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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前 儿 童 科 学 教 育》
项目二 实验探究型活动

一、判断题

1、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材料是指辅助科学教育进行的，用来帮助儿童

进行科学学习的各种工具。（ ）

2、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环境是指为了促进学前儿童的科学素养的发

展，由教育者创设、规划的一种具有科学教育价值的环境。（ ）

3、材料在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中的意义是：（1）操作材料是学前儿

童学习科学的工具；（2）操作材料可以提高学前儿童的动手能力；

（3）操作材料可以培养学前儿童积极的情感及意志力。（ ）

5、家庭及家长在学前儿童科学学习中的角色和作用包括：（1）鼓

励学前儿童进行探索；（2）向学前儿童示范可以怎样提问、怎样解

决问题；（3）在学前儿童没有进行发现活动之前不对有关问题进行

解答。（ ）

6、家庭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意义是：家庭是学前儿童最早的科学教

育环境、父母是学前儿童最好的科学启蒙老师、家庭和幼儿园的科学

教育紧密联系，相互补充。（ ）

7、家庭的科学教育除了采用幼儿园科学教育常用的方法之外，还应

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正确对待学前儿童的好奇好问、利用家庭生

活的有利条件，引导学前儿童观察周围事物、鼓励学前儿童的探索活

动、与幼儿园配合的科学教育活动、运用各种途径引导学前儿童学习

科学、学习集体教学无法重视的知识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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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心理环境主要是指在幼儿园内，创设浓厚的

科学学习氛围，为学前儿童的科学活动营造良好的心理气氛，重视儿

童及教师科学素养、科学习惯的形成等。（ ）

9、操作性问题是一种可以通过学前儿童自身的操作来寻求答案的问

题，例如问：“如果把纸放到水里，会发生什么事情?”解答问题的

方式可以是让学前儿童把纸放在水中试一试。（ ）

10、为了鼓励学前儿童的探索活动，家庭成员可以采取以下方式鼓

励学前儿童的探索活动：第一是关心学前儿童的探索活动；第二是为

探索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是父母参与学前儿童的探索活

动。（ ）

12、幼儿园为家长安排的家园互动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

利用家长会介绍科学发现；（2）家园联系手册；（3）家庭志愿者；

（4）幼儿园组织亲子活动。（ ）

12、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材料的类型很多，根据材料的功能来划分，

可以将材料分为主体材料、辅助性材料和工具。（ ）

13、在设计科学教育活动目标时，其内容和要求在方向上应与阶段

目标和终期目标相一致。（ ）

14、在“不同衣料的服装”的活动设计中，有科学教育、美术教育

和语言教育，这是根据科学教育活动设计的活动性要求而设计的。

（ ）

15、在集体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应发挥学前儿童的主动性、积极

性和创造性，使学前儿童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

16、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动是指教师利用周围环境，为学前儿童提

供材料和机会，使他们通过自身的感官去探索周围世界、获取信息、

发现问题、寻找答案的一种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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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发展性要求是指教师在设计与指导科学教育活动时，应着眼于

促进学前儿童全面的发展。（ ）

18、集体活动的设计，就是对科学教育活动的各个要素进行处理，

从而形成特定的相互关系的过程。在制定科学教育目标时，首先要考

虑的是学前儿童已有的经验水平；其次，是采用一些具体的方法来确

定目标。（ ）

19、教师对于科学活动过程的指导，主要是通过提出有质量的问题实

现的，有质量的提问能推进学前儿童思考，促使学前儿童去探索、去

发现。科学教育活动中的问题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封闭式的；另一

类是开放式问题。（ ）

二、选择题

1、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中教师的语言应具有（ ）。

Ａ、活动性、形象性、逻辑性、目的性 Ｂ、目的性、开放性、启

发性、逻辑性 Ｃ、形象性、开放性、启发性、逻辑性 Ｄ、启发

性、形象性、逻辑性、目的性

2、幼儿爱向成人提出各种有关自然界的问题，他们问“月亮为什么

是圆的？”，这类问题属于（）。

Ａ、简单性问题 Ｂ、操作性问题 Ｃ、理论性问题 Ｄ、直白性

问题

3、专门的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动不包括 （ ）。

A、集体教学活动中的科学教育 B、区角活动中的科学教育

C、偶发性科学教育活动 D、游戏活动中的科学教育

4、家庭儿童科学教育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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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个别性、随机性、灵活性、潜移默化性 Ｂ、个别性、潜移

默化性、开放性、灵活性 Ｃ、亲密性、开放性、潜移默化性、灵

活性 Ｄ、潜移默化性、联系性、随机性、灵活性

5、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材料的选择原则是：（ ）。

A、材料的生活性、探索性、可操作性、丰富性、层次性 B、材料

的实用性、探索性、可操作性、丰富性、层次性 C、材料的生活性、

实用性、可操作性、丰富性、层次性 D、材料的生活性、探索性、

可操作性、丰富性、安全性

6、下面哪一个不属于幼儿园园地（ ）。

A、种植园 B、饲养角 C、自然角 D、气象角

7、渗透的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动包括（）。

Ａ、日常生活中的科学教育、游戏活动中的科学教育、偶发性的科

学教育 Ｂ、集体性的科学教育、游戏活动中的科学教育、其它教育

活动中的科学教育 Ｃ、日常生活中的科学教育、偶发性的科学教育、

其它教育活动中的科学教育 Ｄ、日常生活中的科学教育、游戏活动

中的科学教育、其它教育活动中的科学教

8、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中教师的语言应具有（ ）。

Ａ、活动性、形象性、逻辑性、目的性 Ｂ、目的性、开放性、启发

性、逻辑性 Ｃ、形象性、开放性、启发性、逻辑性 Ｄ、启发性、

形象性、逻辑性、目的性

9、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社会资源包括（ ）。

Ａ、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天然资源 Ｂ、物力资源、

自然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 Ｃ、人文资源、自然资源、生活资

源、组织资源 Ｄ、组织资源、人文资源、物力资源、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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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采用通用的量具，而是运用一些自然物，对物体进行直接测量

的方法是：（ ）。

Ａ、非正式量具测量 Ｂ、正式量具测量

Ｃ、观察测量 Ｄ、普通测量

11、“学习使用准确量具进行测量”，是哪一个年龄阶段的教育目标

（ ）。

Ａ、２～３岁 Ｂ、３～４岁 Ｃ、４～５岁 Ｄ、５～6岁

12、下例动物中，适合学前儿童饲养的是（ ）。

Ａ、乌龟、金鱼、娇凤、蝌蚪 Ｂ、乌龟、金鱼、、蝌蚪 蚕 Ｃ、

蛇、金鱼、泥鳅、蝌蚪 Ｄ、乌龟、甲鱼、娇凤、蚕

13、要求学前儿童按事物的外形特征或量的差异来进行分类发生在

（ ）。

Ａ、２～３ Ｂ、３～４岁 Ｃ、４～５岁 Ｄ、５～6 岁

14、把青菜、西瓜、桔子、萝卜、香蕉等放在一起，让儿童进行分

类：青菜、萝卜等都是蔬菜、西瓜、桔子、香蕉等都不是蔬菜，这是

（ ）。注意不是二元分类

A、挑选分类 B、二元分类 C、多元分类 D．感知分类

15、以下物品中可以作为学前儿童自然测量工具的是（ ）。

A、绳子 B、秤 C、直尺 D、钟表

16、“能按照对事物内在的、物理特性分类”，是哪一个年龄的科

学教育目标（ ）。

Ａ、２～３岁 Ｂ、３～４岁 Ｃ、４～５岁 Ｄ、５～6岁

三、简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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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实际谈谈应该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好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材

料

2．举例说明科学教育活动的特点。

3．如何正确对待学前儿童的好奇好问？

4．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社会资源在选择与利用时应注意哪些方面？

5．联系实际情况阐述集体科学教育活动的实施与指导

6.请简述幼儿教师开展小实验指导的要点。

7、实验操作类科学教育活动的含义及教育价值是什么？

8、实验操作类科学教育活动应如何设计？材料的选择应注意哪些问

题？

9、实验操作类科学教育活动指导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四、设计题

设计集体科学教育活动“认识水”（大班）的活动方案，并对其中活

动方法的设计思路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