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201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学前游戏论试题
课程代码:00399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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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

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游戏过程中,教师暗示儿童:“娃娃家的娃娃是不是饿了? 做饭了吗?”“你们想玩过节的游戏

吗?”等等,协商性地要求或暗示儿童去做什么和如何做,这种语言指导策略属于

A.建议 B.评论 C.描述 D.询问

2.亲子游戏的早期阶段和启蒙阶段是

A.婴儿时期 B.学前时期 C.幼儿时期 D.儿童时期

3.亲子游戏包括两种性质不同的游戏,即嬉戏性游戏和

A.教学性游戏 B.感觉运动游戏

C.社会性游戏 D.机能性游戏

4.“我怎样才能知道里面有多少块积木呢?”这种游戏指导方式称为

A.平行游戏指导 B.共同游戏指导

C.旁观者指导 D.非言语指导

5.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认为游戏在儿童生活中占

A.优势地位 B.主导地位 C.主体地位 D.明显地位

6.提出剩余精力说的是德国心理学家

A.席勒 B.拉察鲁斯 C.帕特里克 D.格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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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师直接参与到儿童游戏过程中,向儿童传递一种非语言的信息,这种指导功能属于

A.态度功能 B.情感功能

C.教育功能 D.娱乐功能

8.教育史上第一个系统研究游戏的价值并为儿童尝试创立游戏实践体系的教育家是

A.欧文 B.斯宾塞 C.福禄培尔 D.蒙台梭利

9.穿珠子、粘贴小动物(3岁左右)属于婴儿游戏中的

A.活动性游戏 B.智力游戏

C.感官游戏 D.发展语言的游戏

10.下列几组游戏中,属于创造性游戏的是

A.角色游戏 结构游戏 表演游戏 B.体育游戏 音乐游戏 智力游戏

C.有规则游戏 音乐游戏 语言游戏 D.计算游戏 科学常识游戏 语言游戏

11.创设儿童游戏场地的第一基本原则是

A.促进儿童的发展 B.培养儿童的自信心

C.确保儿童身心安全 D.满足儿童好奇心

12.在亲子游戏中正确的做法是

A.加强读写算的训练 B.游戏不同于学习

C.强调家长的权威 D.鼓励独立游戏和与伙伴交往游戏

13.学前儿童典型的游戏形式,也是幼儿阶段最常见的游戏是

A.感觉运动游戏 B.象征性游戏

C.结构游戏 D.规则游戏

14.荷兰生物学家拜敦代克的游戏成熟说认为,游戏是

A.人恢复精力、解除疲劳的需要

B.人的剩余精力的发泄

C.种族的过去活动习惯的延续和再现

D.个体适应环境、寻求自由和解放欲望的表现

15.关于儿童游戏,正确的说法是

A.游戏是周围生活的翻版 B.游戏注重活动的最终目的

C.游戏是儿童的一种探究行为 D.游戏是儿童自主的、自愿的活动

16.“玩即是目的”,反映了游戏活动在动机上的特征是

A.外部动机 B.间接动机 C.直接动机 D.外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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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社会性程度最高的游戏是

A.联合游戏 B.平行游戏 C.单独游戏 D.合作游戏

18.皮亚杰认为,游戏发生于感知运动的

A.第一阶段(0-1个月)

B.第二阶段即“初级循环反应”阶段(2-4或5个月)

C.第三阶段即“二级循环反应”阶段(4或5-9个月)

D.第四阶段即二级图式的协调阶段(9或10-11或12个月)

19.以集体共同的目标为游戏中心,有达到目标的方法,活动有严格的组织,小组里有分工,常

有较明显的组织者或领导者,这种游戏是

A.单独游戏 B.平行游戏 C.联合游戏 D.合作游戏

20.我国学前教育研究发轫于

A.19世纪30年代 B.19世纪60年代

C.20世纪20-30年代 D.20世纪50年代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

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21.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A.强调成人与教育影响在游戏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B.肯定了游戏作为教育手段的有效性

C.活动在儿童心理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D.强调游戏的社会性本质,反对本能论

E.强调环境与人的交互作用

22.坚持游戏的社会性本质观的心理学家是

A.维果茨基 B.弗洛伊德 C.霍尔

D.艾里康宁 E.格鲁斯

23.儿童所扮演的角色有三种类型

A.结构性角色 B.机能性角色 C.尝试性角色

D.互补性角色 E.虚幻性角色

24.从游戏与教育教学关系角度,学前游戏可分为

A.本体性游戏 B.创造性游戏 C.规则游戏

D.接受游戏 E.工具性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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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象征性游戏的基本构成因素有

A.情景转变 B.合作分享 C.以物代物

D.建构探索 E.以人代人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4分,共16分)

26.以人代人

27.平行游戏

28.复演说

29.有规则游戏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5分,共20分)

30.简述电视对学前游戏的影响。

31.学前游戏教育中如何贯彻教育性原则?

32.简述我国倡导亲子游戏的特殊意义。

33.请列举出五个以上经典的游戏理论。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34.联系实际分析影响学前游戏的社会环境因素。

35.结合实例试论述幼儿结构游戏的指导策略。

六、案例分析题(本大题14分)

36.  王老师将大班积木区的教育目标定为“能为所建造的物体命名”,将美工区的目标定为

“培养幼儿美感和动手操作能力”。李老师结合大班一些幼儿活动兴趣不高,看书不专心提

出“能自始至终看完一本书,看书时能看懂每一页内容情节,能向别人讲述图书内容”等。

葛老师在益智区的目标设定为“培养幼儿对棋类活动的兴趣”,为此提供了象棋、飞行棋、跳

棋和五子棋等,并指导按各类棋的规则下棋,采取“会玩的”教“不会的”方式培养兴趣。陈

老师在中班学了《小蝌蚪找妈妈》后,在科学区提供了活的小蝌蚪,在教完《光与影》后,提供

了小镜子,用来聚光反光,探究尝试。

  问题:请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各位老师的做法的合理性,在学前游戏教育实施计划制定

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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