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2] 题型.判断题

[2] 题干.美术是儿童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

[2] 正确答案.A

[2] 难易程度.中

[2] 选项数.2

[2] A.正确

[2] B.错误

[3] 题型.填空题

[3] 题干.美术是儿童（）的一种方式。

[3] 正确答案.A

[3] 难易程度.易

[3] 选项数.1

[3] A.自我表现

[4] 题型.判断题

[4] 题干.儿童美术反映了儿童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情感和思想。

[4] 正确答案.A

[4] 难易程度.易

[4] 选项数.2

[4] A.正确

[4] B.错误

[5] 题型.填空题

[5] 题干.儿童美术反映了儿童对（）的认识、情感和思想。

[5] 正确答案.A

[5] 难易程度.易



[5] 选项数.1

[5] A.周围世界

[6] 题型.单选题

[6] 题干.美术基本特征有（）种。

[6] 正确答案.C

[6] 难易程度.易

[6] 选项数.4

[6] A.4

[6] B.1

[6] C.3

[6] D.2

[7] 题型.判断题

[7] 题干.美术不能表达作者对客观世界具体事物的情感和美化生活

[7] 正确答案.B

[7] 难易程度.易

[7] 选项数.2

[7] A.正确

[7] B.错误

[10] 题型.填空题

[10] 题干.雕塑作品制作工艺（）

[10] 正确答案.A

[10] 难易程度.中

[10] 选项数.1

[10] A.雕、刻



[11] 题型.判断题

[11] 题干.绘画作品分类的形式有

[11] 正确答案.A

[11] 难易程度.中

[11] 选项数.1

[11] A.工具材料、题材内容、作品形式

[12] 题型.填空题

[12] 题干.感知系统中，尤以（）的作用最为巨大。

[12] 正确答案.A

[12] 难易程度.易

[12] 选项数.1

[12] A.视觉

[13] 题型.判断题

[13] 题干.感知能力是人类活着的基本能力。

[13] 正确答案.B

[13] 难易程度.易

[13] 选项数.2

[13] A.正确

[13] B.错误

[14] 题型.单选题

[14] 题干.想象按其创造性可分为（）和创造想象。

[14] 正确答案.A

[14] 难易程度.中

[14] 选项数.4

[14] A.再造想象

[14] B.心理现象



[14] C.行为想象

[14] D.艺术想象

[15] 题型.填空题

[15] 题干.创造力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和标志之一。

[15] 正确答案.A

[15] 难易程度.易

[15] 选项数.1

[15] A.特征

[17] 题型.单选题

[17] 题干.创造想象需要更多的独立性和（）。

[17] 正确答案.B

[17] 难易程度.易

[17] 选项数.4

[17] A.主导性

[17] B.创造性

[17] C.艺术性

[17] D.自主性

[18] 题型.判断题

[18] 题干.创造力不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特性和标志之一。

[18] 正确答案.B

[18] 难易程度.中

[18] 选项数.2

[18] A.正确

[18] B.错误



[19] 题型.填空题

[19] 题干.想象按其创造性的成分可以分为（）。

[19] 正确答案.A

[19] 难易程度.中

[19] 选项数.1

[19] A.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

[20] 题型.判断题

[20] 题干.幼儿初期的想象常与直觉过程联系在一起

[20] 正确答案.A

[20] 难易程度.易

[20] 选项数.2

[20] A.正确

[20] B.错误

[21] 题型.填空题

[21] 题干.（）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能力。

[21] 正确答案.A

[21] 难易程度.中

[21] 选项数.1

[21] A.感知能力

[22] 题型.判断题

[22] 题干.通过美术活动可以发展儿童的视知觉

[22] 正确答案.A

[22] 难易程度.易

[22] 选项数.2

[22] A.正确

[22] B.错误



[23] 题型.单选题

[23] 题干.美术是诉诸于（）的艺术，

[23] 正确答案.C

[23] 难易程度.易

[23] 选项数.4

[23] A.嗅觉

[23] B.听觉

[23] C.视觉

[23] D.触觉

[26] 题型.填空题

[26] 题干.象征阶段表现为 3-3.6 岁儿童（）的一种表现方式。

[26] 正确答案.A

[26] 难易程度.中

[26] 选项数.1

[26] A.绘画

[28] 题型.判断题

[28] 题干.涂鸦是随着儿童的认识能力的发展而产生而发展的。

[28] 正确答案.A

[28] 难易程度.中

[28] 选项数.2

[28] A.正确

[28] B.错误

[29] 题型.单选题

[29] 题干.靠整个手臂的前后摆动来决定线条的（）。



[29] 正确答案.B

[29] 难易程度.易

[29] 选项数.4

[29] A.形状

[29] B.方向

[29] C.长度

[29] D.粗细

[30] 题型.判断题

[30] 题干.象征阶段表现为 3-3.5 岁儿童绘画的一种表现方式。

[30] 正确答案.A

[30] 难易程度.易

[30] 选项数.2

[30] A.正确

[30] B.错误

[32] 题型.判断题

[32] 题干.命名涂鸦阶段是 2-3.

[32] 正确答案.B

[32] 难易程度.易

[32] 选项数.2

[32] A.正确

[32] B.错误

[33] 题型.单选题

[33] 题干.儿童涂鸦阶段是（）。

[33] 正确答案.D

[33] 难易程度.易

[33] 选项数.4



[33] A.2-4.5

[33] B.1-3.5

[33] C.1-4.5

[33] D.1.5-3.5

[34] 题型.判断题

[34] 题干.涂鸦是随着学前儿童认识能力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

[34] 正确答案.A

[34] 难易程度.易

[34] 选项数.2

[34] A.正确

[34] B.错误

[35] 题型.单选题

[35] 题干.命名涂鸦阶段未,逐渐形成简单的（）图样,迈向下一个发

展阶段。

[35] 正确答案.B

[35] 难易程度.易

[35] 选项数.4

[35] A.实物形

[35] B.象形

[35] C.真实性

[35] D.详细

[37] 题型.填空题

[37] 题干.在涂鸦时,一边画,（）地说明自己所画的东西。

[37] 正确答案.A

[37] 难易程度.易



[37] 选项数.1

[37] A.一边自言自语

[38] 题型.判断题

[38] 题干.玩耍阶段孩子只是一纯粹的玩耍为中心。

[38] 正确答案.A

[38] 难易程度.易

[38] 选项数.2

[38] A.正确

[38] B.错误

[39] 题型.单选题

[39] 题干.直觉表现阶段幼儿作品中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的

表现

[39] 正确答案.B

[39] 难易程度.易

[39] 选项数.4

[39] A.抽象

[39] B.夸张

[39] C.理性

[39] D.自主

[41] 题型.单选题

[41] 题干.直觉表现阶段儿童已有一定的制作意图,能利用（）的可

塑性展开各种尝试

[41] 正确答案.C

[41] 难易程度.中

[41] 选项数.4

[41] A.纸张



[41] B.玩具

[41] C.粘土

[41] D.以上都不对

[42] 题型.填空题

[42] 题干.灵活表现阶段儿童的年龄段（）。

[42] 正确答案.A

[42] 难易程度.中

[42] 选项数.1

[42] A.5-7 岁

[44] 题型.判断题

[44] 题干.玩耍阶段初期,孩子的行为并没有明确的目的。

[44] 正确答案.A

[44] 难易程度.易

[44] 选项数.2

[44] A.正确

[44] B.错误

[45] 题型.填空题

[45] 题干.幼儿的表现欲非常强，喜欢使用剪刀等（）来制作。

[45] 正确答案.A

[45] 难易程度.易

[45] 选项数.1

[45] A.工具

[46] 题型.判断题

[46] 题干.幼儿的表现欲非常强，喜欢使用剪刀等工具来制作。

[46] 正确答案.A



[46] 难易程度.中

[46] 选项数.2

[46] A.正确

[46] B.错误

[47] 题型.单选题

[47] 题干.随着幼儿手腕动作、（）能力的不断提升，幼儿会不满

足于一两种技能制作简单的物体形象。

[47] 正确答案.A

[47] 难易程度.易

[47] 选项数.2

[47] A.手眼协调

[47] B.手脑协调

[48] 题型.判断题

[48] 题干.六个月的婴儿的视觉功能在许多方面已接近成人。

[48] 正确答案.A

[48] 难易程度.易

[48] 选项数.2

[48] A.正确

[48] B.错误

[49] 题型.填空题

[49] 题干.婴儿早期大脑两半球已出现处理不同信息的特异化，但

并能（）语言和非语言。

[49] 正确答案.A

[49] 难易程度.中

[49] 选项数.1

[49] A.辨别



[50] 题型.填空题

[50] 题干.婴儿对（）表现出意味深长的偏好。

[50] 正确答案.A

[50] 难易程度.中

[50] 选项数.1

[50] A.对鲜艳明亮的物体,尤其是对人脸容易产生视觉集中。

[53] 题型.单选题

[53] 题干.（）岁是婴儿生理发展非常迅速的时期。

[53] 正确答案.C

[53] 难易程度.易

[53] 选项数.4

[53] A.3

[53] B.4

[53] C.0-2

[53] D.1—3

[54] 题型.填空题

[54] 题干.六个月的婴儿的（）功能在许多方面已接近成人。

[54] 正确答案.A

[54] 难易程度.易

[54] 选项数.1

[54] A.视觉

[55] 题型.填空题

[55] 题干.婴儿早期大脑两半球已出现处理不同信息的（），但并

能辨别语言和非语言。

[55] 正确答案.A



[55] 难易程度.中

[55] 选项数.1

[55] A.特异化

[56] 题型.判断题

[56] 题干.婴儿早期大脑两半球已出现处理不同信息的特异化，但

并不能辨别语言和非语言。

[56] 正确答案.B

[56] 难易程度.易

[56] 选项数.2

[56] A.正确

[56] B.错误

[60] 题型.填空题

[60] 题干. 《纲要》中提出，（）目标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

活和艺术中的美。

[60] 正确答案.A

[60] 难易程度.中

[60] 选项数.1

[60] A.艺术领域

[61] 题型.单选题

[61] 题干.《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艺术领域目标有（）方面，

[61] 正确答案.C

[61] 难易程度.易

[61] 选项数.4

[61] A.1



[61] B.2

[61] C.3

[61] D.4

[62] 题型.填空题

[62] 题干. 我们对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发展他们的（）。

[62] 正确答案.A

[62] 难易程度.中

[62] 选项数.1

[62] A.潜能

[64] 题型.判断题

[64] 题干.《纲要》中提出，艺术领域目标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

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

[64] 正确答案.A

[64] 难易程度.中

[64] 选项数.2

[64] A.正确

[64] B.错误

[65] 题型.填空题

[65] 题干.行为表现的结果是可以（）的。

[65] 正确答案.A

[65] 难易程度.易

[65] 选项数.1

[65] A.观察和测量

[65] D.测量



[66] 题型.判断题

[66] 题干. 我们对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发展他们的潜能。

[66] 正确答案.A

[66] 难易程度.易

[66] 选项数.2

[66] A.正确

[66] B.错误

[67] 题型.单选题

[67] 题干.关于《指南》中关键词，下列哪项是错误的？

[67] 正确答案.C

[67] 难易程度.中

[67] 选项数.4

[67] A.艺术感受

[67] B.艺术表现与创造

[67] C.艺术感知

[67] D.艺术兴趣

[69] 题型.填空题

[69] 题干.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

[69] 正确答案.A

[69] 难易程度.中

[69] 选项数.1

[69] A.艺术地表现活动

[72] 题型.判断题

[72] 题干.过程目标关注的是外部事先规定的目标



[72] 正确答案.B

[72] 难易程度.易

[72] 选项数.2

[72] A.正确

[72] B.错误

[74] 题型.单选题

[74] 题干.把美术教育各个领域的内容，以一定的合理方式加以有

机的整合。这是（）原则。

[74] 正确答案.C

[74] 难易程度.易

[74] 选项数.4

[74] A.适应性原则

[74] B.系统原则

[74] C.整合性原则

[74] D.行为性原则

[75] 题型.判断题

[75] 题干.教师在选择美术教育内容时要以学前儿童的生活经验、

实际发展水平为基础。

[75] 正确答案.A

[75] 难易程度.易

[75] 选项数.2

[75] A.正确

[75] B.错误

[77] 题型.判断题

[77] 题干.欣赏对象的类型可分为艺术作品、自然景物、周围环



境。

[77] 正确答案.A

[77] 难易程度.易

[77] 选项数.2

[77] A.正确

[77] B.错误

[79] 题型.单选题

[79] 题干.关于绘画形式语言，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79] 正确答案.D

[79] 难易程度.易

[79] 选项数.4

[79] A.线条

[79] B.形状

[79] C.色彩

[79] D.形态

[81] 题型.判断题

[81] 题干.点状材料不属于工具材料

[81] 正确答案.B

[81] 难易程度.易

[81] 选项数.2

[81] A.正确

[81] B.错误

[82] 题型.填空题

[82] 题干.把各种不同教育领域的内容通过一个有（）加以适当的

整合。



[82] 正确答案.A

[82] 难易程度.中

[82] 选项数.1

[82] A.主题的美术活动

[83] 题型.填空题

[83] 题干.欣赏对象的类型

[83] 正确答案.A

[83] 难易程度.中

[83] 选项数.1

[83] A.艺术作品、自然景物、周围环境

[84] 题型.单选题

[84] 题干.手工工具材料及其性质包括（）方面。

[84] 正确答案.C

[84] 难易程度.易

[84] 选项数.4

[84] A.1

[84] B.2

[84] C.4

[84] D.3

[86] 题型.填空题

[86] 题干.正规的美术（）可以通过幼儿园课程中与美术直接有关

的学科领域进行，也可以通过单元或主题等进行。

[86] 正确答案.A

[86] 难易程度.易

[86] 选项数.1

[86] A.教育活动



[89] 题型.单选题

[89] 题干.教师安排 VS 幼儿自发有（）种方式。

[89] 正确答案.A

[89] 难易程度.易

[89] 选项数.4

[89] A.2

[89] B.3

[89] C.4

[89] D.1

[91] 题型.单选题

[91] 题干.正规的美术教育活动中可以通过幼儿园课程中与（）直

接有关的学科领域进行

[91] 正确答案.C

[91] 难易程度.易

[91] 选项数.4

[91] A.音乐

[91] B.书法

[91] C.美术

[91] D.舞蹈

[92] 题型.判断题

[92] 题干.教师安排的美术教育活动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设计

和组织专门性或渗透性的艺术教育活动。

[92] 正确答案.A

[92] 难易程度.易



[92] 选项数.2

[92] A.正确

[92] B.错误

[93] 题型.单选题

[93] 题干.非正规的美术教育活动，是通过幼儿在活动区的（）。

[93] 正确答案.A

[93] 难易程度.易

[93] 选项数.4

[93] A.自由活动

[93] B.老师教学

[93] C.家长教学

[93] D.保姆照看

[94] 题型.判断题

[94] 题干.正规的美术教育活动可以通过幼儿园课程中与美术直接

有关的学科领域进行，也可以通过单元或主题等进行。

[94] 正确答案.A

[94] 难易程度.中

[94] 选项数.2

[94] A.正确

[94] B.错误

[95] 题型.填空题

[95] 题干.正规的美术教育活动可以通过幼儿园课程中与（）有关

的学科领域进行，也可以通过单元或主题等进行。

[95] 正确答案.A

[95] 难易程度.中

[95] 选项数.1

[95] A.美术直接



[97] 题型.填空题

[97] 题干.教师安排的美术教育活动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设计

和（）或渗透性的艺术教育活动。

[97] 正确答案.A

[97] 难易程度.中

[97] 选项数.1

[97] A.组织专门性

[98] 题型.判断题

[98] 题干.教师可以根据需要临时发起、组织的各种类型的美术教

育活动。

[98] 正确答案.A

[98] 难易程度.易

[98] 选项数.2

[98] A.正确

[98] B.错误

[99] 题型.单选题

[99] 题干.下列不属于家庭美术教育的特点的是（）。

[99] 正确答案.A

[99] 难易程度.易

[99] 选项数.4

[99] A.团结性

[99] B.随机性

[99] C.长期性

[99] D.个别性



[101] 题型.填空题

[101] 题干.正规的 VS 非正规包括（）。

[101] 正确答案.A

[101] 难易程度.中

[101] 选项数.1

[101] A.正规的美术教育活动、非正规的美术教育活动

[102] 题型.填空题

[102] 题干.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儿童运用各种方式大胆的表达

自己的感受。

[102] 正确答案.A

[102] 难易程度.易

[102] 选项数.1

[102] A.鼓励

[104] 题型.单选题

[104] 题干.演示的准备工作要（）。

[104] 正确答案.B

[104] 难易程度.易

[104] 选项数.4

[104] A.合理

[104] B.充分

[104] C.随便

[104] D.以上都对

[105] 题型.判断题

[105] 题干.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鼓励儿童运用各种方式大胆的表达

自己的感受。

[105] 正确答案.A



[105] 难易程度.易

[105] 选项数.2

[105] A.正确

[105] B.错误

[106] 题型.单选题

[106] 题干.演示要和（）有机的结合

[106] 正确答案.D

[106] 难易程度.中

[106] 选项数.4

[106] A.舞蹈

[106] B.音乐

[106] C.表演

[106] D.讲解

[107] 题型.判断题

[107] 题干.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要尊重幼儿对美术作品的感受与反

应。

[107] 正确答案.A

[107] 难易程度.易

[107] 选项数.2

[107] A.正确

[107] B.错误

[108] 题型.单选题

[108] 题干.观察法获得对（）的感性认识。

[108] 正确答案.C

[108] 难易程度.易

[108] 选项数.4

[108] A.轮廓



[108] B.实物

[108] C.事物

[108] D.概念

[109] 题型.判断题

[109] 题干.其他的绘画创意方法包括创造性动作和创造性戏剧。

[109] 正确答案.A

[109] 难易程度.易

[109] 选项数.2

[109] A.正确

[109] B.错误

[110] 题型.填空题

[110] 题干.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要（）幼儿对美术作品的感受与反

应。

[110] 正确答案.A

[110] 难易程度.中

[110] 选项数.1

[110] A.尊重

[113] 题型.判断题

[113] 题干.演示法是可以使幼儿获得事物现象的感性认识的一种教

学方式。

[113] 正确答案.A

[113] 难易程度.易

[113] 选项数.2

[113] A.正确

[113] B.错误



[114] 题型.填空题

[114] 题干.演示用的教学媒体有（）。

[114] 正确答案.A

[114] 难易程度.中

[114] 选项数.1

[114] A.实物、标本、挂图、投影录像、计算机大屏幕投影

[116] 题型.单选题

[116] 题干.件事运用观察法的基本要求有（）方面。

[116] 正确答案.D

[116] 难易程度.易

[116] 选项数.4

[116] A.4

[116] B.3

[116] C.1

[116] D.2

[119] 题型.判断题

[119] 题干.单一科目的美术教育活动內容较多地关注美术知识本身

[119] 正确答案.A

[119] 难易程度.易

[119] 选项数.2

[119] A.正确

[119] B.错误



[120] 题型.填空题

[120] 题干.活动设计者需将单一科目的活动目标进行（），最终落

实在一个个具体的美术教育活动中，是各个目标有一定的前后联系、

层层递进。

[120] 正确答案.A

[120] 难易程度.易

[120] 选项数.1

[120] A.层层分解

[122] 题型.判断题

[122] 题干.单一科目的美术教育活动在内容的选择上奉行层层分解

的原则。

[122] 正确答案.B

[122] 难易程度.易

[122] 选项数.2

[122] A.正确

[122] B.错误

[124] 题型.填空题

[124] 题干.活动设计者心中必须要有（），将高层次的美术教育的

总目标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美术教育活动中去。这种确定目标的方

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一个县目标后内容的过程。

[124] 正确答案.A

[124] 难易程度.中

[124] 选项数.1

[124] A.目标意识



[125] 题型.单选题

[125] 题干.美术教学活动主要以美术学科的知识、技能技巧等作为

活动设计的依据。

[125] 正确答案.B

[125] 难易程度.易

[125] 选项数.4

[125] A.音乐

[125] B.美术

[125] C.书法

[125] D.舞蹈

[126] 题型.判断题

[126] 题干.单一科目的美术教育活动，也即分科的美术教学活动主

要以美术学科的知识、技能技巧等作为活动设计的依据。

[126] 正确答案.A

[126] 难易程度.易

[126] 选项数.2

[126] A.正确

[126] B.错误

[127] 题型.单选题

[127] 题干.单一科目的美术教育活动在内容的选择上奉行（）的原

则。

[127] 正确答案.C

[127] 难易程度.易

[127] 选项数.4

[127] A.先内容后目标

[127] B.目标与内容同步

[127] C.先目标后内容

[127] D.目标



[128] 题型.判断题

[128] 题干.活动设计者心中必须要有目标意识，将高层次的美术教

育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美术教育活动中去。这种确定目标的

方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一个县目标后内容的过程。

[128] 正确答案.A

[128] 难易程度.易

[128] 选项数.2

[128] A.正确

[128] B.错误

[130] 题型.判断题

[130] 题干.单一科目的美术教育活动在内容的选择上奉行先目标后

内容的原则。

[130] 正确答案.A

[130] 难易程度.易

[130] 选项数.2

[130] A.正确

[130] B.错误

[131] 题型.填空题

[131] 题干.活动内容可根据主题活动实施的具体情况进行（），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变性

[131] 正确答案.A

[131] 难易程度.中

[131] 选项数.1

[131] A.调整



[132] 题型.单选题

[132] 题干.剪纸作品是（）。

[132] 正确答案.C

[132] 难易程度.易

[132] 选项数.4

[132] A.《福》

[132] B.《蝴蝶结》

[132] C.《老鼠偷油》

[132] D.以上都是

[133] 题型.填空题

[133] 题干.在设计主题活动中的美术教育活动时，设计者心中应是

（）

[133] 正确答案.A

[133] 难易程度.易

[133] 选项数.1

[133] A.先内容，后目标

[134] 题型.单选题

[134] 题干.在设计主题活动中的美术教育活动时,设计者心中应是

（）

[134] 正确答案.C

[134] 难易程度.易

[134] 选项数.4

[134] A.自上而下

[134] B.层层分解

[134] C.先内容后目标

[134] D.先目标后内容



[135] 题型.填空题

[135] 题干.主题活动中的美术教育活动的内容可以由活动设计者决

定教学内容，或者由幼儿根据学习经验和需要来发起活动，因此既有

（），也有生成性。

[135] 正确答案.A

[135] 难易程度.中

[135] 选项数.1

[135] A.预设性

[136] 题型.判断题

[136] 题干.在设计主题活动中的美术教育活动时，设计者心中应是

先内容，后目标。

[136] 正确答案.A

[136] 难易程度.易

[136] 选项数.2

[136] A.正确

[136] B.错误

[138] 题型.判断题

[138] 题干.活动内容可根据主题活动实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变性

[138] 正确答案.A

[138] 难易程度.中

[138] 选项数.2

[138] A.正确

[138] B.错误



[140] 题型.判断题

[140] 题干.主题活动中的美术教育活动的内容可以由活动设计者决

定教学内容，或者由幼儿根据学习经验和需要来发起活动，因此既有

预设性，也有生成性。

[140] 正确答案.A

[140] 难易程度.易

[140] 选项数.2

[140] A.正确

[140] B.错误

[141] 题型.填空题

[141] 题干.主题活动中的美术教育活动能反应幼儿美术教育的一些

基本要求，给幼儿一些必须的美术（）和技能的学习。

[141] 正确答案.A

[141] 难易程度.易

[141] 选项数.1

[141] A.知识

[144] 题型.判断题

[144] 题干.区角活动中美术教育活动是一种适合幼儿兴趣和发展取

向的美术教育活动。

[144] 正确答案.A

[144] 难易程度.易

[144] 选项数.2

[144] A.正确

[144] B.错误



[146] 题型.单选题

[146] 题干.区角活动中美术教育活动是一种适合（）教育活动。

[146] 正确答案.B

[146] 难易程度.易

[146] 选项数.4

[146] A.老人

[146] B.幼儿

[146] C.青少年

[146] D.成年人

[148] 题型.填空题

[148] 题干.区角活动中的美术教育活动是一种（）的美术教育活

动。

[148] 正确答案.A

[148] 难易程度.中

[148] 选项数.1

[148] A.兴趣和发展取向

[149] 题型.判断题

[149] 题干.区角活动中的美术教育活动要求幼儿在一次活动中就能

实现。

[149] 正确答案.B

[149] 难易程度.易

[149] 选项数.2

[149] A.正确

[149] B.错误

[150] 题型.填空题

[150] 题干.区角中美术教育活动内容既可以由幼儿自主发起，也可



以是教育活动的预设、（）。

[150] 正确答案.A

[150] 难易程度.中

[150] 选项数.1

[150] A.延伸和拓展

[151] 题型.判断题

[151] 题干.区角中美术教育活动内容既可以由幼儿自主发起，也可

以是教育活动的预设、延伸和拓展。

[151] 正确答案.A

[151] 难易程度.易

[151] 选项数.2

[151] A.正确

[151] B.错误

[152] 题型.判断题

[152] 题干.在提供给幼儿感知的美术作品既要有典型性，又要有多

样性。

[152] 正确答案.A

[152] 难易程度.中

[152] 选项数.2

[152] A.正确

[152] B.错误

[153] 题型.填空题

[153] 题干.要素识别是指引导幼儿发现和（）画面中心、线、形、

色等形式要素。

[153] 正确答案.A

[153] 难易程度.易



[153] 选项数.1

[153] A.识别

[154] 题型.判断题

[154] 题干.教师应在幼儿探索、尝试的过程中细致、深入地观察，

发现幼儿操作中的问题，并予以解决。

[154] 正确答案.A

[154] 难易程度.易

[154] 选项数.2

[154] A.正确

[154] B.错误

[155] 题型.判断题

[155] 题干.并不是所有的操作活动都适于幼儿自我探索与发现。

[155] 正确答案.A

[155] 难易程度.中

[155] 选项数.2

[155] A.正确

[155] B.错误

[156] 题型.判断题

[156] 题干.通过创作与表现环节，幼儿可以将自己的经验、想法或

情绪情感用艺术手段表达出来。

[156] 正确答案.A

[156] 难易程度.易

[156] 选项数.2

[156] A.正确

[156] B.错误



[158] 题型.填空题

[158] 题干.教师要用（）的语言引导幼儿反复多次地感知、体验作

品。

[158] 正确答案.A

[158] 难易程度.易

[158] 选项数.1

[158] A.启发性

[159] 题型.填空题

[159] 题干.虽然教师对作品的意义已有预期，但并不意味着幼儿必

须（）。

[159] 正确答案.A

[159] 难易程度.中

[159] 选项数.1

[159] A.无条件接受

[160] 题型.填空题

[160] 题干.通过部分和（）的循环往复来理解美术作品所蕴含的意

义。

[160] 正确答案.A

[160] 难易程度.易

[160] 选项数.1

[160] A.整体

[161] 题型.判断题

[161] 题干.要素识别是指引导幼儿发现和识别画面中心、线、形、

色等形式要素。

[161] 正确答案.A

[161] 难易程度.易

[161] 选项数.2



[161] A.正确

[161] B.错误

[162] 题型.单选题

[162] 题干.美术欣赏是幼儿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

[162] 正确答案.B

[162] 难易程度.易

[162] 选项数.4

[162] A.特性

[162] B.组成部分

[162] C.分析

[162] D.以上都不对

[164] 题型.判断题

[164] 题干.教师要用启发性的语言引导幼儿反复多次地感知、体验

作品。

[164] 正确答案.A

[164] 难易程度.中

[164] 选项数.2

[164] A.正确

[164] B.错误

[165] 题型.单选题

[165] 题干.美术欣赏提高了幼儿的（）。

[165] 正确答案.B

[165] 难易程度.中

[165] 选项数.4

[165] A.对作品的理解

[165] B.审美意识



[165] C.审美敏感

[165] D.审美眼光

[166] 题型.判断题

[166] 题干.通过部分和整体的循环往复来理解美术作品所蕴含的意

义。

[166] 正确答案.A

[166] 难易程度.中

[166] 选项数.2

[166] A.正确

[166] B.错误

[168] 题型.判断题

[168] 题干.美术欣赏加深了幼儿对美术作品的审美意识。

[168] 正确答案.B

[168] 难易程度.易

[168] 选项数.2

[168] A.正确

[168] B.错误

[169] 题型.单选题

[169] 题干.用（）的语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169] 正确答案.D

[169] 难易程度.易

[169] 选项数.4

[169] A.相关术语

[169] B.繁多

[169] C.专业

[169] D.简介



[170] 题型.判断题

[170] 题干.教师应给予幼儿较少的时间欣赏。

[170] 正确答案.B

[170] 难易程度.易

[170] 选项数.2

[170] A.正确

[170] B.错误

[171] 题型.填空题

[171] 题干.活动目标与分类、（）以及总目标之间的联系是否密

切。

[171] 正确答案.A

[171] 难易程度.易

[171] 选项数.1

[171] A.年龄目标

[172] 题型.单选题

[172] 题干.要根据美术活动的（）准备相应的工具材料。

[172] 正确答案.D

[172] 难易程度.易

[172] 选项数.4

[172] A.特点

[172] B.形式

[172] C.内容

[172] D.主题

[173] 题型.填空题

[173] 题干.教师应自觉地运用评价手段，了解教育活动对幼儿发展

的（）。



[173] 正确答案.A

[173] 难易程度.中

[173] 选项数.1

[173] A.适宜性和有效性

[174] 题型.判断题

[174] 题干.在评价活动内容和工具材料时,必须考虑相关的因素。

[174] 正确答案.A

[174] 难易程度.易

[174] 选项数.2

[174] A.正确

[174] B.错误

[175] 题型.填空题

[175] 题干.美术教育活动的评价是()地对学前儿童美术能力发展和

学前儿童美术活动进行客观的了解，为进一步的美术教育和指导提供

依据

[175] 正确答案.A

[175] 难易程度.中

[175] 选项数.1

[175] A.有目的、有系统

[176] 题型.判断题

[176] 题干.活动的工具材料的准备要充分，并且要根据美术活动的

主题准备相应的工具材料。

[176] 正确答案.A

[176] 难易程度.易

[176] 选项数.2

[176] A.正确

[176] B.错误



[177] 题型.单选题

[177] 题干.活动过程包括（）方面。

[177] 正确答案.D

[177] 难易程度.易

[177] 选项数.4

[177] A.1

[177] B.2

[177] C.3

[177] D.4

[178] 题型.判断题

[178] 题干.活动目标与分类、年龄目标以及总目标之间的联系是否

密切。

[178] 正确答案.A

[178] 难易程度.易

[178] 选项数.2

[178] A.正确

[178] B.错误

[180] 题型.判断题

[180] 题干.教师应自觉地运用评价手段，了解教育活动对幼儿发展

的适宜性和有效性，以利调整、改进工作，提高教育质量。

[180] 正确答案.A

[180] 难易程度.易

[180] 选项数.2

[180] A.正确

[180] B.错误



[181] 题型.判断题

[181] 题干.美术教育活动的评价是有目的，有系统地对学前儿童美

术能力发展和学前儿童美术活动进行客观的了解，为进一步的美术教

育和指导提供依据

[181] 正确答案.A

[181] 难易程度.易

[181] 选项数.2

[181] A.正确

[181] B.错误

[184] 题型.填空题

[184] 题干.收集的美术作品应注明幼儿的姓名、（），记录幼儿在

创作过程中的典型实例和幼儿自己作品的解释。

[184] 正确答案.A

[184] 难易程度.易

[184] 选项数.1

[184] A.创作日期

[185] 题型.单选题

[185] 题干.通过观察幼儿在美术活动中的（）,将其特点记录下来，

作出评价解释。

[185] 正确答案.C

[185] 难易程度.中

[185] 选项数.4

[185] A.行为习惯

[185] B.行为表达

[185] C.行为表现

[185] D.内心活动



[186] 题型.填空题

[186] 题干.在潘元石的观点中，儿童画要能表达出（）的情感。

[186] 正确答案.A

[186] 难易程度.易

[186] 选项数.1

[186] A.个人

[188] 题型.填空题

[188] 题干.在潘元石的观点中，儿童画能表现出（）和材料的特

性。

[188] 正确答案.A

[188] 难易程度.中

[188] 选项数.1

[188] A.活用工具

[190] 题型.填空题

[190] 题干.在潘元石的观点中，儿童画的表现要符合儿童（）发展

的特点。

[190] 正确答案.A

[190] 难易程度.易

[190] 选项数.1

[190] A.身心

[191] 题型.判断题

[191] 题干.收集的美术作品应注明幼儿的姓名、创作日期，记录幼

儿在创作过程中的典型实例和幼儿自己作品的解释。

[191] 正确答案.A



[191] 难易程度.中

[191] 选项数.2

[191] A.正确

[191] B.错误

[192] 题型.单选题

[192] 题干.陈帼眉《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评价手册》一书中把儿童

在美术创作过程分为（）个方面进行评价。

[192] 正确答案.D

[192] 难易程度.易

[192] 选项数.4

[192] A.6

[192] B.3

[192] C.4

[192] D.9

[193] 题型.判断题

[193] 题干.在潘元石的观点中，儿童画要能发挥儿童的个性，有自

我的表现。

[193] 正确答案.A

[193] 难易程度.易

[193] 选项数.2

[193] A.正确

[193] B.错误

[195] 题型.判断题

[195] 题干.在潘元石的观点中，儿童画不能表现出活用工具和材料

的特性。

[195] 正确答案.B



[195] 难易程度.中

[195] 选项数.2

[195] A.正确

[195] B.错误

[196] 题型.填空题

[196] 题干.在潘元石的观点中，儿童画要能发挥儿童的个性，有

（）的表现。

[196] 正确答案.A

[196] 难易程度.中

[196] 选项数.1

[196] A.自我

[197] 题型.单选题

[197] 题干.幼儿的（）幼儿美术学习的结果。

[197] 正确答案.B

[197] 难易程度.易

[197] 选项数.4

[197] A.人缘度

[197] B.美术作品

[197] C.高尚道德

[197] D.崇高品格

[200] 题型.判断题

[200] 题干.梵高认为,儿童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他们身心两方面发展

的体现。

[200] 正确答案.B

[200] 难易程度.易



[200] 选项数.2

[200] A.正确

[200] B.错误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200 道' / ——'50 道（1）' / ——'50 道

（2）' /

[1] 题型.单选题

[1] 题干.关于工艺美术作品作用描述错误的是

[1] 正确答案.B

[1] 难易程度.易

[1] 选项数.4

[1] A.陈设性

[1] B.艺术性

[1] C.实用性

[1] D.民间艺术性

[2] 题型.单选题

[2] 题干.美术的分类形式有（）种。

[2] 正确答案.D

[2] 难易程度.易

[2] 选项数.4

[2] A.1

[2] B.2

[2] C.3

[2] D.4

[3] 题型.单选题

[3] 题干.绘画作品可分为（）种。

[3]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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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难易程度.易

[3] 选项数.4

[3] A.5

[3] B.4

[3] C.3

[3] D.6

[6] 题型.填空题

[6] 题干.雕刻作品的表现星辉（）。

[6] 正确答案.A

[6] 难易程度.易

[6] 选项数.1

[6] A.圆雕、浮雕

[9] 题型.单选题

[9] 题干.每个人情感的生成、智慧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基本的（）能

力的基础之上。

[9] 正确答案.D

[9] 难易程度.易

[9] 选项数.4

[9] A.生存

[9] B.交际

[9] C.处事

[9] D.感知



[12] 题型.填空题

[12] 题干.感知能力是人类（）的基本能力。

[12] 正确答案.A

[12] 难易程度.中

[12] 选项数.1

[12] A.存在和发展

[13] 题型.判断题

[13] 题干.感知系统中，尤以视觉的作用最为巨大。

[13] 正确答案.A

[13] 难易程度.易

[13] 选项数.2

[13] A.正确

[13] B.错误

[14] 题型.单选题

[14] 题干.想象按其创造性的成分可以分为（）方面。

[14] 正确答案.C

[14] 难易程度.易

[14] 选项数.4

[14] A.4

[14] B.3

[14] C.2

[14] D.1

[15] 题型.填空题

[15] 题干.涂鸦是随着儿童的（）的发展而产生而发展的。

[15] 正确答案.A

[15] 难易程度.中



[15] 选项数.1

[15] A.知识能力

[16] 题型.填空题

[16] 题干.有控制的涂鸦阶段（）。

[16] 正确答案.A

[16] 难易程度.易

[16] 选项数.1

[16] A.2-3 岁

[17] 题型.判断题

[17] 题干.由于练习和生理的发育,儿童的动作逐渐协调。

[17] 正确答案.A

[17] 难易程度.易

[17] 选项数.2

[17] A.正确

[17] B.错误

[18] 题型.单选题

[18] 题干.涂鸦阶段分为（）阶段。

[18] 正确答案.C

[18] 难易程度.易

[18] 选项数.4

[18] A.1

[18] B.2

[18] C.3

[18] D.4



[20] 题型.单选题

[20] 题干.手腕的关节运动比（）灵活。

[20] 正确答案.C

[20] 难易程度.易

[20] 选项数.4

[20] A.前一天

[20] B.后期

[20] C.前期

[20] D.以上都不对

[21] 题型.填空题

[21] 题干.儿童未分化的涂鸦是（）。

[21] 正确答案.A

[21] 难易程度.中

[21] 选项数.1

[21] A.1.5-2

[22] 题型.判断题

[22] 题干.儿童直觉表现阶段是 4-5 岁。

[22] 正确答案.A

[22] 难易程度.易

[22] 选项数.2

[22] A.正确

[22] B.错误

[24] 题型.单选题

[24] 题干.（）幼儿希望能用各种工具和材料制作出他们喜欢的较

复杂的物体形象

[24] 正确答案.A



[24] 难易程度.易

[24] 选项数.1

[24] A.灵活表现阶段

[24] B.直觉表现阶段

[24] C.象征期阶段

[24] D.涂鸦阶段

[25] 题型.填空题

[25] 题干.玩耍阶段孩子只是一纯粹的玩耍为（）。

[25] 正确答案.A

[25] 难易程度.中

[25] 选项数.1

[25] A.中心

[27] 题型.判断题

[27] 题干.视觉集中现象在婴儿出生后 4 个月

[27] 正确答案.B

[27] 难易程度.易

[27] 选项数.2

[27] A.正确

[27] B.错误

[28] 题型.单选题

[28] 题干.婴儿早期（）已出现处理不同信息的特异化。

[28] 正确答案.D

[28] 难易程度.易

[28] 选项数.4

[28] A.后脑勺

[28] B.右大脑



[28] C.左大脑

[28] D.大脑的两半球

[29] 题型.单选题

[29] 题干.（）个月婴儿的视觉功能在许多方面已接近成人。

[29] 正确答案.B

[29] 难易程度.易

[29] 选项数.4

[29] A.4

[29] B.6

[29] C.1

[29] D.3

[31] 题型.单选题

[31] 题干.婴儿特别注意人的嗓音对自己（）的声音更敏感。

[31] 正确答案.A

[31] 难易程度.易

[31] 选项数.4

[31] A.母亲

[31] B.父亲

[31] C.姥姥

[31] D.奶奶

[32] 题型.填空题

[32] 题干.六个月的婴儿的视觉功能在许多方面已接近（）。

[32] 正确答案.A

[32] 难易程度.中

[32] 选项数.1

[32] A.成人



[34] 题型.单选题

[34] 题干.艺术领域有（）内容与要求。

[34] 正确答案.C

[34] 难易程度.易

[34] 选项数.4

[34] A.5

[34] B.4

[34] C.6

[34] D.1

[35] 题型.填空题

[35] 题干.行为目标陈述的是（）。

[35] 正确答案.A

[35] 难易程度.中

[35] 选项数.1

[35] A.儿童的学习行为变化的结果。

[37] 题型.判断题

[37] 题干.行为目标陈述的是儿童在参与某种活动后所得到的各不

相同的结果。

[37] 正确答案.B

[37] 难易程度.易

[37] 选项数.2

[37] A.正确

[37] B.错误



[39] 题型.填空题

[39] 题干.教师在选择美术教育内容时要以学前儿童的生活经验、

实际（）为基础。

[39] 正确答案.A

[39] 难易程度.中

[39] 选项数.1

[39] A.生活经验和实际发展水平。

[40] 题型.单选题

[40] 题干.为学前儿童选择的美术教育內容要（）。

[40] 正确答案.D

[40] 难易程度.易

[40] 选项数.4

[40] A.标准化

[40] B.独立化

[40] C.个性化

[40] D.系统化

[41] 题型.填空题

[41] 题干.教师在选择美术教育内容时要以学前儿童的（）、实际

发展水平为基础。

[41] 正确答案.A

[41] 难易程度.中

[41] 选项数.1

[41] A.生活经验

[42] 题型.判断题

[42] 题干.只有系统化了的内容才有助于儿童心智结构的建构。

[42] 正确答案.A

[42] 难易程度.易



[42] 选项数.2

[42] A.正确

[42] B.错误

[43] 题型.填空题

[43] 题干.欣赏对象的类型可分为艺术作品、（）、周围环境。

[43] 正确答案.A

[43] 难易程度.中

[43] 选项数.1

[43] A.自然景物

[47] 题型.填空题

[47] 题干.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设计和组织专门性或渗透性的艺

术教育活动。

[47] 正确答案.A

[47] 难易程度.难

[47] 选项数.1

[47] A.艺术教育活动。

[49] 题型.填空题

[49] 题干.其他的绘画创意方法包括（）和创造性戏剧。

[49] 正确答案.A

[49] 难易程度.易

[49] 选项数.1

[49] A.创造性动作



[50] 题型.单选题

[50] 题干.教师运用演示法的基本要求有（）种。

[50] 正确答案.C

[50] 难易程度.易

[50] 选项数.4

[50] A.6

[50] B.2

[50] C.3

[50] D.4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200 道' / ——'50 道（1）' / ——'50 道

（2）' /

[1] 题型.单选题

[1] 题干.单一科目的美术教育活动相对强调（）的作用。

[1] 正确答案.D

[1] 难易程度.中

[1] 选项数.4

[1] A.家长

[1] B.儿童

[1] C.陌生人

[1] D.教师

[2] 题型.判断题

[2] 题干.活动设计者需将单一科目的活动目标进行层层分解，最终

落实在一个个具体的美术教育活动中，是各个目标有一定的前后联

系、层层递进。

[2] 正确答案.A

[2] 难易程度.易

[2] 选项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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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正确

[2] B.错误

[3] 题型.填空题

[3] 题干.活动设计者心中必须要有目标意识，将高层次的美术教育

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美术教育活动中去。这种确定目标的方

法，是一个（）的过程，是一个县目标后内容的过程。

[3] 正确答案.A

[3] 难易程度.易

[3] 选项数.1

[3] A.自上而下

[5] 题型.判断题

[5] 题干.单一科目的美术教育活动在内容的选择上奉行自上而下的

原则。

[5] 正确答案.B

[5] 难易程度.易

[5] 选项数.2

[5] A.正确

[5] B.错误

[6] 题型.填空题

[6] 题干.案例中是易（）动物为例。

[6] 正确答案.B

[6] 难易程度.易

[6] 选项数.4

[6] A.蝴蝶

[6] B.七星瓢虫



[6] C.蜥蜴

[6] D.蜘蛛

[7] 题型.判断题

[7] 题干.主题活动中的美术教育活动能反应幼儿美术教育的一些基

本要求，给幼儿一些必须的美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7] 正确答案.A

[7] 难易程度.中

[7] 选项数.2

[7] A.正确

[7] B.错误

[9] 题型.填空题

[9] 题干.主题活动中的美术（）能反应幼儿美术教育的一些基本要

求，给幼儿一些必须的美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9] 正确答案.A

[9] 难易程度.易

[9] 选项数.1

[9] A.教育活动

[10] 题型.单选题

[10] 题干.在为主题活动中的美术教育活动设置活动目标时,活动设

计者心中应该有（）。

[10] 正确答案.A

[10] 难易程度.易

[10] 选项数.4

[10] A.幼儿

[10] B.父母



[10] C.亲戚

[10] D.朋友

[11] 题型.填空题

[11] 题干.活动内容可根据主题活动实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具

有一定的（）和可变性

[11] 正确答案.A

[11] 难易程度.中

[11] 选项数.1

[11] A.灵活性

[14] 题型.填空题

[14] 题干.教师可通过,（）引导幼儿进行与当前活动内容有关的美

术活动。

[14] 正确答案.A

[14] 难易程度.中

[14] 选项数.1

[14] A.投放特定的材料的方式

[15] 题型.单选题

[15] 题干.教师无需要在观察幼儿操作和探索水平。

[15] 正确答案.B

[15] 难易程度.易

[15] 选项数.2

[15] A.正确

[15] B.错误



[17] 题型.填空题

[17] 题干.美术区角工具材料分为

[17] 正确答案.A

[17] 难易程度.中

[17] 选项数.1

[17] A.常备材料、特殊材料

[18] 题型.填空题

[18] 题干.允许幼儿根据自己的（）安排适宜的学习速度。

[18] 正确答案.AC

[18] 难易程度.易

[18] 选项数.4

[18] A.学习水平

[18] B.计划

[18] C.能力

[18] D.经验

[19] 题型.判断题

[19] 题干.区角活动中的美术教育活动主要以幼儿的兴趣和需要为

导向

[19] 正确答案.A

[19] 难易程度.易

[19] 选项数.2

[19] A.正确

[19] B.错误

[21] 题型.判断题

[21] 题干.活动由教师选择和发起

[21] 正确答案.B



[21] 难易程度.易

[21] 选项数.2

[21] A.正确

[21] B.错误

[23] 题型.单选题

[23] 题干.活动材料设计原则有（）特性。

[23] 正确答案.C

[23] 难易程度.易

[23] 选项数.4

[23] A.1

[23] B.2

[23] C.3

[23] D.4

[25] 题型.填空题

[25] 题干.幼儿园美术教育中的基本活动是（）。

[25] 正确答案.A

[25] 难易程度.中

[25] 选项数.1

[25] A.美术操作活动

[27] 题型.填空题

[27] 题干.在提供给幼儿感知的美术作品既要有（），又要有多样

性。

[27] 正确答案.A

[27] 难易程度.中



[27] 选项数.1

[27] A.典型性

[29] 题型.填空题

[29] 题干.并不是所有的操作活动都适于幼儿自我探索与（）。

[29] 正确答案.A

[29] 难易程度.易

[29] 选项数.1

[29] A.发现

[30] 题型.填空题

[30] 题干.教师应在幼儿（）、尝试的过程中细致、深入地观察，

发现幼儿操作中的问题，并予以解决。

[30] 正确答案.A

[30] 难易程度.易

[30] 选项数.1

[30] A.探索

[31] 题型.填空题

[31] 题干.通过创作与表现环节，幼儿可以将自己的经验、（）或

情绪情感用艺术手段表达出来。

[31] 正确答案.A

[31] 难易程度.易

[31] 选项数.1

[31] A.想法

[32] 题型.判断题

[32] 题干.美术操作活动是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中基本活动，是指

幼儿对美术操作材料进行加工、改造，将内在表象进行可视化的活



动。

[32] 正确答案.A

[32] 难易程度.易

[32] 选项数.2

[32] A.正确

[32] B.错误

[33] 题型.判断题

[33] 题干.虽然教师对作品的意义已有预期，但并不意味着幼儿必

须无条件接受。

[33] 正确答案.A

[33] 难易程度.易

[33] 选项数.2

[33] A.正确

[33] B.错误

[34] 题型.单选题

[34] 题干.整体感受自由谈论环节实施的要点（）方面。

[34] 正确答案.C

[34] 难易程度.中

[34] 选项数.4

[34] A.5

[34] B.4

[34] C.3

[34] D.6

[36] 题型.单选题

[36] 题干.要素识别与形式关系分析的案例是（）。

[36] 正确答案.B



[36] 难易程度.易

[36] 选项数.4

[36] A.唐三彩

[36] B.青花瓷

[36] C.清明上河图

[36] D.八骏图

[41] 题型.判断题

[41] 题干.分析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分析作品所表现的美的形

式。

[41] 正确答案.A

[41] 难易程度.易

[41] 选项数.2

[41] A.正确

[41] B.错误

[42] 题型.单选题

[42] 题干.幼儿对欣赏的基本艺术语言和形式美的原理可以由（）

创作来获得

[42] 正确答案.B

[42] 难易程度.易

[42] 选项数.4

[42] A.音乐

[42] B.美术

[42] C.曲谱

[42] D.舞蹈



[43] 题型.填空题

[43] 题干.教师应自觉地运用（），以利调整、改进工作，提高教

育质量。

[43] 正确答案.A

[43] 难易程度.中

[43] 选项数.1

[43] A.评价手段

[45] 题型.填空题

[45] 题干.活动的工具材料的准备要充分，并且要根据美术活动的

主题准备相应的（）。

[45] 正确答案.A

[45] 难易程度.中

[45] 选项数.1

[45] A.工具材料

[47] 题型.填空题

[47] 题干.活动目标与分类、年龄目标以及总目标之间的（）是否

密切。

[47] 正确答案.A

[47] 难易程度.易

[47] 选项数.1

[47] A.联系

[48] 题型.单选题

[48] 题干.从活动的（）来评价各因素存在状况的合理性。

[48] 正确答案.D



[48] 难易程度.易

[48] 选项数.4

[48] A.工艺性

[48] B.年代性

[48] C.完整性

[48] D.整体效果

[49] 题型.填空题

[49] 题干.教师的活动设计包括设计的目标是否明确，结构是否合

理，（）是否为幼儿所理解，是否具有创造性等。

[49] 正确答案.A

[49] 难易程度.易

[49] 选项数.1

[49] A.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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