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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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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科学的内在动机和原动力是 【 B 】1-12 

A．受表扬 B．好奇心 C．学本领 D．活动身体 

2．一般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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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儿童认为石头沉到水里是因为它“不勇敢”，说明了儿童学科学具有 【 C 】1-15 

A．阶段性特点 B．整体性特点 C．自我中心的特点 D．年龄性特点 

4．一般来说，“了解周围生活中的环境污染现象和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活动， ’这一目标适 

合于 【 D 】2-58 

A．小班 B．小班和中班 C．中班 D．大班 

5．一般来说，“学习使用各种工具进行测量，掌握正确的测量方法”这一目标适合 

【 C 】2-58 

A．小班 B．中班 C．大班 D．中班和大班 

6．根据社会需要来制定儿童科学教育目标时，正确的做法是 【 B 】2-35 

A．对儿童掌握的科学知识作量上的规定 

B．在目标中要求儿童获取周围环境中有关的科学知识 

C．不要求儿童获取有关的技术经验和技术知识 

D．不要求培养儿童初步的社会责任感 

7．关于儿童科学活动组织形式的看法，错误的是 【 B 】3-84 

A．集体活动形式不能放弃而要加以完善 

B．应以小组活动形式替代集体活动形式 

C．要灵活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 

D．各种组织形式都不要相互排斥 

8．关于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表述，错误的是 【 C 】3-85 

A．在语言教育活动中可以结合科学教育的内容 

B．可以借助美术的形式开展科学教育 

C．在音乐活动中不能渗透科学教育 

D．在科学活动中可以渗透认识社会的教育 

9．影响儿童科学探索的内部因素之一是 【 C 】3-74 

A．同伴交流 B．自然环境 C．生活经验 D．教师强化 

10．科学技术教育内容中不适合学前儿童的是 【 C 】4-114 

A．了解灯的发展历史 B．制作不倒翁 

C．了解基因工程 D．学习用小剪刀、小锤子 

11．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内容的广泛性是指 【 D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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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可以不加选择地向儿童提供教育内容 

B. 可以无限制地增加儿童的学习内容 

C．应该要求儿童掌握全面的科学知识 

D．可以从儿童的日常生活中选择多样的教育内容 

12．没有体现“动植物和人类关系”的教育内容是 【 C 】4-106 

A．认识生活中的各种竹制品 B．参观奶牛场 

C．了解动物的生活习性 D．了解动物园中的人工喂养 

13．不属于偶发性科学活动作用的是 【 A 】5-145 

A．能保证每个儿童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技能 

B．能有效拓展儿童学科学的时间、空间及学习内容的范围 

C．能培养儿童对周围世界的敏感和关注 

D．有利于具有科学潜能的儿童进一步发展 

14．属于开放性问题的是 【 D 】5-132 

A．“它是什么?” B．“它们一样吗?” 

C．“你们愿意参加吗?” D．“你刚才发现了什么?” 

15．不属于正规性科学活动特点的是 【C 】5-122 

A．教师的直接指导多 B. 儿童共同进行的操作活动 

C．学习内容由儿童自选 D．儿童学习的时间空间受限制 

16．挑选分类一般适用于 【 C 】6-163 

A．大班 B．中班 C．小班 D．小班、中班 

17．不属于长期系统性观察的是 【 A 】6-155 

A．观察彩虹 B．观察春蚕 C．观察蝌蚪 D．观察小草 

18．有关早期科学阅读作用的说法，错误的是 【 B 】6-195 

A．早期科学阅读可丰富儿童的科学经验 

B．早期科学阅读可帮助儿童建构科学概念 

C．早期科学阅读可激起儿童对科学的兴趣 

D．早期科学阅读有益于发展儿童的语言 

19．关于科学发现室的说法，错误的是 【 C 】7-218 

A．科学发现室的空间较大，材料丰富，儿童可以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B．科学发现室能保证每个儿童都有操作的机会 

C．科学发现室的材料是按年龄阶段加以区分的，适于儿童在自己水平上进行探索 

D．科学发现室便于形成学科学的气氛 

20．带领儿童参观科学博物馆，这一做法是利用了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 【 D 】7-228 

A．信息资源 B．材料资源 C．人力资源 D．组织资源 

21．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评价，较多采用非正式评价的为 【 D 】8-238 

A．诊断性评价 B．课程评价 C．终结性评价 D．形成性评价 

22．教师在创设科学桌环境时，正确的做法是 【 D 】7-217 

A．科学桌的材料要种类齐全、数量多 B．避免放置与教学内容重复的材料 

C．不要凭儿童兴趣放置材料 D．及时更换材料 

23．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评价中，收集资料的方法主要有 【 C 】8-244 

A．观察分析法、事件详录法和访谈法 

B．观察分析法、行为检核法和事件详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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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观察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D．情境观察法、事件详录法和访谈法 

24．下列做法中符合学前儿童心理环境创设要求的是 【 C 】7-224 

A．教师及时制止儿童之间的争论 

B．教师提醒儿童不要乱发表意见 

C．在儿童科学探索遇到困难时，教师激励儿童继续探索 

D．教师对儿童不合逻辑、幼稚可笑的推理给予批评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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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范围，从它的教育对象来看，应该包括 0～6 岁儿童的科学 

启蒙教育。1-17 

26．制定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的依据有：社会的需要、 儿童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年龄特 

点 和自然科学的学科特点。 2-34 

27． 在科学探索过程的第一阶段即“ 瞎忙 ”阶段中， 儿童表现为无目的地摆弄物体。 

3-71

28．STS 教育就是以 STS 科学观为指导的科学、 技术 和社会教育。4-114 

29．在正规性科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设计的问题应以 开放性 问题为主。5-132 

30．就具体的分类方法而言，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中的测量主要有 观察测量 、非正 

式量具的测量和正式量具的测量三种。6-166 

31．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环境包括 自然环境 、物质材料和心理环境等要素。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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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学科学有哪些特点?1-12 

答： 

有必要再结合学前儿童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具体分析学前儿童学科学的年龄特点。 

（1）好奇、好问 

好奇心是指对周围环境中的新异刺激的积极反应倾向。儿童，的好奇心常常表现为对新异刺 

激的注意、趋向、提出问题、操作、摆弄等行为倾向。 

（2）好探索 

探索活动是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儿童理解环境的途径，也是儿童获取知识的重要 

来源。 

（3）好活动 

儿童喜欢活动，这实际上是他们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 

34．什么是科学经验?2-39 

答： 

科学经验是指学前儿童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通过他们亲自操作，以自身的感觉器官直接接 

触周围世界所获取的具体事实和第一手的经验，包括儿童对事物形状特征的认识、对科学现 

象的理解等。 

35．什么是间接指导?3-78 

答： 

间接指导指的是教师为儿童提供科学探索的机会和条件，包括丰富的材料、充足的空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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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时间，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探索得出结论。 

36．简述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内容选择的要求。4-88 

答： 

在选择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内容时，必须体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 

（1）科学性和启蒙性 

科学性和启蒙性是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内容选择的首要要求。它的具体含义是：学前儿童科学 

教育的内容应符合科学的原理，不能违背科学事实；同时科学性又应和启蒙性相结合，即提 

供给学前儿童学习的科学内容应是一种粗浅的科学知识，以此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科学探 

索，启示儿童的科学学习，而不能超越儿童的发展水平和理解能力。 

（2）广泛性和代表性 

广泛性和代表性的要求是指：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内容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以反映儿童日常 

生活中所接触的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多变性，和自然科学知识本身的广泛性；同时又应是有 

选择地、能代表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基本知识结构，为儿童今后系统地学习科学知识打下基 

础。 

（3）地方性和季节性 

地方性和季节性的要求是指：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内容选择应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季节特 

点，因地、因时制宜。 

（4）时代性和民族性 

时代性和民族性要求是指：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内容既应体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适应 

时代的变化；又应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色，以发扬光大民族的优秀文化。 

37．科学游戏的种类有哪些?6-174 

答： 

学前儿童的科学游戏内容丰富，现将几种游戏列举于下： 

（1）感知游戏 

这种游戏主要通过儿童的感觉器官，感知辨别自然物体的属性和功能。 

（2）排列游戏 

这种游戏是儿童以各种自然材料（如树叶、石子、贝壳、松果等），按照各种物体的外形、 

大小、颜色、长短、 轻重等有顺序地进行排列。也可以自然物的生长过程有顺序地进行排列。 

（3）分类游戏 

这是儿童根据自然物昀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行区别分类的游戏。 

（4）配对游戏 

这种游戏要求儿童根据一种自然物或人造物与相同的或相关的自然物或人造物进行配对。 可 

以用实物和图片进行，也可以儿童、成人扮演角色的方式进行。 

（5）情景游戏 

教师根据一定的教学要求，创设特定的情景，让儿童观察、操作，寻找自然物或科技产品之 

间的相互联系，分析它们的原因等等。 

（6）活动性科学游戏 

这类游戏适宜在室外进行，活动量较大。 

（7）实验性游戏 

这类游戏与科学实验直接相联系，在科学实验的前提下，伴随着游戏，有的先实验后游戏； 

有的贯穿于实验的全过程，即以游戏方式进行实验，使儿童既能达到实验的目标，又在轻松 

的游戏中巩固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增加了实验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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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棋类游戏 

棋类游戏有利于巩固儿童已有的科学知识和经验，有利于培养儿童观察、分析、判断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友好协商能力及培养遵守游戏规则的良好习惯。 

38．社会资源在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中的作用有哪些?7-225 

答： 

社会资源在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丰富儿童的知识，开阔儿童的视野 

社会资源的引入，可以使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幼儿园之中，而真正面向“大 

自然” 、 “大社会” 。儿童可以接触到幼儿园所没有的环境，得到幼儿园所得不到的信息，不 

仅能增长见识，而且能激发兴趣。 

（2）引导儿童接触社会 

将社会资源引入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之中，对儿童来说，也是提供他们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 

儿童通过调查、 访问， 不仅了解了周围的环境， 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和幼儿园以外的人们交往。 

（3）改善幼儿园的办学条件 

一般来说， 我国目前大多数幼儿园的经济条件并不好， 还需要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关心、 帮助。 

（4）加强幼儿园和社会的联系 

幼儿园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还能加强幼儿园和社会的联系，使幼儿园有机会向社会宣传自己 

的教育理念，介绍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使更多的人了解幼儿教育，关心和支持幼儿教育。 

四、论述题(本大题 11 分)6-156/160 

39．举例说明教师应如何指导儿童进行观察活动。 

答： 

（1）利用观察对象的显著特征激发儿童的观察兴趣 

科学教育活动中的观察是在学前儿童科学探索过程中进行的。在正规性科学活动中，利用观 

察对象的显著特征，或所观察对象的典型性来激发儿童的观察兴趣。 

（2）引导儿童综合利用多种感官感知事物的特征 

观察不仅仅是用眼睛看，应尽量启发儿童的各个感官都参与观察活动。 

（3）教会儿童全面有序地观察 

一般儿童的观察往往是笼统的、无序的，是模糊的、不深刻的。 

（4）引导儿童在观察中比较不同事物的特征 

在观察事物特征时，要教儿童善于进行比较观察。 

（5）将观察和儿童对观察对象的操作活动相结合 

教师应努力创造条件， 使观察活动尽可能地让儿童有自己动手和操作的机会， 在操作活动中， 

通过各种感官协同活动去感知事物，而感知是由客观物质的刺激力所直接引起的，所以，操 

作中的感知是一种直按的认识，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特征。 

（6）在观察的同时可运用提问的方式来激发儿童的思考 

对儿童来说，他们的观察往往是由对周围环境的好奇或偶然的兴趣而引起，带有极大的无意 

性。如何使儿童无意、自发地感知转化为有目的地观察，有赖于教师在活动中适时地、积极 

地提问和参与，用提问引发观察的教育手段可贯穿于观察活动的全过程。 

（7）鼓励儿童用语言表达、交流观察的发现 

在活动过程中，教师应尊重儿童的发现，注意其独到之处，可以请其操作，将初步经验介绍 

给大家，鼓励儿童将观察的结果生动形象地描述出来；应教会儿童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 

（8）指导儿童学习用各种方法记录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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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记录就是由儿童以形象化的绘画、图表，表达所观察到的自然物、科学现象以及实验调 

查的结果，它是儿童观察活动中的一个方面，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五、应用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9分，共 27 分) 

40．请为小、中、大班儿童分别设计一条有关水果内容的科学活动认知目标。2-56/60 

答： 

（1）小班 

通过向儿童展示苹果、橘子、香蕉等水果，让他们分辨不同的水果。 

（2）中班 

让儿童认识不同水果的特征。 

（3）大班 

通过让儿童分别触摸苹果和弥胡桃的表面，初步理解光滑和粗糙的意思。 

41．为小班正规性科学活动“认识小手”设计两种不同的导人方法。5-130/131 

答： 

（1）通过演示现象导人活动。 

教师可以用在亮的屏幕上用自己的双手摆出各种各样的图案，例如小鸟、动物的犄角等方式 

向学生展示“小手”的美妙，激发儿童的探索兴趣，然后让儿童自己尝试，并让他们谈谈自 

己对小手的看法。 

（2）利用儿童已有的经验，通过提出问题导人活动。 

在活动开始，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引起儿童对已经经验的思考，例如“大家认为用你 

的小手可以做什么？”这一问题引起儿童对小手作用的回忆和思考。 

（3）通过谜语、儿歌、故事导入活动。 

教师可以在活动最初让儿童回答一个有关小手的谜语，作为科学活动的导入，引起儿童的兴 

趣。也可以让儿童学习一手有关小手的儿歌，作为对小手段额初步了解。 

42． 请任选两个物体， 设计一个比较性观察活动。 要求写出活动目标及活动过程。 5-126/128； 

5-130/133；6-155； 

答： 

一、比较对象 

夏季的 T 恤和冬季的羽绒服 

二、活动对象 

大班 

三、活动目标 

1、知识： 

通过亲身穿或者用手摸，获得有关夏季和冬季衣服特点的知识，并初步活动冷暖厚薄等初级 

概念。 

2、技能 

想到用不同方法比较不同季节服装方面的面料的差异。 

3、情感 

培养儿童的好奇心、积极的科学态度，能以积极的情感和态度对待大自然，了解衣服这一文 

明产品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并能领悟文明对人类进步的意义。 

四、活动过程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试穿或者触摸等方式分别对夏季和冬季衣服的布料、颜色进行观察和了 

解，在此基础上对两者进行比较观察，最后总结观察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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