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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沣东新城幼教考前 30 分押题预测二十点

考点一：学前儿童情绪的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

知识点表述：

1.幼儿情绪情感的特点 2.培养良好的情绪的策略

不稳定性 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培养幼儿良好的情感；

充分利用各种活动培养幼儿的情感；

成人的情绪自控；

正确疏导幼儿的不良情绪；

好冲动

外露性

考点二：学前儿童思维的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简答、材料分析题】

知识点表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思维方式的变化 直观行动思维 具体形象思维 抽象逻辑思维

思维工具的变化 感知、动作 表象 语言

皮亚杰认知发展

四阶段论

感知运动阶段 前运算阶段 具体运算阶段 形式运算阶段

考点三：学前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简答、材料分析题】

知识点表述：

自我意识的真正出现是和儿童言语的发展相联系的，掌握代词“我”是自我意识萌芽的

重要标志，能准确使用“我”来表达愿望标志着儿童的自我意识的产生。

自我评价的发展 自我体验的发展 自我控制的发展

1.从依从性的评价发展到自己独

立评价

1.从初步的内心体验发

展到较强烈的内心体验

1.从主要受他人控制发展到自

己控制

2.从对个别方面的评价发展到多

方面的评价

2.从受暗示性的体验发

展到独立的体验

2.从不会自我控制发展到使用

控制策略

3.从对外部行为的评价向对内心

品质的评价过渡

3.儿童自我控制的发展受父母

控制特征的影响

4.从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评价发

展到依据简单的行为规则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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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

考点四：幼儿气质与性格

考查题型：【单选、材料分析题】

气质（先天型） 性格（后天型）

胆汁质：精力旺盛、表里如一、刚强、易感情用事。 活泼好动

多血质：反应迅速、有朝气、活泼好动、动作敏捷、情绪不稳

定、粗枝大叶。

喜欢交往

粘液质：稳重有余而又灵活性不足、踏实但有些死板、沉着冷

静但缺乏生气。

好奇好问

抑郁质：敏锐、稳重、多愁善感、怯懦、孤独、行动缓慢。 模仿性强

好冲动

考点五：幼儿园环境创设的意义

考查题型：【材料分析题】

知识点表述：

幼儿园作为专门的幼儿教育机构，其环境创设与其它非教育机构有显著区别。幼儿园环

境创设具有以下意义：

1.提供发展保障

满足儿童吃饭、睡觉、游戏等需求，让幼儿感到安全、方便、舒适和愉悦。

2.促进身心健康

使幼儿身体得到锻炼，形成美的享受，激发好奇心和探究热情，培养探究能力和适应能

力，形成融洽的人际关系。

3.激发创造潜能

幼儿是环境的参与者和互动者。参与环境设计构思、材料搜集、动手制作和布置的过程。

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释放

考点六：原则

考查题型：【单选、材料分析题】

知识点表述：

在《保教知识与能力》七大模块的考察中，多次出现过“原则”题，需注意以下几块：

学前教育的特殊性原则 环境创设的原则 教学活动的原则

保教结合的原则 目标导向原则 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原则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 发展适宜性原则 操作性原则

教育的活动性和活动的多样 幼儿参与性原则 直观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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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则

整体综合教育的原则 开放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

经济性原则 保教结合原则

活动性原则

面向全体与因材施教原则

考点七：个体差异

考查题型：【单选、材料分析题】

知识点表述：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指出，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幼儿发展进程中的个别

差异，支持和引导他们从原有水平向更高水平发展，按照自身的速度和方式到达《指南》所

呈现的发展“阶梯”，切忌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幼儿。

哪些差异？ 如何尊重幼儿的个别差异？

幼儿的气质差异 依照幼儿心理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幼儿的性别差异 尊重幼儿的个别差异；

幼儿的智力差异 转变教育观念；

幼儿学习类型差异 正确评价幼儿的发展水平；

幼儿的性格差异 创设良好的育儿环境。

考点八：幼小衔接

考查题型：【单选、】

知识点表述：

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园与小学两个阶段相互衔接，在《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明确规定：幼

儿园应做好与小学两个阶段的衔接，考生备考时应谨防出现策略类题，如幼儿园应怎么做好

幼小衔接工作：

（一）培养幼儿对小学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二）培养幼儿对小学生活的适应性；

培养幼儿的主动性；培养独立性；发展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和任务意识。

（三）帮助幼儿做好入学前的学习准备。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良好的非智力品质；发展思维能力和基础能力。

考点九：家园合作

考查题型：【简答题】

知识点表述：

家园合作是近年来幼儿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也越来越受到资格证考试的重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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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家园合作的重要意义是历次考试的重点，考生要尤为关注。

（一）家庭教育是奠基性教育；

（二）家庭教育是长久性教育；

（三）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有力助手和必要补充。

考点十：师幼关系

考查题型：【材料题】

知识点表述：

和谐师幼关系的意义 建立良好师幼关系的策略

1.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与尊重幼儿； 1.帮助幼儿适应环境的变化，消除分离焦虑；

2.有利于更好地关爱幼儿； 2.积极主动地与幼儿交往；

3.有利于进一步宽容和欣赏幼儿； 3.对幼儿和幼儿的活动真正关注并感兴趣；

4.有利于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进行互

动；

4.理解与宽容地对待幼儿的错误；

5.有利于教师与幼儿心理健康发展。 5.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

6.帮助幼儿摆脱不良行为习惯。

考点十一：学前儿童想象的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

知识点表述：

1.想象的特点

小班 中班 大班

目的 无目的 有但不明确 有明显目的

内容 零散无系统 较以前丰富、夸张 丰富、新颖、形象

2.想象的夸张性

（1）夸大事物某个部分或某种特征

（2）混淆假想与现实

考点十二：研究方法

考查题型：【单选题】

知识点表述：

研究方法 优点 缺点

观察法

幼儿的表现自然，真实，有利于获得

真实可靠的资料

无法控制刺激变量，观察者处于被动

位置，可能得不到所需要的资料

谈话法 比较灵活，能够深入了解 比较费时，容易产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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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实验法

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可以通过特定的

仪器探测一些不易观察到的情况，取

得有价值的科学资料。

容易使幼儿产生不自然的心理状态，

而且也难以研究较复杂的心理现象。

自然实验法

研究者可以对某些条件进行控制，避

免处于被动地位，实验结果也比较真

实

对条件的控制没有实验室实验法那

么严格，容易出现各种不易控制的因

素。

考点十三：心理学流派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点十四：学前儿童言语的发生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材料分析题】

1.言语的发生：

发生阶段 年龄阶段 备 注

前言语阶段 （0-1）岁 简单发音——连续音节——学话萌芽

言语的发生阶段 （1-3）岁 理解语言阶段——积极说话阶段

基本掌握口语阶段 （2、3—6、7）岁

2.言语的发展

言语的发展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口语表达以及内部言语，其中多次考查了不完整句

的发展：单词句（1-1.5 岁）、电报句（1.5-2 岁），考生需掌握单词句及电报句的含义。

考点十五：《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考查题型：【单选、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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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纲要》《指南》，这两部幼教法规在近两年国考中均有涉及，题型涵盖单选

题、简答题、论述题。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对于《纲要》中各领域教育目标以及《指南》中

各阶段目标在应对单选题时要能够了然于心，同时，主观题部分，以下几个方面应格外注意：

《纲要》

1.教师应如何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2.对幼儿发展状况的评估应考虑的方面？

《指南》

1.《指南》实施应考虑的几个方面？其中每一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考点十六：婴幼儿发展的影响因素

考查题型：【单选、材料分析题】

知识点表述：

（一）客观因素：包括生物因素（遗传素质、生理成熟）和社会因素（环境与教育）

（二）主观因素：指婴幼儿自身的心理和活动。新的需要与儿童原有的心理水平之问的矛盾

是促进儿童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考点十七： 关于婴幼儿心理发展的重要概念

考查题型：【单选】

知识点表述：

（一）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

指主体现有的心理水平与其将要达到的心理水平之间的差距。

（二）关键期

指幼儿在某个时期最容易学习某种知识技能或形成某种心理特征，但过了这个时期，发

展的障碍就难以弥补的时期。幼儿心理发展关键期主要表现在语言发展和感知觉方面。

（三）敏感期【蒙台梭利】

指儿童学习某种知识和行为比较容易，儿童心理某个方面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

（四）转折期或危机期

在儿童心理发展的两个阶段之间，有时会出现心理发展在短时期内急剧变化的情况，称

为儿童心理发展的转折期。

考点十八：婴幼儿发展过程的特征

考查题型：【单选】

知识点表述：

（一）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二）发展的定向性（三）发展的不平衡性（四）发展的个体

差异性（五）发展的稳定性与可变性

考点十九：幼儿园游戏的特点与价值

考查题型：【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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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表述：

幼儿园游戏的价值 游戏能够促进儿童身体的发展

游戏能够促进儿童认知和语言的发展

游戏能够促进儿童创造力的发展

游戏能够促进儿童情感的发展

游戏能够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幼儿园游戏的特点 游戏是儿童自主自愿的活动

游戏是儿童感到快乐的活动

游戏是充满想象和创造的活动

游戏是虚构与现实统一的活动

游戏是具体的活动

考点二十：幼儿期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分析题】

知识点表述：

幼儿期年龄特征

（3-6 岁）

3-6 岁是心理活动形成系统的奠基时期，是个性形成的最初阶段。

幼儿初期（3-4 岁）

小班

（1）最初步生活自理（2）认识依靠行动

（3）情绪作用大 （4）爱模仿

幼儿中期（4-5 岁）

中班

（1）活泼好动 （2）具体形象思维开始

（3）开始接受任务 （4）开始自己组织游戏

幼儿晚期（5-6 岁）

大班

（1）好问好学（2）抽象思维能力开始萌芽

（3）开始掌握认知方法（4）个性初具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