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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全国统考试卷 

《保教知识与能力》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关于学前教育任务最准确的表述是（    ）。 

A.促进幼儿智力发展     B.促进幼儿身心的快速发展 

C.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D.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2.教师在组织中班幼儿歌唱活动时，合理的做法是（    ）。 

A.要求幼儿用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唱歌  B.鼓励幼儿用最响亮的声音唱歌 

C.鼓励幼儿唱八度以上音域的歌曲  D.要求幼儿用自然声音唱歌 

3.下列哪一个选项不是婴儿期出现的基本情绪体验？（    ）。 

A.羞愧        B.伤心 

C.害怕        D.生气 

4.在角色游戏中，教师观察幼儿能否主动协商处理玩伴关系，主要考察的是（    ）。 

A.幼儿的情绪表达能力     B.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 

C.幼儿的规则意识      D.幼儿的思维发展水平 

5.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1~3 岁儿童形成的人格品质是（    ）。 

A.信任感        B.主动性 

C.自主性        D.自我同一性 

6.教师在区角中投放了多种发声玩具，小班幼儿在摆弄这些玩具时（    ）。 

A.能概括不同声音产生的条件   B.对声音产生兴趣，感受不同的声音 

C.能描述出玩具是怎么发声的   D.能描述出不同玩具发声特点 

7.在引导幼儿感知和理解事物“量”的特征时，恰当的做法是（    ）。 

A.引导幼儿感知常见事物的大小、高矮、粗细等 

B.引导幼儿识别常见事物的形状 

C.和幼儿一起手口一致点数物体，说出总数 

D.为幼儿提供“按数取物”的机会 

8.幼儿园艺术教育的主要目标是（    ）。 

A.发展幼儿的艺术技能     B.培养幼儿的艺术感受和表达能力 

C.丰富幼儿的艺术知识     D.拓展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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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陶行知创立的培养幼教师资的方法是（    ）。 

A.讲授制        B.五指活动 

C.感官教育       D.艺友制 

10.皮亚杰的“三山实验”考察的是（    ）。 

A.儿童的深度知觉      B.儿童的计数能力 

C.儿童的自我中心性     D.儿童的守恒能力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1.婴幼儿调节负面情绪的主要策略有哪些？ 

12.简述幼儿园教师的工作职责。 

三、论述题（本大题 1 小题，20 分） 

13.为什么要让幼儿通过直观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学习？请结合实例分别说明。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14.材料： 

李老师第一次带中班，她发现中班幼儿比小班幼儿更喜欢告状。教研活动时，大班教师告诉她说

中班幼儿确实更喜欢告状，但到了大班，告状行为就会明显减少。 

问题： 

（1）请分析中班幼儿喜欢告状的可能原因。（10 分） 

（2）请分析大班幼儿告状行为减少的可能原因。（10 分） 

15.主题活动中，中班幼儿对画汽车产生了兴趣，为了提升幼儿的绘画能力，郭老师提供了“面包

车”的绘画步骤图，鼓励每个幼儿根据步骤图画出汽车。 

 

问题： 

（1）郭老师是否应该投放“绘画步骤图”（2 分）？为什么？（8 分） 

（2）如果你是郭老师，你会怎么做？（10 分） 

五、活动设计题（本大题 1 小题，30 分） 

16.请围绕“春天”，为大班幼儿设计主题活动，应包括 3 个子活动。 

要求： 

（1）写出主题活动的总目标。（8 分） 



 

                                  伴随教师终身学习  成就教师专业发展                               3 

（2）采用诗歌“春风”（见下面所附诗歌）设计一个具体的语言活动方案，包括活动的名称、目

标、准备和主要环节。（14 分） 

（3）写出另外两个子活动的概要，包括名称、目标。（每个活动 4 分，共 8 分） 

附：诗歌 

春风 

春风一吹，芽儿萌发。 

吹绿了柳树，吹红了山茶， 

吹来了燕子，吹醒了青蛙。 

吹得小雨轻轻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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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全国统考试卷 

《保教知识与能力》答案解析 

一、单选题 

1.【答案】D。解析：《幼儿园工作规程》，其中明确指出，幼儿园的保教目标是：“实现保育与教

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幼儿实施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 

2.【答案】D。解析：中班幼儿能用自然、音量适中的声音基本准确地唱歌。  

3.【答案】A。解析：羞愧感属于高级情感，在幼儿期形成。 

4.【答案】B。解析：协商处理玩伴关系是幼儿同伴交往的体现，同伴交往属于社会交往的一种。  

5.【答案】C。解析：幼儿在 1-3 岁，主要是自主对羞愧，儿童必须学习自主，自己吃饭、穿衣及

照顾自己的个人卫生等。儿童若无法自己独立，可能会使儿童怀疑自己的能力，并觉得羞耻。父母是

主要的社会化代理人。 

6.【答案】B。解析：幼儿园科学教育主要是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不追求知识的灌输。在《指

南》中也规定小班幼儿，主要是喜欢接触大自然，对周围的很多事情和现象感兴趣，因此，答案为

B.。  

7.【答案】A。解析：《指南》指出，引导幼儿感知和理解事物“量”的特征时应感知常见事物的大

小、多少、高矮、粗细等量的特征。 

8.【答案】B。解析：《指南》中指出，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

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

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 

9.【答案】D。解析：艺友制源于陶行知。艺就是教学艺术，友就是朋友，学生与有经验的老师

交朋友，在实践中学习当老师，边干边学。凡用朋友之道探讨教学艺术便是艺友制，艺友制的根本方

法是教学合一。用叶圣陶老先生的话就是：“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的法子根据学

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先行先知的在做上教，后行后知的在做上学。大家共教共学共做才

是真正的艺友制，惟独艺友制才是彻底的教学做合一。”  

10.【答案】C。解析：三山实验，是心理学家皮亚杰做过的一个著名的实验。实验材料是一个包

括三坐高低、大小和颜色不同的假山模型，实验首先要求儿童从模型的四个角度观察这三座山，然后

要求儿童面对模型而坐，并且放一个玩具娃娃在山的另一边，要求儿童从四张图片中指出哪一张是玩

具娃娃看到的‘山’。结果发现幼童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来描述“三山”的形状。

皮亚杰以此来证明儿童的“自我中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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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 

11.【参考答案】 

婴幼儿调节负面情绪的主要策略有： 

（1）反思法。当孩子与孩子之间发生矛盾时，可以使用反思法，请孩子们先冷静下来，想一想

自己的情绪表现是否合适。 

（2）自我说服法。当孩子初入园由于要找妈妈而伤心地哭泣时，可以教他自己大声说：“好孩子

不哭”。孩子起先是边说边抽泣，以后渐渐地不哭了。当孩子和小朋友打架，很生气时，可以要求他

讲述打架发生的过程，孩子会越讲越平静。 

（3）想象法。通过想象自己是某个当孩子遇到困难或挫折而伤心时，可以想象自己是“大姐姐”、

“大哥哥”、“男子汉”或某个英雄人物等。 

12.【参考答案】 

幼儿园教师对本班工作全面负责，其主要职责如下： 

（1）观察了解幼儿，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班幼儿的发展水平和兴趣需要，制订和执行教

育工作计划，合理安排幼儿一日生活； 

（2）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合理组织教育内容，提供丰富的玩具和游戏材料，开展适宜的教育

活动； 

（3）严格执行幼儿园安全、卫生保健制度，指导并配合保育员管理本班幼儿生活，做好卫生保

健工作； 

（4）与家长保持经常联系，了解幼儿家庭的教育环境，商讨符合幼儿特点的教育措施，相互配

合共同完成教育任务； 

（5）参加业务学习和保育教育研究活动； 

（6）定期总结评估保教工作实效，接受园长的指导和检查。 

三、论述题 

13.【参考答案】 

（1）让幼儿通过直接感知进行学习，既是幼儿思维特点的要求，也是直观性原则的体现。它能

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加深幼儿的印象，有助于理解和形成具体的概念，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比如，

在组织社会活动“多彩的民族”时，可以给幼儿提供少数民族的服饰、发饰，让幼儿获得直接具体的感

知。 

（2）让幼儿通过实际操作的方式进行学习，既体现了杜威提出的“做中学”，也是活动性原则的

体现。幼儿通过与物体相互作用的操作活动，与教师和同伴的交互活动，既能提高幼儿的动手操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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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能发展其智力。比如，为了让幼儿探索哪些材料能帮助硬币浮起来，可以为幼儿准备大树叶、

纸船、橡皮泥、塑料瓶盖等多种材料，让幼儿自己动手操作得出实验结论。 

（3）让幼儿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进行学习，这是由幼儿的学习特点决定的。《3-6 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的。由于幼儿认知水平较低，他们认识事物主要是

通过感官和动作，来获取直接经验。比如，在组织语言活动“秋天来了”，就可以引导幼儿去户外感受

秋天的景色和变化，加深幼儿的体会。  

四、材料分析题 

14.【参考答案】 

（1）中班幼儿高级情感发展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道德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幼儿喜欢告状，具

体原因如下： 

①道德感主要是由自己或别人的举止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标准而引起的情感。幼儿道德感的

发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在进入幼儿园之后，在集体生活环境中，幼儿接触到不同的人和物，慢

慢的由主要依赖于成人的评价，发展成为开始自己独立进行评价。 

②随着自我意识和人际关系意识的发展，中班幼儿比较明显的掌握了一些概括化的道德标准，

他可以因为自己在行动中遵守了教师的要求而产生快感。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

而且开始关心别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幼儿产生相应的情绪。所以说中班幼儿的“告状”行为比

较突出。 

（2）到了大班，幼儿的告状行为明显减少的原因主要有： 

①大班幼儿的道德感进一步的发展和复杂化，他们对好与坏有鲜明的不同情绪，道德感的发展

趋于稳定。 

②大班幼儿的道德感主要体现在他们更加的关注到爱小朋友，也有了基本的集体荣誉感等，对

各项事物的认知水平得到提高，所以大班幼儿的“告状”行为有所减少。  

15.【参考答案】 

（1）郭老师投放“绘画步骤图”是不对的。主要原因有： 

①首先，《纲要》指出：艺术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幼儿的创作过程和作品是他们表达自己的

认识和情感的重要方式，应支持幼儿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表达，克服过分强调技能技巧和标准化要求

的偏向。所以在幼儿的艺术创作中，郭老师应该为幼儿创设一个丰富的艺术环境，引发幼儿自主的进

行积极的探索，从而提高绘画创作水平，而不应该直接提供“绘画步骤图”。 

②其次，在幼儿的艺术创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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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郭老师应该为幼儿在创作中进行相应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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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而不能直接的提供“绘画步骤图”。 

③最后，学前儿童想象力的发展中再造想象占据主导地位，创造性想象开始发展。题干中教师

的直接给出面包车的绘画步骤，让幼儿以此为标准去绘画，实际上束缚了幼儿再造想象的发展，同时

也扼杀了创造性想象的萌发。 

（2）如果我是郭老师，为了提高孩子的绘画能力，我会有以下做法： 

①首先，我会引导孩子在周围环境和生活中多种途径了解“汽车”，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

绪，整体提高幼儿对“汽车”的认知水平。 

②其次，我会给幼儿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他们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

想象，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 

③最后，我会不断的提供各类艺术活动，引导幼儿在大胆表现的同时，提高绘画表现的技能和

能力。  

五、活动设计题 

16.【参考设计】 

（1）总目标 

1.知道春天里周围景物的发生了哪些有趣的变化。 

2.能用朗诵、绘画等各种方式感受春天，体验创作的快乐。 

3.知道春天里的常见的疾病有哪些，能够照顾好自己。 

4.喜欢春天，愿意围绕“春天”的主题进行各种活动的探索。 

（2）大班语言领域活动：春风 

【活动目标】 

1.理解诗歌的主要内容，知道春风给大地带来的变化。 

2.能够正确地朗诵诗歌，并进行仿编活动。 

3.喜欢参加语言领域活动，热爱春天。 

【活动准备】 

1、物质准备：课件、视频、记录表格 

2、幼儿对春天、春风有一定的了解。 

【活动过程】 

1、歌曲导入，激发兴趣。 

教师带领幼儿复习巩固学过的歌曲《春天在哪里》，并进行提问： 

师：现在是什么季节？现在跟年前相比天气如何？温度如何？风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进而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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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的主题-春风。 

2、教师范读诗歌，初步感受 

教师范读《春风》这首诗歌，请幼儿认真聆听，并回答这样的问题：诗歌的名字叫什么？诗歌里

的芽儿、柳树、山茶、燕子、青蛙、小雨，在春风的吹拂下都发生了哪些有趣的变化？之后，教师带

领幼儿朗诵诗歌，感受诗歌的韵律美及语言美。 

3、理解诗歌内容，加深认识 

借助动画片的形式，再次为幼儿展示诗歌内容。之后，请幼儿思考：为什么春风来了，芽儿就萌

发了？柳树被出绿了？山茶被吹红了·····春风究竟有什么样的魔法呢？在思考、讨论中引导幼儿总结

出---春风其实是春天的使者，因为春天来！之后再引导幼儿思考生活中春风还带来了哪些有趣的变化

呢？ 

4、小组合作，仿编诗歌。 

结合上一环节的讨论，教师请幼儿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按照诗歌的句式“春风一吹，···萌发了，吹

绿了·····，吹红了·····”进行仿编。幼儿自由创作的过程中，教师巡视指导。之后，请幼儿分组展示自己

的仿编成果，教师逐一记录，并引导幼儿赏析。 

【活动延伸】 

请幼儿去美工区画一画自己心目中的春风。 

（3）活动一：我是健康宝宝（大班健康领域活动） 

【活动目标】 

1.知道春天里常见的疾病有哪些。 

2.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正确保护自己，预防春天里的疾病。 

3.对健康知识感兴趣，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活动二--春天的花朵（大班艺术领域活动） 

【活动目标】 

1.知道春天里有哪些花朵，她们的特征是什么样子。 

2.掌握指纹画的步骤和方法，会用指纹画表达春天的小花。 

3.热爱大自然，对美术活动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