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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5_99_c73_246708.htm 一、关键词解析 招考信息对招

考信息的占有和利用程度直接影响着备考的难易和录取机会

的大小。本月考生需要了解的招考信息包括： 第一，招生专

业目录。招生专业目录是报考及全部复习计划的依据，招生

专业目录一般由各招生单位发布，考生应及时与招生单位联

系购买招生目录，或者在其网站上查阅，以最终确定自己的

报考方向。 第二，教育学统考。考纲一般在每年8月公布，

预计2008年教育学统考大纲与2007年相比变化不会太大，建

议新考纲出炉后考生多关注比较新考纲的变化和不同之处。 

第三，复试及导师情况。从现在的趋势看，复试在在录取中

的砝码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很少招生单位公布这方面情况，

因此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称，未掌握此信息者将会在竞争中

处于劣势，因此考生宜早下手。建议与自己所报考的导师、

目标学校的学长取得联系，知悉导师的研究方向、对所招学

生的偏好等，可以让你的备考复试针对性更强。 中外教育史

本月我们进行中外教育史的第二轮复习。中外教育史是教育

学综合统考重头科目之一。通过第一轮的复习，我们基本掌

握了中外教育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了教育思想演变、教育制

度发展、教育实施进程的基本线索，第二轮复习的基本目标

是：要重点关注主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重要的教育制度、

重大的教育事件(强化重点)，尝试并逐渐学会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评价中外教育史实(评价史

实)，揭示特点、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教育改革



与发展提供理论启示(指导应用)。 二、方法指导 首先我们来

介绍一下招考信息的收集方法。 第一，报刊、网络等大众媒

体。但在这里一定要注意辨明信息的真伪。建议招生简章去

报考院校的研招办网页上查询，综合统考的大纲尽量去权威

的网站查询。 第二，招生单位。由于招生单位是专业命题和

最终的录取者，其信息无疑是最权威的。考生可以通过研招

办、报考院系及相关老师来获取资料。 第三，人际关系网。

如果能找到刚考取该专业研究生的师兄师姐咨询当然是最好

的，不管是熟人，还是通过别人引荐的，甚至是素不相识的

。 第四，权威的辅导班。权威的考研辅导班往往收集和占有

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并提供给其学员，选择一个好的辅导班就

等于找到了一个可靠稳定的信息来源。 第五，商业行为。目

前在不少高校都有一些专门的考研服务组织，支付一定的会

员费便可直接地获得你所需要的信息。同时也可以以张贴广

告、在BBS上留言的方式有偿求购某些自己需要的资料，如历

年试题试卷及答案、专业课笔记等。 当然，收集信息只是一

项基础性的工作，它是无法代替掌握知识本身的，因此在考

研过程中，亦不能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一旦获

得所需信息即应投入学习中去。 下面介绍中外教育史复习的

操作方法。 在7月的复习建议中，我们大师教育介绍了第二

轮复习常用的复习方法，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外教育史的

复习。除这些方法外，我们再结合中外教育史的特点介绍一

些小的复习技巧。 第一，网络式复习。中外教育史的内容比

较细碎、全面，可谓时间紧任务重，而且章节之间的联系较

多，考试时容易出现跨章节的论述判断题等。面对这种情况

，建议采取“网络式”复习法，即采用编、章、节标题、要



点五个层次对教材进行梳理和编织记忆网络。最后做到脱离

课本时只看大的编，以编想章，以章想节，以节想标题，以

标题想要点。这样做，不仅记得仔细，对跨章节组织论述题

的回答也十分有利。 第二，“空想法”。所谓空想法就是不

看课本回想看过的内容；或看课本的大纲填充细节。这种复

习方法同盯着课本死记硬背相比，所用时间更少，但是却更

容易找到记忆中的“盲点”。在回忆难以为继时，翻开课本

，那么这一段知识对神经元的刺激非常强烈，因而也就容易

刻入脑中。 第三，自测题。复习中外教育史要学会自己总结

、设计题目。有些名词解释，可能书上没有明确，你可在准

备时自己总结一下并写在书上后牢记；有些简答题、比较题

，书上可能比较散，你可以集中归纳。在可能出论述题的地

方，你可根据内容，自己先设计题，然后试着作答，最后自

己对照书判分评作出总结。我们现在进行第二轮复习，设计

自测题这样的训练更有必要。争取每一节都给自己出一个题

目，然后用最经济和合理的体系将它做出一份答案，有时是

对每一章内容提问，这样一方面可以揣摸出题的内容，另一

方面还可以训练自己答题的逻辑性。教育学统考的试题答题

量很大，平时应该有意识的训练一下自己的笔杆子，每天抽

出一个小时，自己给自己出一道题，然后尽可能的象在考试

一样有条理、有内容的写出一份“答卷”来。这样在考试的

时候就不会觉得笔头发涩了。 第四，时间图和比较图。中外

教育史中有不少事实和理论都需要记忆，而对理论的记忆和

背诵，没有理解是不可想象的。理解时必须：能“从点到面

”；“记重点，析难点”；看书时能“钻进去，跳出来”；

“能画出知识结构图在胸中”；最重要的，理解要达到“融



会贯通”的程度。针对中外教育史是“史”的特点，建议同

学们画“时间图”，画一条水平的轴(像数学上的数轴)，从

左往右依次标上时间点，将重大事件标在时间轴上，从而理

出该领域研究的主要线索。针对中外教育史涵盖“国内与国

外”两方面的特点，建议同学们作比较，画“比较图”，比

较可以化成表格的形式(一栏相同点，一栏不同点)，也可以

以其他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只要突出比较的内容即可。通

过 “制图”过程，不仅会使你自己对于这一学科研究的整体

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且图式对最后“冲刺阶段”

的复习也能够起到帮助你理清脉络、迅速回忆起细节的作用

。 三、提醒 1. 收集信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向外地

研招办函索专业目录，就要考虑到研招办每天都会收到大量

此类信函，但人手有限，工作繁忙，无法免费邮寄给你，也

不可能单独回信。这时如果同时夹信寄3-5元人民币，并且将

回寄的信封写好就没有问题了。另外到权威考研班、考研专

供书店收集信息，更加方便快捷。 2. 考研的考题大体有两种

类型，一种是认知性质的考题，另一种是理解与应用型的，

而且以后一种居多。因此，同学们在复习时绝不能死记硬背

条条框框，而应该能够力透纸背，看清它背后所包含的东西

，并且加以灵活运用。所以在复习时，首先要把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弄懂，其次要把它们串起来，多角度、多层次地进

行思维和理解。 3. 在充分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整理出几

个重要问题的论述并非是投机取巧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了锻

炼自己的分析和表述能力，甚至猜一猜题也并非坏事，而是

一种主动应战的举措，身怀几件利器，到考场若能碰上现成

或类似的题目，到时倾囊而出，岂不快哉？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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