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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属于5～6岁幼儿特征的是（ ）。

A.认识依靠行动

B.开始掌握认知方法

C.情绪作用大

D.初步的生活自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1.【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婴幼儿心理发展的年龄阶段特征。

一、单项选择题



考点回顾



2.儿童的数概念形成，经历的四个阶段分别是（ ）。

A.口头数数—按数取物—给物说数—掌握数概念

B.口头数数—给物说数—按数取物—掌握数概念

C.按数取物—口头数数—给物说数—掌握数概念

D.按数取数—给物说数—口头数数—掌握数概念

一、单项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

2.【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幼儿思维的发展。儿童数概念的形成。



考点回顾

数概念是关于反映事物数量和事物间序列的概念。幼儿掌握数

概念也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掌握数的顺序：一般3岁的儿童已经能够学会口头数10以

内的数，他们记住了数的顺序，但是并不会真正去数物体。

（2）数的实际意义：口头数数之后，幼儿逐渐学会口手一致地

数物体，即按物点数，然后学会说出物体的总数。

（3）数的组成：掌握数的组成是幼儿形成数概念的关键。幼儿

逐渐学会用实物进行10以内的加减法。

幼儿的数概念的形成，遵循了口头数数——给物说数——按数

取物——掌握数概念的顺序。



一、单项选择题

3.教师将同样大小的A、B两个杯子装满水后，当着幼儿的面将B

杯的水倒入细高的C杯中，问幼儿A杯的水和C杯的水是否一样多，

幼儿的回答是不一样多。这说明幼儿的思维发展正处于（ ）。

A.感知运动阶段

B.前运算阶段

C.具体运算阶段

D.形式运算阶段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一、单项选择题



考点回顾

阶段 年龄/岁 特征

感知运动阶段 0—2
幼儿智力发展的萌芽阶段，儿童只能
依靠感知和动作来适应外界环境；获
得客体永久性（9—12个月）。

前运算阶段 2—7
开始出现表象、形象图式；不能理解
守恒原理，思维不可逆性，；万物都
有生命；自我中心为主（三山实验），

具体运算阶段 7—11
自我中心式的思维方式逐渐减少，
开始出现守恒、可逆。针对具体物
体可以运用逻辑运算（如分类）。

形式运算阶段 11岁以后
思维逐步抽象化。能合乎逻辑的使
用抽象概念，根据假设对各种命题
进行逻辑推理。



一、单项选择题

4.一岁半左右的儿童在言语形成过程中，经历了“用一个词代

表多种物体，或者用一个词代表一个句子”的发展阶段，此阶段

被称为（ ）。

A.词语理解阶段

B.单词句阶段

C.双语句阶段

D.完整句阶段



一、单项选择题

4.【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幼儿言语的发展。单词句阶段（1～1.5岁）

的儿童往往用一个单词表示一个句子。



发展总阶段 发展
分阶段

年龄 特征

言语发生阶

（1—3岁）

不完整
句阶段
（0—
2岁）

单词句

阶段（1—

1.5岁）

这一阶段幼儿言语发展主要反映在言
语理解方面。说出的词有词意不明、
以词代句的特点。词义不明表现为过
度泛化或拓展不足。

双词句/
电报句

（1.5岁—
2.5岁）

是由2个单词组成的不完整句。有时也
由3个词组成。儿童有时在双词句中省
略了如助词、介词等功能词。如：
“我们跟狗狗一起玩”，会被幼儿表
达为“狗狗玩”。

完整句
2岁以后

2 岁以后，儿童开始学习运用合乎语
法规则的完整句更准确地表达思想。
2 —3 岁是人生初学说话的关键时期，
如果有良好的语言环境，那么这一时
期将成为言语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考点回顾



5.测定婴儿依恋类型的常用设计是（ ）。

A.视觉悬崖

B.重学效应

C.陌生情境

D.早期隔离

一、单项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

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心理学家艾斯沃斯通

过“陌生情境”实验。



考点回顾

依恋的类型

反抗
型

安全
型

回避
型

反抗型



6.关于幼小衔接，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可以提前教授小学文化知识

B.只需要针对大班幼儿进行

C.不包括对幼儿行为习惯、社会技能的培养

D.应当贯穿整个幼儿园教育

一、单项选择题



6.【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

一、单项选择题



考点回顾

幼小衔接含义：

幼儿园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为幼儿的终身

发展打好基础。在时间上，要把幼小衔接工作贯穿于幼儿园教育的

各个阶段而不仅仅是大班后期；在内容上，要涉及幼儿发展的各个

方面而不仅仅是知识准备；在人员上，要包括幼儿园全体人员、家

长及有关成人而不仅仅是大班老师。对小学来讲，也不能仅仅把衔

接工作看成是幼儿园的事情，而应当遵循素质教育的精神，改革不

适合儿童发展的教育形式、方法等。



7.认为清末民初中国幼教机构存在“外国病”“花钱病”“富

贵病”三大弊病，提出幼儿教育应面向大众的教育家是（ ）。

A.陶行知

B.陈鹤琴

C.张雪门

D.张宗麟

一、单项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

7.【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教育家的幼儿教育思想。



考点回顾

1.农村幼儿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建立中国化和平民化幼儿教育。

2.在南京郊区首创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

儿园。

3.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4.艺友制：艺友制便是学生（称艺友）与有经验的教师（称导

师）交朋友，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当教师，方法是边干边学。

5.“小先生制”的目的在于尽快普及教育。“即知即传”的

“小先生制”是指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

教给别人。



一、单项选择题

8.幼儿艺术活动的能力是在大胆表现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教师的作用应主要在于激发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丰富他们

的（ ），使之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的快乐。

A.认识水平

B.情感体验

C.创造思维

D.审美经验



8.【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一、单项选择题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艺术活动的能

力是在大胆表现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教师的作用应主要在于

激发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丰富他们的审美经验，使之体验

自由表达和创造的快乐”。

考点回顾



一、单项选择题

9.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总是刨根问底，这一典型特点表现在

（ ）岁的幼儿身上。

A.2～3

B.3～4

C.4～5

D.5～6



9.【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一、单项选择题



考点回顾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科学”领域“科学探究”部

分的“目标1——亲近自然，喜欢探究”指出，

1.5～6岁的幼儿“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总是刨根问底”。

2.能经常动手动脑寻找问题答案

3.探索中有所发现时感到兴奋和满足。



10.中午进餐时，欣欣不小心被烫伤了小手，教师首先对欣欣

烫伤的小手的处理方式是（ ）。

A.冷水冲洗

B.肥皂水冲洗

C.擦药

D.毛巾包裹

一、单项选择题



10.【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幼儿园常见的安全问题及处理方法中的烫伤。

一、单项选择题



烫伤的急救措施：

1.当幼儿烫伤时，教师要立即用凉水把伤处冲洗干净，然后把

伤处放入凉水浸泡半小时，防止烫伤范围继续扩大。一般来说，

浸泡时间越早，水温越低效果越好。浸泡的凉水水温不能低于5℃，

以免冻伤。

2.一度烫伤，可在局部涂一些烫伤油、清凉油等。

二度烫伤、三度烫伤，可用干净的纱布、毛巾等覆盖伤面，

不要弄破水疱，要尽快送往医院。

3.若烫伤的面积较大，伤者烦躁口渴，可少量多次服用一些淡

盐水。

考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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