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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67_276621.htm 08年的教育学大纲在考查目标、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方面和去年没什么变化。为了能更好的

选拔合格优秀的研究人才，对知识点的考查范围进行了调整

。具体变化分科如下： 教育学原理 与去年相比，2008年新大

纲中的教育学原理部分变化较大，主要特点有三： 第一，愈

加重视考生对于教育学主要理论及其观点的掌握 在第三节“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增加了“教育与社会关系的

主要理论”； 在第四节“教育与人的发展”中，增加了“影

响人的身心发展因素的主要观点”，包括：单因素论与多因

素论、内发论与外铄论、内因与外因交互作用论。这些理论

在去年的大纲并未提到。 在第七节“课程”的课程编制部分

特别增加了“泰勒原理”，这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变化

。同时，增加了对“课程的范围与结构”知识点的考察。 在

第九节德育部分，增加了“德育模式”的知识点，包括“道

德认知发展模式”、“体谅模式”、“价值澄清模式”、“

社会学习模式”和“集体教育模式”五个内容。 第二，紧密

结合我国的具体教育现象，侧重考察考生们对于基础知识点

、概念与理论的实践运用能力，而不止于对基本概念的了解

知悉。 在第一节“教育学概述”部分，删掉了“教育学的若

干基本问题”，而在第二节“教育及其产生与发展”中则增

加了对“教育的功能”的理解； 在第七节的“课程”部分，

去掉了对“课程概念”的考察要求，对主要的课程类型的列

举也有些微的变化，去年大纲中的“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



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没有再出现。 第七节

的课程改革部分，增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的主要课

程改革”。 第八节的教学过程部分，去掉了“教学过程的概

念”和“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与基本矛盾”这两个点，重点

突出了对“教学过程本质的几种主要观点”考察。此外，在

该节的教学法部分，去掉了“教学法的概念与意义”，增加

了“自学辅导法”。 第九节的德育部分，增加了“我国学校

德育的基本内容”，包括“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

和法制教育”和“《小学德育纲要》与《中学德育大纲》”

两个知识点。 在第十节“教师与学生”中，去掉了“学生的

基本属性”。 虽然新大纲中删节了一部分基本概念类的知识

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并不重要。事实上，任何理论观点

的阐述与衍生都是建立在对基本概念的探究之上的。因此，

考生们切不可轻视基础知识，一味追究对重、难点的复习。 

第三，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有所扩充，同时增加了多个全新

知识点，扩大了出题范围。 第五节的标题由去年的“教育目

的”更改为“教育目的、培养目标”，增加了对“培养目标

的概念、培养教育目标与教育目的的关系、我国中小学培养

目标”等知识点的考察。这种变化也贯穿在整个教育学包括

中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部分。 第六节“教育制度”中的学

校教育制度部分，细化补充了“各级学校系统”和“各类学

校系统”两个知识点。 此外，在第六节还增加了“现代教育

制度改革”的内容，包括：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普通教育

与职业教育的综合化，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终身教育体系的

建构。这些知识点源自我国新时期出现的各种教育现象，都

是当前教育实践中重点问题。 第七节的“课程”部分，除课



程的定义外，又点出了“课程与教学的关系” 在第八节“教

学”的教学模式中补充了“范例教学模式”的概念。在该节

的最后增加了一个大点，即“教学评价及其改革”。这一知

识点包括了“教学评价的含义及其功能”、“诊断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学业成绩评价”和“教学评

价的改革”四部分，可见其增量也是较大的。 中外教育史 总

的来说，08年教育史部分和07年大纲相比变化不大，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 1、新大纲语言表述更加明确 修订的新大纲

用语表述更加明确，这一点体现在大纲的每一条。例如中国

古代史对于儒学独尊一章，07年表述为“儒学独尊与读书做

官教育模式的初步形成”；在08年表述为“儒学独尊与读经

做官教育模式的初步形成”；这样的修订随处可见，却很容

易被忽视。对考生而言，这种类型的变化对于把握复习内容

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也从一个侧面提醒考生对知识点的

把握准确到位，具体而言体现在考试中，要做到语言简明准

确。 2、新大纲对考生的要求加深 07年大纲要求考生“能够

准确理解有关中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实施的基本文

献，特别是其中的代表性材料，培养严谨、踏实的学风”；

在08年的大纲中这一要求变为“准确理解有关中外教育史的

基本文献，特别是其中的代表性材料。”从认真阅读到准确

理解，这是对考生能力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此外，07年大纲

中要求考生“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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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特点与规律，总结经验与教

训，为现实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启示。”08年的新大

纲将“能够运用”改成“正确运用”，可见对考生分析能力

的要求提高了。 3、新大纲注重考生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



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分析、评价中外教育史集中体现在分析重要的教育思想家

上。例如中国的孔子、蔡元培、陶行知，西方的杜威等大教

育家，对他们的把握都从07年的“某某的教育思想”变为“

某某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同时增加相关条目，使考生

对教育家的把握更加深刻。与此同时，考生不要轻视新大纲

对赫胥黎、涂尔干等教育家做出删减这一变化，这背后实则

隐含着对其他同期教育家理解加深的要求。 4、新增知识点

值得注意 新大纲中新增了一些知识点，例如郡国学与鸿都门

学、黄宗羲的“公其非是于学校”，这些很明显的知识点虽

然谈不上重点，但一定要做到正确把握，保证在考试的时候

不丢分。 5、删减考点细目 中国教育史部分 1、教育起源（放

进教育学原理部分） 2、道家教育思想一节关于老庄对社会

文明的批判； 3、法家教育思想一节关于倡导“耕战”的学

派 4、封建国家教育体制完善一章关于中外教育交流的开展 5

、韩愈教育思想一节关于振兴儒学的卫道者 6、颜元教育思

想关于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7、近代教育的起步一章关于封建

教育的衰败与改革派的教育主张 8、近代教育体系建立一章

关于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 9、近代教育体制变革一章关于

资产阶级改革派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近代教育体制变革一章关

于二新文化运动与教育变革，其中包括新文化运动与教育观

念变革，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 10、杨贤江与马克思主义教

育理论一节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 外国教育史部

分 1、英国近代教育一节删掉赫胥黎的教育思想 2、法国近代

教育一节删掉、涂尔干的教育思想 3、卢梭教育思想一节删

掉关于论人的天性 4、马克思和恩格斯教育思想一节删掉对



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批判，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5、英国

教育发展一节删掉关于“开放大学” 6、法国教育发展一节

删掉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对教育的控制 7、德国教育发展一

节删掉关于纳粹德国时期的教育方针与教育的倒退 8、苏联

教育发展一节删掉关于俄罗斯的教育改革 5、新增知识点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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