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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录用考试 

学前教育考试说明 

 

一、考试性质 

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录用考试是为全省教育行政部门招聘教师而进行的选拔性考试, 其目的是

为教育行政部门录用教师提供智育方面的参考。各地根据考生的考试成绩，结合面试情况，按

已确定的招聘计划，从教师应有的素质、文化水平、教育技能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因此，全省教师招聘考试应当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二、考试目标 

通过《学前教育》科目的考核，了解参与考核者的幼儿园教学理论水平以及教学实践能力，

为选拔能胜任幼儿园教学工作的幼儿园教师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考试内容及要求 

《学前教育》科目考核涉及幼儿园课程、幼儿园游戏与指导、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美术与音

乐）、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健康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等课程教

学领域的基本理论水平与实践操作能力的考核。 

（一）幼儿园课程 

1.熟悉幼儿园课程的基本特征，掌握幼儿园课程开发的基本模式和设计取向。 

2.理解幼儿园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和制定的主要依据，熟悉幼儿园课程目标体系。 

3.熟悉幼儿园课程内容选择的基本原则，掌握幼儿园课程内容组织的基本方法。 

4.理解当前幼儿园课程实施的取向、实施途径和影响因素。 

5.理解幼儿园课程评价的类型，掌握幼儿园课程评价的主要模式。 

6.掌握中外经典课程方案。如蒙台梭利课程、瑞吉欧课程、高宽课程、五指活动课程、行

为课程等。 

（二）幼儿园游戏与指导 

1. 理解幼儿游戏的概念、特点、价值、分类及其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地位。 

2. 掌握幼儿园各室内区域游戏的构成、特点及组织指导策略。 

3. 掌握户外游戏环境的创设及游戏活动的组织指导策略。 

4. 掌握游戏在各类非游戏活动中的运用策略。 

5. 掌握各类玩具与游戏材料的选择与利用策略。 

6. 掌握各类游戏活动的观察、分析与评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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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理解儿童游戏的相关理论，并能在游戏活动的组织与指导中加以运用。 

（三）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1.理解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2.理解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基本理论，掌握学前儿童动作与运动能力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3.掌握学前儿童健康学习的特点与教育原则。 

4.掌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主要类型与途径。 

5.掌握不同类型健康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策略。 

6.能对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进行适当的评价。 

（四）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1.理解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2.理解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的基本理论，掌握学前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3.掌握学前儿童语言学习的特点与教育原则。 

4.掌握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的主要类型。 

5.掌握不同类型语言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策略。 

6.能对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进行适当的评价。 

（五）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1.理解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2.理解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基本理论，掌握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基本特点。 

3.掌握学前儿童社会学习的特点与教育原则。 

4.理解学前儿童社会教育的主要类型与途径。 

5.掌握不同类型社会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策略。 

6.能对学前儿童社会教育活动进行适当的评价。 

（六）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1.理解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2.理解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基本理论，掌握学前童科学能力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3.掌握学前儿童科学学习的特点与教育原则。 

4.掌握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动的主要类型与途径。 

5.掌握不同类型科学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策略。 

6.能对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动进行适当的评价。 

（七）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1.理解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与美术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2.理解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的基本理论，掌握学前儿童音乐能力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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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的基本理论，掌握学前儿童美术能力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4.掌握学前儿童艺术学习的特点与教育原则。 

5.掌握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与美术教育活动主要类型。 

6.掌握不同类型音乐教育活动与美术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策略。 

7.能对学前儿童音乐教育活动与美术教育活动进行适当的评价。 

 

四、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 

（二）试卷题型 

试卷一般包括单项选择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题和教育活动设计等题型。 

选择题是四选一型的单项选择题；简答题只要求写明要点；案例分析题能结合所提供的案

例结合相关的理论做说明；教育活动设计要求写出活动目标、环境、材料或经验准备、活动开

展过程及活动设计依据。 

（三）试卷结构 

  试卷应由容易题、中等题和难题组成，总体难度要适当，并以中等题为主。 

五、题型示例及答案 

 

题型示例 

（实考题型、题分可能变化，以实考为准） 

一、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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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课程组织形式中根据知识本身的系统及内在联系来组织课程内容的一种方法 

称之为 

A. 心理顺序法        B. 逻辑组织法 

C. 直线组织法        D. 纵向组织法 

2. 课程内容包括概念、方法、态度和技能的学习内容，是依据目标以及相应年龄段的 

学习者身心发展的规律与特点而选定的学习者适宜学的 

A. 价值范畴        B. 技能范畴           C. 方法范畴         D. 知识范畴 

3. 给幼儿自己探索的空间并让幼儿在活动过程中感到愉悦的学习方法，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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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讨论        B. 观察           C. 游戏操作         D. 实验操作 

4. 根据评价的参照体系，将全班幼儿入园初期的口语表达水平与学期末口语表达水平 

进行比较，判断幼儿的进步程度和教学效果，这属于 

A. 个体内差异评价                   B. 绝对评价 

C. 相对评价                         D. 外部评价 

5. 以前提条件、相互作用和结果三个因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课程评价模式是 

A. 目标游离评价模式                 B . 差距评价模式 

C. 外观评价模式                     D. CIPP 评价模式 

6. 在选择科学教育内容时,需要考虑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这体现的科学教育内容选择 

的原则是 

A. 民族性         B. 时代性          C. 代表性           D. 启蒙性 

7. 幼儿教师让家长和幼儿一起收集科学资料，并让幼儿通过交流的方式获取科学知 

识，积累科学经验，这是 

A. 科学讨论型科学教育活动             B. 技术操作型科学教育活动 

C. 观察认识型科学教育活动             D. 实验操作型科学教育活动 

8. 小班幼儿计数能力的发展，一般要经历的三个阶段是 

A. 按物点数—说出总数—口头说数       B. 口头说数—说出总数—按物点数 

C. 按物点数—口头说数—说出总数       D. 口头说数—按物点数—说出总数 

9. 在认识 6 以内的数学活动时，幼儿教师提供给幼儿一定数量的花朵模型让幼儿计 

数，这种方法是 

A. 比较法        B. 操作法        C. 发现法         D. 游戏法 

10. 下列不属于儿童故事选材要求的是 

A. 主题简单明确        B. 结构条理清楚         C. 形象鲜明突出      D. 情节复杂多

变 

11. 儿童语言的获得不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而是生来就具有一个语言学习装置。 这种 

观点的代表人物是 

A. 勒纳伯格         B. 乔姆斯基          C. 布鲁纳        D. 皮亚杰 

12. 在中班《小熊请客》语言教育活动中，其中的一条目标是“理解故事内容和情节” 

，这是儿童语言教育中的 

A. 技能目标         B. 情感目标             C. 能力目标      D. 认知目标 

13. 在早期阅读活动中，属于前书写经验的是 

A. 知道文字的意义                        B. 翻阅图书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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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知道汉字的基本框架结构                D. 理解文字的功能 

14. 音乐教育体系中提倡“儿童自然发展法”的人是 

A. 柯达伊         B. 奥尔夫          C. 达尔克罗兹          D. 铃木 

15. 能通过即兴哼唱、即兴表演或给熟悉的歌曲编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这个儿童歌 

唱能力目标适合 

A. 托班            B. 小班            C. 中班        D. 大班 

16. 儿童开始有目的地创造形体,用自己的样式符号来尝试表现物体。 这说明其处于 

A. 涂鸦期           B. 象征期           C. 图式期        D. 写实期 

17. 要求儿童使用简单的工具和辅助材料塑造某些细节部分，学会塑造人物、动物的主 

要特征和动作，表现出主要情节。这些儿童泥工活动要求针对的是 

A. 小小班           B. 小班              C. 中班            D. 大班 

18. 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模仿作为儿童掌握社会行为的一种主要机制或途径，它由四个 

子过程组成，其中模仿学习的第三个子过程是 

A. 动机过程        B. 注意过程       C. 动作表征与再现过程      D. 保持过程 

19. 教师通过与儿童的交谈引起儿童的思考，在相互的交流中不知不觉让儿童进行内省 

与价值评价的方法是 

A. 价值表决法      B. 澄清应答法       C. 价值排队法       D. 展示自我法 

20. 能半侧面单手投掷小沙包等轻物约 4 米远，能相距 2 ~4 米远互抛互接大球。 这 

个体育活动目标适合 

A. 大班         B. 中班          C. 小班          D. 托班 

 

二、简答题 

21. 简述 4 ~5 岁幼儿学习科学的特点。 

22. 简述幼儿园课程目标的作用。 

23. 简述幼儿园韵律活动的导入方式。 

24. 简述讲述活动设计和实施的步骤。 

25. 简述实施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26. 简述《3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关于促进幼儿“关心尊重他人”的建议。 

 

三、案例分析题 

27.   小一班的佳佳是奶奶的心肝宝贝。在家里,奶奶不肯让他做一丁点儿事,吃饭穿衣也都是

奶奶一手包办。刚入园时,奶奶就反复强调佳佳还不会自己吃饭穿衣,要老师们多多关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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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告诉奶奶,佳佳上幼儿园了,要学会自己吃饭穿衣,大家要一起来培养他的自理能力,不要再事

事包办。可奶奶认为孩子还小,长大了他自然会做,在家里依旧事事包办。每到午餐时间,佳佳总

是不肯自己主动吃饭。主班林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林老师向配班李老师和生活老师交待要

多鼓励与帮助佳佳早日养成良好用餐习惯。当林老师带班时,她总是耐心陪伴与鼓励佳佳自己吃

饭,并且当他有进步时,总是及时肯定与夸奖他。慢慢地,当林老师在时,佳佳基本能坚持自己吃

完饭。李老师是个急性子,认为对孩子要严厉,不要太将就,她带孩子用餐时常常说:“佳佳,你吃

饭不要老拖后腿,今天你可得给我好好吃饭,不好好吃饭就不能玩乐高!”每当此时,佳佳总是又

急又怕,饭也总是吃不好。而生活老师独自带班时,总催促佳佳快快吃,担心影响她的工作效率,

有时看佳佳吃得实在慢,就急急喂完了事。这不,到小班下学期了,佳佳多数时候还是不能主动自

觉地用餐。 

 

问题： 

试分析主配班老师、生活老师与家长的教育行为主要遵循或违背了哪些教育原则?  

对于培养佳佳自觉主动吃饭的良好行为习惯你有什么建议? 

 

四、活动设计题 

28. 请根据下列资料完成以下设计任务： 

(1)设计主题系列活动，画出主题活动一览表，表题为“xx 年龄班 xx 主题活动一览 

表”，表内分活动序号、活动名称、主要活动领域三栏呈现。 

(2)选择其中一个活动设计完整活动方案，内容包括:活动名称、活动目标、活动重难 

点、活动准备、活动过程等。 

小米粒的故事 

我叫小米粒,小朋友们最喜欢吃的又白又香的米饭就是我变的哦! 你们想不想认识一下我呢? 

我可是农民伯伯用辛勤汗水换来的。小时候我的名字叫秧苗，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宽广的稻田

里安了家，农民伯伯辛苦地照顾我。长啊长，我们长高了；长啊长，开出了稻花；长啊长，稻

花长成了黄黄的稻穗，我们就成熟了。农民伯伯用收割机把我们收割下来，把稻谷放到晒场上

晒干，去掉壳就变成了白白的米粒。我们的用处可大了，可以用来煮成香香的米饭，还可以做

成各种糕点；酿成好喝的米酒、米醋等；还可以用来做手工艺术品呢!我们有许多神奇的本领，

能够帮助你们长高长壮，帮助你们学习更多的本领，你们不要随意浪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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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 B     2. D     3. C     4. A     5. C 

6. B     7. A     8. D     9. B    10. D 

11. B   12. D    13. C    14. A    15. C 

16. B   17. D    18. C    19. B    20. A 

二、简答题 

21. (1)好奇好问。 

(2)初步理解科学现象中表面的和简单的因果关系。 

(3)开始根据事物的表面属性、功用和情境进行概括分类。 

22. (1)制定教育教学计划的依据。  

(2)引导教育教学过程的方向。 

(3)评价教育教学效果的标准。 

23. (1)观察导入。 

(2)回忆导入。 

(3)基本动作复习或练习导入。 

(4)队形复习或学习导入。 

(5)舞谱导入。 

(其它导入方式如动作创编导入、游戏导入、故事导入、音乐欣赏导入也得分) 

24. (1)感知、理解讲述对象。 

(2)运用已有经验自由讲述。 

(3)引进并学习新的讲述经验。 

(4)巩固和迁移新的讲述经验。 

25. (1)教师及周围成人注重自身心理素质的提高。 

(2)结合日常教育工作渗透进行。 

(3)教师善于观察，并适时疏导。 

(4)尊重儿童人格与个性差异，不要妄下结论。 

(5)幼儿园与家庭、社会密切配合。 

26. (1)成人以身作则，以尊重、关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父母、长辈和其他人。 

(2)引导幼儿尊重、关心长辈和身边的人，尊重他人劳动及成果。 

(3)引导幼儿学习用平等、接纳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差异。 

三、案例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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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教育行为分析: 

①主班林老师的教育行为分析。 

主班林老师的教育行为遵循了社会教育的情感支持性原则与正面教育原则。 林老师接纳关心的

情感，让佳佳感到安全，被接纳，因而，愿意听从老师的建议，尝试改变自己的行为；老师的

正面鼓励与支持有助于增进幼儿的自我效能感，从而能更有效地帮助幼儿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②配班李老师的教育行为分析。 

配班李老师的教育行为违背了社会教育的正面教育原则与情感支持性原则。李老师没有提供足

够情感支持，且不当的教育语言让佳佳产生紧张与恐惧，不利于佳佳健康心理与正向行为的养

成。 

③生活老师的教育行为分析。 

生活老师的教育行为违背了幼儿教育的保教结合原则、健康教育的主体性原则、社会教育的生

活实践原则。 生活老师并不只是负责幼儿的生活护理，还担负有教育责任，因而不能为方便自

己工作任务完成，而忽视对幼儿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引导与支持。 健康教育的主体性原则强调

要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耐心帮助幼儿养成良好习惯。 (这一要点主要分析到保教结合原则就

可得分) 

④奶奶的教育行为: 

奶奶教育行为违背了社会教育的生活实践原则和教育一致性原则。 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是在实

践与行动中习得的,生活中的实践是幼儿养成习惯的重要途径。生活实践原则是指在幼儿社会教

育中，教育者不仅要向幼儿传递正确的社会认知观念，还要结合生活为幼儿提供大量实践机会，

并对其行为实践进行指导。 奶奶的包办代替，剥夺了幼儿的实践机会，不利于幼儿良好行为习

惯的养成。 奶奶没有配合幼儿园的教育，违背了教育的一致性原则。 

(此处的生活实践原则，也可表述为实践原则或行为实践原则) 

⑤教师与家长的合作教育行为分析。 

教师与教师间，教师与家长间对幼儿教育行为要求的不一致，违背了教育一致性原则。教师与

家长教育行为的不一致给幼儿行为的养成带来了冲突与负面影响，不利于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2)建议 

①教师间通过沟通、对话与研讨达成一致的教育行为,并运用情感支持、正面教育、行为实践原

则，通过陪伴、鼓励与行为训练等方式,让佳佳在幼儿园养成自觉主动吃饭的习惯。 

②积极进行家园沟通，形成教育合力。 可通过家长约谈，家长沙龙、家长讲座等方式让家长建

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意识到包办代替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危害性，请佳佳父母配合支持奶奶教育

观念与行为的改变，如果可能，建议佳佳父母自己负起养育责任，用心帮助孩子养成良好行为

习惯。 同时，也可给家长提供训练幼儿良好用餐行为习惯培养的策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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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建设意义的建议亦可采纳) 

 

四、活动设计题 

28. (1)主题系列活动设计 

要求: 

①能充分挖掘材料内容，系列活动名称与领域适宜。 

②活动安排有助于儿童深度学习，并注意领域间平衡。 

 (2)活动方案设计 

可选择设计不同类型与领域活动。 要求如下: 

①活动领域、名称及活动对象适宜。 

②活动目标:目标内容与活动类型匹配，表述具体明确。 

③活动的重难点:重难点适宜。 

④活动准备:准备全面充分，一般包括材料或环境准备及经验准备。 

⑤活动过程:活动方法与内容及目标匹配，活动环节详细完整(活动环节 

一般包括活动导入、展开、结束等环节)，逻辑性好且能支持重点目标 

的达成。 

如果有设计意图说明，活动延伸建议等可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