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浙江省新教师招录考试（学前专业）真题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C【解析】以上是质的研究的定义。 

2.C【解析】由于儿童发展水平不一样，错觉也存在个体差异性。 

3.A【解析】注意广度是指在同一时间内能清楚地把握对象的数量。 

4.D【解析】语词逻辑记忆也称逻辑记忆或词的抽象记忆，是以语词所概括的逻辑思维结果 

为内容的记忆，即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内容的记忆。 

5.B【解析】观察法是对不具备语言表达能力的婴儿的行为进行研究时常用的方法。 

6.A【解析】玩沙和玩水既可以锻炼幼儿的感知觉能力，又能丰富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属于感觉运动游戏。 

7.D【解析】对幼儿来说，对不同的几何图形辨别的难度有所不同，由易到难的顺序是：圆 

形、正方形、半圆形、长方形、三角形、八边形、五边形、梯形、菱形。 

8.C【解析】教幼儿认识简单的字不是托儿所的保教任务。 

9.B【解析】学前教育应注意与小学的衔接。 

10.D【解析】气质是个体所有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 

11.A【解析】学前儿童新陈代谢旺盛，心脏发育不完全，心肌收缩能力较弱，主动脉口径相 

比肺动脉小，故每搏输出量比成人少，因而只有增加搏动频率才能适应机体组织的需要。因 

此，年龄越小，每分钟心率、脉搏次数越多。 

12.C【解析】婴儿“认生”一般发生在 6～12 个月。 

13.A 【解析】 自我评价是自我意识的核心， 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是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标志。 

幼儿阶段是儿童自我评价能力开始发展的时期。 

14.C【解析】农村在没有幼儿园的地方可建立学前班，目前，学前班是我国农村学前教育的 

主要形式。 

15.A【解析】感觉是对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 

16.B【解析】行为操练法最有利于儿童亲身体验，内化行为规则。 

17.D【解析】教师将教育内容融入游戏中，才能真正贯彻游戏化的教学方法。 

18.B【解析】17 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蜡块说，认为人 

出生时心灵像白纸或白板一样， 人的一切观念和知识都是外界事物在白纸或白板上留下的痕



迹，最终都源于经验。 

19. D【解析】婴儿最初的语音发展规律具有普遍性，1.5～2.5 岁是婴儿获得母语基本语法 

的关键期。 

20.A【解析】发展的关键期概念是心理学家根据人身心发展的不均衡性提出来的。 

二、名词解释 

1.性格是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 

2.幼儿园课程是指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的手段，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以促进其身 

心全面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包括幼儿园进行的一切活动。 

3.手眼协调指眼睛的视线和手的动作能够配合，手的动作和眼球的运动协调一致，即能抓住 

看到的东西。 

4.敏感期是指儿童学习某种知识，形成某种能力和行为比较容易， 心理某个方面发展最为迅 

速的时期。 

5.想象是人脑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 

6.儿童发展的危机期是指在发展的某些年龄阶段， 儿童心理常常发生紊乱， 表现出各种否定 

和抗拒行为的现象。 

三、简答题 

1.（1）成熟； 

（2）练习和习得的经验； 

（3）社会性经验； 

（4）具有自我调节作用的平衡过程。 

2.儿童心理年龄特征是在一定社会和教育条件下， 在儿童发展的各个不同年龄阶段中形成的 

一般的、典型的、本质的心理特征。 

（1）年龄阶段的时间有长有短，各个阶段中既有上一阶段的特征，又含有下一阶段的新质， 

但每一个阶段里总具有占主导地位的本质特征。从总的发展过程来说，这些阶段的先后次序 

和时距大体上是恒定的。 

（2）儿童心理年龄特征是从一定年龄阶段中许多个别儿童的心理特征中概括出来的，因此 

它只能代表这一年龄阶段儿童心理发展的典型特征和一般趋势， 而不能代表这一年龄阶段中 

每个儿童所有的心理特征。 

3.（1）兴趣比较广泛但不稳定； 

（2）兴趣比较肤浅且容易变化；



（3）兴趣表现出年龄差异和个别差异。 

4.（1）儿童的健康活动； 

（2）儿童社会活动； 

（3）儿童科学活动； 

（4）儿童艺术活动； 

（5）儿童文学活动。 

四、论述题 

1.（1）把目标的制定当作幼儿园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目标的确立要先于过程。 

（2）目标的内容包括认知、情感、技能三个领域。目标的内容要全面，要能促进幼儿的认 

知、情感态度和能力的发展。 

（3）目标主语要统一，表述要前后一致。目标主语最好以幼儿“行为发展目标”提出，这 

样有利于教师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幼儿发展”来选择适宜的教育策略与手段。 

（4）目标制定要明确、具体。目标制定的越明确、具体，实施起来就越容易，这样也更有 

利于活动之后目标评价的进行。 

（5）目标制定要依据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只有在研究和把握本班幼儿身心发展的实际水 

平、发展需要和可能性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幼儿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方向。 

（6）目标制定要促进全体幼儿的发展。制定目标时要考虑不同幼儿的不同需要和发展目标， 

尽量满足幼儿的各种需求。 

（7）目标制定应体现幼儿园整合课程的特点。幼儿教师要深入分析具体教学内容的知识体 

系，从所教领域出发，挖掘其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教育潜质。 

（8）目标制定适宜幼儿的发展需要。要根据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目标，让孩子有更多以游 

戏为基本形式的学习活动的时间与空间。 

2.（1）生活活动。幼儿园的生活活动包括进餐、饮水、睡眠、关系、如厕等，所占时间约 

为幼儿在园生活时间的一半。 

（2）保育活动。保育是指幼教机构中教养人员为促进幼儿健康成长而从事的卫生保健和安 

全防护工作，保育活动是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 

（3）教育活动。幼儿园的教育活动应是有目的、有计划引导幼儿生动、活泼、主动活动的 

多种形式的教育过程。 

（4）一日活动。幼儿园的一日活动包括接待幼儿入园、早操、教育活动、间隙活动、自由 

游戏活动、进餐、睡眠、午点、离园、晚间活动、盥洗等。



（5）游戏活动。游戏是幼儿的主要活动，幼儿通过游戏学习和成长。游戏是一种主动、自 

愿、愉快、假象的社会性活动，是学前儿童获得知识的最有效的手段。 

五、分析应用题 

儿童心理发展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1）环境影响遗传物质因素的变化和生理成熟。生理成熟主要是按照遗传的程序进行，但 

是环境对生理成熟也有相当有力的影响。 

（2）遗传素质及其后的生理发展制约着环境对幼儿心理的影响。环境可以对遗传因素起一 

定的影响作用，但是环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遗传因素及幼儿的生理成熟进程。 

（3）对影响幼儿心理发展的客观因素应作具体、综合的分析。在幼儿心理发展的不同方面， 

遗传和环境起作用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对双生子的研究说明，在体格发育上，遗传因素 

的影响大大超过环境因素；在一些肌肉力量和对体育运动的适应能力上，环境因素则常常大 

于遗传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