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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8_88_E8_B5_84_E6_c38_56733.htm 答案与解析 一、单项选

择题1.B.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是融于游戏等活动中的。 2.c.幼儿

体格正处于发育期，身体发展是其他各个方面发展的基础，

因此需要足够的户外锻炼活动。 3.c.幼儿与教师、幼儿与同伴

等互动交往有利于其社会性发展。 4.A.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

动。 5.D.教师将教育内容融入游戏中，才能真正贯彻游戏化

的教学活动。 6.A.夏季幼儿的户外活动至少应为3小时。 7.A.

创造性游戏是幼儿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游戏，在此基础

上，确立了班级游戏的内容为建构活动、表演活动、角色活

动、劳作活动、益智活动等。来源：www.examda.com 8.c.角

色游戏是幼儿通过扮演角色，运用想像，创造性地反映个人

生活印象的一种游戏，通常都有一定的主题，如娃娃家、商

店、医院等。 二、名词解释 1.创造性游戏：是学前儿童主动

地、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游戏，是学前儿童特有的游戏

，它包含有角色游戏、结构游戏和表演等。 2.有规则的游戏

：是成人为发展儿童的各种能力而编写的、有明确规则的游

戏，如智力游戏、体育游戏和音乐游戏等。 3.结构游戏：是

儿童利用各种不同的结构材料，经过手的创造来反映周围现

实生活的游戏。 4.假装游戏：是幼儿游戏中常见的一种。假

装游戏能让幼儿学习换位思考，这对幼儿的想像力、观察力

、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大有好处。在游戏中，幼儿能在

与周围人和事物的比较中逐渐认识自我，幼儿扮演的角色并

不拘泥于一个人，有时在一个游戏中，他甚至可以不断出演



多种角色。 5.自主性游戏：指幼儿自己想出来的、自己发起

的游戏。这种游戏比较符合游戏的特点，体现游戏的本质，

是幼儿最喜欢玩的游戏，有利于培养幼儿的自主性、独立性

和创造性。 6.间接指导：指教师在幼儿游戏过程中的一种指

导方式。教师应通过观察幼儿游戏，适当时候参与幼儿游戏

，但是这种参与以不干扰幼儿游戏顺利进行、不限制幼儿积

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为前提，要善于启发和转换角色，而不是

一种干涉。 7.亲子游戏：指父母与子女间或祖父母与孙子女

间的游戏行为，它是以孩子为主体、父母为主导、家庭为单

位而进行的。这是儿童游戏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儿童成长发

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儿童游戏按照交往对象来分，可

分为亲子游戏、实物游戏、伙伴游戏这二种。 8.体育游戏：

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娱乐身心、陶冶性

情为目的的一种现代化游戏方法。在发展动作的同时，体育

游戏中也会有一定的规则和配合需要，幼儿在遵守规则进行

游戏时，其实已经融人了交往行为。 三、判断题 1.×。教师

不能干扰幼儿正常的游戏活动，但是也需要进行合适的指导

。来源：www.examda.com 2.对。 3.×。幼儿的自发游戏是幼

儿的权利，适当的自发游戏有利于幼儿的发展。 4.对。 5.×

。某个游戏中常常可以体现出多个方面的作用，教师需要多

角度考虑。 6.对。 7.×。幼儿的游戏渗透其各个方面，生活

、学习等活动也可以变成游戏。 四、简答题 1.幼儿的游戏主

要有以下特点：（1）游戏是自发的、自愿的。幼儿每天都在

自发地进行游戏，不需要大人在旁边督促，儿童都会主动地

进行游戏。 （2）游戏是自由自在的。儿童在游戏的时候没

有规定的模式，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喜好选择不同的游



戏。在游戏中，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显露内在

的潜力。 （3）游戏是愉快的。对于儿童来说，游戏是一种

享受。在游戏中，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探索周

围事物。 （4）游戏是充满幻想和创造的。儿童在游戏过程

中能够充分发挥其想像力，创造不同的玩法。游戏的假想性

是以模仿现实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为基础，但又不是照样模仿

，而是加入了人的想像活动。 2.在创设活动区的过程中应注

意以下问题。 （1）活动区种类和数量的选择：①培养目标

。在创设活动区时，要考虑活动区应当能体现《幼儿园工作

规程》中提出的教育目标，提供给孩子们在身体、语言、认

知、社会和品德、情绪和美感发展方面的经验。 ②本班的实

际情况。在我国幼儿园的现有条件下，由于活动室空间的狭

窄拥挤，不可能同时容纳满足幼儿上述各方面发展需求的活

动区，教师要根据现有条件来选择活动区的种类和数量，因

地制宜，不盲目抄袭别人的经验。 ③本阶段的教育重点。

如9月份是小班幼儿入园的第一个月，教育重点是帮助幼儿尽

快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与此相适应，教师可选择娃娃家、积

木区、小小扮演区等与家庭氛围相似的区域，让新人园的幼

儿在像"家"一样的活动区内自由活动，使他们感觉到温暖熟

悉，并逐渐喜欢幼儿园。 总之，活动区的种类和数量不是一

成不变的，在综合考虑以上各因素的基础上，教师应当和孩

子们一起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共同选择，创设儿童化的

活动区。 （2）活动区材料的投放应注意以下问题：①材料

和玩具多样化。教师应当在各个活动区内提供足够的材料和

玩具，使幼儿在其中快乐地操作、探索和扮演。材料的种类

应当适合不同孩子的能力和经验。②材料和玩具摆放清楚、



明确。多样化的玩具和材料应当有系统地分类放在开放性的

、低矮的架子上，或者用透明的容器分类摆放，如筐、篮子

、盘子等。 （3）活动区的布置要注意合理：①所谓界限性

即各活动区要划分清楚，界限明确，便于幼儿开展活动和教

师进行管理。②各活动区之间的相容性。所谓相容性是指在

布置活动区时要考虑各个区域的性质，尽量把性质相似的活

动区安排在一起，以免相互干扰。③各活动区之间的转换性

所谓转换性即教师在考虑划分各个区域的同时，也要考虑幼

儿可能出现的将一个活动区内的活动延伸转换至其他活动区

的需要。来源：www.examda.com 此外，应确定活动区规则，

因为规则是保证活动区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点击查看

：教师资格认定考试辅导配套习题第八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