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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07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试题 

课程代码：0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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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的来源是（ A ）1-2 

A.探究的过程 B.前人的经验 

C.科学家的论断 D.自己的思考 

2.关于技术的描述，错误的是（ C ）1-5 

A.技术以改造自然为目的 B.技术回答的是“做什么”的问题 

C.技术是对科学的总结 D.技术是将理论应用到实践的过程 

3.一般来说，儿童开始用提问方式表露对世界的困惑是在（ C ）1-12 

A.一岁左右 B.一岁半 

C.两岁以后 D.三岁以后 

4.儿童科学教育要把培养独特个性的儿童作为教育目标，是因为儿童的发展具有（ D ） 

2-37 

A.连续性 B.整体性 

C.阶段性 D.个别差异性 

5.学前儿童的初级科学概念就其概括水平来说，处于（ B ）2-43 

A.动作经验水平 B.表象水平 

C.抽象水平 D.符号水平 

6.“激发和培养儿童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这一目标适合于幼儿园的（ D ）2-56/59 

A.小班、中班 B.中班、大班 

C.小班、中班或大班 D.小班、中班和大班 

7.适合开展集体学习活动的内容是（A ）5-126 

A.观察自然角中的动植物生长 B.观察月亮的圆缺变化 

C.观察露珠 D.观察落叶树 

8.关于集体教学活动优越性的表述，错误的是（ B ）3-80 

A.集体活动的学习效率较高 

B.在集体活动中，教师的间接指导较多 

C.集体活动有着集中学习的气氛和紧凑的时间安排 

D.集体活动为儿童提供了同伴间相互学习、启发的机会 

9.儿童科学活动过程的最大特点是（ A ）3-71 

A.对具体操作活动的依赖性 B.有严密的逻辑性 

C.有较强的程序性 D.有明确的目的性 

10.所谓间接指导，就是指（ B ）3-78 

A.教师通过同伴的相互学习来实现指导 

B.教师通过操作材料的设计来实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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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教师先让儿童自己探索，然后再教给他们答案 

D.教师在日常生活中的指导 

11.儿童在科学活动“玩水”中，发现积木漂在水面上，然后他就不停地将积木往下按，还 

自言自语地说：“下去！下去！”但是积木总是会漂在水面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名儿 

童（ A ）3-67 

A.既经历了科学探究的过程，也获得了科学探究的结果 

B.经历了科学探究的过程，但没有获得科学探究的结果 

C.既没有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也没有获得科学探究的结果 

D.产生了科学探究的问题，但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过程 

12.适宜于秋季进行的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动是观察（ B ）4-96 

A.雾和霜 B.落叶树 

C.彩虹 D.冰 

13.学前儿童可以直接探索的科学内容是（ B ）4-91 

A.太阳的结构 B.太阳能发光、发热 

C.太阳、地球和月球的关系 D.太阳黑子 

14.学前儿童难以认识的事物是（ D ）4-107 

A.沙、石 B.土 

C.水 D.空气 

15.儿童在非正规性科学活动中最主要的学习形式是（ A ）5-140 

A.个人探索 B.集体教学 

C.分组学习 D.小组讨论 

16.关于偶发性科学活动的论述，正确的是（ D ）5-143/144 

A.有经验的教师常常可以事先估计到儿童的偶发性科学活动 

B.活动的时间、地点固定不变 

C.活动过程不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 

D.活动的主体具有强烈的内在探索动机 

17.属于封闭式问题的是（ D ）5-133 

A.“你发现了什么？” B.“它是什么样的？” 

C.“你有什么办法？” D.“它们一样吗？” 

18.儿童通过养蚕了解蚕的生长变化过程，这属于（ A ）6-155 

A.长期系统性观察 B.个别现象的观察 

C.个别物体的观察 D.比较性观察 

19.在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中，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儿童感知客观事物与现象的基本方 

法是（ A ）6-153 

A.观察 B.科学实验 

C.分类 D.测量 

20.不适合幼儿园小班儿童种植的是（ C ）6-183 

A.大蒜 B.向日葵 

C.小麦 D.太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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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关电教媒体的说法，错误的是（ B ）6-200/201 

A.应选择构图美观、色彩鲜艳、声音动听的电教材料 

B.电教媒体运用得越多，效果越好 

C.电教媒体应发挥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D.电教媒体应和儿童的探索学习相结合 

22.关于自然角的说法，正确的是（ A ）7-215 

A.自然角是为儿童提供的非正规性科学活动的场所 

B.儿童要在教师的统一计划和指导下进行活动 

C.儿童要分班、分组地轮流进行活动 

D.自然角中只能进行随机的科学活动，而不能进行长期系统观察 

23.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评价标准是（ A ）8-243 

A.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 B.教师的教育观念 

C.上级文件的规定 D.园长的要求 

24.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评价的一般步骤为（ B ）8-241/246 

A.设计评价方案→确定评价目的→实施评价方案→处理评价结果 

B.确定评价目的→设计评价方案→实施评价方案→处理评价结果 

C.设计评价方案→实施评价方案→处理评价结果 

D.确定评价目的→设计评价方案→实施评价方案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8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8 分） 

请在每小题的空格中填上正确答案。错填、不填均无分。 

25.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应该包括科学知识和_科学探索过程__两个方面。1-2 

26.操作活动之所以不同于简单的摆弄，在于它具有_目的性__和程序性。2-50 

27.集体活动、个人活动和_小组活动__活动是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动的三种组织形式。3-80 

28.研究生物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称为_生态学__。4-103 

29.儿童的活动具有_主体性_、对象性和互动性等特点。5-117 

30.教师在设计、组织和领导儿童开展科学游戏时，应注意游戏的科学性、游戏的趣味性、 

游戏的活动性和___游戏的规则_____。6-177/179 

31.在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评价资料的收集方法中，常用的观察分析法有行为检核、___情境观 

察_和事件详录等。8-246 

32.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评价分为课程评价、__儿童发展_ 

评价和环境评价。8-234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30分） 

33.简述教师的教育知识和技能的含义及在指导儿童学科学中的作用。1-28 

答: 

教师的教育知识和技能,指的是教师对儿童学科学规律及教师教科学规律的把握和运用的能 

力。 

教师的教育知识和技能在指导儿童学科学中,有助于教师对学前儿童应学什么样的科学、对 

儿童怎样学科学、 对教师应该怎样帮助儿童学科学等问题产生正确的认识及把握有效的教育 

策略,是成功指导儿童学科学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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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发展学前儿童科学思考技能的具体目标有哪些？2-48 

答: 

作为科学技能之一的思考,指的是儿童获取科学知识所必须的思维加工技能。其具体目标主 

要包括: 

(1)学会比较和概括,认识到事物的不同和相同; 

(2)学会推论和预测,即根据观察到的现象,并结合自己已有的经验,推想它的原因,提出合 

理的解释,得出结论,并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现象。 

35.简述儿童科学探索过程的三个阶段及表现。3-71/72 

答: 

第一阶段是”瞎忙”的阶段,儿童表现为无目的地摆弄物体。 

第二阶段是”探究”的阶段,儿童表现为尝试性地摆弄物体。 

第三阶段是”领悟”的阶段,儿童表现为验证性地摆弄物体。 

36.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4-99/113 

答: 

(1)人体; 

(2)自然生态环境; 

(3)自然科学现象; 

(4)科学技术教育。 

37.简述非正规性科学活动的特点。5-140 

答: 

(1)教师提供各种可选择的材料,儿童自己选择学习的内容; 

(2)没有具体的活动目标和计划; 

(3)学习过程中教师的干预较少; 

(4)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学习的形式以个人的探索为主。 

38.简述教育评价中观察分析法的含义及要求。8-246 

答: 

观察分析法就是在自然状态或准自然状态下，对评价对象的行为进行现场观察，并根据观察 

结果进行分析、作出评定的一种资料收集方法。 

运用观察分析法时,要力求保持客观、真实、详尽的记录，而避免主观的臆想或推断。 

四、论述题（本大题 10 分） 

39.试述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过程和结果的辩证关系。3-70 

答: 

首先,在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中，过程和结果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的。它们相统一 

的基础就是儿童自身的科学探索活动。 

科学教育的过程必然会导致积极的学习结果，结果是过程的必然产物。 

儿童在经历科学探索过程的同时，获得了从知识、技能到情感全面发展的结果。 

其次，过程和结果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儿童在科学探索的基础上获取了一定的成果，如有关的知识经验的形成、情绪的初步满足， 

能够成为进一步探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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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无论过程还是结果，对于学前儿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科学教育中让儿童充分经历科学探索的过程，既能导致积极的学习结果，又能使儿童内在 

的认知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 

五、应用题（本大题共 3 小题，40、41 小题每小题 8 分，42 小题 12 分，共 28 分） 

40.选定一个具有本地特色的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动的主题，并围绕该主题写出适合某一年 

龄班儿童学习的具体内容 （不必进行活动过程设计）， 要求说明选择和设计的理由。 5-125/138 

活动主题:不一样的石头 

准备材料:石灰石、鹅卵石和云南腾冲红色火山石 

适合幼儿年龄班:大班 

1、幼儿能说出三种石头不一样的现象。 

2、教师对三种石头产生不同现象后的反复引导。 

①你觉得三种石头能够漂浮在水面的是哪一种？ 

②你觉得三种石头能写字的是哪一种？ 

③你觉得三种石头摸上去最光滑的哪一种？ 

给幼儿提供了充足的实验材料，孩子们能在动手的过程中感受三种石头的不同特点， 

得到了最直接的经验。 

答： 

选择与设计的理由: 

石头是随处可见的,更贴近儿童的实际生活经验,而这种三种石头具有不同的用处,更能 

让儿童积累科学经验。 

红色火山是云南腾冲盛产的,当地特色,同时红色火山石又称”浮石”， 放入水中就会浮 

起,让孩子们了解不同的石头有不同的用处,了解沉与浮、光滑与粗糙的初级科学概念。 

41.为幼儿园小班正规性科学活动“认识小白兔”设计两种不同的导入方法。 5-130/131 

答： 

活动目标： 

1． 引导小班的幼儿认识小兔的基本特征和它的喜好。 

2． 喜欢和小兔做朋友并学会爱护小兔。 

活动准备： 

1．小兔子几只。 

2． 青菜、萝卜、青草、鱼、肉骨头若干。 

第一种导入方法:通过讲故事导入活动(小熊请客) 

活动过程： 老师给小朋友们讲”小熊请客”的故事,由于不懂各种动物朋友的喜好,闹了 

个天大的笑语,引入”小兔喜好吃什么”来开始活动 

第二种导入方法:让儿童直接操作材料而导入活动 

活动过程:让小朋友自由的选择食物来饲养小兔子,从而获得小兔子的爱好,且更近一步 

的与小兔子接触,培养小朋友们爱护小动物的良好习惯。 

42.以认识“种子”的内容为例，分别设计幼儿园小、中、大班的教育目标。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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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对小班儿童，我们的目标是让儿童通过感知、观察周围生活中常见的水果，来获取有关 

种子的具体的、直接的经验。如让儿童尝各种各样的水果，知道它们都有核，从而获取了有 

关水果种子的丰富经验，既了解了水果及种子的多样性，又为中、大班形成种子的概念积累 

了经验。 

在中班，我们则要求儿童通过观察、比较各种各样的神子，认识它们的丰富多样，同时 

培养思维的概括性，为形成初级科学概念打下了基础。如向儿童提供各种各样的种子，让他 

们观察、比较，同时引导他们认识种子的共同特征。 

对大班儿童，我们不仅要求他们形成种子的初级科学概念，而且引导儿童通过各种途径 

获取有关自然界的丰富知识，初步认识自然界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培养抽象思维能力、 

进行探究和推断的能力等。如让他们探索“树有种子吗？” ，启发幼儿思考：很多植物都有 

种子，树有没有种子呢？同时让他们通过亲自的探究活动，寻找树的种子，最终得出结论， 

以深化他们的种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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