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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45400.htm 1．简述学校教育的特

点。 第一，有固定的场所学校和教育教学设备设施。 第二，

专门的教师。经过专门培训的教师具备一定的品德、知识、

教育能力等多方面素质，保证了教育目的的高效率实现。 第

三，一定数量的学生。 第四，有明确的培养目标、管理制度

、规定好的教育内容。 2．简述教育规律和教育基本规律之

间的关系。 教育规律是教育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及教育现象

内部各个要素之间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或关系。教

育活动中存在着众多矛盾和规律。但从根本上看，贯穿教育

活动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是：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或关系，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之间的矛盾或关系。教育中方

方面面的矛盾或关系都是由这两个基本规律中派生出来的，

最终又复归到这两个基本规律之中。 3．简述教育科学与教

育原理之间的关系。 教育科学是以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为共

同研究对象的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是若干个教育类学科构

成的学科总体。近现代社会，由于文化科学的长足进步和学

科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当代社会横断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

学科的出现，促使教育科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教

育原理是教育科学体系中的基本理论学科。它为各分支学科

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中吸取新的

材料，充实其内容，提高其科学水平。 4．简述教育学产生

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教育学的萌芽阶段。从教育

成为人类独立的社会活动开始，延续到17世纪。 第二，教育



学的独立形态阶段。17世纪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捷

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是教育学独立的标志。 第

三，教育学的科学化阶段。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科学

教育学的建立莫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5．简述

教育学萌芽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一，此阶段的教育理论和观

点多混杂在哲学、政治等思想之中。 第二，此阶段的教育理

论和观点多是现象的描述和自我经验的概括总结，缺少独立

的科学命题和理论范畴。 第三，此阶段的教育学还没有形成

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 6．简述教育学独立形态阶段的主要

特征。 第一，教育研究开始摆脱简单的经验概括和总结，逐

渐发展到提出一些独立的理论范畴和命题。 第二，教育学逐

渐从哲学等学科中分化出来，在学科和内容上走向独立。 第

三，出现了一系列著名的教育论著，形成了较为完整而系统

的理论体系。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被认为是

教育学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 7．简述教育学科学化

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一，教育学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基础上。 第二，教育科学理论研究呈现许多新特点，产

生众多重大成果。 第三，教育学突破了传统框架，出现许多

新兴的边缘学科。 8．简述传统教育派和现代教育派各自的

“三中心”主张。 传统教育派主张： 第一，教师中心，即教

师是教学过程中的绝对主导。 第二，教材中心，8P以学科课

程为中心，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 第三，课堂中心，即以班

级授课为主要的教学形式。 现代教育派主张： 第一，学生中

心，即一切教学活动围绕学生进行，符合学生需要和兴趣。 

第二，做中学，即强调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学习。 第三，活动

课程中心，即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要设计课程。 9．简述教



育学在中国的成长历程。 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介

绍日本教育学阶段。 第二，1920～1949年，西方教育学说在

我国广泛传播阶段。 第三，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教

育学的介绍和学习全面转向前苏联阶段。 第四，1977～现在

，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和努力阶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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