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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韶关学院 专插本考试大纲

《学前教育专业》：学前教育学

Ⅰ 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又称专插本）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

考生的成绩，按照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

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 考试内容

总体要求：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学前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能运用学前教育

学的知识和原理进行案例分析，对现实学前教育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与妥善解决。

绪论

⒈ 考试内容

⑴ 学前教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⑵ 学前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

⑶ 学前教育学的意义。

⒉ 考试要求

⑴ 了解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⑵ 识记学前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阶段，识记每个阶段最主要的教育家以及主要思想。

⑶ 领会学前教育学的意义。

第一章 学前教育基本原理

⒈ 考试内容

⑴ 学前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⑵ 学前教育的基本规律：学前教育与社会发展；学前教育与儿童发展。

⒉ 考试要求

⑴ 了解学前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⑵ 掌握学前教育的基本规律：学前教育与社会发展；学前教育与儿童发展，会用理论分析相关案例。

第二章 教育机构里的学前教育

⒈ 考试内容

⑴ 学前教育的功能与任务。

⑵ 学前教育的特点。

⑶ 我国学前教育法规及规章。

⑷ 学前教育的原则。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学前教育的功能与任务，掌握幼儿园的保教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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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掌握学前教育的特点。

⑶ 掌握我国学前教育法规及规章，会用有关《条例》、《法规》、《指南》分析、解决有关学前教育的现

象。

⑷ 掌握学前教育的原则。会用学前教育原则分析、解决学前教育的教学、教育案例。

第三章 学前教育的基本要素

⒈ 考试内容

⑴ 学前儿童。

⑵ 学前教育教师。

⑶ 学前教育内容。

⑷ 学前教育环境。

⒉ 考试要求

⑴ 掌握正确的儿童观，会运用正确的儿童观分析解决学前教育、教学问题。

⑵ 掌握幼儿教师的劳动特点、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会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和解决学前教育问题。

⑶ 理解学前教育内容，理解幼儿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的内涵；理解幼儿园健康、语言、科学、社

会和艺术五大领域的内涵和实施要求。

⑷ 了解学前教育环境和功能。

第四章 学前教育课程

⒈ 考试内容

⑴ 学前教育课程的内涵、学前教育课程的性质、学前教育课程的形态。

⑵ 学前教育课程编制的依据、学前教育课程目标的拟定、学前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学前教育课程的

实施。

⒉ 考试要求

⑴ 了解学前教育课程的内涵，理解学前教育课程的性质和形态。

⑵ 掌握学前教育课程编制的依据，初步学会拟定学前教育课程活动目标。

⑶ 初步学会选择学前教育课程内容。

⑷ 初步学会学前教育课程的步骤方法。

第五章 学前有效教育

⒈ 考试内容

⑴ 学前教育的基本方法。

⑵ 学前有效教育。

⒉ 考试要求

⑴ 能运用学前有效教育的策略与方法解决学前教育问题。

⑵ 运用所学的理论对教育活动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第六章 日常生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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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考试内容

⑴ 日常生活活动及其功能。

⑵ 日常生活活动的组织与指导。

⒉ 考试要求

⑴ 明确学前儿童日常生活活动各不同环节的特点、指导方法及实施要点。

⑵ 初步学会幼儿园常规的指导方法。

第七章 学前儿童游戏

⒈ 考试内容

⑴ 游戏及其特征、功能。

⑵ 儿童游戏的条件。

⑶ 游戏活动的组织与指导。

⒉ 考试要求

⑴ 了解游戏的含义，理解游戏的特征和功能。

⑵ 掌握儿童游戏的条件。

⑶ 能应用儿童游戏活动的组织与指导方法，会分析解决相关的学前教育案例。

第八章 区域活动

⒈ 考试内容

⑴ 区域活动及其特点。

⑵ 幼儿园区域活动的设计。

⑶ 幼儿园区域活动的组织与指导。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区域活动及其特点，会运用理论分析幼儿园区域活动，解决有关学前教育实践问题。

⑵ 会根据幼儿班级具体情况设计区域活动，投放材料。

第九章 学前教学活动

⒈ 考试内容

⑴ 教学活动及其特点、功能。

⑵ 教学活动的设计。

⑶ 教学活动的组织与指导。

⒉ 考试要求

⑴ 识记并理解教学活动及其特点、功能。

⑵ 会拟定学前儿童教学活动方案

⑶ 运用所学的理论对教学活动进行评价，会分析学前教学活动案例。

第十章 领域与主题活动

⒈ 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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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领域活动。

⑵ 主题活动。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领域活动及其特点，领会领域活动大纲的编制与内容的把握，学会领域活动的设计，领域活动

的组织与指导，会运用领域活动的理论进行设计与评价。

⑵ 理解主题活动及其特点，学会主题活动的设计，会运用主题活动的理论进行设计和评价。

第十一章 其他形式的教育活动

⒈ 考试内容

⑴ 亲子活动及其教育功能、亲子活动的种类。

⑵ 节日活动及其教育功能。

⑶ 外出活动及其教育功能。

⒉ 考试要求

⑴ 了解亲子活动及其教育功能、亲子活动的种类、节日活动及其教育功能、外出活动及其教育功能。

⑵ 了解亲子活动、节日活动、外出活动的组织。

第十二章 学前儿童班级保教工作管理

⒈ 考试内容

⑴ 学前儿童班级保教工作管理及其功能、内容。

⑵ 班级保教管理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⒉ 考试要求

⑴ 了解学前儿童班级保教工作管理及其功能、内容。

⑵ 掌握班级保教管理的基本要求和方法，学前教育各类班级的管理。

第十三章 学前教育机构与家庭、社区和小学

⒈ 考试内容

⑴ 学前教育机构与家庭合作共育。

⑵ 学前教育机构与社区合作。

⑶ 学前教育机构与小学衔接。

⒉ 考试要求

⑴ 领会学前教育机构与家庭合作共育的意义、任务、形式和内容，掌握学前教育机构与家庭合作共育

的注意事项。

⑵ 领会学前教育机构与社区合作的意义、任务、形式和内容。

⑶ 领会学前教育机构与小学衔接的意义、任务和内容，掌握学前教育机构与小学衔接的正确理念，会

用理论分析解决相关的学前教育案例。

Ⅲ 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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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二、试卷题型比例

1. 单选题：约占 10%。

2. 判断题：约占 10%。

3. 简答题：约占 20%。

4. 论述题：约占 30%。

5. 案例分析题：约占 30%。

三、试卷题型示例及答案

1. 单选题：（着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识别程度）

例：（ ）是幼儿的主导活动。

A、上课 B、学习 C、游戏 D、听故事

答案为 C、游戏

2. 判断题：（着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例：为了发展幼儿的平衡能力，教师应该强制胆怯的幼儿玩平衡木游戏。

答案为错误

3. 简答题：（着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例：什么是学前儿童游戏？游戏对儿童发展具有哪些作用（10 分）

答：学前儿童游戏是儿童借助对现实的认知、理解，在假想的情境中模仿与再造成人的实践活动。是

儿童内部动机驱使的感知和操作活动。（5 分）

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作用：

（1）游戏能够促进儿童身体的发展（1分）

（2）游戏能够促进儿童认知和语言的发展（1 分）

（3）游戏能够促进儿童创造力的发展（1 分）

（4）游戏能够促进儿童情感的发展（1分）

（5）游戏能够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1 分）

4. 论述题（着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以及是否学会联系实际）

例：结合实际谈谈家园合作的意义和主要方式（15 分）

答：家园合作的意义：（一）教育机构与家庭共育是学前教育的基本立足点；（二）学前教育机构与家

庭合作共育整合双方优势，实现教育合力最大化。（5分）

家园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1、集体方式：（1）家长会，（2）家长学校，（3）家长开放日，（4）家长接

待日和专家咨询，（5）家园（所）联系栏，（6）小报小刊和学习材料提供。（5 分）2、个别方式：（1）家庭

访问，（2）个别谈话，（3）家园（所）联系手册或联系卡，（4）书信、便笺，（5）电话、网络联系。（5 分）

本题应结合幼儿园进行论述。

5. 案例分析题：（着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学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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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绵绵春雨不间断地落在窗玻璃上，凝成了晶莹的水珠。突然，一位小朋友跑到教师面前，着急地

说：“老师，老师，快看，玻璃出‘水痘’了。”教师 A 说：“瞎说，玻璃怎么会出‘水痘’？那是雨水。”

教师 B说：“是吗，你很善于观察。”教师 C 说：“你的想象力真丰富啊！玻璃上的‘水痘’究竟是怎么回事？

谁愿意来说一说？”请结合<纲要>分析一下三位教师的应答，并谈谈你怎样应对这种情况。（15 分）

答题要点：《纲要》指出幼儿园科学教育领域的目标：1、培养幼儿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

奇心和求知欲；2、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2 分）

幼儿的思维具体形象，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具有拟人化的思维特点。（2分）

教师 A 无视幼儿的心理特点，她的话会影响及扼杀幼儿的求知和探究兴趣。（2 分）

教师 B 鼓励了幼儿对周围事物的观察，符合科学领域的目标一，但没有进一步引导幼儿学会解决问题。

（3分）

教师 C 进一步激发了幼儿的探究兴趣，鼓励幼儿探索问题，解决问题。（3 分）

如果是我，我会鼓励幼儿，引导幼儿观察这种现象，动手动脑，探究问题的本质规律。（3分）

Ⅳ 参考书目

《学前教育学》（第二版）郑健成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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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韶关学院 专插本考试大纲

《学前教育专业》学前心理学

Ⅰ 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又称专插本）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

考生的成绩，按照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

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 考试内容

总体要求：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学前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运用学前心理学知识

和原理去分析和解决在教育幼儿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

第一章 学前儿童心理学的对象和任务

⒈ 考试内容

⑴ 学前儿童心理学的对象。

⑵ 学前儿童心理学的任务和意义。

⒉ 考试要求

⑴ 了解学前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⑵ 理解学习学前儿童心理学的意义，以及学前儿童心理学对指导幼儿教育工作的意义。

第二章 学前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⒈ 考试内容

⑴ 研究学前儿童心理的基本原则。

⑵ 学前儿童心理研究的类型。

⑶ 研究学前儿童心理的具体方法。

⒉ 考试要求

⑴ 了解研究学前儿童心理的基本原则。

⑵ 掌握研究学前儿童心理学的方法。

第三章 各年龄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主要特征

⒈ 考试内容

⑴ 人生的第一年。

⑵ 1～3 岁。

⑶ 3～6 岁。

⒉ 考试要求

⑴ 掌握各年龄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主要特征。

⑵ 学会如何针对儿童年龄特征组织教育活动。

第四章 学前儿童感知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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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考试内容

⑴ 感知觉在学前儿童心理活动中的作用。

⑵ 学前儿童感知觉的一般趋势和主要阶段。

⑶ 学前儿童视觉的发展。

⑷ 学前儿童听觉的发展。

⑸ 学前儿童触觉的发展。

⑹ 学前儿童对物体的知觉。

⑺ 学前儿童空间知觉和时间知觉的发展。

⑻ 幼儿观察的发展。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学前儿童感觉、知觉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⑵ 掌握学前儿童感觉和知觉发展的特点。

⑶ 学会运用学前儿童感觉、知觉发展的基本理论设计和分析学前儿童的教育活动。

第五章 学前儿童注意的发展

⒈ 考试内容

⑴ 注意在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⑵ 学前儿童注意发展的一般趋势。

⑶ 新生儿的注意。

⑷ 1 岁前儿童的注意。

⑸ 1～3 岁儿童的注意。

⑹ 3～6 岁儿童的注意。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学前儿童注意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有关基础理论知识。

⑵ 掌握学前儿童注意发展的基本特点。

⑶ 学会运用学前儿童注意发展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学前儿童活动和设计教学。

第六章 学前儿童记忆的发展

⒈ 考试内容

⑴ 记忆在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⑵ 记忆发展的趋势。

⑶ 3 岁前儿童记忆发展的特点。

⑷ 3～6 岁幼儿记忆的发展。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学前儿童记忆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⑵ 掌握学前儿童记忆发展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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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学会运用学前儿童记忆发展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学前儿童的活动及促进学前儿童记忆力发展的策略。

第七章 学前儿童表征的发展

⒈ 考试内容

⑴ 表征在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⑵ 表征的发生。

⑶ 幼儿表征的发展。

⒉ 考试要求

掌握学前儿童表征发展的基本特点。

第八章 学前儿童想象的发展

⒈ 考试内容

⑴ 儿童想象的发生。

⑵ 幼儿想象的发展。

⑶ 幼儿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的发展。

⑷ 幼儿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的发展。

⑸ 幼儿想象的夸张性。

⑹ 各年龄学前儿童想象的特点。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学前儿童想象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⑵ 掌握学前儿童想象发展的基本特点。

⑶ 学会运用学前儿童想象发展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学前儿童想象活动及促进学前儿童想象发展发展的

策略。

第九章 学前儿童思维的发展

⒈ 考试内容

⑴ 思维的发生发展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意义。

⑵ 儿童思维的发生。

⑶ 儿童思维发展的趋势。

⑷ 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发展阶段的理论。

⑸ 学前儿童思维发展的一般特点。

⑹ 幼儿思维基本过程的发展。

⑺ 学前儿童掌握概念的特点。

⑻ 学前儿童判断和推理的发展。

⑼ 学前儿童理解的发展。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学前儿童思维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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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掌握学前儿童思维发展的基本特点。

⑶ 学会运用学前儿童思维发展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学前儿童思维活动和设计教学及促进学前儿童思维

发展发展的策略。

第十章 学前儿童言语的发展

⒈ 考试内容

⑴ 言语发生发展的趋势和发展阶段。

⑵ 儿童言语发生发展的生理基础。

⑶ 儿童对语音的掌握。

⑷ 学前儿童词汇的发展。

⑸ 学前儿童对语法的掌握。

⑹ 学前儿童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

⑺ 学前儿童语言功能的发展。

⑻ 儿童书面语言的发生。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学前儿童言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⑵ 掌握学前儿童言语发展的基本特点。

⑶ 学会运用学前儿童言语发展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学前儿童的活动及促进学前儿童言语发展的策略。

第十一章 学前儿童情绪发展

⒈ 考试内容

⑴ 情绪在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⑵ 情绪的发生和变化。

⑶ 学前儿童情绪和情感发展的一般趋势。

⑷ 学前儿童基本情绪的发展。

⑸ 学前儿童高级情感的发展。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学前儿童情绪发展的基本理论以及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⑵ 掌握学前儿童情绪发展的基本特点。

⑶ 学会运用学前儿童情绪发展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学前儿童的活动及促进学前儿童情绪发展的策略。

第十二章 学前儿童意志行动的发展

⒈ 考试内容

⑴ 意志的发展对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意义。

⑵ 儿童意志的发生。

⑶ 幼儿意志行动的发展。

⒉ 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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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理解学前儿童动作和意志发展的基本理论以及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⑵ 掌握学前儿童动作和意志发生、发展的基本特点。

⑶ 学会运用学前儿童动作和意志发展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学前儿童的活动及促进学前儿童动作和意志

发展的策略。

第十三章 学前儿童个性的发展

⒈ 考试内容

⑴ 个性形成的开始。

⑵ 幼儿个性形成的理论。

⑶ 学前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学前儿童个性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以及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⑵ 掌握学前儿童自我意识发展的基本特点。

第十四章 学前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发展

⒈ 考试内容

⑴ 学前儿童气质的发展。

⑵ 学前儿童性格的形成。

⑶ 学前儿童能力的发展。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学前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以及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⑵ 掌握学前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点。

⑶ 学会运用学前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学前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形成

和发展的表现和促进学前儿童气质、性格和能力形成和发展的策略。

第十五章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

⒈ 考试内容

⑴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⑵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速度。

⑶ 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

⑷ 有关儿童心理发展阶段的几个概念。

⑸ 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客观因素。

⑹ 影响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主观因素。

⑺ 影响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

⒉ 考试要求

⑴ 理解关于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知识。

⑵ 掌握学前儿童心理发展年龄特征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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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理解制约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规律和影响学前儿童发展诸因素的作用。

⑷ 运用关于学前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基理论知识分析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实际问题和提出促进学前

儿童心理发展的策略。

Ⅲ 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二、试卷题型比例

1、单选题：约占 30%。

2、名词解释：约占 12%。

3、简答题：约占 18%。

4、案例分析题：约占 24%。

5、论述题：约占 16%。

二、试卷题型示例及答案

1、单选题：将正确的选项填入（ ）内。每小题 2 分

学前儿童心理学是研究一定年龄阶段的儿童心理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一定年龄阶段”是( D )

A.0—1 岁 B.1—3 岁 C.3—6 岁 D.0—6 岁

2、名词解释：每小题 3 分

儿童心理的最近发展区：是指儿童能够独立表现出来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儿童在成人指导下所能够表

现出来的心理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3、简答题：每小题 6 分

简述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总趋势

答：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总趋势：

(1)从简单到复杂。（1.5 分）

(2)从具体到抽象。（1.5 分）

(3)从被动到主动。（1.5 分）

(4)从零乱到成体系。（1.5 分）

4、案例分析题：每小题 12 分

最近，一位母亲来信反映她 3 岁半的孩子患口吃至今已整整一年多。表现为一说话便高度紧张，言语

断断续续，尤其是在人多的场合更是如此。虽然夫妇俩经常提醒、纠正孩子的说话，有时甚至还吓唬、惩

罚孩子，但收效很小。孩子已变得十分沉默、自卑。据这位母亲反映，他们夫妇俩及孩子的直系亲属的言

语能力均属正常；孩子的听觉、发音等器官及相关的言语系统经医院检查也无异常。这位母亲十分焦虑、

苦恼，但再也不知怎样做才好。请你帮这位母亲就其孩子患口吃的原因进行准确的分析并提出有效的矫治

方法。

答：(1)对该孩子口吃原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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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口吃的原因有生理性的，但更多为心理性的。从来信可推断出该孩子患口吃的原因为心理性的。（2

分）具体的原因有：①孩子说话时过于急躁、激动和紧张，2—3岁儿童在急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容易出

现言语流节奏的障碍；（2 分）②父母急躁、简单而又粗暴的处理方式加剧了孩子的紧张；（2 分）③模仿口

吃患者。（2分）

(2)矫治方法：

①为孩子创设宽松的言语氛围，解除孩子的紧张情绪；（1分）

②教育孩子说话时不要急躁，想好后再慢慢说出；（1分）

③教育孩子不模仿别人的口吃；（1分）

④对孩子说话的每一点进步，父母都应及时强化、鼓励。（1 分）

5、论述题：每小题 16 分

根据学前儿童思维发展的趋势，谈谈幼儿教师应怎样开展教学工作?

答：学前儿童的思维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2 分）幼儿思维的内容是具体的，幼儿在思考问题时，总

是借助于具体事物或具体事物的表象。幼儿容易掌握那些代表实际东西的概念，不容易掌握比较抽象的概

念。（3分）

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尽可能具体、形象、直观化，必须要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多应用

直观教学手段。（5 分）

联系实际，举例说明。（6分）

本题应结合幼儿园进行论述。

5. 案例分析题：（着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学会程度）

例：绵绵春雨不间断地落在窗玻璃上，凝成了晶莹的水珠。突然，一位小朋友跑到教师面前，着急地

说：“老师，老师，快看，玻璃出‘水痘’了。”教师 A 说：“瞎说，玻璃怎么会出‘水痘’？那是雨水。”

教师 B说：“是吗，你很善于观察。”教师 C 说：“你的想象力真丰富啊！玻璃上的‘水痘’究竟是怎么回事？

谁愿意来说一说？”请结合<纲要>分析一下三位教师的应答，并谈谈你怎样应对这种情况。（15 分）

答题要点：《纲要》指出幼儿园科学教育领域的目标：1、培养幼儿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

奇心和求知欲；2、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2 分）

幼儿的思维具体形象，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具有拟人化的思维特点。（2分）

教师 A 无视幼儿的心理特点，她的话会影响及扼杀幼儿的求知和探究兴趣。（2 分）

教师 B 鼓励了幼儿对周围事物的观察，符合科学领域的目标一，但没有进一步引导幼儿学会解决问题。

（3分）

教师 C 进一步激发了幼儿的探究兴趣，鼓励幼儿探索问题，解决问题。（3 分）

如果是我，我会鼓励幼儿，引导幼儿观察这种现象，动手动脑，探究问题的本质规律。（3分）

Ⅳ 参考书目

《学前心理学》陈帼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5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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