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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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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代码：00388

考生答题注意事项：

1. 本卷所有试卷必须在答题卡上作答。答在试卷和草稿纸上的无效。

2. 第一部分为选择题。必须对应试卷上的题号使用 2B 铅笔将“答题卡”的相应代码涂黑。

3. 第二部分为非选择题。必须注明大、小题号，使用 0.5 毫米黑色字迹笔作答。

4. 合理安排答题空间，超出答题区域无效。

第一部分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4 小题。每小题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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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卡”

的相应代码涂黑。未涂、错涂或多涂均无分。

1．儿童数学概念的发生、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人类数学概念发生过程的（A）1-2
A．浓缩和复演 B．再现和重复 C．再现和回归 D．回归和浓缩

2．数和数学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的逻辑智慧和抽象能力达到了（A）1-2
A．成熟的水平 B．应用的水平 C．分析的水平 D．综合的水平

3．在整个学前阶段，儿童对数学的理解都处于（B）1-3
A．从动作到思维的发展过程 B．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

C．从实际到理论的发展过程 D．从操作到运算的发展过程

4．数学教育能够使儿童充分体验并注意到蕴含在具体事物背后的（C）1-9
A．科学关系 B．数学关系 C．抽象关系 D．逻辑关系

5．儿童要掌握数学知识，必须具备一定的（B）2-21
A．知识基础 B．逻辑观念 C．生活经验 D．心理特点

6．1岁左右的儿童在玩球时，会根据当时的情境做出判断，采取行动。但是，当儿童把球

滚到他的视线以外时，他往往不能根据“经验”去寻找。这说明他的思维转换局限于（A）2-27
A．具体动作 B．抽象思维 C．具体形象 D．抽象判断

7．学前儿童逻辑思维的特点是其对（D）2-21
A．抽象逻辑思维的依赖 B．直觉行动思维依赖

C．表象和符号的依赖 D．动作和具体形象的依赖

8．儿童学习数学是从“数行动”发展到（C）2-26
A．“数知识”的过程 B．“数运算”的过程

C．“数概念”的过程 D．“数操作”的过程

9．儿童改变已有的认知结构以适应环境的过程是（B）2-26
A．同化 B．顺应 C．适应 D．平衡

10．儿童在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上存在一个从个别事物相联系到理解其（C）2-25
A．一般和逻辑意义的过程 B．本质和逻辑意义的过程

C．一般和普遍意义的过程 D．本质和普遍意义的过程

11．从任何一个角度提出教育目标，其归宿都需要落实到（C）3-45
A．学科知识上 B．教学评价上 C．儿童发展上 D．教学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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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培养幼儿观察、思考和解决‘数学’问题的初步能力，并学习独立选择数学活动的内

容和按照要求检查自己活动的情况、活动的结果。”是培养（A）3-47
A．认知能力方面的目标 B．情感表达方面的目标

C．行为技能方面的目标 D．知识技能方面的目标

13．幼儿数学教育内容中起着发展思维作用的核心因素是（C）3-61
A．数学知识 B．数学技能 C．数量关系 D．操作活动

14．教师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思想进行数学教育，这反映了他的（D）4-82
A．教育观和知识观 B．儿童观和知识观 C．教学观和发展观 D．教育观和儿童观

15．在数学操作活动中，活动设计中的重点是（C）4-98
A．活动的名称和活动的目标 B．活动的目标和材料的提供

C．材料的提供和活动规则 D．活动的规则和活动的评价

16．按物体的某种特征，多级次地将物体连续分类是（C）5-133
A．标准分类 B．逻辑分类 C．层级分类 D．等量分类

17．幼儿学习测量采用的测量方法是（A）9-261
A．自然测量 B．尺子 C．量杯 D．天平

18．幼儿认识几何形体的难易顺序（C）8-219
A．只与形体本身的复杂程序有关

B．只与教育训练有关

C．主要与幼儿的生活经验及教育训练有关，同时也与形体本身的复杂程度有关

D．与幼儿个人喜好有关，与教育训练无关

19．幼儿理解和掌握应用题比算式题容易，主要在于应用题的特点（D）7-192
A．无实物直观，又无表象作为思考的依托

B．由数字和符号组成

C．属概念水平

D．来源于生活

20．下列数学活动的名称中，按活动内容或选用的材料、用生活语言给活动定名的是（C）4-99
A．《学习 7的加减》、《认识序数》 B．《数量统计》、《认识货币》

C．《剥豌豆》、《奇妙的口袋》 D．《数的守恒》、《点数 5以内的数》

21．幼小儿童在数学学习中只关注自己的动作，而不能与同伴产生有效的合作和交流，这

反映了此时儿童学习数学具有（D）2-28
A．外部动作的心理特点 B．不能顺应的心理特点

C．不自觉的心理特点 D．自我中心的心理特点

22．“学习不受物体的大小、形状和排列形式的影响，正确判断 l0以内物体的数量”这一内

容一般安排在（B）6-152
A．小班 B．中班 C．大班 D．学前班

23．我们让某 3岁儿童拿 5个桔子，他数到 5个桔子后，便把最后一个(第 5个)桔子拿过

来。说明儿童没有形成（B）3-68
A．一一对应观念 B．数的包含关系 C．序列观念 D．类比观念

24．通过教育评价了解一个幼儿园的教育质量是否“达标”?达到什么等级?体现了教育评价

的（A）11-285
A．鉴别作用 B．诊断作用 C．改进作用 D．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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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

卡”的相应代码涂黑。未涂、错涂、多涂或少涂均无分。

25．数学知识的特性是（ABCD）1-4
A．抽象性 B．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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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精确性 D．应用性

E．操作性

26．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内容是（ABCDE）3-57
A．分类、排序与对应 B．数、计数与数的运算

C．几何图形 D．量与计量

E．空间与时间

27．3岁儿童处于对数量的感知阶段，其特点是（ABC）6-154
A．对大小、多少的笼统感知

B．会唱数，但范围不超过 1—10
C．逐步学会口手协调的小范围点数，但说不出总数

D．能说出物体总数

E．按物点数

28．幼儿园数学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有（ABC）4-91
A．集体教学形式 B．小组活动形式

C．集体与小组相结合的活动形式 D．同伴互助学习形式

E．自学教材与探索性操作

29．空间概念具有的特点是（ABC）10-266
A．相对性 B．可变性

C．连续性 D．流动性

E．不可逆性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5分，共 20 分)

请在答题卡上作答。

30．为什么要对幼儿进行数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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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学前儿童数学教学常见的教学方法有哪些? 4-82
答：

（1）操作法

（2）演示、讲解法

（3）游戏法

（4）观察、比较法

32．学前儿童时间概念发展的年龄特点是什么? 10-275
答：

（1）主观性。

（2）含糊性。

（3）易受实际生活经验影响。

（4）易和空间关系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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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大班“认识时钟”的活动目标是什么?10-277
答：

（1）学会看整点和半点的时间。

（2）学会在日常生活中关注时间。

（3）学会并理解表示时钟的词汇。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请在答题卡上作答。

34．分析学前儿童感知集合对其数学学习的意义。5-120
答：

（1）儿童数概念的发生始于对集合的笼统感知。

（2）集合概念的发展史是儿童概念形成的必要的感性基础。

（3）儿童对集合的包含关系的感知和理解，为幼儿数概念的形成和建立作了准备。

（4）集合与集合中的对应关系，有助于儿童感知和体验两集合间的数量关系。

35． 举例说明学前儿童解答和自编应用题的心理特点。7-195
答：

（1）幼儿在解答和自编应用题时，常受题目中的内容和情节的影响，而不注意题目中的数量关系，也有时被题目

中情节和内容所吸引而忘记计算任务。

（2）幼儿在学习自编应用题时常常因为对应用题的结构理解、掌握较差，表现出一些典型的错误。例如：不会提

问，直接说出答案；不会提问，编题不完整；不符合生活逻辑或事物发展的规律。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l 小题，共 10 分)

请在答题卡上作答。

36．让 3岁的幼儿给 5个布娃娃喂水，幼儿往往只喂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而不注意那些排在

中间的娃娃。请你运用所学的集合发展特点的知识分析这位幼儿的表现。5-125
答：

（1）儿童的集合概念在发展的最初是泛化的，是一个笼统的知觉。

（2）此时，儿童还不能看到集合的明显界限，也不能一个接一个地感知集合中的元素。

（3）儿童对集合还不能作为一个结构完整的统一体来感知。

六、教学设计题(本大题共 l 小题，共 l6 分)

请在答题卡上作答。

37．请为小班幼儿设计一个“按物体的某一外部特征(如颜色、形状、大小)进行分类”的教

学活动。4-95
答：

例如

一、 活动名称：区分猜猜猜

二、 活动目标：引导幼儿学习分类，认识事物的不同点，积累学习经验。

三、 活动准备：购入大小不同的苹果或其他水果若干。

四、 活动过程：1、老师将准备好的苹果按大小分成两堆，让小朋友们猜猜它们是

按什么分成两堆的。

2、老师将苹果分给小朋友们，将小朋友们几人一组分开，按苹果大小进行小组分。

3、等小朋友们对这个区分游戏熟悉以后，然后老师引导小朋友们想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

物是按大小分类的。比如：吃饭的碗，穿的鞋子、衣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