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开放大学

开放教育网络课程考核说明

课程名称： 儿童心理学

专业名称： 学前教育（本科）

启用时间： 2015 年春

主持教师： 罗洪兰

编写日期： 2014 年 9 月

国家开放大学考试管理部门



《儿童心理学》网络课程考核说明

一、考核对象

国家开放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参加网络课程学习的学生。

二、考核目标

通过考核，要求学生掌握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

理论，学会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幼儿发展过程现象和问题。

通过考核，加强对学生自主学习过程的指导，监督和检测，引导学生按照教

学要求和学习计划完成学习任务，达到掌握知识、提高能力的目标，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

三、考核依据

儿童心理学网络课程考核说明是依据《儿童心理学》课程教学大纲，文字教

材《儿童心理学》（李燕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 1版）以及

网络课程的内容制定的。

四、考核方式和计分方法

这门课程的考核分为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试，形成性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

绩的 50%，终结性考试采用纸质闭卷方式，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50%。总成绩满

分为 100 分，合计成绩达到 60 分（含 60 分）以上，其中“终结性考试”不低于

30 分，方可通过本课程考核，获得本课程规定的 4学分，否则不获得该课程分。

具体考核要求和计分方法如下：

(一)形成性考核

本课程的形成性考核包括三个部分，包括：

1．话题讨论（20%，即 20 分）

每 2章 1次，共 5次，共折合课程考核总分的 20 分。

2．分享案例（加分项）

主要是作为形成性考核的加分项，学员只要往课程资源的“教学案例”栏目

中添加一个符合要求的案例，根据案例质量可得 1-5 分。该加分项不完成不扣分，

加分项所得成绩仅计入于网络参与度和形考作业两部分，不计入终结性考试成

绩，加分项计入成绩的原则是课程总成绩不能超过 100 分。

3．阶段性测验（30%，即 30 分）



共 5次阶段性测验。每次测验开始和结束时间都会在课程公告上进行公示，

并提醒学生完成。5次阶段测验共折合为课程考核总分的 30 分。

形成性考核任务与要求

序次 章节 形式 布置时间 提交时间 权重

1 第 1－2章 阶段测验 第 3周 第 6周末 20％

2 第 3－4章 阶段测验 第 6周 第 9周末 20％

3 第 5－6章 阶段测验 第 10周 第 12周末 20％

4 第 7－8章 阶段测验 第 14周 第 15周末 20％

5 第 9－10章 阶段测验 第 17周 第 17周末 20％

（二）终结性考试（50%，即 50 分）

1. 考试目的：对学生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进行的一次全面检测。

2. 试卷命题原则

第一，命题涉及课程内容全部 10 章，既全面，又突出重点。

第二，每份试卷所考的内容，覆盖本课程所学内容的 90% 以上的章。

第三，试题难易适中，一般来讲，可分为：容易、适中、较难三个程度，所

占比例大致为：容易约占 30%，适中约占 50%，较难约占 20%。

3. 考试方式：采用纸质闭卷考试方式。

4. 考试计分：试卷满分为 100 分，折合为课程考核总分的 50 分。

5. 考试时限：考试时间长度是 90 分钟。

6. 特殊说明：考试现场不允许携带任何资料与工具。

五、终结性考试试题类型及规范解答举例

试题题型类型

包括概念题、选择题、简答题和论述分析题。

（一）概念题（每小题 5分,共 20 分）

1．纵向研究

2．情绪理解

（二）选择题(每个 3分，共 24 分，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序号填入括号中)

1. 在新生儿的反射中，有些反射具有生存和适应价值，如 ，还有

一些原始反射没有适应性价值，如 等，这些反射会随着神经系统的成

熟逐渐消失。



A．眨眼反射和吸吮反射，游泳反射和行走反射

B.游泳反射和行走反射，眨眼反射和吸吮反射

C．眨眼反射和游泳反射，吸吮反射和行走反射

D.行走反射和眨眼反射，吸吮反射和游泳反射

2．视觉悬崖是用来研究婴儿 发展的经典实验设计。

A．视觉 B.听觉 C．深度知觉 D.感觉

（三）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1．简述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因素。

2．婴儿早期记忆的发展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四）论述分析题（16 分）

1．朵朵是一个困难型气质的幼儿，他容易焦虑、紧张，对新的生活常规（如

4岁了，需要一个人睡在自己的房间了）难以适应；他的父母在要求他遵守规则

的过程中，能保持镇定、平静，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并允许孩子放慢脚步、慢

慢适应新的生活常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孩子就不再那么暴躁、焦虑、拒绝

和适应不良了。试用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气质的“拟合模型”说明这个案例。

2．每个人都需要有朋友，儿童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同伴关系，还需要亲密的

友谊关系。朋友是儿童重要的社会化代理人之一。试分析友谊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试题规范解答及评分标准

（一）概念题（每小题 5分,共 20 分）

1．纵向研究又称追踪研究，是指在较长时间内对同一群被试进行定期的观

察、测量或实验，以探究心理发展的规律或特点。

2．情绪理解是指儿童能识别自己和别人的情绪，并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和

结果的能力。情绪理解包括对情绪状态的理解和对情绪过程的理解。

（二）选择题(每个 3分，共 24 分，请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序号填入括号中)

1．A

2．C

（三）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1．简述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因素。

语言的发展有其生物学基础，所以，语言的发展也存在敏感期。一般而言，

婴幼儿阶段是大脑对语言刺激最为敏感的阶段，也是语言能力发展最为迅速的阶

段。错过了这个时期，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就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消极影响。基尼

语言的发展说明了语言敏感期的存在。(4 分)

语言的学习必须有适当的环境刺激。环境和学习对幼儿的语言学习也是必

不可少的。模仿和强化是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3分）



语言发展还受认知发展、信息处理策略的影响。认知发展的研究表明，1、2

岁的婴幼儿心理表征能力逐渐形成，解决问题的策略也日渐成熟，这些都是词汇

的理解和掌握、语法的获得和运用的关键因素。（3分）

2. 婴儿早期记忆的发展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婴儿记忆的早期迹象表现于他们对刺激的习惯化和去习惯化中。（3分）

当婴儿已习得了某个刺激时，他们就不再注意这个刺激（习惯化）；而当新

刺激出现时，婴儿会将新刺激与已习得的刺激进行比较，如果二者不相匹配，注

意则会再度出现。（3分）

婴儿的记忆能力还表现于条件反射的形成中。如见到妈妈或听到妈妈的声

音，3 个月的宝宝就开始做吸吮动作，这说明他记住了妈妈的样子和声音。（2

分）

记忆的发展还表现在儿童的模仿行为中。婴幼儿有与生俱来的模仿能力。出

生不到七天的新生儿就已经能够模仿成人的许多面部表情，如吐舌头、张嘴闭嘴。

（2分）

（四）论述分析题（16 分）

1．儿童最初表现出来的气质特点是人格发展的基础。这种差异影响了父母

或其他教养者与儿童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制约了父母对儿童作用的效果。所以，

托马斯等人认为，气质并不直接决定儿童人格的发展，他们提出“拟合模型”，

用来解释气质与环境如何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最为有利的结果。所谓“拟合模型”

就是指父母的抚养模式和抚养环境与儿童的气质之间的匹配。只有抚养方式与孩

子的气质拟合良好，才能较好地促进孩子的发展。许多困难型气质的婴儿，接受

了父母亲耐心而敏感的照料，当他们进入童年期或青春期时，已经不再表现为困

难型气质了。（6分）

但是对父母而言，面对一个过度活跃、情绪多变又不听话的儿童，要真正

保持镇定、耐心和敏感，确实不容易。许多父母在教养困难型气质的儿童时也会

变得易怒、不耐烦，要求苛刻、还可能采取惩罚的管教措施。但是，这样的教养

态度和教养方式与困难型儿童的气质类型并不拟合，于是，孩子变得更焦虑、紧

张，对父母的惩罚措施也更抵抗。事实表明，如果父母在教养时总是不耐烦、生

气、要求苛刻、采取惩罚手段，那么，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在日后往往会继续保持

困难型气质的特点，并出现行为问题。（5分）

拟合模型告诉我们，孩子带着独特的气质来到这个世界，成人必须接受它、

适应它。父母既不能总是表扬孩子的优点，也不能一味指责孩子的过错。无论孩

子是哪一种气质类型，父母都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接受、认可的家庭氛围，

和一个与其气质拟合的抚养环境，以帮助孩子发展他们的优势领域。（5分）



2．儿童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同伴关系，还需要亲密的友谊关系。朋友是儿童重要

的社会化代理人之一。友谊对幼儿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朋友是社会能力的促进者。（2分）

有一个擅于交际的朋友，可以协助不受欢迎或不善交往的儿童改善他们在

同伴中的地位。研究者发现，如果一个被拒绝的儿童，想要加入到一个正在进行

游戏活动的同伴团体中，如果他有一个朋友已经在这个游戏团体中、或者他的朋

友也想要加入到这个游戏团体中时，他们成功地进入游戏的可能性就更大。再者，

那些有亲密朋友的被拒绝儿童，比那些没有朋友的被拒绝者拥有更为成熟的社会

互动技巧和游戏行为。研究者认为，有彼此互助的亲密朋友，可协助那些不受欢

迎的儿童成功地与同伴接触，并帮助他们获得更为适宜的社会技能，进而改善这

些孩子的社会地位（如同伴接受性）。（2分）

（二）朋友为儿童提供安全感和社会支持。（2分）

有朋友在场时，儿童就更可能对新奇环境做出建设性的反应。友谊能给幼

儿提供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仅能使儿童在面对新的挑战时更勇敢，而且也会让

孩子们感到，任何压力(如适应父母离婚或父母的拒绝，或者被同伴嘲弄)都是可

以承担的。朋友是安全感及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友谊的

这种角色愈来愈重要了。（2分）

（三）友谊促进角色采择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2分）

即使是幼儿，他们也能意识到，友谊是一种值得保护的、能带来快乐的、

积极的人际关系。因此，儿童在与这些有友谊关系的友伴互动时，就更愿意去尝

试解决他们之间的任何冲突或问题。当朋友之间发生冲突时，双方都会更努力地

去解释他们各自的观点，分析冲突的原因，并试图解决冲突。因为如果冲突无法

解决，就可能会失去珍贵的朋友关系，友谊关系为朋友间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动力。

这是一般的同伴互动所没有的。因此，朋友间的意见不和，会促进儿童角色采择

能力的发展。（2分）

（四）友谊促进建立、维持亲密关系能力的发展。（2分）

虽然所有年龄的亲密友谊都是一种互惠的关系，但是其亲密性及相互性从

儿童中期到青年期才开始逐渐增强。幼儿最初建立的亲密关系是与父母的依恋关

系；进入幼儿园，幼儿开始与其他幼儿接触并逐渐建立了最初的友谊，这种友谊

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强烈并指向于同性同伴；童年期的这种同性同伴间的强烈而亲

密的关系，是成人亲密关系的预演：在成人之间稳定的爱的关系中所需的人际敏

锐度和相互的承诺，可能在儿童的友谊中不断预演而日趋成熟。（2分）

六、 课程考核的相关内容

终结性考试难度按重点掌握、掌握、了解三个不同层次的要求出题。其中重



点掌握的内容约占 80%，掌握的内容约占 15%，了解的内容约占 5%。

第一章 绪论

重点掌握：学前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儿童心理学的产生，二十世纪主

要的儿童观，资料收集的方法，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

掌握：西方早期的儿童观，遗传与环境之争，发展的主动性与被动性问题，发展

的阶段性和连续性问题。

了解：儿童成为被研究的对象。

第二章 学前儿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流派

重点掌握：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华生的行为主义观点，斯金纳的行为

主义观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观，社会生态

系统论

掌握：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发展理论，社会文化理论

了解：信息加工理论

第三章 影响学前儿童发展的生物学因素

重点掌握：遗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遗传与环境互动的特征，胎儿身体的生长发

育，影响胎儿正常发育的条件，新生儿的特点，新生儿对家庭的影响

掌握：遗传对气质、人格的影响

了解：遗传力及其研究方法，分娩过程及可能的并发症

第四章 学前儿童生理的发展

重点掌握：身体的生长，影响身体发育的因素，动作发展的基本趋势及大动作的

发展，精细动作的发展，早期动作发展的个别差异，促进儿童动作的

发展

掌握：神经系统的发展及其可塑性

了解：，大脑的分化与发展

第五章 学前儿童的认知发展

重点掌握：学前儿童感知觉的发展，学前儿童注意的发展，学前儿童记忆的发展，



婴儿思维的发展，幼儿的思维发展，影响智力发展的因素

掌握：婴儿感知觉发展研究的方法

了解：智力测验

第六章 学前儿童的语言发展

重点掌握：单词句阶段词义的发展，幼儿词汇量及词义的发展，语法的习得，语

用技能的发展，影响语言发展的因素

掌握：前语言阶段的语音，音调和最初语音的发展，语音的辨别，双词句和简单

句的语法，

了解：读写能力发展

第七章 学前儿童情绪的发展

重点掌握：几种基本情绪的发展，情绪识别能力的发展，情绪推理能力的发展，

情绪理解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情绪调节，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情

绪表达规则的获得，情绪调节与控制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依恋的概

念，依恋的发展，依恋关系的质量，影响依恋的因素，依恋与日后的

发展

掌握：情绪体验的发生，复合情绪的发展

了解：情绪及其功能

第八章 人格与社会性发展

重点掌握：气质的概念，气质与儿童抚养，自我认识及其发展，自尊及其发展，

自我控制及其发展，性别概念和性别角色的发展，性别差异形成的原

因，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攻击行为的发展

掌握：气质的稳定性与可变性

了解：学前儿童的性别差异

第九章 家庭与儿童发展

重点掌握：家庭的意义与功能，父母对婴儿的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教养类型

与儿童发展，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



掌握：婴儿的出生对家庭的影响，手足关系与儿童发展，祖孙关系与儿童的发展，

特异家庭与儿童的发展

了解：家庭是一个系统

第十章 家庭以外的环境与儿童发展

重点掌握：同伴互动的发展，同伴关系在儿童发展中的角色，友谊对儿童发展的

影响，幼儿园教师、幼儿园课程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掌握：同伴互动的意义，同伴关系及其评定

了解：电视对幼儿发展的影响，幼儿园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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