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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试卷 
（课程代码：00388）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4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4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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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 

分。 

1．幼儿掌握加减法要经过逐一加减到按群运算的发展过程。按数群加减运算的实质是依靠 
[ C    ]7-188 
A.动作 B.表象 

C.概念 D.规则 

2．幼儿学习数学的基本方法是[ C    ]4-82 
A.观察法 B.演示法 

C.操作法 D.讲授法 

3．小班儿童往往不能坚守“一一对应”的观念，而是依据物体所占空间大小来判断其数量 

的多少，说明儿童掌握数学知识，必须具备一定的[    D ]1-5 
A.抽象观念 B.数量观念 

C.应用观念 D.逻辑观念 

4．对学前儿童进行数学教育，主要是帮助幼儿掌握一个了解世界的工具，并让幼儿通过数 

学学习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在选择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内容时，必须注意内容的[ B ]3-62 
A.可探索性 B.启蒙性 

C.生活性 D.系统性 

5．提出“重视个别差异”这一数学教育原则是依据了儿童[ A    ]2-36 
A.认知发展的个别差异 B.个性差异 

C.学习能力的个别差异 D.教育背景的个别差异 

6．儿童数概念的发生始于[ B ]5-120 
A.数数 B.对集合的笼统感知 

C.识别类 D.掌握量 

7．数学是由两个概念构成的，一个是数，一个是[ B ] 8-210 
A.量 B.形 

C.时 D.空 

8．在教育条件下，幼儿能够理解测量并表现出很大兴趣的年龄是[ C ] 9-244 
A.3-4 岁 B. 4-5 岁 

C.5-6 岁 D. 6-7 岁 

9．学前儿童数学兴趣主要表现为[ A    ]1-14 
A.对数学活动的兴趣 B.对数学材料的兴趣 

C.对数学方法的兴趣 D.对数学知识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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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实验中， 儿童能完成一个杯子配一个杯盖的人数分别为： 3 岁半时有 50%， 4岁时高达 80%， 

说明 3-4 岁时获得迅速发展的能力是[ B  ]5-126 

A.集合能力 B.对应能力 

C.包含能力 D.比较能力 

11．儿童最初认识空间方位关系的参照系统是[    D ] 10-268 
A.外部物体 B.感觉活动 

C.操作活动 D.自己身体 

12.最让儿童感到轻松的评价方法是[ C  ]11-303 

A.观察法 B.测试法 

C.临床法 D.作业分析法 

13.在数学教育活动中，促进儿童思维发展的根本途径是[  B ]2-34 

A.生活 B.操作 

C.教学 D.训练 

14.数学教学活动目标的表述中，较为合适的行为主体应是[ B  ]4-102 

A.教师 B.幼儿 

C.院所领导 D.家长 

15.儿童数概念发展的转折点是[ C  ]6-156 

A.3-4 岁 B. 4-5 岁 

C.5-6 岁 D. 6-7 岁 

16． “认识正方体、长方体、球体、圆柱体、能正确说出名称”这一教育要求适合[ C ]8-220 

A.幼儿园小班 B.幼儿园中班 

C.幼儿园大班 D.学前班 

17．人们只能通过季节的变化、心跳、钟表等来认识和测量时间，说明时间具有[ D ]10-274 

A.流动性 B.不可逆性 

C.周期性 D.抽象性 

18．幼儿能口说数词，手点实物，会用数词来表示数的结果，体现这一现象的数学教育内容 

是[ B  ]3-56 

A.认识序数 B.计数 

C.数的组成 D.数的运算 

19．一盘纽扣，幼儿先按大小将其分成两类，接着按颜色的不同继续分类，最后按钮扣的形 

状进行分类。这一分类方法叫做[  B ]5-133 

A.多角度分类 B.层级分类 

C.特征分类 D.用途分类 

20.根据一组物体的某种特征的差异或按某种规则，按序进行排列的活动叫做[ A  ]9-244 

A.排序 B.比较 

C.分类 D.测量 

21.幼儿对相邻数的认识的教学，一般安排于[ C  ]6-165 

A.幼儿园小班 B.幼儿园中班 

C.幼儿园大班 D.学前班 

22.“会用目测和自然测量的方法，比较物体的长短、高矮、宽窄等，能正确表达测量的结 

果。”这一教育要求适合于[ C  ]9-250 

A.幼儿园小班 B.幼儿园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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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幼儿园大班 D.学前班 

23.我们通过教育评价来了解一个幼儿园的教育质量是否达标，教师教学质量如何，儿童发 

展状况如何。这体现了教育评价的[ A  ]11-285 

A.鉴别作用 B.诊断作用 

C.导向作用 D.改进作用 

24.数学教育目标能否实现，数学教育内容的确定是否恰当，从根本上看，取决于是否遵循 

和利用了[ B  ]3-42 

A.社会发展的规律 B.人的身心发展规律 

C.学科学习规律 D.教育教学规律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 

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25.学前儿童思维发展的特点有[ ABE  ]2-18 

A．儿童从出生起，思维能力就开始萌芽 

B．儿童出生后的前两年，思维局限于具体的动作 

C．整个幼儿期，想象思维占主导地位 

D．学前儿童的抽象逻辑思维摆脱了具事物的局限 

E．学前儿童的抽象逻辑思维尚难摆脱具体实物的局限 

26.3、4 岁幼儿经常会出现口手不一致的错误现象，这种口手不一致往往表现为 

[ ABCDE  ]5-123 

A．口数得快，手点得慢 B.口数得慢，手点得快 C.手跳着乱点 

D．漏掉数字 E.重复数 

27.关于幼儿对几何形体的认识正确的是[ AC  ]8-218 

A．先认识平面图形，再认识立体图形 

B．先认识立体图形，再认识平面图形 

C．先认识圆形后认识半圆形、椭圆形 

D．先认识半圆形、椭圆形后认识圆形 

E．幼儿认识几何图形的难易和形体本身的复杂程度有关 

28.评价的第一步是确定评价目的，评价目的主要涉及的具体问题有[ ABC ]11-294 

A．为什么评价 B.由谁评价 C.评价什么 

D．根据什么评价 E.什么时候评价 

29.对学前儿童排序能力发展的正确表述是[ BDE  ]9-244 

A．分类比排序困难 

B．儿童认识物体大小的顺序要比认识事物的数序发展早 

C．认识事物的数序比认识抽象的数序发展早 

D．排序是幼儿需要发展的重要的逻辑能力 

E．儿童认识物体长短的次序要比认识事物的数序发展早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0分） 

30.对学前儿童实施物体分类教育有什么意义？5-128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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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类活动可帮助幼儿感知集合并逐步形成关于具体物体的集合概念； 

（2）分类是计数的前提，是形成数概念的基础； 

（3）分类能促进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 

31.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目标有哪些层次？3-46 

答： 

数学教育目标的层次结构，反映了教育目标的纵向结构。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目标的层次一般 

包括了以下三个层次：学前儿童数学教育总目标、各年龄阶段教育目标、数学教育活动目 

标。一般地说，目标层次越高，其概括性也越高，目标层次越低，其概括性也越低，而可操 

作性则越强。 

32.简述学前儿童认识几何形体的特点。8-210 

答： 

（1）儿童在其生活中，积累了对物体形状认识的最初的经验。 

（2）学前儿童认识几何形状不仅需要视觉的感知，还需要通过触摸的动作进行感知。 

物体属性之一的形状，需要用不同的分析器——视觉的、触觉的、运动觉的来感知。实验证 

明，当视觉、触觉、动觉相结合时，儿童对几何图形感知效果较好。 

33.简述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意义。1-8 

答： 

（1）数学教育帮助学前儿童正确地认识世界； 

（2）数学教育促进学前儿童的思维发展； 

（3）数学教育促进学前儿童的情感和个性发展。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分） 

34.学前儿童数学教学的组织形式有哪些？试比较它们各自的优缺点。4-91 

答： 

目前在幼儿园数学教学实践中，教学的组织形式一般有以下三种：集体活动形式、小组活动 

形式及集体与小组结合的活动形式。 

（1）集体活动形式是指教师直接组织和指导全班幼儿进行学习的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在目 

前的幼儿园中仍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组织形式，因为它可比较集中地实现教学目标，教师也较 

容易组织全班幼儿的学习活动。同时，集体活动也培养了幼儿能较好遵守规则和一定的自制 

力，并让幼儿体验到集体活动和游戏的快乐。 

集体活动形式的主要问题是教学目标上的整齐划一，忽视幼儿在发展上的个体差异，同时在 

集体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很难给个别幼儿以帮助和指导，难以使每个幼儿都能积极、主动地 

进行学习，难以促进每个幼儿能在自己的水平上获得进步和发展。 

（2）小组活动形式 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幼儿独立选择活动内容，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 

学习活动形式。教师根据不同幼儿的发展水平，为他们创设良好的数学学习环境，提供充分 

的、多层次的学习材料，让幼儿独立地选择活动内容，主动地操作、摆弄各种材料。幼儿在 

与材料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了数、量、形等感性经验。 

小组活动形式对教师有较高的要求，即要求教师需仔细观察、了解幼儿的活动情况，并能 

对幼儿的发展情况做出较为准确的诊断，这样才可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另外在同 

一时间内，教师要观察、了解处于不同小组的幼儿的活动情况，在班级人数较多的情况下， 

是会有一定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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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体与小组相结合的活动形式是指在同一活动中既有集体活动也有小组活动形式，这 

样做可充分发挥两种活动形式的长处， 较好地解决一般的教学要求与个体发展上存在差异的 

矛盾，从而满足每个幼儿的发展需要，促进他们的发展和进少。 

35.结合实例说明学前儿童空间概念教育的指导要点。10-271 

答： 

（1）帮助儿童学习并理解方位词的意义。 

正确地理解并运用方位词是认识空间方位关系的前提。教师可以结合儿童对身体部位的认 

识，或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物体，帮助儿童理解“上下”、“前后”、“左右”等方位词的意 

义， 并能自己用相应的语言来表达空间方位。 如教师在教儿童认识自己的身体时， 可以说 “头 

在身体的上面，脚在身体的下面”，而且语气要强调“上面”和“下面”等方位词。 

（2）充分利用儿童的身体和身体动作。 

在教学中，我们应充分利用儿童的身体，并且提供儿童移动物体或进行躯体动作的经验。不 

仅要结合儿童自己的身体来认识上下、 前后、 左右等方位， 还要提供儿童动作和运动的机会。 

比如，可以让儿童按照教师的指令朝某个方向运动：向前走、向后走、向左转、向右转等， 

还可以让儿童把某某物体放到某某物体的“上面”，或者请儿童到自己的“左边”选一个自 

己喜欢的玩具等等。 

（3）以儿童的实际生活情景为素材，在儿童的日常生活中教儿童认识空间。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会用到空间关系：位置、方向和距离等。比如，儿童在土下楼 

梯时就会知道上下，走路、排队时就会知道前后，吃饭拿筷、写字握笔就要区分左右。至于 

日常用具的放置，搭积木、钻大型玩具，更是离不开对空间关系的认识。 

（4）鼓励儿童观察、预测和描述物体的空间关系，善于引导儿童的冲突和讨论。 

儿童对空间概念的理解从根本上还是他们对物体之间关系的主动探索的结果， 是他们努力克 

服“自我中心”、并学习从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结果。在教学中，我们要鼓励儿童的探 

索行为，包括鼓励儿童仔细观察并描述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鼓励他们大胆预测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16 分） 

36.将幼儿分为实验班和对比班，实验班经过反复多次的口述应用题教学活动，然后学习用 

数字和符号记录和表达应用题的内容；对比班则直接学习加减算式题。实验结果是儿童在解 

答算式题时显示出不同的思维水平，如下面表格所列： 

不会解答 
凭知觉行动、 具体形象或 

逐一计数解答 

运用抽象的数群概念正 

确解答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实验班（N=31） 3 9.68 2 6.45 26 83.8 

对比班（N=33） 4 12.12 12 36.36 17 51.51 

“运用抽象的 

数群概念正确 

解答”人数百 

分比差异性 

Z=2.76 
** 

P＜0.01 

根据上表的数据，请回答下列的问题：7-194 

（1） 上表中的实验数据说明了什么？ 

（2） 原因是什么？ 

（1）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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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实验数据说明口述应用题能够促进幼儿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 

（2）答： 

应用题表达的内容是具体的，也是贴近幼儿生活的，当幼儿学习用数字和符号记录和表达应 

用题的内容时， 这就对应用题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抽象和概括。 随着反复多次活动经验的积累， 

幼儿对加减算式题的含义就有了具体同时又是概括的认识。 当幼儿学习用数字和符号去记录 

应用题内容时，这时幼儿正学习用抽象的数概念和数学符号进行加减运算。而随着幼儿经验 

的积累，他对抽象的加减算式题含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时幼儿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就获得 

相应的发展。 

37.一位小班儿童在给片片归类，他自己是按照形状特征分的，当看到同桌是按照颜色特征 

分类时，就说别人“是乱七八糟分的”。这是对方也发现两个人分的不同，就对他说“你是 

乱七八糟分的。”然后两人哈哈大笑。当研究人员问儿童“你是按照什么分的”时，他们都 

不能回答。2-24 

根据上述案例，请回答下列问题： 

（1） 该案例反映了幼儿学习数学的什么特点？ 

（2） 幼儿学习数学的心理特点有哪些？ 

（1）答： 

该案例反映了幼儿学习数学从自我中心到社会化过渡的特点。 

（2）答： 

幼儿学习数学的心理特点，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具体表现为： 

（1）从具体到抽象 

由于数学知识是一种抽象的知识，它的获得需要摆脱具体事物的其他无关特征。但是儿童对 

于数学知识的理解恰恰需要借助于具体的事物，从对具体事物的抽象中获得，因而也不可避 

免地要受到具体事物的影响。 

（2）从个别到一般 

儿童在形成数学概念时，存在一个逐渐摆脱具体形象、达到抽象水平的过程。在对数学概念 

的理解上，也存在一个从与个别事物相联系到理解其一般和普遍意义的过程。 

（3）从外部的动作到内化的动作 

有人说，儿童学习数学，是从“数行动”发展到“数概念”的过程。这句话生动地说明了儿 

童获得数学知识的过程：从外部的动作逐渐内化于头脑中。 

（4）从同化到顺应 

在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 同化和顺应这两种行为是同时存在的， 但各自的比例会有不同。 

有时同化占主导，有时顺应占主导，二者处于动态的平衡关系。儿童在解决数学问题时，也 

表现出同化和顺应的现象。 

（5）从不自觉到自觉 

心理学中所说的“自觉”指的是对自己的认知过程的意识。学前儿童往往对自己的思维过程 

缺乏自我意识。 我们常常发现儿童能够完成一件事情， 却不能用语言正确地表达其解决过程， 

总是说“我动脑筋的”、“我想出来的”。这并不全是其语言表达能力的局限，更主要地是 

由于他们的动作还没有完全内化。儿童对事物的判断还停留在具体动作的水平，而没有能上 

升到抽象的思维水平。他们思维的自觉程度与动作的内化程度有关。 

（6）从自我中心到社会化 

儿童思维的自觉程度是和他的社会化程度同步的。儿童越能意识到自己的思维，也就越能理 

解别人的思维。当儿童只是关注于自己的动作并且还不能内化时，是不可能和同伴产生有

  
  
  
  
  
qq
59
37
77
55
8

http://ikaoti.cn/shop/


考试学习软件商城（examebook.com ）出品 自考笔记、真题及答案、题库软件、录音课件！ 

本文档资源由考试真题软件网（down.examebook.com）搜集整理二次制作！ 

自
考
备

考
三

件
宝
：

自
考

笔
记

、
真

题
及

答
案

、
录

音
课

件
！
 

效的合作的，同时也没有真正的交流。 

总之，学前儿童学习数学具有从具体动作向抽象思维逐渐过渡的心理特点 

六、设计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10 分） 

38.根据学前儿童数学教育活动的设计要求，设计一个以“认识 10 以内序数”为内容的教学 

活动。6-169 

答：该活动为中、大班内容，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要求： 

（1）活动设计必须包括：活动名称、活动班级、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 

（2）要求活动名称能反映活动内容，活动目标准确、具体，活动准备兼顾教师和幼儿两方 

面，活动过程合理，符合指导要点。只要合理，均可酌情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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