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选题】现代的游戏治疗是通过( )游戏形式得以实现的。

A.交往游戏

B.教学游戏

C.象征性游戏

D.规则性游戏

答案：C。

【单选题】幼儿园中的音乐游戏属于( )。

A.创造性游戏

B.规则性游戏

C.表演游戏

D.个人游戏

答案：B。解析：规则性游戏是指成人根据教学要求为发展幼儿的各

种能力而编制的游戏。规则性游戏一般包括智力游戏、体育游戏和音

乐游戏。

【单选题】象征性游戏是处于( )的儿童常进行的一类游戏。

A.感知运动阶段

B.前运算阶段

C.具体运算阶段

D.形式运算阶段

答案：B。

【单选题】规则性游戏的核心是( )。

A.方法



B.手段

C.内容

D.游戏规则

【答案】D。

【单选题】( )反映了 2～3岁儿童游戏的社会性交往状况。

A.交往游戏

B.平行游戏

C.教学游戏

D.规则性游戏

答案：B。

【单选题】由多个儿童一起进行同样的或类似的游戏，没有分工，也

没有按照任何具体目标或结果组织活动的游戏称为( )。

A.独自游戏

B.平行游戏

C.联合游戏

D.合作游戏

答案：C。

【单选题】( )是幼儿后期出现的较高级的游戏形式，是一种有着共

同需要、共同计划，需要共同协商完成的游戏活动。

A.独自游戏

B.平行游戏

C.联合游戏



D.合作游戏

答案：D。

【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关于幼儿游戏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是幼儿生活的主要内容

B.游戏是幼儿特有的一种学习方式

C.游戏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

D.幼儿学习的动力来自于教师的要求

答案：D。

【单选题】角色游戏的支柱是( )。

A.规则

B.方法

C.想象活动

D.指导

答案：C。

【单选题】下列游戏中，属于创造性游戏的是( )。

A.智力游戏

B.音乐游戏

C.角色游戏

D.体育游戏

答案：C。

【单选题】不属于表演游戏的种类的有( )。

A.娃娃家



B.桌面表演

C.影子戏

D.木偶戏

答案：A。

【单选题】交往游戏按交往的性质可分为合作游戏和( )游戏。

A.语言

B.竞争

C.动作技能

D.表演

答案：B。

【单选题】依据游戏中的教育目的性成分，可以将儿童的游戏分成( )

和教学游戏。

A.自发游戏

B.平行游戏

C.交往游戏

D.合作游戏

答案：A。

1.实施游戏化方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游戏活动的(　)。

A.自主化

B.社会化

C.虚构化

D.教育化



【答案】D。解析：教师将教育内容融入游戏中，才能真正贯彻游戏

化的教学活动。

2.最有利于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方法是(　)。

A.角色扮演法

B.行动操作法

C.发泄法

D.表扬鼓励法

【答案】B。解析：幼儿参与实际行动，能够获得亲身体验，增强自

己的认知、情感等，易于将行为规则、法规等内化为自己的信念，支

配自己行为，从而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所以，行动操作法最有利于

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

3.广义的游戏环境指游戏活动得以实施的一切条件的总和，包括物理

环境和(　)。

A.精神环境

B.室内环境

C.户外环境

D.心理环境

【答案】A。解析：广义的游戏环境指游戏活动得以实施的一切条件

的总和，包括物理环境和精神环境。

4.下列游戏中，属于创造性游戏的是(　)。

A.智力游戏

B.音乐游戏



C.角色游戏

D.体育游戏

【答案】C。解析：创造性游戏是幼儿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游戏，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班级游戏的内容为建构活动、表演活动、角色活

动、劳作活动、益智活动等。

5.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游戏特征的是(　)。

A.主动性

B.虚构性

C.愉悦性

D.选择性

【答案】D。解析：游戏具有主动性、虚构性、愉悦性和具体性等特

征。

6.幼儿园活动室内常设的游戏活动区域不包括(　)。

A.角色游戏区

B.建构游戏区

C.表演游戏区

D.设施活动区

【答案】D。解析：略。

【考点一】幼儿游戏的特点

【考点预测】

幼儿可随自己的兴趣和力量进行游戏、停止游戏或变换游戏，这是因

为游戏具有( )的特点。



A.自由性

B.趣味性

C.虚构性

D.社会性

答案：A

【考点归纳】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幼儿一日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1.自由性

游戏是幼儿自愿自主的活动，游戏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愿望。在游戏

中没有强制性，幼儿可随自己的兴趣和力量进行游戏、停止游戏或变

换游戏，从中得到快乐并充分地发展。

2.趣味性

趣味性是游戏本身固有的特性。游戏没有物质目的，而是以愉快地参

加游戏并获得积极的游戏结果为目的。

3.虚构性

幼儿在游戏中的角色、游戏的情节、游戏的行为、玩具的材料等均具

有明显的虚构性，幼儿是在这种假想的、虚构的游戏情景中反映周围

的现实并体验到快乐的。

4.社会性

幼儿游戏是对周围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反映，而且游戏的各成分也均

能体现出社会性。

5.实践性



游戏是一种具体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幼儿在游戏活动中实际地练习

并发展自身的动作协调、语言交往、心理活动等各种能力，不断地积

累有关生活的知识经验，在实践中逐渐走向社会。

【考点二】幼儿游戏的种类

【考点预测】

智力游戏属于( )。

A.创造性游戏

B.结构游戏

C.规则性游戏

D.角色游戏

答案：C

【考点归纳】

【考点三】游戏的发展

【考点预测】

中班游戏的游戏类型一般是( )。

A.独自游戏



B.平行游戏

C.联合游戏

D.合作游戏

答案：C

【考点归纳】

1.游戏形式的发展

2.游戏持续时间的发展

(1)小班幼儿坚持一项游戏的时间一般只有几分钟或最多十几分钟。

(2)中班幼儿开始能在较长时间内从事一项游戏，参加一场游戏活动

大约能坚持 25～40分钟。

(3)大班幼儿专心进行一场游戏可以坚持一小时以上，甚至可以在好

几天内连续做同一种有兴趣的游戏。

3.游戏集体意识的发展

(1)小班幼儿的游戏大都是独立游戏或平行游戏的类型。

(2)中班幼儿的游戏已经是联合游戏类型，并开始发展为有组织的游

戏类型。

(3)大班幼儿渐渐发展为典型的合作的或有组织的游戏类型。

4.游戏内容的发展

(1)小班幼儿进行游戏时往往没有预先的主题，更谈不上计划，其游

戏更多是反映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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