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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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解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国务院批准颁发的第一个幼儿教育法规是《幼儿园管理条 

例》。 

2.D【解析】格塞尔的双生子实验证明生理成熟因素在儿童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 

用。 

3.D【解析】个体遗传素质的差异是引起儿童身心发展出现差异性的物质基础。 

4.C【解析】世界上第一所以“幼儿园“命名的学前教育机构是福禄贝尔于 1837 年在勃兰根 

堡开办的学前教育机构，1840年正式命名为“幼儿园” 。 

5.B【解析】在幼儿的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家长都是平等的教育主体。 

6.A【解析】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情境言语的比重不断下降，连贯言语比重不断上升，逻 

辑言语与对话言语的比重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7.D【解析】幼儿的观察一般是笼统的，看得不细致是幼儿的特点和突出问题。 

8.C【解析】习惯化是对外源刺激的反应强度随该刺激的重复出现而减弱以至消失，停歇一 

定时间后遇同样刺激又恢复反应的现象。当婴儿注意一个对象时，他的心率会放慢且会 

将头转向刺激源，但当同一个刺激持续呈现的时候，婴儿的心率就会逐渐恢复到原来 

的水平，或将头转开。 

9.C【解析】直观行动思维是指依靠对事物的感知和人的动作来进行的思维。直观行动思维 

的典型方式是尝试错误。 

10.B【解析】当物体触及掌心，新生儿立即把它紧紧捏住，这是新生儿的抓握反射，这种反 

射通常在出生后 3～4个月消失。 

11.B【解析】世界上第一套智力测验量表是 1905 年出版的比纳—西蒙量表。 

12.B【解析】最早使用“教育”一词的是孟子，《孟子·尽心上》中说：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 ” 

13.D【解析】行动研究是从实际工作需要中寻找课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进行研究。 

14.D【解析】蒙台梭利是世界上第一个为母亲开办“讲习会”的教育家。 

15. B【解析】美本身具有形象性的特点，而幼儿一般通过感知、交往和操作活动得到美感。 

幼儿感知事物时，总喜欢看一看、听一听、闻一闻、摸一摸，甚至抱一抱、亲一亲，手舞足



蹈。幼儿是在“活动”中感知美，而不是“静静地”品味美。 

16.A【解析】我国幼儿的在园年龄范围是 3～6岁。 

17.C【解析】应激是对突发事件的一种反应。 

18.D【解析】儿童体温（以腋下温度为准）超过 37℃可认为发热，体温在 37℃～38℃为低 

热，38.1℃～39℃为中度发热，39.1℃～40.4℃为高热，40.3℃以上为超高热。新生儿负责 

大脑体温调节的中枢系统发育还不成熟，有时体温高于 37℃，但在 37.5℃以下，仍为正常 

体温。 

19. B【解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第一次提出了学前社会教育的主张。 

20.B【解析】目前我国还没有把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的范畴之中。 

二、名词解释 

1.开端计划是美国自 1965 年起按照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开始实施的，该计划以联邦政府及 

州政府为主投入资金，由受过培训的教师对家庭条件不佳的儿童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 

2.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 凭借研究者自身的洞察力在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 

理解和解释其行为和意义建构的研究方法。 

3.身心发展的阶段性是指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所表现出的身心发展不同的总体特征及主 

要矛盾，面临不同的发展任务。 

4.发育是指个体从出生到成熟所经历的一系列有序的发展变化过程，主要指儿童生理的发 

展，包括脑的发育、生理发育等。 

5.社区学前教育是指在我国以学前儿童及其家庭为对象开展的各种形式的优生优育优教活 

动，目的在于尽可能使社区所有学前儿童获得良好的教育与发展。 

6.注意转移是根据任务主动、及时地从一个对象或活动转移到另一个对象或活动中去。 

三、简答题 

1.（1）全民教育是教育发展的方向； 

（2）提倡终身教育； 

（3）倡导教育的民主化； 

（4）教育的现代化。 

2.（1）性格的完整性； 

（2）性格的复杂性； 

（3）性格的稳定性； 

（4）性格的可塑性。



3.（1）秩序敏感期； 

（2）细节的敏感期； 

（3）行走的敏感期； 

（4）手的敏感期； 

（5）语言敏感期。 

4.（1）主题与时间不稳定，易变换； 

（2）幼儿想象的夸张性； 

（3）缺乏计划性和预定的目的，只满足于想象过程本身； 

（4）想象的创造成分还保留在具体形象的水平上，不能在语词的水平上进行创造性想象。 

四、论述题 

1.整个幼儿期，儿童对自己的评价能力不高，仍处于学习评价和自我评价的阶段，其自我评 

价表现出以下特点： 

（1）从依从性评价发展到对自己个别性和多面性的评价。幼儿初期对自己或别人的评价往 

往都是成人简单的复述，幼儿晚期开始出现独立性评价。 

（2）从对自己外部行为的评价，逐渐出现对内心品质的评价。幼儿基本上是对自己的外部 

行为进行自我评价，而不能深入到对自己内心品质进行自我评价。 

（3）从主观情绪性的评价到初步客观的评价。幼儿的自我评价常常不是从具体事实出发， 

而是从情绪出发，带有主观片面性。 

2.幼儿园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主要原因如下： 

（1）游戏是幼儿身心发展的客观要求（生理、认知、社会性、自我表现发展的需要）； 

（2）游戏是幼儿的主体性活动（主动性活动、独立性活动、创造性活动）； 

（3）游戏促进幼儿的学习与发展（身体、认知、语言、社会性、情绪情感的发展） 

五、分析应用题 

幼儿园开展的照相馆游戏属于角色游戏。 教师组织幼儿开展游戏活动时应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 

（1）尊重幼儿的自主性； 

幼儿有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教师应尊重幼儿选择游戏的意愿，让幼儿自由地、愉快地参 

加游戏，促进其个性的发展。 

（2）以间接指导为主； 

幼儿的游戏是对幼儿生活的反映，其生活经验是幼儿游戏的基础和源泉。教师要观察并



合理参与幼儿的游戏，以间接指导为主。 

（3）按游戏发展规律和游戏类型不同而指导。 

由于不同的游戏具有不同的特点， 所以教师对游戏的指导还应考虑到游戏的种类和特点。 

社区对幼儿园教育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环境的教育意义 

社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在幼儿的成长，特别是幼儿精神成长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幼 

儿园教育扩展到社区的大背景下进行，充分利用社区环境中富有教育意义的自然和人文景 

观、革命历史文物、遗迹等，不仅扩大了教育的空间，也使教育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 

（2）社区资源的教育意义 

社区作为一个生产功能、生活功能、文化功能兼备的社会小区，能为幼儿园教育提供必 

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教育场所等多方面的支持。 

（3）社区文化的教育意义 

社区文化无形地影响着幼儿园的教育，优秀的社区文化更是幼儿园教育的宝贵资源。 一 

般来说，文化和文明程度较高的社区，幼儿园的园风相对较好，教育质量也相对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