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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教师资格考试模拟卷（四）

《保教知识与能力》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答案】B。解析：此题考查游戏对幼儿社会性的发展价值。游戏对幼儿社会性的价值体现在：（1）

游戏提供了儿童社会交往的机会，发展了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2）游戏有助于儿童克服自我中心化，

学会理解他人；（3）游戏有助于儿童社会角色的学习，增强社会角色扮演能力；（4）游戏有助于儿童行

为规范的掌握，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5）游戏有助于儿童自制力的增强，锻炼儿童意志。ACD 项不

符合题意，故此题选择 B。 

2.【答案】A。解析：该题考查的是学前心理学记忆的概念的相关内容。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

识记、保持和恢复的过程。凡是人们感知过的事物都会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不同程度的印象，在一定条

件下还能恢复或重现。B 选项是对头脑中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建立新形象的过程。C 选项思维是

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它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联系。D 选项感觉是指人

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刺激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故此题选择 A。 

3.【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幼儿常见传染病预防中水痘的护理方式。水痘护理方式如下：①室

内空气新鲜，摄取易于消化的食物，多喝温开水；②勤换洗内衣、床单，保持皮肤清洁；③可用炉甘石

洗剂等止痒；④给幼儿剪短指甲，避免抓破皮肤引起感染。用针将水痘挑破让液体流出，易造成皮肤感

染，是不恰当的护理方式。①②③正确，故此题选择 C 选项。 

4.【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三维度的领域特征。《专业标准》从幼儿发

展知识、幼儿保育和教育知识、通识性知识三个领域对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出具体要求，体现出鲜

明的时代精神和学前教育发展特点。A 项文学知识并未提及，故本题选 A。 

5.【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思维概念的相关内容。A 选项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

事物的整体反应；B 选项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它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

律性的联系；C 选项想象是对头脑中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建立新形象的过程；D 选项遗觉像是指

在刺激停止作用后，脑中继续保持的异常清晰、鲜明的表象。因而 A、C、D 选项均不符合题意，故此

题选 B。 

6.【答案】C。解析：此题考查幼儿游戏的基本特征。A 选项自主性是指游戏是儿童主动自愿的活

动，而题目中没有体现；B 选项是指游戏伴随着愉悦的情绪，而题目中没有体现；C 选项虚构性是指游

戏属于在假想的情景中反映周围生活，是虚构和现实统一的活动；D 选项无功利性是指游戏没有社会的

实用价值，不直接创造财富，没有强制性的社会义务，而题目中没有体现；题干中幼儿的行为是在假想

中反映周围生活。故答案选 C。 

7.【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指南》中健康领域目标中的身心状况。健康领域关于身心状

况目标 3：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中提出，4-5 岁的幼儿能够在较热或较冷的户外环境中连续活动半小时

左右，5-6 岁的幼儿能够在较热或较冷的户外环境中连续活动半小时以上，故此题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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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答案】A。解析：此题考查的是晨检的内容。A 选项防止当季传染病是“五防”的内容，重点

检查幼儿有无传染病接触史及早期症状和体征。B 选项防止幼儿带不安全物品入园是“四查”的内容，

“四查”是指检查幼儿口袋中是否有可能造成创伤的小东西。C 选项防止幼儿来园哭闹，不属于晨检的

内容。D 选项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幼儿园是安全防护工作。因此 BCD 选项错误，故此题选 A。 

9.【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想象的种类。无意想象是指没有预定目的，在一定刺激的影响下，

不由自主地进行的想象。幻想是一种与个人愿望相联系的，并指向于未来事物的想象。再造想象是指根

据言语的描述或图形符号的示意，在人脑中形成相应事物新形象的过程。创造想象是指根据一定目的和

任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在人脑中独立地创造出某种新形象和心理过程。鲁迅对于“阿 Q”形象的创

造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在脑海中独立创造出来的。故答案选 D。 

10.【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幼儿园课程评价的类型的相关内容。ABD 选项是按照评价的功能和

运行时间划分的，诊断性评价是指在教学活动开始前，对评价对象的学习准备程度做出鉴定，以便采取

相应措施使教学计划顺利、有效实施而进行的测定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师教育教学之中，为使教

师的专业水平继续提高、不断获取反馈信息，以便改进教学而进行的系统性评价；终结性评价是反映教

学效果，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一般在整段学习过后所做的评价。根据题干：老师是在活动前

让幼儿剪圆，目的是检查测幼儿的动手能力，所以属于诊断性评价，C 选项注重的是幼儿自身的发展，

与题意无关。故此题选 B。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1.【答案要点】

（1）游戏提供了儿童社会交往的机会，发展了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 

（2）游戏有助于儿童克服自我中心化，学会理解他人。 

（3）游戏有助于儿童社会角色的学习，增强社会角色扮演能力。 

（4）游戏有助于儿童行为规范的掌握，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5）游戏有助于儿童自制力的增强，锻炼儿童意志力。 

12.【答案要点】

（1）学习过的内容要及时复习，巩固记忆。 

（2）合理分配复习时间。 

（3）排除影响学习材料之间的干扰。 

（4）排除疲劳的干扰。 

三、论述题（本大题 1 小题，20 分） 

13.【答案要点】

（1）环境的创设与利用。 

①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帮助幼儿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让幼儿感到温暖和愉悦。

②建立班级秩序与规则，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让幼儿感受到安全、舒适。

③创设有助于促进幼儿成长、学习、游戏的教育环境。

④合理利用资源，为幼儿提供和制作适合的玩教具和学习材料，引发和支持幼儿的主动活动。

（2）一日生活的组织与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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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合理安排和组织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将教育灵活地渗透到一日生活中。

②科学照料幼儿日常生活，指导和协助保育员做好班级常规保育和卫生工作。

③充分利用各种教育契机，对幼儿进行随机教育。

④有效保护幼儿，及时处理幼儿的常见事故，危险情况优先救护幼儿。

（3）游戏活动的支持与引导。 

①提供符合幼儿兴趣需要、年龄特点和发展目标的游戏条件。

②充分利用与合理设计游戏活动空间，提供丰富、适宜的游戏材料，支持、引发和促进幼儿的游戏。

③鼓励幼儿自主选择游戏内容、伙伴和材料，支持幼儿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游戏，充分体验游戏

的快乐和满足。 

④引导幼儿在游戏活动中获得身体、认知、语言和社会性等多方面的发展。

（4）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实施。 

①制定阶段性的教育活动计划和具体活动方案。

②在教育活动中观查幼儿，根据幼儿的表现和需要，调整活动，给予适宜的指导。

③在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实施中体现趣味性、综合性和生活化，灵活运用各种组织形式和适宜的教育

方式。 

④提供更多的操作探索、交流合作、表达表现的机会，支持和促进幼儿主动学习。

（5）激励与评价。 

①关注幼儿日常表现，及时发现和赏识每个幼儿的点滴进步，注重激发和保护幼儿的积极性、自信

心。（基本方向） 

②有效运用观察、谈话、家园联系、作品分析等多种方法，客观地、全面地了解和评价幼儿。（基

本方法） 

③有效运用评价结果，指导下一步教育活动的开展。（作用和目的）

（6）沟通与合作。 

①使用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语言进行保教工作。

②善于倾听，和蔼可亲，与幼儿进行有效沟通。

③与同事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和资源，共同发展。

④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合作，共同促进幼儿发展。

⑤协助幼儿园与社区建立合作互助的良好关系。

（7）反思与发展。 

①主动收集分析相关信息，不断进行反思，改进保教工作。

②针对保教工作中的现实需要与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

③制定专业发展规划，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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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要点】

（1）这位教师的做法是不对的，忽视了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她的做法是一种负面情绪的教育方

式——“以暴制暴”。“再哭爸爸就不来接你”这样的严惩、恐吓和威胁性质的语言，不但会扼杀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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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心，还会使幼儿丧失心理安全感。面对幼儿的负面情绪不正确的做法有：否定感受、打骂、恐吓、

哄骗、取消权利、贴上胆小或坏脾气的标签。正确的做法是：采取积极的教育态度，找到幼儿情绪激动

的原因，寻找情绪背后的需求和想法，及时安慰；引导孩子宣泄负面情绪，给孩子“心理玩具”提供其

缓解情绪的物品等。 

（2）帮助幼儿控制情绪的具体有效方法有： 

①转移法：把注意力从产生消极否定情绪的活动或事物转移到能产生积极肯定情绪的活动或事物上

来。例如：材料中的老师可以对幼儿说：“让我们一起搭积木吧，搭完积木爸爸就来接你了。” 

②冷却法：当幼儿情绪强烈对立时，成人要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平静幼儿的情绪上，使幼儿尽快恢复

理智，而不要“针尖对麦芒”，可以采取暂时不理睬的办法，待幼儿冷静下来后，让他想一想，自己刚

才的情绪表现是否合适，要求是否合理等。例如：材料中的幼儿一直在哭，老师可以采取暂时不理会的

方式，等待幼儿稳定自己的情绪。 

③消退法：对待幼儿的消极情绪可以采用条件反射消退法。例如，材料中的老师可以对幼儿说：“你

不要哭了，你的爸爸一定会来接你的。” 

15.【答案要点】

案例中的张老师认为《指南》在“健康”领域的动作发展上，提出了 4～5 岁幼儿“能用筷子吃饭”，

提供了勺子幼儿不就不去用筷子了吗。应当训练小红才对。她的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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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记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幼儿。”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

况给予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叫因材施教。”幼儿之间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体现在

幼儿的发展特点、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发展方向上，每个幼儿都是独特的个体，每个幼儿的独特性中

都蕴含着他独特的成长方式和生长点，而且幼儿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

阶段性特征，每个幼儿在沿着相似进程发展的过程中，各自的发展速度和到达某一水平的时间也不完全

相同。 

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不仅对幼儿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在教育过程中还要做一个

有心人，仔细观察幼儿各自的性格特点，决不能把幼儿看成是一样的、相似的，不能用相同的教育要求、

方式方法对待不同的幼儿，而应该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针对幼儿的个性因人施教。尊重幼儿发展的个

体差异。 

五、活动设计题（本大题 1 小题，30 分） 

16.【参考设计】

大班主题活动《祖国妈妈我爱您》 

【活动总目标】 

1.情感目标：萌发热爱祖国的情感，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2.技能目标：能够用动手制作卡片、图画来表达对祖国的爱，并能大胆在集体面前讲述自己对祖国

的热爱。 

3.认知目标：知道祖国有 56 个民族，了解祖国的壮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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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活动一  大班社会领域《美丽的祖国》 

一、活动目标 

1.认知目标：初步知道万里长城、故宫都是勤劳的中国人民建造的。

2.情感目标：激发幼儿爱祖国的情感，对祖国的地域辽阔感兴趣。

3.技能目标：发展幼儿的观察力和认知能力，能够掌握我国的几个“世界之最”。

二、活动准备： 

物质准备：有关长城、故宫的图片和录像、中国地图一张。 

经验准备：生活中了解过长城。 

三、活动过程： 

（一）导入——谈话导入，激发幼儿了解祖国的兴趣。 

请幼儿说出我们国家首都的名字。请幼儿分别谈谈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看到些什么? 

（二）展开部分 

1.让幼儿看“大地图”，了解祖国的壮丽河山，幅员辽阔。

（1）请幼儿在地图上找出首都北京的位置。 

（2）请幼儿在地图上找出中国最北、最南的地方。（最北的地方是漠河，那里天气很冷，到那里去

要穿厚厚的皮大衣。中国的最南面是南沙群岛，那里一年四季都很热，到那里要穿很薄的衣服） 

（3）向幼儿介绍我国的世界最高山脉——喜马拉雅山；东北的大片森林和我国的两条河流：长江、

黄河。 

2.引导幼儿看图片，了解我国的世界之最。

（1）师生共同观看《长城》录像，给幼儿讲解：长城的一头在山海关，另一头是嘉峪关，弯弯曲

曲，上上下下，很长很长. 

（2）师生共同观看《故宫》录像或图片，教师讲解：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有近一万间房屋。

房屋的顶是金黄的琉璃瓦，四周装饰着各色的图案，雕刻着龙、凤等吉祥物。故宫里有大量的珍贵文物，

这些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 

3.“游览”美丽祖国。 

请幼儿“游览”美丽的祖国，幼儿自由结伴，在大地图上的“各地”游览，说说自己来到了祖国的

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些什么。 

（三）结束 

播放音乐，让幼儿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用《歌唱祖国》的美好乐曲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 

四、活动延伸 

家园共育，引导幼儿回家给爸爸妈妈讲述美丽的祖国。 

子活动二  大班语言领域活动《美丽的祖国》 

【活动目标】 

1.情感目标：感受诗歌的意境美，萌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2.技能目标：能用轻柔、优美的声音朗诵诗歌，借助图片或提示仿编儿歌。

3.认知目标：理解诗歌中“祖国”的含义，知道祖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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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活动三  大班艺术领域美术活动《祖国妈妈我爱您》 

【活动目标】 

1.情感目标：喜欢参加《祖国妈妈我爱您》的美术活动，萌发对祖国的热爱。

2.技能目标：能够依据建筑物的外形特征联想到相似的人的五官，并大胆拼贴人脸和添画装饰物。

3.认知目标：初步了解祖国的著名建筑物，知道各个建筑的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