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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241241.htm 教育学统考七月备考的关键词是

“第二轮复习计划、教育心理学 教育研究方法”。 一、关键

词解析 第二轮复习计划我们在复习之初就给大家提供了复习

进度表，建议大家进行三轮复习。本月开始第二轮复习计划

。第二轮复习的目的是再现和强化。复习时注意变换复习方

式和复习的科目顺序。复习的方法有：复习题引领法、新考

纲引领法、理清概念法。 教育心理学 教育研究方法第一轮复

习中我们刚刚复习过这两门课程，将其安排在第二轮复习之

初，目的在于加深近因效应，强化复习的效果。教育心理学

和教育研究方法在理解上难度比前两门学科要大些，尤其心

理测验和有关效度、信度评估等内容比较抽象；而且在进入

研究生阶段之后，这两部分内容是教育研究中常用的工具，

所以无论从应考还是后续学习的角度考虑，都要认真复习，

落实到位。 二、方法指导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轮复习中

可以采用的复习方法。 1.变换复习顺序 第一轮复习的科目顺

序是：教育学原理中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研究方法，基

本是按分值的分布来排列先后次序，这样可以保障分值大的

科目的复习效果。第二轮复习的科目顺序与第一轮恰好相反

，这样的排列有两个原因：第一，顺序反排能避免复习的疲

劳感；第二，在第一轮刚看过的基础上立即复习可加深理解

有助于强化复习的效果。 2.变换复习方式 第二轮复习的目的

是再现和强化。第二轮复习中，为避免再次看书导致的枯燥

感，考生要尽量变换复习方式。 这里向大家推荐第二轮复习



中的方法： ①复习题引领法：可以借助课后的复习题，进行

搜索式复习，若发现不会的问题可以增强复习紧迫感，也使

复习更有针对性和重点。使用复习题引领法，还可以在第二

轮复习中换与第一轮复习所不同的教材，增加新鲜度，也可

弥补使用一本教材的不足。 习题在复习的过程中具有至关重

要的位置。倘若平时只是进行看和记的训练，却很少练习解

题，那么考试过程中就会因生疏而导致不适应感。习题在整

个复习进程的地位，一是目标所有的复习环节都是为了能够

顺利解题；二是标尺可以通过模拟训练来发现复习过程中的

问题和可以改建的地方。 [案例1]教育研究方法中使用频率最

高的是（）。 A教育观察法B教育试验法C教育调查法D教育

测量法 答案：A 复习启示：结合此题，考生在复习时应注意

上述各种教育研究方法的涵义和特点，及在实际中的应用。

此题的着眼点是各种研究方法的比较。 ②新考纲引领法

：2008年新考纲预计在7月中旬可以出炉，这时可以借鉴新考

纲，对照考纲进行提问复习。对考纲的通盘复习可以大大增

加考生应考的自信心。同时应特别关注08考纲与07考纲的不

同之处，调整复习重点，弥补第一轮复习的不足。 [案

例2]2007年考纲中对教育心理学问题解决相关章节的内容呈

现如下： 问题解决能力与创造性的培养 （一）当代有关能力

的基本理论 （二）问题解决的实质与过程 （三）问题解决的

影响因素 （四）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五）创造性及其培养 

对照该考纲，考生可以尝试阐述相关内容。按照顺序，可以

作如下的叙述： 当代有关能力的基本理论主要有：⋯⋯，问

题解决的实质是⋯⋯，问题解决的过程有如下几个阶段⋯⋯

，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问题的结构（这是



指⋯⋯）、问题解决者先前的知识经验（这包括⋯⋯）、⋯

⋯等；⋯⋯ 遇到不清楚或者难以叙述的，就打开教材进行温

故，温故后再叙述。也可就这部分内容与新考纲进行比较，

关注差异。 ③厘清概念法：在第一轮复习的基础上，第二轮

复习时尤其要注意澄清模糊概念，比较类似事件的相同与不

同点。如比较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制度有什么继承性

和变革之处？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与外国古代教育制度有什么

相似点和不同点？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如何区分等？这

些模糊点往往是同学头脑中认识不清易于混淆的地方，所以

要学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案例3]辨析：准实验就是不控

制无关变量的实验。 答案：错误。准实验是指不能随机分派

被试者，不能完全控制无关变量的实验。准实验是不需要对

被试进行选择、编组及实验处理等，而直接以原教学班为实

验组或对照组，适合于现场条件或接近现实的模拟性研究，

因此，虽然仍要控制变量，但变量控制不像实验法那么严格

。 复习启示：此题启示考生理解概念时要抓住关键，在“准

实验”概念的定义中，“不能完全”是关键词，意指需要控

制变量，只是不那么严格。 三、提醒 教育心理学区别于其他

心理学，重在揭示教育领域中的心理规律。揭示规律的价值

在于应用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因而考纲强调学生要注重基本

规律对教育工作的启示，要学会运用理论说明和解释有关教

育现象，解决有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 教育研究方法虽然在

统考中分值不多，但是对后续的学习却有重要意义。通过对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可以领会教育科学研究的选题方

法、常用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表述的一

般规范格式要求等等，掌握常用的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



、调查法等来探讨教育现象或研究教育问题，是一个教育研

究工作者的基本能力。 本月绝大多数学生处于暑假，由于有

大片的复习时间，且可以完全由自己支配，因此对考生来说

是一段绝佳的复习时间。建议大家提前做好安排，尽快进入

复习状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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