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保教——2020 年教师资格考试模拟卷(8 月卷)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幼儿知道“冬天太冷，最好不要到户外去”，这反映了幼儿()。

A．感觉的概括性

B．知觉的概括性

C．思维的概括性

D．记忆的概括性

2．幼儿看到故事书中的“坏人”，常常会把他抠掉，这是()的表现。

A．情绪冲动性

B．情绪易变性

C．情绪两极性

D．情绪感染性

3．2 岁的幼儿说出“骑车”一词时，既可能是体现情感的功能，表示“我喜欢骑车”，也可能是体现意动的功能，

表示“我想骑车”。3 岁之后。幼儿能把自己的想法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反映出幼儿的语法发展是()。

A．从混沌一体到逐步分化

B．从简单到复杂

C．从不完整到完整

D．从情境性到连贯性

4．在婴儿期，儿童常常通过哭、喊、扔东西来吸引成人的关注。这反映了他们所采用的学习方式是()。

A．模仿

B．操作学习

C．使用工具

D．习惯性

5．为避免儿童因模仿影视作品的反面人物而形成不良品德。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下列最恰当的做法是()。

A．避免幼儿看此类影视作品

B．对有模仿行为的儿童进行说理教育

C．尽量选择反面人物少的影视作品

D．选择有正面榜样作用的影视作品

6．《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教师应“注重()，培养幼儿良好的意志品质，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

A．教育教学

B．行为规范

C．保教结合

D．日常教育

7．在蒙台梭利的感觉教育中，感觉训练的重点是()。

A．视觉训练

B．听觉训练

C．触觉训练

D．嗅觉训练

8．在布置自然角时，教师让幼儿讨论决定该饲养何种动物。这遵循了幼儿园环境创设原则中的()。

A．目标导向原则

B．发展适宜性原则

C．幼儿参与原则

D．经济性原则

9．幼儿园的品德教育以情感教育和培养良好的()为主。

A．生活习惯

B．学习习惯



C．行为习惯

D．卫生习惯

10．活动区是教师根据儿童发展的需要和幼儿园的实际情况设置的不同角落、区域，()是儿童在活动区活动的基础。

A．空间

B．材料

C．隔离

D．活动规则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l5 分，共 30 分)

11．什么是角色游戏?角色游戏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12．简述陈鹤琴学前教育课程的理念。

三、论述题(本大题 1 小题。20 分)

13．结合实例论述培养幼儿记忆能力的策略。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14．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答：我叫刘雨薇，五岁了。

问：你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答：当然是女孩儿了，你看我梳着小辫子，我表弟才是男孩儿呢。

问：你有什么本领?

答：我会擦桌子、扫地，我打针都不哭，所以我是好孩子。

问：你喜欢什么?

答：我喜欢芭比娃娃，但是妈妈说家里太多了，不让买新的了。

问：你不喜欢什么?

答：我不喜欢吃胡萝卜，但是妈妈和老师说胡萝卜吃了对身体好，我就吃了。

问题：该对话体现了幼儿何种心理现象?分析该小朋友这种心理现象的特点。

15．郭老师在活动区设立了“美美理发室”。有一天“理发师”晨晨在为一位“顾客”理发。由于只有一个客人，

“理发师”妮妮显得非常无聊，坐在椅子上发呆。郭老师看了一会儿就走了，突然晨晨跑过来对郭老师说：“老师，

我没有电吹风为客人吹头发。”郭老师说：“没有电吹风你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呀!”一段时间过后，因为“理发

室”里只有剪头发和吹头发的服务，顾客量直线下降，最后沦落到没有“顾客”，郭老师见状将“美美理发室”撤

掉。

问题：

(1)请从幼儿游戏的支持与指导角度分析教师的教育行为。

(2)针对教师的教育行为提出建议。

五、活动设计题(本大题 1 小题，30 分)

16．请根据下面的素材，设计大班主题活动方案，要求写出主题活动名称、主题活动总目标、2 个子活动。每个子

活动包括活动名称、活动目标、活动准备和活动的主要环节。

大一班户外活动时，幼儿被地上的影子吸引了，有的玩着踩影子的游戏，有的跑起来看影子是什么样的，有的讨论

着对方的影子，有的对着影子做各种动作看影子的变化……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C。解析：思维的概括性是指在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把一类事物共同的特征和规律抽取出来，加以



概括。“冬天太冷，最好不要到户外去”是幼儿对事物之间规律性的认识，体现了思维的概括性。

2．【答案】A。解析：幼儿常常处于激动的情绪状态，他们的情绪非常容易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且来势强烈，不

能自制，体现了情绪的冲动性。这种现象在幼儿初期尤为突出。

3．【答案】A。解析：幼儿早期的语言有表达情感、意动和指物三个方面的功能。最初这三个方面紧密结合，以后

才逐渐分化，这体现了幼儿的语法发展是从混沌一体到逐步分化的。

4．【答案】C。解析：婴儿的探索活动主要借助于自己的身体，如当他哭喊时，总能引发养育者的抚慰反应，经过

多次重复，婴儿就知道了“哭喊是一种重要的方式”。这就是婴儿使用工具的第一个阶段——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工

具。

5．【答案】D。解析：班杜拉强调观察学习在行为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儿童总是“睁着眼睛”观察和模仿那些

有意和无意的反应。为了避免儿童因模仿影视作品中的反面人物而形成不良品德，成人最好是为幼儿选择有正面榜

样作用的影视作品。

6．【答案】C。解析：《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专业理念与师德”部分指出，“教师应注重保教结合，

培养幼儿良好的意志品质，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7．【答案】C。解析：蒙台梭利认为 3～6 岁儿童的教育首先应该从感知训练开始，使他们直接接触实物，储存大

量的感性经验。触觉训练是蒙台梭利感官教育中最主要的内容。

8．【答案】C。解析：教师在布置自然角时，让幼儿讨论决定该饲养何种动物，遵循了幼儿园环境创设原则中的幼

儿参与原则。

9．【答案】C。解析：《幼儿园工作规程》第三十一条规定，“幼儿园的品德教育应当以情感教育和培养良好行为

习惯为主，注重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贯穿于幼儿生活以及各项活动之中”。

10．【答案】B。解析：区域活动的材料是幼儿主动建构知识的媒介，区域活动的教育功能主要是通过材料来实现

的。因此，材料是儿童在活动区活动的基础。

二、简答题

11．【参考答案】

角色游戏是指幼儿通过扮演角色，运用想象，创造性地反映周围现实生活的一种游戏，通常都有一定的主题，如娃

娃家、商店、医院等，所以又称主题角色游戏。

角色游戏的主要功能：

(1)在身体发展中的作用

①促进儿童身体的生长发育。

②发展儿童的基本动作和技能。

③增强儿童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④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

(2)在智力发展中的作用

①扩展和加深儿童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增长儿童的知识。

②促进儿童言语的发展。

③促进儿童想象力的发展。

④促进儿童思维能力的发展。

(3)在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

①为儿童提供了社会交往的机会，发展了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

②有助于儿童克服自我中心化，学会理解他人。

③有助于儿童学习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提高角色扮演的能力。

④有助于儿童掌握行为规范，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⑤有助于增强儿童的自制力。

(4)在情感发展中的作用

①丰富儿童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

②发展儿童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③角色游戏中的情绪宣泄有助于儿童消除消极的情绪情感。

12．【参考答案】



陈鹤琴的学前教育课程理念主要是“活教育”理论。

(1)“活教育”的目的论

“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陈鹤琴认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于儿童，

更重要的是培养幼儿如何“做人”。他强调从小塑造儿童良好品德、健全人格的重要性。

(2)“活教育”的课程论

陈鹤琴反对传统教育中的“书本中心”的思想，倡导一种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课程论。陈鹤琴倡导的幼儿

教育是要贴近儿童的实际生活，促进幼儿生动、活泼地发展。“活教育”的课程打破以学科组织的传统模式，而改

成活动中心和活动单元的形式，具体包括五方面的活动，即健康活动、社会活动、艺术活动、科学活动和语文活动，

称为“五指活动课程”。

(3)“活教育”的方法论

“活教育”的方法就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在陈鹤琴看来，“做”是幼儿学习的基础。

三、论述题

13．【参考答案】

(1)为幼儿提供形象、鲜明、生动、富有浓厚情绪色彩的记忆材料

幼儿的记忆以无意记忆为主。凡是直观形象又有趣味，能引起幼儿强烈情绪体验的事物一般都能使他们自然而然地

记住。如某次过生日时妈妈送的布娃娃，某个节日为小朋友上台表演节目等，常使他们终生难忘。

(2)向幼儿提出具体、明确的记忆任务

随着年龄增长。幼儿的有意记忆逐渐发展。为了培养幼儿的有意记忆的能力，在日常生活和各种有组织的活动中，

成人要经常有意识地向幼儿提出具体、明确的记忆任务，促进幼儿有意记忆的发展。如在给幼儿讲故事的时候，应

提醒其注意什么．听完之后要回答哪些问题等。

(3)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帮助幼儿理解记忆的材料

幼儿的机械记忆多于意义记忆，但意义记忆的效果却比机械记忆的效果好。因此．培养幼儿意义记忆的能力是非常

重要的，为此就需要多带幼儿到外面去，让他们更广泛地接触自然与社会，开阔他们的眼界，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

(4)引导幼儿运用记忆策略

记忆策略是指人们为了有效地记忆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幼儿常用的记忆策略有反复背诵或自我复述、使记忆材料

系统化和间接地意义记忆等。在日常生活中。成人应该教给幼儿记忆策略并有意识地引导幼儿使用记忆策略来完成

任务。如在引导幼儿记忆时，一定的重复和复习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巩固幼儿记忆，提高幼儿记忆能力的最佳方法。

四、材料分析题

14．【参考答案】

该对话主要体现了幼儿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

自我评价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案例中幼儿判断性别的标准是看是否梳着小辫子，确定好孩子的标准是会不会擦

桌子、扫地，打针哭不哭，可见该幼儿的自我评价具有表面性和片面性。

自我意识的发展还体现在自我调节或监督上。案例中的幼儿喜欢芭比娃娃，不喜欢吃胡萝卜，但却能够根据成人的

指示调节自己的行为，体现了该幼儿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

15．【参考答案】

(1)教师教育行为的分析

①幼儿教师对幼儿游戏的指导应以观察为依据，通过观察，教师能了解儿童对当前活动的兴趣、已有的经验．从而

准确地做出是否介入以及如何指导的判断。但案例中的郭老师在观察之后没有对幼儿进行及时指导，而是一走了之。

没有起到指导者的良好作用。

②当幼儿发现缺少活动材料并告诉郭老师后，郭教师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材料补充和活动引导，直接导致活动无法

开展。

(2)建议

①做好场地、设备、玩具等的准备，提供丰富的、有层次的材料。

②关注游戏的发展进程，能够在合适的时机介入幼儿游戏中，提供帮助。

五、活动设计题

16．【参考设计】



大班主题活动：影子主题活动总目标：

1．对周围的事物感兴趣，乐于探索，体验探完的乐趣。

2．知道影子产生的原因。

3．能通过实验、观察、比较、分析发现事物的特征及变化。

4．能用一定的方法验证自己的猜想。

5．能用数字、图画等符号进行记录。

活动一：影子与身体的关系

一、活动目标

1．感受探究的乐趣．乐于探究。

2．知道影子总是与身体的某个部位连在一起(除跳起)。

3．积极思考，能用多种方法寻找答案。

二、活动准备

水彩笔、纸、影子调查记录表。

三、活动过程

1．活动导入

提问导入：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自己的影子是什么样子的吗?

2．活动发展

(1)幼儿分享自己的经验想法。

(2)幼儿绘画影子画，教师提出要求，需画出自己和影子。

(3)教师给幼儿分组，发放影子调查记录表，介绍探究任务。

①幼儿两人一组，一组一张调查记录表。

②教师介绍探究任务：在稍后的户外活动中请你们认真对照自己的画，看一看你画的影子和自己真实的影

子是不是一样的，并且填写记录表。

③表格第一列是观察影子有没有眼睛、鼻子、嘴巴，没有画×，有画 √。表格后面几列是观察影子是否与自己的

手、脚连在一起，还是影子与身体不相连。

④教师提出探究注意事项：探究时注意与同伴合作交流，尝试用多种方法寻找答案。

(4)幼儿去户外寻找答案，教师观察并适时引导。

(5)幼儿分享户外探究的结果。

(6)教师与幼儿共同总结影子的特征。影子是黑色的，没有五官，在站立时影子是与脚连在一起的，倒立时影子与

手连在一起，影子总是与身体的某个部位连在一起，当跳起时，影子暂时与身体分开。

3．活动结束

幼儿在实际探究之后，再画影子画。

四、活动延伸

将幼儿两次的影子画做对比。布置在作品展示区。

活动二：影子与光的关系

一、活动目标

1．体验探究的成就感和乐趣。



2．知道影子是物体挡住光的传播而产生的较暗区域。

3．能用一定的方法验证自己的猜想．寻找答案。

二、活动准备

经验准备：教师提前布置亲子任务，让家长带幼儿观察晚上路灯下影子的数量。

三、活动过程

1．活动导入

小朋友们。上次我们一起探究了影子与身体的关系．今天老师要给你们出一个难题，看看你们能不能解决。

2．活动发展

(1)小朋友们，请你们说一说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影子藏起来。

(2)幼儿分享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3)教师提出探究的注意事项：探究中注意与同伴合作，尝试用多种方法寻找答案。

(4)幼儿去户外探究，教师观察并适时引导(若没有幼儿发现到了背阴的地方，就没有影子了，教师可适时引导幼儿

到阴影地方看一下)。

(5)幼儿分享自己户外探究的结果。

3．活动结束

教师引导幼儿总结有阳光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影子，到了背阴的地方就没有影子了；晚上，虽然没有阳光，但有灯

光我们依然会有影子，影子还不止一个，可以有两三个。这是因为，光源多了影子就多了．有几个光源照射，就有

几个影子。

四、活动延伸

幼儿观察早、中、晚自己影子的长短特征，与其他幼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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