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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5_AD_A6_E4_c73_205922.htm 一、2007年教育学统

考试点改革的背景和内容 2007年教育学统考试点改革，反映

的是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变化。如果大家细心留意过考研

政策的话，此前应该注意到一些铺垫和信号，比如前几年的

专业课统考科目由五门改成四门，以及近几年进行金融学的

联考，还有仅仅两年加重复试的权重等等，这些都是作为统

考试点改革的前奏。同时也说明了实行统考是大势所趋，应

当引起广大研友的重视。教育学统考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

可以解剖为三个方面：第一，初试科目四变三 来源

：www.examda.com《教育学》专业的基础综合考试涵盖《教

育学原理》、《中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研

究方法》等学科基础课程。它们分别所占的分值为100分

、100分、40分和30分，专业技术科目的满分为300分。必答

题270分，选答题30分。第二，考试更加侧重双基从考察内容

来看，教育学统考主要侧重考察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考察

的是学生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学科基本素养。从试卷结

构来看，主要有四大题型，单选45小题，每小题2分，共90分

。辨析题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简答题6小题 ，每小

题15分，共90分，分析论述题3小题，每小题30分，共90分

。2007年新鲜出炉的教育学试卷也能很好地体现这个特点。

试卷中45道单选题考核的知识点分布极广，但重点考核的是

各个部分的基础知识，这也符合教育部将教育学初试改为全

国统考的初衷，加强学科基础知识考核。第三，招考形式表



现为两个统一教育学考试由以往的各招生单位自主命题、自

主阅卷，调整为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二、 2007年教育

学统考试点改革评析评析1：“难度”来源

：www.examda.com统考的难度要一分为二来看：相对于以前

热门专业的考生来说，难度肯定要降低，而相对于报考地方

性院校的考生，难度肯定会有所增加。各位研友应当结合自

己所报考的学校和自身情况综合分析。评析2：“利弊”统考

带来的好处是比较明显的。首先，统考大量节约了命题成本

、阅卷成本、保密成本；其次，统考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

标准，便于统一选拔同一专业的人才，这就避免了各院校、

各专业自己命题，由筛选标准不同而导致的参差不齐；第三

，全国统考为广大考生，提供了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

争环境，它避免了很多院校自己命题、自己阅卷、自己招生

的暗箱操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招生考试腐败。研究生入

学考试的改革，从长远来讲对考生是有利的，但是对参加考

试的考生来说，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势必会对复习考试

产生负面影响。 评析3：“题量”教育学统考涉及众多内容

，也许对三个小时的考试时间而言，绝对题量不大，但相对

题量却显著增多。这种情况在法律硕士联考改革的2004年入

学考试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当时民法跟刑法改成了一张试卷

，看起来题量没什么增加，难度并不是很难，但是很多考生

都没时间做，题量很大，前面的题目浪费了很多时间。针对

这一特点，研友们在冲刺阶段一定要针对大纲的例题和07年

的模拟真题，进行时间控制练习，每一题给出确定的时间，

在模拟时严格执行划定的时间。 三、广大研友如何应对教育

学统考试点改革 1.初试与复试要统筹兼顾 来源



：www.examda.com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复习是一个庞大

的系统工程，复习课目多，时间跨度长，因此，复习必须有

一个整体的规划。 根据目前教育部所发表的官方文件，关于

复试的具体改革措施没有明确。但一点可以确定，各招生单

位在复试过程中仍有较大的决定权。毫不夸张地说，公共课

决定你是否能入围，专业课决定你是否能胜出。 由此得出一

个结论：统考表面上看起来比各院校命题要略简单，但事实

上却将导致在复试中加大对专业课考核的比重。因为全国统

一命题能按照统一标准选拔出一个专业对该同学的要求，但

是每个学校的个性化学术差异要求无法体现，所以复试势必

加大专业课的考核比重，也会体现出各个学校的学术传统，

这就要求大家在一开始做复习规划的时候，就要统筹兼顾初

试与复试，做好整体安排。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