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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国开电大《幼儿游戏与玩具》形考任务测试 

形考任务一

1.在游戏中幼儿可以超越现实，按照他们的想象改变现实。他们可以一会儿是“妈 
妈”,一会儿是“教师”,一会儿是“炊事员”等，这体现了幼儿游戏的 (B)。

A.主动性

B.虚构性

C.兴趣性

D.形象性

2.游戏的 (D)   特点体现在游戏中的声、形、动、情之中。

A.主动性

B.虚构性

C.兴趣性

D.形象性

3.游戏的 (C)   特点使游戏既能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又使游戏对幼儿有强烈的吸引

力。

A.主动性

B.虚构性

C.兴趣性

D.形象性

4.《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园应以 (A)   为基本活动”。

A.游戏

B.教学

C.运动

D.生活

5.在游戏中，幼儿总能通过不断尝试，找到适合自己能力与兴趣的游戏内容和方式 

方法，获得满足感和自信心。在这个过程中，可见游戏让幼儿获得了 (C)    内部心理体 

验。

A.兴趣性体验

B.自主性体验

C.胜任感体验

D.幽默感体验

6.在“医院”游戏中，扮演医生的幼儿要判断病人得了什么病，然后决定给病人吃什 
么药、打什么针。这反映了游戏可以促进幼儿 (B)。

A.游戏丰富幼儿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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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游戏促进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

C.游戏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D.游戏促进幼儿语言的发展

7.“寓学习于游戏”的最早倡导者是 (A)。

A.柏拉图

B.亚里士多德

C.昆体良

D.夸美纽斯

8.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研究儿童游戏，并把游戏作为幼儿园教育基础的教育家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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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夸美纽斯

B.洛克

C.福禄贝尔

D.杜威

9.游戏与教学的实践关系中，“促进式”关系是指 (D)。

A.游戏和教学没有关系，教学是教学，游戏是游戏，互不相干，各自独立地发挥作 

用。

B.在游戏中插入教学，在教学中插入游戏。

C.人为地让游戏和教学在一个活动中，但两者没有交叉。

D.游戏产生于教学中，或者游戏引发教学。

10.我国学者陈鹤琴认为，儿童之所以游戏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儿童的身体 
发展有关，二是与 (B)。

A.成人的引导有关

B. 儿童好动的天性和游戏能够带来的快感有关

C.游戏的同伴有关

D.游戏的娱乐性有关

形考任务二

1.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严肃地思考并解释了儿童游戏的原因与意义的是 (B)。 

A.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

B.经典的游戏理论

C.认知发展学派的游戏理论

D.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2.剩余精力说的代表人物是 (C)。

A.格鲁斯

B.拉察鲁斯

C.席勒和斯宾塞

D.霍尔

3.(C)     否认游戏是独立的活动形式，认为游戏只是认知活动的衍生物。

A.精神分析学派的游戏理论

B.经典的游戏理论

C.认知发展学派的游戏理论

D.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游戏理论

4.现代意义上的积木来源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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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希尔地面积木

B. 福禄贝尔的“恩物”

C.以原木制成的“单元积木”

D.蒙氏教具中的积木

5.游戏的元交际理论的代表人物是 (A)。

A.贝特森

B.伯莱因

C.弗洛伊德

D.霍尔

6.从认知发展的侧面考察幼儿游戏发展的心理学家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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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维果斯基

B. 艾里康宁

C. 贝特森

D.皮亚杰

7.在经典游戏理论中，拉察鲁斯和帕特里克提出的学说是 (D)。

A.剩余精力说

B.元交际理论

C.前练习说

D.松弛说

8.维果斯基认为游戏创造了幼儿的 (C)。

A.明显的想象情景

B.隐蔽的规则

C.最近发展区

D.隐蔽的想象情景

9.皮亚杰的游戏发展阶段中，在前运算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 (B)。

A.规则游戏

B.象征性游戏

C.练习性游戏

D.表演游戏

10.带有明显的主观臆测倾向的游戏流派是 (A)。

A.精神分析学派

B.认知发展学派

C.社会文化历史学派

D.游戏的元交际理论

形考任务三

题目1

1.按照幼儿的认知发展来分类， (B)   是2—7岁学前儿童最典型的游戏形式。 

A.感觉运动游戏

B.象征性游戏

C.结构游戏

D.规则游戏

题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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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儿各自玩各自的玩具，彼此没有交流，但是大家玩的玩具和玩法相类似。这是 
(B)。

A.独自游戏

B.平行游戏

C.联合游戏

D.合作游戏

题目3

3.幼儿根据故事、童话、舞蹈等文艺作品的内容，指导幼儿进行扮演的游戏。这是 
(A)。

A.表演游戏

B.结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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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智力游戏

D.角色游戏

题目4

4.幼儿会留心别人的游戏，会互借玩具，有时会加入对方的游戏中，并且相互交谈， 

但没有建立一致的游戏目标，也没有集体组织游戏的进行。这种情况表示幼儿的游戏处 

在 (C)。

A.独自游戏阶段

B.平行游戏阶段

C.联合游戏阶段

D.合作游戏阶段

题目5

5.幼儿利用积木、积塑、橡皮泥、竹木制品或者金属配件材料等进行游戏，或者用 

沙、泥、雪等材料进行的游戏，这类游戏称为 (D)。

A.表演游戏

B.角色游戏

C.智力游戏

D.结构游戏

题目6

6.情景转变、以物代物、以人代人是 (D)   游戏的基本构成要素 (D)。 

A.感觉运动

B.结构

C.规则

D.象征性

题目7

7.游戏的内容主要反映的是社会生活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和愿望来构思游戏主题，这大概是 (A)   幼儿游戏内容的特点。

A.3-4 岁

B.2-3 岁

C.5-6 岁

D.7岁以后

题目8

8.(C)     的幼儿在结构游戏中，更多的兴趣在于材料的运动过程，建构的目的性很 

不明确，往往先做后想，随时改变主意，不能按照一定的目的做下去。

A.6岁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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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岁

C.3 岁左右

D.5-6 岁

题目9

9.幼儿以集体共同的游戏目标为中心，活动有严格的组织，小组里有分工，而且常 
有明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是 (B)。

A.独自游戏

B.合作游戏

C.平行游戏

D.联合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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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10

10.规则游戏大量出现在 (D)。

A.婴儿期

B.幼儿早期

C.幼儿中期

D.幼儿末期

形考任务四

题目1

1.教师在幼儿附近玩与幼儿游戏相同或者不同材料的游戏，目的在于引导幼儿模仿 

教师。这是 (A)。

A.平行式介入法

B.交叉式介入法

C.垂直介入法

D.情感性鼓励

题目2

2.当幼儿有教师参与的需要或教师认为有指导必要时，由幼儿邀请教师作为游戏中 

的某一角色或教师自己扮演一个角色进入幼儿的游戏，通过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起 

到指导幼儿游戏的作用。在这里，教师用了 (B)。

A.平行式介入法

B.交叉式介入法

C.垂直介入法

D.情感性鼓励

题目3

3.当幼儿游戏出现严重违反规则或攻击性等危险行为时，教师直接介入游戏，对幼 
儿的行为进行直接干预。在这里，教师用了(C)。

A.平行式介入法

B.交叉式介入法

C.垂直介入法

D.情感性鼓励

题目4

4.在游戏当中，幼儿因争抢玩具而发生打骂，或者玩一些“死”、“上吊”、“暴力”等 

内容的游戏时，教师可以使用 (C)。

A.平行式介入法

B.交叉式介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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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垂直介入法

D.情感性鼓励

题目5

5.在邮局游戏中，教师扮演“寄信人”却假装不知道要写地址或贴邮票，贴多少钱的 

邮票等，吸引邮局“工作人员”主动前来介绍，丰富了游戏中幼儿的角色对话。在这里， 

教师使用了 (B)。

A.平行式介入法

B.交叉式介入法

C.垂直介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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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情感性鼓励

题目6

6.幼儿园美工区比较适宜设在 (D)。

A.可设在角落与其他区域隔离，注意采光。

B.适宜在较为安静的区域，最好接近后勤区。

C.远离幼儿来往走动较多的地方， 一般可设在不靠门的角落里。

D.靠窗台、近水源，便于幼儿在活动中自由取、换水，更重要的采光要好，便于保 

护幼儿视力。

题目7

7.把美工游戏区的教育目标设定为“培养幼儿美观和动手操作能力”,在语言区设定 

的教育目标为“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力”,这些游戏目标的设定有什么问题?下面的表述 

最符合要求的是 (A)。

A.这样的目标过于笼统、含糊不具体

B.这样的目标表述没有侧重幼儿发展的不同方面

C.这样的目标表述没有体现目标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D.这样的目标表述没有体现幼儿的成长规律

题目8

8.教师在对幼儿游戏进行评价时，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尽量减少主观臆断和个人因素的影响。这体现了游戏评价的 (B) 原则。

A.描述性原则

B.客观性原则

C.形成性原则

D.差异性原则

题目9

9.在游戏中，不同的幼儿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即使发展程度相同，不同的幼 

儿也会因为个性偏好和独特的人格显示出不同的行为，因此，在进行评价时，要注意不 

同的幼儿进行不同的评价。这体现了游戏评价的 (D)  原则。

A.描述性原则

B.客观性原则

C.形成性原则

D.差异性原则

题目10

10.教师事先去顶一到两个幼儿作为观察对象，幼儿走到哪里，教师就追随到哪里， 
这使用的是 (C)   观察方法。

A.定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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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扫描观察

C.追踪观察

D.轶事观察

形考任务五

题目1

1.(A)     是幼儿期最主要、最典型、最有特色的游戏?

A.角色游戏

B.结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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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规则游戏

D.表演游戏

题目2

2.角色游戏是幼儿以模仿和想象，通过扮演角色， (B)   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游戏。

A.客观地

B.创造性地

C.如实地

D.虚构地

题目3

3.角色游戏的实质即幼儿通过自己的 (C) 、 面部表情和言语等来塑造某一特定的

角色。

A.想象

B.理解

C.形体动作

D.想法

题目4

4.(D)     是角色游戏的主要特点。

A.创造和想象

B.模仿和创造

C.假想和模仿

D.模仿和想象

题目5

5.在角色游戏中，幼儿会以物代物， 一根小小的冰糕棍，幼儿可以想象成吃饭的筷 

子、喝汤的勺子、炒菜的铲子等，这体验了角色游戏的 (A)   特点。

A.假想性

B.主动性

C.创造性

D.模仿性

题目6

6.中班幼儿在角色游戏中会 (B)。

A.不是按需要使用玩具，而是凭兴趣使用玩具

B.会按照角色需要使用玩具，能够按照角色要求行动，做出符合游戏角色身份所需 

要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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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会创造性的使用玩具，或者为游戏自制玩具

D.有明确的角色意识，能够相互协调角色之间的关系

题目7

7.(C)     年龄段的幼儿以无意注意为主，角色游戏随意性较强，主题没有明确的目 

的，会时时转换自己的游戏角色。

A.大班

B. 中班

C.小班

D.托班

题目8

8.对于幼儿来说，在表演游戏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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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游戏性优于表演性

B.表演性优于游戏性

C.游戏性和表演性同样重要

D.游戏性和表演性都不重要

题目9

9.(A)     年龄段的幼儿在角色游戏中有明确的角色意识，能够相互协调角色之间的 

关系，在行动上能与同伴相互配合，持续地进行同一个游戏。

A.大班

B.中班

C. 小班

D.托班

题目10

10.在结构游戏中， (B)   年龄段的幼儿结构目的比较明确，对搭建的动作和过程感 

兴趣，同时也能关心游戏的结果，游戏的时间一般能持续20分钟。

A.大班

B. 中班

C. 小班

D.托班

形考任务六

题目1

1.我们在选择玩具时，要注意选择的玩具对幼儿来说，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幼 
儿某一个方面如身体、智力或情感上的发展。体现了玩具选择的 (D)   原则。

A.符合幼儿的发展水平

B.符合艺术、卫生和安全的要求

C.应经济适用

D.具有教育性

题目2

2.19世纪德国幼儿教育家(A) 专门为幼儿制作了一套玩具，并把这套玩具命名为“恩 

物”。

A.福禄贝尔

B.埃里克森

C.皮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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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蒙台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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