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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全国统考试卷 

《保教知识与能力》 

注意事项： 

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满分为 150分。 

请按规定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在试卷上作答无效，不予评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如果母亲能一贯具有敏感、接纳、合作、易接近等特征,其婴儿而容易形成的依恋型是（    ）。  

A.回避型依恋        B.安全型依恋   

C.反抗型依恋        D.紊乱型依恋   

2.教师对幼儿说:“不准乱跑,不准插嘴,不准争吵….”这样的话语,所违背的教育原则是（    ）。  

A.正面教育         B.保教结合   

C.因材施教         D.动静交替  

3.下面几种新生儿的感觉中,发展相对最不成熟的是（    ）。  

A.视觉          B.听觉   

C.嗅觉          D.味觉 

4.当教师以“病人”身份进入小班“医院”时,有六位“小医生”同时上来询问病情，每个孩子都

积极地为教师看病,打针,忙的不亦乐乎。结果，老师一共被打了六针,对小班幼儿这种游戏行为最恰当

的理解是（    ）。  

A.过于重视教师的身份      B.角色游戏呈现合作游戏的特点   

C.在游戏角色的定位上出现混乱    D.角色游戏呈现平行游戏的特点 

5.下列不属于幼儿园教师工作职责的内容是（    ）。  

A.观察了解幼儿，制订教育工作计划。   

B.指导调配幼儿膳食,检查食品卫生   

C.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合理组织教育内容   

D.与家长保持经常联系,共同完成教育任务 

6.研究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和行为的实验是（    ）。   

A.陌生情景实验        B.点红实验   

C.延迟满足实验        D.三山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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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彤画了一个长了翅膀的妈妈,教师合理的应对方式是（    ）。  

A.让小彤重新画,以使其作品更符合实际   

B.画一个妈妈的形象,让小彤照着画   

C.询问小彤画长翅膀的妈妈的原因,接纳他的想法   

D.对小彤的作品不予评论 

8.对幼儿如厕，教师最合理的做法是（    ）。  

A.允许幼儿按需自由如厕;     B.要求排队如厕   

C.控制幼儿如厕次数;      D.控制幼儿如厕的间隔时间  

9.一般条件下,（    ）年龄段的幼儿能结合情境理解一些表示因果,假设等关系的相对复杂的句

子 

A.托班          B.小班   

C.中班          D.大班   

10.皮疹呈向心性分布（即躯干多,面部,四肢较少:手掌,脚掌更少）的疾病是（    ）。   

A.麻疹          B.水痘   

C.手足口         D.猩红热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1.简述移情对儿童亲社会性行为发展的影响   

12.为什么幼儿园教育内容要贴近幼儿园生活？ 

三、论述题（本大题 1 小、题,20 分） 

13.什么是幼儿园环境？为什么幼儿园教育中要强调创设良好的幼儿园环境？请联系实际说明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阅读材料,并回答问题。 

14.材料   

开学不久,小班王老师就发现:李虎小朋友经常说脏话。虽然老师多次批评,但他还是经常说,甚至影

响其他幼儿也说脏话。   

问题   

（1）请分析李虎及其他幼儿说脏话的可能原因。   

（2）王老师可以采取哪些有效的干预措施?   

15.材料   

操场上新安装了一个投篮架（图 1）。 

幼儿经常在这里玩投篮游戏。一天,几个幼儿带着笔刷和水桶来到这里（图 2）,他们先是快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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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刷投篮架,之后开始往篮筐里灌水,有的从上面灌,有的在下面接,再灌,在接…相互配合,反反复复,忙

的不亦乐乎。 

 

问题：是否应支持这些幼儿的行为？请说明理由。 

五、活动设计题（本大题 1 小题,30 分） 

16.请围绕“有用的工具”为大班幼儿设计主题活动,应包含三个子活动。   

要求：   

（1）写出主体活动的总目标   

（2）写出一个子活动的具体活动方案,包括活动的名称、目标、准备和主要环节   

（3）写出另外两个子活动的名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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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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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 

1.【答案】B。 

2.【答案】A。 

3.【答案】A。 

4.【答案】D。 

5.【答案】B。 

6.【答案】C。 

7.【答案】C。 

8.【答案】A。 

9.【答案】D。 

10.【答案】B。 

二、简答题 

11.【参考答案】 

（1）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形成是在移情的基础上，产生情感反应，进而产生安慰、援助等亲社会

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情是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基础。移情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移情

可以使幼儿摆脱自我中心，产生利他思想，从而导致亲社会行为；二是移情引起儿童的情感共鸣，产

生同情心和羞愧感。所以，移情是导致亲社会行为根本的、内在因素。  

（2）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提高，儿童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对于他们需要帮助的线索的识别能力

越来越强，而且移情能力也逐渐增加，能够开始换位思考和体验别人的情绪、情感，体察别人有需要

帮助的需要，这些能力促使儿童在生活和交往中能够更多地表现出助人、分享及其他亲社会行为。 

12.【参考答案】 

（1）生活化和一日活动整体性的原则 由于学前儿童生理、心理的特点，对儿童的教育要特别注

重生活化并发挥一日活动的整体功能。生活化首先就是指教育生活化，也就是说要将富有教育意义的

生活内容纳入课程领域。生活化还有一种含义就是指生活教育化，也就是将学前儿童日常生活中已获

得的原有经验，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在生活中适时引导，促进学前儿童发展。通过帮助儿童组织已

获得的零散的生活经验，使经验系统化、完整化。此外。活动的内容选择、活动的实施等都要注意生

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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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儿园教育具有生活化的特点 幼儿园教育活动带有浓厚的生活化特征，活动内容来源于生

活，活动实施更要贯穿于幼儿的生活。  

（3）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教育的生活化，学前儿童教育必须是保教并重的，必须寓

教育于儿童的一日生活之中。日常生活是学前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的重要途径。新《纲要》

指出，幼儿园教育活动内容的选择应“既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又有助于拓展

幼儿的经验和视野”，幼儿园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

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 

三、论述题 

13.【参考答案】 

（1）幼儿园环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幼儿园环境是支持与影响幼儿教师与幼儿在园活动

的一切外部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幼儿园内部环境和幼儿园外部环境。狭义的幼儿园环境仅指幼儿园内

部环境，即幼儿本身以外的、影响幼儿发展或者受幼儿发展所影响的幼儿园中一切外部条件和事件。  

（2）创设良好的幼儿园环境意义体现在：  

①给幼儿提供发展保障，有利于幼儿适应幼儿园生活。在幼儿园里，丰富多彩的设备和材料，能

满足不同幼儿的不同需要和多种需求，使幼儿在良好的物质环境中活动获得积极向上的情感体验，在

自由的探索中主动去发现周围世界的奥秘。此外，教师为幼儿做好充分的心理环境准备也是至关重要

的。教师用自己的爱心、耐心及宽容接纳每一个幼儿，帮助幼儿适应并喜欢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克服

第一次离开父母、家人的忧虑、紧张和不安情绪，使其形成安全感和信任感，体验到幼儿园集体生活

的乐趣。  

②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有利于幼儿形成良好个性，适应社会生活。创设民主、科学的幼儿园环境，

有利于幼儿理解社会行为规范，适应社会生活，克服孤独、自私等不良的性格特征，从而形成合群、

有组织、有纪律、利他、勇敢和顽强等优良品质。  

③激发幼儿的创造潜能。良好的幼儿园环境，能够使教师更好地站在儿童的角度看待其思维和行

为，始终以宽容之心来看待幼儿的各种心理行为，公正、客观地对幼儿进行评价，使幼儿敢想，敢说，

敢探索，敢创造。  

④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心理环境，有利于形成协调的人际关系，使教师之间友好

合作，帮助幼儿产生积极愉悦的情绪，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预防心理问题的产生。 

四、材料分析题 

14.【参考答案】 

（1）李虎说脏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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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家庭的影响。家长的情感态度、个性、价值取向及心理品德对于孩子的影响。李虎说脏话的原

因可能来源于家庭教养方式不恰当，以及家庭教育中父母不良的榜样作用。  

②社会媒体的影响。幼儿的不良行为的产生可能来源于对于电视媒体中的学习。  

③认知水平的限制。幼儿年龄小，还不能理解“说脏话”是一种不良行为。  

④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  

⑤陌生的幼儿园环境与教师不恰当的教育态度。当幼小的孩子离开熟悉的家庭环境来到一个陌生

的环境中，难免会产生害怕、焦虑、退缩的情绪反应，有的老师可能没有深入了解幼儿的心理，而采

用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可能伤害了幼儿。 其他幼儿说脏话的原因：主要原因来源于小班幼儿爱

模仿。小班幼儿最突出的年龄特点就是爱模仿，班级其他幼儿说脏话是对李虎行为的模仿。  

（2）王老师可以采用如下做法进行干预：  

①对于李虎说脏话的行为，王老师应先冷静对待，可先询问李虎是为什么要说脏话，他真正想表

达的是什么，教师引导李虎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可以展开“我是文明小标兵”的教学活动，

帮助李虎知道文明礼貌用语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让李虎当小小值日生，监督班级其他幼儿不说脏

话，从而养成良好的礼貌用语习惯。  

②正面引导班级幼儿，运用故事和游戏解释说明礼貌用语。教师要悉心引导幼儿，教会幼儿表达

气愤、激动情绪和处理矛盾的文明用语和方法，例如“你不讲道理，我很不高兴”等。由于幼儿的认

知发展水平有限，教师和家长可选取一些能起到教育作用的故事，和幼儿一起看看故事中人物是怎么

样说话的，利用榜样的力量使幼儿产生说脏话不好的心灵体验，还可以通过亲自游戏来强化这种感情，

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③教师重身教、勤言教，营造良好的环境，不说脏话。同时，和家长沟通，做好家园共育，发挥

家长的榜样作用，帮助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 

15.【参考答案】 

（1）教师应该支持幼儿的游戏活动。  

（2）具体理由如下：  

①游戏是幼儿主动的、自愿的活动方式。教师应站在儿童的角度，给儿童时间和空间去探索、思

考，提供条件，鼓励支持儿童去验证自己的想法。材料中的幼儿有自己的想法，能够创造出“粉刷”

和“灌水”的游戏，体现出幼儿正在进行自主的游戏活动，并且在游戏中反反复复、忙得不亦乐乎，

也体现出这是伴随幼儿愉悦情绪的游戏活动，教师应该予以支持。  

②游戏是幼儿的天性，幼儿好奇、好玩、好动、好问，对此，教师应支持、保护幼儿的好奇心，

启迪其兴趣，鼓励其勇于探索的精神。案例中，幼儿自发、主动的拿着笔刷与水桶对篮球架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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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用途进行积极的探索，这一行为正是幼儿好奇、好问、好动、好玩天性的体现。因此，教师应尊重

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保护幼儿的天性并给予合理的引导。 ③教师应尽量满足儿童游戏的各种需要，

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给儿童的游戏予以支持，推动游戏不断地向更高水平迈进。案例中幼儿能够相互配

合，共同进行幼儿说明幼儿的合作能力在游戏中得到了发展，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幼儿讨论或者通过增

加多种材料的方式继续推动幼儿游戏向更高水平迈进。 ④幼儿园以活动为中介，通过各种活动促进

儿童的发展。教师可以通过一日活动或游戏等多种形式活动的开展使其身心得到全面的发展，本案例

中幼儿的行为就是教学外的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与科学探究精神的萌芽，对此，教师应给与精心的呵

护。 综上所述，教师应支持幼儿的游戏活动，并通过游戏促进幼儿认知、社会性、情绪情感、智力

等方面的发展。 

五、活动设计题 

16.【参考设计】 

大班主题活动《有用的工具》  

【主题活动总目标】  

1.能通过各种感官和途径认识、了解生活中常见的工具，感受工具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2.能够主动动手操作工具、制作简单工具等多种方式，掌握常见工具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3.体验自己动手操作常见工具、制作简单工具等活动带来的成就感，增强自信心。  

活动一：大班科学活动《有用的工具》  

一、活动目标:  

1.情感目标：对自己生活中常见的工具如订书机、勺子、镊子产生兴趣，愿意动手操作解决问题。  

2.技能目标：主动尝试用工具解决具体问题，并与同伴交流分享自己的操作结果。  

3.认知目标：感知日常生活中常见工具的特征，知道这些工具的具体作用。 二、活动重难点  

1.活动重点：主动探索用工具解决具体问题，对自己生活中常见的工具产生兴趣。  

2.活动难点：愿意自己动手操作工具进行探究，并大胆与同伴交流分享自己的探究结果。  

三、活动准备  

1.物质准备：散装的画纸、订书机、镊子和勺子若干、足够量的小米、足够量的棉花球。  

2.经验准备：幼儿在生活中已经见过镊子、勺子等简单工具。  

四、活动过程  

（一）导入部分 问题情境导入，引发兴趣。  

教师创设小熊搬家的问题情境，请幼儿想办法选择合适的工具帮助小熊收拾东西，以此引出本次

活动的线索——有用的工具，以激发幼儿参与本次探究活动的兴趣。 师：小熊的家里太乱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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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一地，请大家帮帮它选择合适的方法把东西分一分，收一收。  

（二）基本部分  

1.感知工具特征，讨论猜想解决方法。  

（1）教师出示散装的画纸，小米、订书机、镊子和勺子、小米粒和棉花球的混装盒，请幼儿观

察。 师：小熊的家里有很多散乱的画纸、小米粒和棉花球也混在了一起，你们看一看该怎么办？  

（2）教师出示订书机、镊子和勺子，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讨论交流并猜想如何使用

这些工具帮助小熊收拾家里。  

2.动手操作，掌握工具的具体用途。  

（1）分发材料，幼儿动手尝试操作。 教师给幼儿分发实验操作材料，引导幼儿自己先尝试动手

操作把散装的画纸、混合的小米粒和棉花球整理好，教师巡回指导。  

（2）总结操作结果，教师演示并具体讲解工具的用途。 教师小结：订书机可以把散落的纸、画

装订在一起；镊子可以夹比较软的物品，能够把棉花球夹住；勺子可以用来盛一些比较细小的物品，

比如小米粒。  

3、工具大舞台，巩固对工具的认识 教师引导幼儿讨论交流，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对于更多工

具的认识，创设“工具大舞台”的活动环节，请幼儿在集体面前讲述自己对于生活中其他工具的了解，

扩大对有用工具的认识。  

（三）活动结束  

总结结束  

教师对本次科学探索活动中幼儿的具体探索表现进行总结，并鼓励幼儿在生活中继续观察体验，

发现更多有用的工具。  

师：工具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他们能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很多的便利。在生活中，如

果小朋友们能够认真观察，你会发现工具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  

五、活动延伸  

请幼儿回家后与父母一起寻找家里的工具，探究工具的具体使用方法。  

活动二：大班社会活动《车轮的历史》  

1.情感目标：善于观察、发现，感受车轮这一工具的变化给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  

2.技能目标：能够区分不同时期车轮在代步工具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3.认知目标：了解马车、自行车、汽车的演变过程及它们各自的作用。  

活动三：大班手工活动《好玩的橡皮泥》  

1.情感目标：喜欢参加手工活动，体验亲自动手制作玩具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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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力目标：掌握大卡车的外形特征，并根据步骤图尝试用橡皮泥制作大卡车。  

3.认知目标：了解橡皮泥的操作特点，知道橡皮泥可以用来制作多种手工作品。 

 

 



 

                                  伴随教师终身学习  成就教师专业发展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