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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学前体育与健康教育》是一门注重理论学习并关注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

课程内容主要有学前儿童体育与健康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以及在理论学习基础上

的实践应用。主要包括第一部分的学前儿童体育教育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学前儿童

健康教育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学前儿童体育活动的基本知识、幼儿园体育活

动开展的基本原则和规律以及内容简介和方法、基本动作及技能活动、幼儿园队

列队形活动、早操活动，学前儿童基本体操和体育游戏以及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

活动。第二部分包括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及实施、学前儿童心理健康

教育、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学前儿童的安全教育、学前儿童环境

教育、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评价。

二、本课程设置的目的

设置本课程，使考生详细了解学前儿童体育与健康的基本原理、结构、实际

操作等问题，关注理论与实践现状，掌握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和策略。

三、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掌握学前体育与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体育与

健康教育内涵、内容以及各种教学组织方法。

Ⅱ 考核目标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领会、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层次规定

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四个能力层次是递进关系，各能力层次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有关体育与健康的概念及主要内

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幼儿园体育与健康的概念及相

关理论的内涵及外延，理解幼儿园体育与健康的有关规定，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

要求对幼儿园体育与健康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

说明。

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幼儿园体育与健康理论，对幼儿园体育

与健康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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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已知的幼儿园体育与健康理论，对幼儿园体育

与健康的有关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尝试设计相关的教学目标或者过程。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部分 学前儿童体育

第一章 学前儿童体育活动的基本知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幼儿园体育活动的作用及任务，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

对幼儿身体结构有一定的评估能力；领会幼儿身体的发展与体育活动之间的关

系，领会幼儿体育运动与其他年龄段运动之间的发展价值差异性，领会幼儿体育

对幼儿生理、心理、认知思维以及社会性发展的价值；掌握学前儿童体育的基本

概念，掌握不同年龄段幼儿身体发展的基本特征。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学前儿童体育活动的基本概念

识记：①体育；②体育教育；③广义的学前儿童体育；④狭义的学前儿童体

育。

领会：①学前儿童体育教育的目的和任务。

（二）幼儿身体发展的特征

识记：①人体的基本结构。

领会：①幼儿身体发展的基本特征。

（三）幼儿体育运动的作用

综合应用：①幼儿体育运动的作用。

三、本章关键问题

幼儿身体的发展与体育活动之间的关系，幼儿体育运动与其他年龄段运动之

间的发展价值差异性，幼儿体育对幼儿生理、心理、认知思维以及社会性发展的

价值；不同各年龄段幼儿身体发展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 幼儿园体育活动开展的基本原则和规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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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幼儿园体育活动的基本原则及原理；掌握幼儿园体育活

动的基本规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体育活动开展的基本原则

识记：①全面性原则；②合理安排运动负荷的原则；③循序渐进的原则；④

直观性原则。

领会：①体育活动开展的基本原则。

简单应用：①体育活动开展的基本规律。

（二）体育活动开展的基本规律

简单应用：①体育活动开展的基本规律。

三、本章关键问题

幼儿园体育活动的基本原则及原理；幼儿园体育活动的基本规律。

第三章 幼儿园体育活动开展的内容简介和方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幼儿园体育活动中各元素存在的价值及各元素之间存在

的关系；理解基本动作、基本动作技能及基础专项动作技能之间的关系与差异；

掌握幼儿园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掌握幼儿园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掌握幼儿园

体育活动中的教学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幼儿园体育活动开展的内容简介

识记：①户外自主性体育活动；②室内体育活动；③早操活动；④集体体育

活动；⑤户外远足活动；⑥小小运动会；⑦基础专项运动技能。

领会：①幼儿园体育活动开展的具体内容。

（二）幼儿园体育活动开展中的基本方法

识记：①幼儿园体育活动开展的基本元素；②固定性环境里；③创造性环境。

简单应用：①幼儿园体育活动开展的内容形式；②幼儿园体育活动类型分析。

综合应用：①幼儿园体育活动中教师指导的方法；②幼儿园体育运动中应注

意的事项。

三、本章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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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动作、基本动作技能及基础专项动作技能之间的关系与差异；幼儿园体

育活动的主要形式，幼儿园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幼儿园体育活动中的教学方法。

第四章 基本动作及基本动作技能活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各种基本动作的特点；掌握各种基本动作及基本动作技

能内容；结合各种基本动作及动作技能初步尝试体育游戏的创编。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走步教育

识记：①走步；②走步的特点和要求；③走步的基本动作的概念。

领会：①走步基本动作技能的学习。

（二）跑步教育

识记：①跑步的基本常识。

领会：①跑步的特点和基本要求。

简单应用：①跑步动作的练习。

（三）跳跃教育

识记：①跳跃的基本常识。

领会：①跳跃的特点和基本要求。

简单应用：①跳跃动作的练习。

（四）投掷教育

识记：①投掷的基本常识。

领会：①投掷的特点和基本要求。

简单应用：①投掷动作的练习。

（五）攀、钻、爬教育

识记：①攀、钻、爬的基本常识。

领会：①攀、钻、爬的特点和基本要求。

简单应用：①攀、钻、爬动作的练习。

三、本章关键问题

各种基本动作的特点；各种基本动作及基本动作技能内容；结合各种基本动

作及动作技能初步尝试体育游戏的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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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幼儿园队列队形活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队列队形活动在幼儿园中的作用与意义，了解幼儿园体

育教育中队列队形的特点；理解队列队形活动在幼儿园中有效开展的基本原则；

掌握队列队形活动开展过程中的基本口令与要求，掌握队列队形活动开展的基本

组织方法，掌握幼儿园队列队形开展过程中的各种手段与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幼儿园队列队形的基本内容

识记：①队列队形练习；②队列；③队形；④预令；⑤动令。

领会：①幼儿园队列队形练习的意义；②幼儿教师基本口令的要求；③队列

队形的活动中教师常用的辅助工具。

简单应用：①哨声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二）幼儿园队列队形的组织与基本操作方法

领会：①幼儿园队列队形组织的基本操作原则。

简单应用：①幼儿园体育活动中基本队形的组织方法。

（三）队列队形活动在幼儿园中的运用

识记：①队列间隔；②集合；③分组；④并组；⑤横队；⑥纵队。

领会：①队列队形包括的几大因素；②队列间隔的方法。

简单应用：①幼儿园队列队形的开展应注意的问题。

综合应用：①各种队列队形的变换。

三、本章关键问题

队列队形活动在幼儿园中有效开展的基本原则；队列队形活动开展过程中的

基本口令与要求，队列队形活动开展的基本组织方法，幼儿园队列队形开展过程

中的各种手段与方法。

第六章 幼儿园早操活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幼儿园早操活动的基本特点与概念；理解幼儿园早操活

动的目的与意义；掌握幼儿园早操活动的编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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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幼儿园早操活动的目的及意义

识记：①幼儿园早操。

领会：①幼儿园早操的目的和意义。

（二）幼儿园早操活动的组织

识记：①幼儿园早操活动的准备。

领会：①幼儿园早操活动的基本内容。

综合应用：①幼儿园早操活动的程序。

（三）幼儿园早操活动应注意的问题

综合应用：①幼儿园早操活动应注意的问题。

三、本章关键问题

幼儿园早操活动的基本特点与概念；幼儿园早操活动的目的与意义；幼儿园

早操活动的编排方法。

第七章 学前儿童基本体操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学前儿童基本体操各种节奏控制的方法；理解学前儿童

基本体操各种类型、手段及辅导资料的作用；掌握学前儿童基本体操的类型和特

点，掌握幼儿园基本体操编排的方法，掌握学前儿童基本体操中的各种专业术语、

基本动作；尝试用运动简笔画进行基本动作的设计与记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学前儿童基本体操的概述

识记：①学前儿童基本体操；②拍手体操；③韵律体操；④武术体操；⑤幼

儿器械体操。

领会：①学前儿童基本体操的主要类型。

简单应用：①幼儿基本体操的特点。

（二）幼儿基本体操的编排

识记：①幼儿基本体操的组成要素；②动作幅度；③动作路线；④动作速度；

⑤动作配合。

领会：①幼儿基本体操编排的基本知识；②幼儿园中幼儿体操常用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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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名称。

简单应用：①编排幼儿体操的要求；②幼儿基本体操的编写方法与记录；③

幼儿基本体操编排应注意的问题。

综合应用：①幼儿基本体操的编创思路；②幼儿基本体操编写内容与格式。

三、本章关键问题

学前儿童基本体操各种类型、手段及辅导资料的作用；学前儿童基本体操的

类型和特点，幼儿园基本体操编排的方法，学前儿童基本体操中的各种专业术语、

基本动作；尝试用运动简笔画进行基本动作的设计与记录。

第八章 学前儿童体育游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学前儿童体育游戏存在的不同形式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理解学前儿童体育游戏的不同分类；理解和掌握学前儿童体育游戏开展的基本原

则；掌握不同年龄段体育游戏的特点，掌握不同类型的体育游戏对幼儿发展的作

用与价值，掌握不同年龄段体育游戏的操作方法，掌握体育游戏编写的方法并进

行体育游戏的创编；能实际操作各种类型的体育游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学前儿童体育游戏的基本概述

识记：①学前儿童体育游戏；②自主性体育游戏；③干预性体育游戏；④引

导性体育游戏；⑤指导性体育游戏。

领会：①学前儿童体育游戏的意义；②学前儿童体育游戏的特点。

（二）学前儿童体育游戏的分类和基本内容

识记：①学前儿童体育游戏分类的角度以及分类后的名称。

简单应用：①幼儿园集体游戏的基本内容。

（三）学前儿童体育游戏的操作原则和方法

简单应用：①不同年龄段体育游戏的操作原则和方法。

综合应用：①学前儿童体育游戏的操作原则和方法。

（四）感知运动类体育游戏

简单应用：①各年龄段感知运动类体育游戏的类型。

综合应用：①根据已学知识设计感知运动类体育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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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动作技巧性体育游戏

简单应用：①各年龄段基本动作技巧性体育游戏的类型。

综合应用：①根据已学知识各年龄段基本动作技巧性体育游戏。

（六）基本身体素质发展的体育游戏

识记：①身体素质。

综合应用：①各年龄段基本身体素质发展的体育游戏类型。

（七）各种运动材料形成的体育游戏

简单应用：①各种运动材料形成的体育游戏的类型和玩法。

三、本章关键问题

学前儿童体育游戏存在的不同形式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学前儿童体育游戏的

不同分类；学前儿童体育游戏开展的基本原则；不同年龄段体育游戏的特点，不

同类型的体育游戏对幼儿发展的作用与价值，不同年龄段体育游戏的操作方法，

体育游戏编写的方法并进行体育游戏的创编；各种类型体育游戏的实际操作。

第九章 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理解幼儿

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存在的多元目标取向；掌握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的结

构，掌握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教案的编写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的概述

识记：①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

领会：①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的分类。

（二）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的组织

领会：①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的结构。

简单应用：①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的准备。

综合应用：①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目标的撰写；②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

活动教案的编写。

三、本章关键问题

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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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目标取向；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的结构，幼儿园集体体育教学活动教

案的编写方法。

第二部分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第一章 健康与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概念和特征；领会学前儿童健康教

育的意义和任务，领会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规律和原则；掌握影响学前儿童健康

的因素。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健康与学前儿童健康的概念

识记：①健康；②健康的整体性；③健康的动态性；④健康的客观性；⑤健

康额度主观性；⑥学前儿童健康。

领会：①一个健康的儿童的生理表现；②一个健康儿童的心理表现。

简单应用：①影响学前儿童健康的因素。

（二）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含义和意义

识记：①健康教育；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领会：①现代儿童健康教育的含义。

简单应用：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意义。

（三）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任务

识记：①健康行为。

领会：①健康行为的特征。

简单应用：①学前儿童教育与行为改变。

综合应用：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任务。

（四）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规律和原则

识记：①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②渗透融合型原则；③循序渐进性

原则；④家庭健康教育；⑤幼儿园健康教育；⑥社会健康教育。

领会：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规则。

简单应用：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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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关键问题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关键概念以及意义和任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规律和

原则；影响学前儿童健康的因素。

第二章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目标的依据，掌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的总目标，掌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内容及选择内容的要求。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目标

识记：①健康教育总目标。

简单应用：①制定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目标的依据；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目

标。

综合应用：①《指南》中幼儿园健康教育目标的表述；②学前儿童年龄阶段

目标。

（二）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内容和要求

识记：①三浴锻炼。

领会：①选择学前儿童健康教育内容的要求。

综合应用：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内容。

三、本章关键问题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目标的依据，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总目标，学前儿童健康

教育的内容及选择内容的要求。

第三章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实施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特点；领会学前儿童健康教育

活动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掌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设计的步骤。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特点

识记：①健康教育的综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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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特点。

（二）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途径和方法

简单应用：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途径；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组

织方法；③选择组织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综合应用：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

（三）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设计

识记：①健康教育活动设计；②时代性原则；③发展性原则；④主动性原则；

⑤整合性原则。

简单应用：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设计的原则。

综合应用：①尝试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设计。

三、本章关键问题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特点；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和方法；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设计的步骤。

第四章 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的标志，了解影响学前儿童心理健康

的因素；领会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的目标和内容；掌握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的途径和

方法，掌握学前儿童常见的心理问题及矫正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心理健康教育概述

识记：①心理健康的概念；②心理健康的标准。

简单应用：①影响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②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意

义。

（二）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识记：①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

简单应用：①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三）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识记：①榜样示范；②情景演示；③行为练习；④讲解说理；⑤讨论评议。

领会：①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②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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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前儿童一般行为偏异的矫治方法

综合应用：①学前儿童行为偏异的矫治方法。

（五）学前儿童常见的心理障碍与行为问题的预防和教育

识记：①情绪障碍；②品行障碍；③语言障碍；④睡眠障碍；⑤攻击性行为；

⑥遗尿症；⑦口吃；⑧咬指甲癖；⑨儿童多动综合征；⑩缄默症。

领会：①学前儿童心理卫生的特点。

简单应用：①学前儿童各种问题行为及其预防。

三、本章关键问题

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的目标和内容；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的途径和方法，学前儿

童常见的心理问题及矫正方法。

第五章 学前儿童体育（本章内容不作考核要求）

第六章 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的概念和意义；掌握

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掌握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

自理教育的组织。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概述

识记：①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

领会：①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的意义。

（二）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识记：①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的各年龄段目标；②学前儿童的

睡眠时间。

领会：①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的内容。

（三）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的组织

简单应用：①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的设计；②学前儿童身体保

健和生活自理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综合应用：①根据所学知识，尝试设计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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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关键问题

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

自理教育的组织。

第七章 学前儿童的安全教育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学前儿童发生意外事故的原因和安全教育的意义；掌握

学前儿童安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掌握学前儿童安全教育活动的组织。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学前儿童的安全教育概述

识记：①学前儿童的安全教育概述。

领会：①学前儿童发生意外事故的原因；②学前儿童的安全教育的意义。

（二）学前儿童的安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识记：①学前儿童安全教育的年龄阶段的目标。

领会：①学前儿童安全教育的主要任务方面。

简单应用：①学前儿童安全教育的内容；②生活安全教育应该达到的要求。

（三）学前儿童的安全教育活动的组织

简单应用：①学前儿童的安全教育活动的组织应注意的问题。

综合应用：①任选学前儿童安全自护教育的内容，设计一个教育活动。

三、本章关键问题

学前儿童安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学前儿童安全教育活动的组织。

第八章 学前儿童环境教育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环境与学前儿童健康的关系，了解学前儿童环境教育的

意义；领会学前儿童环境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掌握学前儿童环境教育活动的组织。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学前教育环境教育概述

识记：①环境；②自然环境；③社会环境。

领会：①环境与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关系；②学前儿童环境教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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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前教育环境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简单应用：①学前教育环境教育的目标；②学前教育环境教育的内容。

（三）学前教育环境教育活动的组织

简单应用：①学前教育环境教育活动的组织应注意的问题。

三、本章关键问题

学前儿童环境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学前儿童环境教育活动的组织。

第九章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评价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含义、原则和意义；领会学前

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指标；掌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方法，掌握学前儿童健

康教育评价的组织和实施。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概述

识记：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方向性原则；

③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实效性原则；④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可行性原

则；⑤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全面性原则。

领会：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原则；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意义。

（二）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内容、方法和实施

识记：①绝对评价；②相对评价；③个体内部差异评价；④定性评价；⑤自

我评价；⑥他人评价；⑦诊断性评价；⑧形成性评价；⑨总结性评价；⑩定量评

价。

领会：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方案的设计编制。

简单应用：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实际编制；②学前儿童健康

教育评价的实际编制。

综合应用：①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的组织实施。

三、本章关键问题

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指标；学前儿童健康教育评价的方法，学前儿童健

康教育评价的组织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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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

定。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

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课程

内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但在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一定要适

当。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里面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

点，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

①《学前儿童体育》（第二版），汪超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

②《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第二版），王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在

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五、应考指导

1. 如何学习

很好的计划和组织是你学习成功的法宝。如果你正在接受培训学习，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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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为了在考试中作出满意的回答，你必须对所学课程内容有

很好的理解。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你的学习进展。你阅读课本时可以做读

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注意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代表重点；绿

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可以在空白处记录

相关网站，文章。

2. 如何考试

卷面整洁非常重要。书写工整，段落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

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是回答你自己乐意回答的问题！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3. 如何处理紧张情绪

正确处理对失败的惧怕，要正面思考。如果可能，请教已经通过该科目考试

的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做深呼吸放松，这有助于使头脑清醒，缓解紧张情绪。

考试前合理膳食，保持旺盛精力，保持冷静。

4. 如何克服心理障碍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你在考试中出现这种情况，试试下列方法：使用“线

索”纸条。进入考场之前，将记忆“线索”记在纸条上，但你不能将纸条带进考

场，因此当你阅读考卷时，一旦有了思路就快速记下。按自己的步调进行答卷。

为每个考题或部分分配合理时间，并按此时间安排进行。

六、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

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

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

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

四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在考试之日起 6 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

律、法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

符的，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

大方针政策的变化予以体现。

3.教材内容分为两部分，考试试卷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分别为：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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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

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2.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

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出与基本要求不符

的偏题或怪题。

3.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

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4.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不是等同的概

念。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对于不同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

5.本课程考试试卷中可能采用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判断改错题、名词解

释题、简答题、论述题、综合应用题等。

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运动负荷又称 （ ）

A.运动载量 B.运动量 C.运动密度 D.运动强度

参考答案：B

2.遗尿症多数发生在（ ）

A. 2-5 岁 B.3-6 岁 C.6-7 岁 D. 7-8 岁

参考答案：C

二、判断改错题

1.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是人一生健康教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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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正确

2.粗略掌握动作阶段又称为“不成熟”阶段。

参考答案：错误。改为：粗略掌握动作阶段又称为“泛化”阶段。

三、名词解释题

1.指导性体育游戏

参考答案：幼儿园体育游戏中显性干预的一种教育方式，主要是指以教育者为主体或主

导，来组织幼儿进行体育游戏的一种方式。

四、简答题

1.简述现代健康教育的含义。

参考答案：

（1）健康教育是教育活动。

（2）健康教育需要社会行动和行政干预。

（3）健康教育工作者应首先了解健康的决定因素。

五、论述题

1.论述学前儿童健康教育活动设计的原则。

参考答案：

（1）时代性原则。时代性原则是指教育活动的设计要具有时代感，要考虑到所处时代

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发展的要求。

（2）活动性原则。动性原则是指健康教育设计应立足于活动，教师通过对有目的、有

计划的活动过程的指导，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3）发展性原则。发展性原则是指设计教育活动时，要考虑儿童年龄特点和发展趋势，

活动的难易要适度，使学前儿童能“跳一跳，摘桃子”。①设计教育活动力求全面，既考虑

全体又考虑个别儿童。②设计教育活动力求形式多样，集体活动、小组活动、个别活动相结

合。

（4）主动性原则。动性原则是指教育活动设计要能引起儿童的学习动机，使儿童发生

浓厚的学习兴趣。贯彻这条原则必须做到以下几点。①学习前要引起儿童学习的动机。②重

视儿童的学习过程，鼓励儿童大胆尝试。③多给发展较差的儿童提供参与活动的机会。

（5）整合性原则。合性原则是指在设计教育活动时，不仅要充分发挥活动内容、形式、

过程等各个因素的功能，还应加强各因素间的协调、配合，发挥其综合效能，从而促进儿童

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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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内容编排的合理性原则。内容编排的合理性原则是指教育内容的编排应做到由易

到难，由简到繁，由具体到抽象，由儿童已知到儿童未知。

（7）地方性和季节性原则。地方性和季节性原则是指教育活动的设计应考虑当地经济

发展状况、自然环境特点以及四季中自然界的物体与现象发展变化规律。

六、综合应用题

1.根据学前儿童身体保健和生活自理教育活动的设计要求以及注意的问题，设计大班

健康教育活动：牙齿上有小洞洞

参考答案：

写出下列环节：

（1）活动名称。

（2）活动目标。

（3）活动准备。

（4）活动过程。

导入部分。

寻找龋齿的原因。

讨论龋齿的危害。

教师总结。

（5）活动建议/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