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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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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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小班集体教学活动一般都安排 15 分钟左右，是因为幼儿有意注意时间一般是（）

A．20~25 分钟 B．3~5 分钟

C．15~18 分钟 D．10~12 分钟

2．幼儿教师选择教育教学内容最主要的依据是（）

A．幼儿发展 B．社会需求

C．学科知识 D．教师特长

3．幼儿园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主要途径是（）

A．人际交往 B．操作练习

C．教师讲解 D．集体教学

4．照料者对婴儿的需求应给予及时回应是因为：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在生命中第一年的婴儿面临的几种冲突是

（）

A．主动性对内疚 B．基本信任对不信任

C．自我统一性对角色混乱 D．自主性对害羞

5．在婴儿表现出明显的分离焦虑对象时，表明婴儿已获得（）

A．条件反射观念 B．母亲观念

C．积极情绪观念 D．客体永久性观念

6．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注重“教学做合一”，强调（）

A．做是中心 B．学是中心

C．教与学是中心 D．教是中心

7．幼儿反复敲打桌子，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在椅子上摇来摇去，这类游戏属于（）

A．结构游戏 B．象征性游戏

C．规则游戏 D．机能性游戏



8．《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园应制订合理的幼儿一日生活作息制度，两餐间隔时间不少于（）

A．2．5 小时 B．3 小时

C．2 小时 D．3．5 小时

9．婴幼儿应多吃蛋奶等食物，保证维生素 D 的摄入，以防止因维生素 D 缺乏而引起（）

A．呆小症 B．异嗜癖

C．佝偻病 D．坏血病

10．幼儿难以理解反话的含义，是因为幼儿理解事物具有（）

A．双关性 B．表面性

C．形象性 D．绝对性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1．简述幼儿集体教学的利与弊。

12．茵茵已经上了中班，她知道把两个苹果和三个苹果加起来，就有 5个苹果。但问她 2加 3等于几？她直摇头。

根据上述案例简述中班幼儿教学学习的思维特点以及教育的启示。

三、论述题（本大题 20 分）

13．教师如何为幼儿的主动学习提供支持？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14．幼儿园大（1）班开展识字比赛，老师为此创设了班级墙面环境。

问题：请根据创设环境基本原则，对材料中的识字比赛创设环境进行解析。

15．星期一，已经上小班的松松在午睡时一直哭泣，嘴里还一直唠叨，说：“我要打电话给爸爸来接我，要回家。”

老师多次安慰他还一直在哭。老师生气地说：“你再哭，爸爸就不来接你了！”松松听后情绪更加激动，哭得更加

厉害了。

问题：请简述上述教师的行为（5分），并提自三种帮助幼儿调节情绪的有效方法(15 分)。

五、活动设计题（本大题 30 分）

16．根据下面案例，设计一份亲子运动会方案，要求写出亲子运动会的设计意图，2个运动项目（须写出运动项目

的名称，材料和玩法），家长工作要点以及实施注意事项。



在与本班家长沟通会上，大(3)班教师发现，不少家长平时很少和孩子一起运动，因为不知道可以和孩子玩什么，

为此，教师准备举行一场亲子运动会，让家长体验到生活中随手可得的一些废旧材料，可以用来开展有趣的运动游

戏，从而促进幼儿发展。

【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B【解析】一般而言，小班儿童的有意注意只能保持 3~5 分钟。

2．A【解析】略。

3．A【解析】略。

4．B【解析】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的八阶段理论，婴儿期(0~1．5 岁)面临的基本冲突是信任和不信任的冲突。

5．D【解析】分离焦虑是孩子离开母亲时出现的一神消极的情绪体验。条件反射是婴儿最基本的学习方式。研究表

明，婴儿出生后数天就能建立起条件反射。“客体永恒性”是瑞士几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研究儿童心理发展时使用的

一个概念，是指儿童脱离了对物体的感知而仍然相信该物体持续存在的意识。如和婴儿做藏猫儿游戏时，你藏起来，

不见了，他还用眼睛到处寻找。

6．A【解析】陶行知认为教与学都是为了生活实践的需要，教与学都必须以“做”为中心，“一面做，一面学，一

面教”。在幼儿教与学的过程中要“教学做合一”就要以“做”为中心。

7．D【解析】机能游戏是指幼儿反复做某个动作或活动以示快乐和满足。这类游戏能够自然地锻炼感觉运动器官，

有效地发展身心机能。

8．D【解析】幼儿园应制订合理的幼儿一日生活作息制度，两餐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3小时半。

9．C【解析】呆小症往往由于缺碘而引起;坏血病是由于人体缺乏维生素 C 所引起的疾病。佝偻病往往是由于缺乏

维生素 B 而引起的。

10．B【解析】从对事物作简单、表面的理解，发展到理解事物较复杂、较深刻的含义。对幼儿，尤其是小班幼儿

千万不要说反话，要坚持正面教育。幼儿对语言中的转义、喻义和及义现象也比较难理解。

二、简答题（答案要点）

11.集体活动一般是在教师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活动。它的特点是全班幼儿在同一时间内做相同的事情，活动过程以

教师的引导和组织为主。这种活动是全体或部分幼儿共同参与进行的，有统一的目标与要求，具有集中性与统一性。

集体教学活动最初源于班级授课制，是一种高效的教学组织形式，对于培养幼儿的集体意识、组织纪律以及个体自

制力有重要意义，并且能使幼儿在同伴的互动学习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共享学习成果，体验到集体情境

中共同学习的快乐。这种教学方式能集中和较快地实现教育、教学任务，相对节省人力，对于我国儿童多、教师少

的情况，这是一种较为适合国情、高效的活动组织形式，至今仍被广泛采用。但是由于每个班级的幼儿较多，难以

照顾到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发展水平，也难以保证足够的时间、空间、材料等让幼儿自由、自主地进行探

索、尝试活动，因此，也需要采用小组教学活动和个别教学活动来弥补集体教学活动的局限。另外，在什么时间、

什么场合采用集体活动的形式，应当根据目标、内容以及幼儿学习该内容的特点、水平、经验等来定，不是所有的

教育活动都适合用集体形式，也不是所有的教育活动都不可用集体形式，关键在于能否“让幼儿有效地进行学习”

和“有利于幼儿主动参与”。有些内容诸如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社会行为规范、与健康生活有关的安全、卫生等



常识，从社会的角度要求全体儿童都应该掌握，也无法通过“做中学”的方式进行体验学习，那么采用集体教学的

形式就是最经济有效的。另一方面，从儿童发展的角度出发，凡是全班儿童共同感兴趣的或有着共同经验基础的内

容，采用集体教学的方式也是适宜的。

12．（1）中班幼儿园数学学习的思维特点：

①思维具体形象。中班幼儿较少依靠行动来思维，但是思维过程还必须依靠实物的形象作支柱。譬如，她知道了 3

个苹果加 2个苹果是 5 个苹果，也能算出 6粒糖给了弟弟 3 粒还剩 3 粒，但还不理解“3加 2等于几？6 减 3 还剩

多少？”的抽象含义。

②爰玩、会玩。中班处于典型的游戏年龄阶段，是角色游戏的高峰期。中班儿童已能计划游戏的内容和情节，会自

己安排角色。怎么玩，有什么规则，不遵守规则应怎么处理，基本都能商量解决，但游戏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还需要

教师帮助解决。

（2）对教育的启示：

①教师应从中班活动目标出发，设计各种游戏材料，为数学游戏化提供物质保证。

②教师要注意为幼儿创设与数学游戏活动相适应的数学环境，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主动性。

三、论述题（答案要点）

13.（1）教的目的是为了不教。幼儿主动学习的特点表现为：积极主动的情绪状态、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获得真

正内化的知识经验。当幼儿处于积极主动的情绪状态时，他们对学习活动有兴趣、有需求，活动中专心而投入，围

绕着学习任务积极寻找各种有效的办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幼儿积极主动的学习过程体现在幼儿能够按照自己的学

习方式和速度进行学习，而且以相互作用的方式进行学习，即幼儿通过操作物体、与人交往交流来学习有关物质世

界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知识经验。获得真正内化的知识经验是指幼儿经过自己的直接参与获得真正理解的知识经验。

幼儿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幼儿学会学习、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为此教师应当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支持和促

进幼儿自主学习。一般可以创设幼儿可观察、可操作探索的环境，吸引幼儿持续观察，动手操作，不断探索，从观

察和操作探索中发现事物的特征和变化规律，获得学习的成功和愉悦的情感体验。

（2）教师还应当组织幼儿在观察、探索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发现用多种形式，如语言、绘画、照片等多种方式表

现出来，与其他幼儿一起分享，通过交流互相学习。如可以用“主题墙”“我的新发现”等方式展示部分幼儿已有

的、可以分享给其他幼儿的经验；也可以开展“我当小老师”的活动，让某方面能力较强、经验较丰富的幼儿指导

和带领其他幼儿学习，鼓励幼儿有效地表达自己的经验，培养自信心。

（3）教师在活动组织形式上应当尽可能地采用小组活动、区域活动的方式，让幼儿在自主的活动中开展交流和合

作，发展多种能力。

四、材料分析题（答案要点）

14．该案例中为识字比赛创设的墙面环境体现了环境创设的基本原则，值得肯定和提倡。

（1）环境与教育目标相一致原则。幼儿园环境是幼儿园课程的一部分，在创设幼儿园环境时，要考虑它的教育性，

应懂环境创设的目标与幼儿园教育目标相一致。过去有的幼儿班级，虽然也重视环境创设，但很大程度上只是追求

美观，为的是布置环境，或者只是盲目地提供材料，对环境的教育性考虑很少。而该案例当中，充分体现了环境创



设与识字教育目标相一致。

（2）适宜性原则。幼儿正处在身体、智力迅速发展以及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有多方面的发展需要。幼儿园环境

创设应与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发展需要相适宜。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需要表现出不同的年

龄特征，即使同一年龄阶段幼儿，在兴趣、能力、学习方式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该案例中的环境创设应适应幼儿

的这种差异，如：小火车上有简单和复杂的字。另外，环境是幼儿喜欢的卡通小火车形象，符合幼儿的兴趣，有较

强的吸引力。

（3）经济性原则。给幼儿提供物质条件时，应以物质条件对幼儿发展的功能大小和经济实用性为依据，案例当中，

节钱省料实用，根据教育目标需要，就地取材，一物多用。

15．这位教师做法是不对的，她的做法其实就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教育——“以暴制暴”。

“再哭爸爸就不来接”这样的严惩、恐吓和威胁性质的语言，不但会扼杀孩子的自尊心，还会使幼儿丧失心理安全

感。面对幼儿的负面情绪不正确的做法有否定感受：打骂、恐吓、哄骗，情绪“绑架”，取消权利，讲大道理，给

孩子定性，贴上胆小或坏脾气等的标签。

正确的做法应为：采取积极的教育态度找到幼儿情绪激动的真正原因，寻找情绪背后的需求和想法：及时安慰，引

导孩子宣泄负面情绪，给孩子“心理玩具”，提供缓解情绪的物品；“故事知道怎么办”（给孩子讲有治疗作用的

故事）。

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种，转移法。转移法是指把注意力从产生消极否定情绪的活动或事物上转移到能产生积极肯定情绪的活动或事

物上来。

第二种，冷却法。当幼儿情绪强烈对立时，成人要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平静幼儿的感情上，懂幼儿尽快恢复理智，而

不要“针尖对麦芒”，可以采取暂时不予理睬的办法，待幼儿冷静下来后，让他想一想，反思一下：自己刚才的情

绪表现是否合适，要求是否合理等等。

第三种，消退法。对待幼儿的消极情绪可以采用条件反射消退法。

总之，在教师的情绪关注和培养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情绪会逐渐丰富，自我调节水平也日益提高。

五、活动设计题（参考范文）

16．【设计意图】

新《纲要》中指自：“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

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其提高教育能力。”亲子运动在家庭教育中，往往被爸爸妈妈所忽视。这对密切亲子

关系和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是极大的损失。为了帮助家长进一步学习亲子游戏的方式、方法，设计本次亲子运动

会，使家长对亲子活动的材料目的、准备、过程，如何引导活动有了更详尽的了解。家长通过观察、亲身体验，感

受如何引导孩子参与亲子活动，从而促进幼儿发展。

【运动项目】

活动一



名称：蜈蚣竞走

材料：无

玩法：

（1）每班 16 名幼儿、16 名家长，分两组进行每组 8人。分别站在场地的两侧，起跑线后。

（2）听到老师口令，各组一路纵队蹲下，后面人双手扶前面人的腰间，听到信号后，幼儿组同时由起点出发，步

调一致到达对面，家长按幼儿组的口令退回起点。

（3）先到达终点的组为胜。

规则：

（1）在行进过程中，必须保持下蹲姿势，手扶在前面人腰间，不得松开，若松开，退回起点重新开始。

（2）每组最后一个人过线后，另一组方可进行。

活动二

名称：接力赛跑

材料：皮球四个

玩法：

（1）每班 11 名幼儿、11 名家长，分别站在场地的两侧，成一列纵队。

（2）听到裁判口令，家长抱球跑到对面的幼儿手中。

（3）幼儿接住球后抱球跑到对面，把球传给家长。依次往返。

（4）最先跑完为胜者。

规则：

（1）双手抱球，若中途球落地，捡起后返回原地接着跑。

（2）传球过程中不得抛球，必须过终点线方可传球。

【家长工作要点】

（1）家长要按照园内要求的时间准时带孩子到达运动会地点，过时间不予等候。活动前一天请保证幼儿充足的休

息睡眠，以保证运会当天幼儿以饱满的情绪参加运动会。



（2）升旗、亲子操及亲子运动项目时，务必根据教师指令快速到达指定地点，请家长全身心投入到运动会中，为

幼儿做良好的榜样。

（3）比赛期间请家长看管好自己的孩子，陪同幼儿的家长请不要带幼儿在运动场地上随意走动，配合保持会场秩

序。

（4）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我运动，我健康”“我运动，我快乐”，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良好心态参

加比赛，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安全。

（5）为了给孩子建立环保意识，请保持场地卫生，家长提前准备一个垃圾袋，结束后把自己所在区域垃圾整理干

净。

（6）运动会项目结束后，请家长(穿亲子服)配合集体合影留念，然后领取园自准备的运动会礼物，并到本班教师

签到后方可自由活动。

【实施注意事项】

（1）事先熟悉活动地点环境，了解周围是否有安全隐患，若有应及时整改。

（2）做好活动的组织工作，强化活动纪律，确定负责人，事先制定好计划。照顾幼儿安全，注意幼儿离园的安全。

（3）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纪律教育，各班教师随时清点幼儿人数，游戏活动强度适中，教师应时刻关注幼儿在

游戏中的表现，发现异常，及时给予关注。

（4）活动时，要及时提醒幼儿安全第一，比赛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