常性

4.【题干】让脸上抹有红点的婴儿站在镜子前，观察其行为表现，这个实验测试的是婴儿哪方面的发展?( )。

A.自我意识

B.防御意识

C.性别意识

D.道德意识

5.【题干】个体认识到他人的心理状态，并由此对其相应行为作出因果性推测和解释的能力称为( )。



A.元认知

B.道德认知

C.心理理论

D.认知理论

6.【题干】儿童最早玩的游戏类型是( )。

A.练习游戏

B.规则游戏

C.象征性游戏

D.建构游戏

7.【题干】实施幼儿园德育最基本的途径是( )。

A.教学活动

B.亲子活动

C.阅读活动

D.日常生活

8.【题干】《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规定托幼园所工作人员接受健康检查的频率是( )。

A.每月一次

B.半年一次

C.每年一次

D.三年一次

9.【题干】从科学知识取向转向儿童经验取向的代表性教育著作是( )。

A.《理想国》

B.《爱弥儿》

C.《大教学论》

D.《林哈德与葛笃德》

10.【题干】被黄蜂蛰伤后，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



A.涂肥皂水

B.用温水冲洗

C.涂食用醋

D.冷敷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1.【题干】简述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15 分)

12.【题干】简述角色游戏活动中教师的观察要点及其目的。(15 分)

三.论述题(本大题 1小题，20 分)

13.【题干】幼儿园为什么要为幼儿入小学做准备(9 分)?应做哪些准备?(11 分)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14.材料：

情境一：

一天晩上，莉莉和妈妈散步时，有下列对话：

妈妈：月亮在动还是不动?

莉莉：我们动他就动。

妈妈：是什么使他动起来的呢?

莉莉：是我们。

妈妈：我们怎么使他动起来的呢?

莉莉：我们走路的时候他自己就走了。

情境二：

在幼儿园教学区活动中，老师给莉莉出示两排一样多的纽扣，莉莉认为一一对应排列的两排一样多。当老师把

下面一排聚拢时，她就认为两排不一样多了……

(1)【题干】莉莉的行为表明她处于思维发展的什么阶段(2 分)?举例说明这个阶段思维的主要特征及表现。(12

分)

(2)【题干】幼儿这种思维特征对幼儿园教师的保教活动有什么启示?(6 分)

15.材料：



大班幼儿在玩积木时，出现了自发探究行为，其探究过程与结果如下图所示。

(1)【题干】图中的幼儿在搭建中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4 分)

(2)【题干】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幼儿能获得哪些学习经验?(10 分)

(3)【题干】该游戏中的材料有什么特点(3 分)?这些特点对幼儿的学习活动有什么影响?

五、活动设计题(本大题 1小题，30 分)

16.【题干】某幼儿园的院子里有几种高大的树，也有一些比较低矮的灌木。请你结合院子里的这些资源，设

计一个题为“幼儿园的树木”的中班主题活动方案(含 3 个子活动)，要求写出总目标，每个子活动的名称、目的和

主要环节。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B［解析］ 在自然的条件下，即题干所述“在儿童的日常生活、游戏等活动中”，改变或创造一些条件来引起并

研究儿童心理变化，这属于自然实验法。

2.B［解析］ 道德感是因自己或别人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社会道德标准而引起的情绪体验。幼儿的道德感在集体活

动中和成人的道德评价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基于道德感的发展，幼儿会对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表现出愤怒或谴责，

会对弱者表现出同情，并表现出相应的安慰行为。题干所述为幼儿的道德感体验。

3.D［解析］ 在知觉过程中，当知觉的条件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时，知觉映像却保持相对不变，这就是知觉的恒

常性。题干中幼儿能够认识到他们的性别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说明他们已经具有性别恒常性。

4.A［解析］ 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所有的身心状况以及与周围人或物的关系的意识，主要包括对自己的身体特

征（如性别、相貌、健康状况等）、心理特点（如情绪特点、兴趣爱好、性格特征等）以及人际关系状况等的意识。

一般而言，幼儿在 15 个月之后已经开始知道自己的形象。题干中的实验测试的正是幼儿自我意识的发展。

5.C［解析］ 狭义上的心理理论是儿童对信念和愿望等基本心理成分的理解，以及儿童关于这些心理成分与知觉输

入和行为如何相互影响的知识，是个体对他人心理状态及其与他人行为关系的推理或认知。据此可知，本题选 C。

6.A［解析］ 练习游戏，也称作感知运动游戏，主要在感知运动时期（0-2 岁）出现。因为感觉和运动器官能在这

种游戏中获得快感，所以幼儿会不断地重复简单的动作。练习游戏是人生中最早出现的一种游戏，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逐渐减少，但它可能伴随人的一生。



7.D［解析］ 日常生活是实施幼儿德育最基本的途径。日常生活对幼儿品德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影响，并且为幼儿提

供行为练习与实践的机会。幼儿在日常生活中，了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了解一定的

行为准则，并且进行各种行为练习，日积月累，循序渐进，逐步形成某些良好的行为品质。

8.C［解析］ 根据《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的规定，托幼机构在岗工作人员必须按照《管理办法》规定

的项目每年进行 1 次健康检查。

9.B［解析］ 从科学知识取向转向儿童经验取向是现代儿童教育的立场，该立场在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中初露

端倪，在卢梭的《爱弥儿》中孕育成型并诞生，在杜威的教育学中发育成熟。

10. C［解析］ 黄蜂的毒液呈碱性，可以用食醋涂擦伤口。蜜蜂的毒液呈酸性，可以用苏打水或肥皂水涂擦伤口。

二、简答题

11. ［参考答案］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包含以下几点：

（1）社会学习理论。班杜拉非常重视社会学习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所谓社会学习，也称观察学习，是通

过观察环境中他人的行为及行为结果来进行学习。

（2）强化的模式。班杜拉认为行为的强化模式有三种:直接强化、替代性强化和自我强化。

①直接强化是指观察者因表现出观察行为而受到的评价。

②替代性强化是指观察者因看到榜样行为受到强化而受到强化。

③自我强化是指学习者对自己的行为表现满意而进行的自我奖励。

（3）三元交互作用理论。班杜拉总结出影响学习的三类因素:环境（资源、行动结果、他人与物理条件）、个体（信

念、期望、态度与知识）和行为（个体行动、选择和言语表达）。班杜拉认为三类因素互为因果，每两者之间都具

有双向的互动和决定关系。

12. ［参考答案］ 角色游戏活动中教师的观察要点及其目的有以下几方面：

（1）观察参与游戏的幼儿的情绪如何，是否能有目的、专注地参与游戏，是否能体验到游戏的快乐等。目的是及

时了解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

（2）观察游戏材料的投放是否符合幼儿年龄特点与实际水平，游戏材料投放的种类是否丰富。目的是确保游戏材

料投放的适宜。

（3）观察幼儿是否有确立活动主题的权利和能力，是否能自主地丰富游戏的主题，游戏的内容是否符合幼儿的发

展。目的是确保游戏内容和主题的设置合理。

（4）观察游戏中幼儿是否能与同伴主动交流、玩耍，是否能用自己的想法影响游戏以及是否能把他人的想法纳入

自己的游戏中，是否能用语言大胆地表达游戏后的感受。目的是了解幼儿在游戏中的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情况。

（5）观察幼儿是否能自导自己扮演的角色，是否能分配角色，协调自己的动作去游戏。目的是了解幼儿在游戏中

的协调能力的发展。



（6）观察幼儿是否能在成人的提示下遵守游戏的规则，是否能行为有序，及时收放材料。目的是了解幼儿对游戏

常规的遵守情况。

三、论述题

13. ［参考答案］ 幼儿入小学即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园与小学两个教育阶段平稳过渡的教育过程，也是幼儿在其

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期。虽然两者同属于基础教育，但这两个阶段在教育任务、内容、形式、方法、

作息制度及常规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需要一个渐进、过渡适应的过程。学前教育和小

学教育是相邻的两个教育阶段，衔接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影响儿童入小学后的适应和今后的健康成长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幼儿园应为幼儿入小学做好准备，具体如下：

（1）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幼儿进入小学之后，学习时间相对变长且规律，因此幼儿园要有意培养幼儿有规律地

作息和饮食等生活习惯，如早睡早起、按时进餐；还要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和任务意识，在大班阶段，可以开展规

则游戏活动或其他活动，让幼儿知道生活、学习、游戏都是有规则的，如果不遵守这样的规则会有什么后果，有意

识地发展他们自我控制能力，以缩短入小学后适应规则的时间。

（2）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幼儿进入小学后面临突然增多的课业以及突然增长的学习时间，

难免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因此幼儿园应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习惯，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如幼儿园应保证幼儿达

到一定的识字量，并且培养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和一定的数学思维，为小学的学习做准备。

（3）培养幼儿的学习能力。幼儿园在教育幼儿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知识的积累，更要注重幼儿能力的培养，尤

其是学习能力的培养。幼儿只有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才能很好地适应小学学习。

（4）加强对儿童适应小学所需要具备的素质的培养，培养幼儿的主动性、独立性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等。①培养幼

儿的主动性。增强幼儿的自信心，使幼儿对周围的人和事物态度积极，激发幼儿对参与活动的欲望和兴趣，给他们

提供自己选择、自己计划、自己决定的机会和条件，鼓励他们去探索尝试，获得成功的体验。②培养独立性。培养

幼儿学会整理好自己的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自己穿脱衣服、按时喝水、独自上厕所等。③发展人际交往能力。培

养幼儿在新的人际环境中，主动与同伴交往、友好相处的能力。④发展动作，增强体质。小学的学习活动较之幼儿

园的游戏互动显得较为枯燥，儿童入小学后脑力活动增多，书写任务较重，学习压力增大。因此，儿童应具有健康

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抵抗疾病的能力，以及较强的手眼协调能力和运动能力。

四、材料分析题

14. ［参考答案］ （1）莉莉的行为表明她正处在思维发展的具体形象思维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思维

具有不守恒性、具体形象性、刻板性和泛灵性；以自我为中心，只能从一个角度思考问题。

①不守恒性表现为两排相同数量的扣子，更改了排列方法，孩子会认为数量也发生了改变；

②具体形象性表现为孩子知道 2 个西瓜加 3个西瓜是 5 个西瓜，但不知道 2+3=5，思维需要具体事物给予支持；

③刻板性表现为孩子知道 2+3=5，但不知道 3+2 等于多少；

④泛灵性表现在孩子认为娃娃、椅子都和她一样是有生命有思维的；

⑤以自我为中心指面对问题情境时，只会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不会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表现在孩子认为月亮是

跟着她在运动的。

（2）这种思维特征对幼儿园教师的保教活动的启示为：



首先，以幼儿的经验为基础，教师应了解和认识幼儿的思维特点，然后能够设身处地地假想自己拥有的是幼儿的能

力，能够很敏感地变换认识的活动、对象，并且在帮助幼儿成长的过程中，不是一味地指导，告诉幼儿该怎样做，

而是将他现在所做的事与他有过的类似经验连接，这样的指导才会有意义，才能够让幼儿的经验扩大、发展。并且

要通过各种活动丰富幼儿的表象，在教学活动中应重视幼儿在各种活动中积累起来的感性经验，使幼儿能在头脑中

形成清晰的印象。

其次，幼儿园开展的活动要坚持直观性原则，为幼儿提供的活动要尽可能具体、形象、直观化，重视教具的形象性、

生动性，使学生感到形象鲜明、生动有趣，容易巩固所学知识。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采用直观演示法，通

过展示各种直观教具、实物或者进行示范实验，使学生获得关于事物现象的感性认识的方法，将教材内容用实物或

教具表演出来，或做示范性实验，来说明或印证所授知识。

15. ［参考答案］ （1）图中幼儿在搭建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有：

①由于幼儿的动作协调性和灵活性不够，积木可能会频繁倒塌，幼儿不得不重复搭建；

②两头的积木难以达到平衡，幼儿一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③幼儿缺乏合作和协商意识，不会分工，出现单独完成各自任务的现象。

（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幼儿能够获得以下学习经验：

①有关几何体特征的学习经验。各种形状的积木就是各种形状的几何体，幼儿通过操作不同形状的积木，能够达到

直观感知几何体特征的目的。

②有关物体稳定支撑的学习经验。在积木搭建游戏中，幼儿开始追求所堆积木的高度、形式以及稳定性，于是，幼

儿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顺其自然地进入到探究物体支撑规律的过程中。这种稳定支撑的学习经验对于幼儿

空间思维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③有关形状感知与理解的学习经验。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积木为幼儿提供了广阔的操作空间。幼儿在搭积木时经

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同样的积木数量不够用了。他们通常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其他形状的积木代替，于是在代替的

过程中就出现了形状组合的新问题。

（3）该游戏中材料的特点为：体积较大，种类单一，数量丰富，功能较多。

这些特点对幼儿学习活动的影响表现为：

①体积较大的材料，一方面便于幼儿抓握，另一方面便于幼儿更好地观察活动材料。

②种类单一的材料，一方面可以提升幼儿的专注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容易让幼儿丧失对游戏的兴趣。

③数量丰富，功能较多的材料能够调动幼儿的探索精神，帮助幼儿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培养创造力和操作能力，同

时培养幼儿的操作兴趣。

五、活动设计题

16. ［参考答案］



幼儿园的树木（中班）

总目标：

1. 引导幼儿愿意和树木做朋友，对幼儿园里的树木感兴趣。

2. 感知大树的生长变化，简单了解树木对人和环境的作用。

3. 以树为主题进行美工创造，关注其色彩、形态等特征。

4. 感受幼儿园的美，激发幼儿爱树、爱幼儿园的感情，培养幼儿爱护环境的意识。

主题活动一：树木的秘密（科学）

［目的］

1. 通过观察和比较，认识幼儿园中的树木，了解树木与人类的关系。

2. 学习做简单的记录，发现不同树木的特征。

3. 积极参与有关树木的探索活动，乐意与同伴交流分享有关树木的知识和经验。

［活动过程］

1. 情境导入，引出主题

活动开始前，教师带领幼儿到院子里去散步，在散步的过程中让幼儿观察身边高低不同、颜色各异的树，教师向幼

儿讲解常绿树和落叶树，从而引出本次活动内容。

2. 认识常绿树和落叶树

（1）教师运用多种方法教会幼儿区分两种树叶子的特征（大小、厚薄、形状等）。

（2）教师小结：常绿树的叶子是硬硬的、光滑的、厚厚的、有水分的；表面有蜡质。落叶树的叶子是软软的、粗

糙的、薄薄的、没有水分的。

3. 学习树的年轮

在掌握常绿树和落叶树的知识后，教师引导幼儿学习树的年轮，并教会幼儿数年轮的方法，幼儿学会后，将幼儿分

组，分发记录卡片，让幼儿在园中找找树的年龄，并记录下来。

4. 游戏结束

（1）教师带领幼儿玩“树叶找家”的游戏。教师分发树叶，让幼儿把树叶贴到相对应的树上，找找幼儿园中哪些

是常绿树，哪些是落叶树。

（2）教师让幼儿交流大树的秘密有哪些，通过本次活动学到了什么。教师总结树木与人的关系。



主题活动二：树的想象（美术）

［目的］

1. 能自主选择各种材料，对不同的“树”进行装饰。

2. 大胆运用自己的想象，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描绘出大树。

3. 养成正确使用、有序收放材料的习惯。

［活动过程］

1. 谈话导入，引起幼儿兴趣

活动开始，教师提问：小朋友们知道哪些大树呢？它们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谈话引发幼儿回忆，通过幼儿描述和教师总结，引出本次活动内容：运用自己的想象，描绘出我们身边的树木。

2. 讲解示范，掌握绘画方法

（1）教师展示示范画，提问幼儿画上都有什么，教师告诉幼儿画上的树是我们幼儿园里的树。

（2）教师示范作画，在示范的过程中，依次说出描画、吹画、点画的方法，引导幼儿注意画面布局。带领幼儿观

察绘画工具，进一步了解不同绘画材料的使用方法。重点讲解吹画、点画的注意事项。

3. 幼儿作画，教师巡视指导

（1）教师交代要求：要画出小朋友们在生活中看到过的树，要画得尽量大，布局要合理。幼儿开始作画，教师鼓

励幼儿大胆选用自己喜欢的颜色作画。

（2）教师巡回指导，对于绘画能力较弱的幼儿适时予以帮助，对想象力丰富的幼儿，教师要注意保护其创造力，

适时予以表扬。

4. 讲评作品，结束活动

教师提醒先画好的幼儿写好名字，将作品贴在展板上。引导幼儿互相欣赏，用贴五角星的方法选出“你最喜欢的树”。

请幼儿说说喜欢的理由，并请其他幼儿提意见。

主题活动三：和大树做朋友

［目的］

1. 通过“树朋友”的活动，体验合作的乐趣。

2. 知道关心幼儿园里的树木，关注周围的环境。

3. 能用完整的语句表达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活动过程］



1. 视频导入，激发兴趣

（1）活动开始，教师播放和树木有关的视频，将幼儿的注意吸引到活动中来。引导幼儿讨论：为什么树是人类的

好朋友？树木对人类有哪些帮助？

（2）教师以谈话的形式，引出本次活动的内容。

2. 教师出示与环境相关的树的图片，让幼儿认识到树的作用

通过观察图片，教师向幼儿讲解树的作用（美化环境、净化空气、调节气温）。通过这一形式，弥补幼儿直接经验

的不足；通过真实、生动形象的画面展示树木与自然及人类的关系，让幼儿感受到爱护树木、植树造林的重要性。

3. 学植树

教师告诉幼儿，每年的 3 月 12 日是植树节。结合植树节，让幼儿自选材料，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建构“森林”，

通过这一环节让幼儿熟识树木、爱护树木。教师始终参与幼儿活动，及时引导、帮助幼儿。

4. 活动结束

教师带领幼儿观察幼儿园的树木，在幼儿园的大树旁，让幼儿把自己想象成小树苗，教师带领幼儿载歌载舞，进一

步培养幼儿爱护树木、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