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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67_292237.htm 一、中外教育史在教育学统考中

的地位和比例 对每一个从事教育研究的人来说，对中外教育

历史的掌握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中外教育史作为教育专

业的基础课在教育学考研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2007年的

教育学考试改革也丝毫没有改变此门课程的学科地位。在教

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中，中外教育史的比重是三分之一。

应该说，这样的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无论将来从事有关

教育的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对中外教育历史有系统、准确

的把握。鉴于此门学科在教育学考研中的地位，考生们非常

有必要对它高度重视，认真准备。08年的考试大纲已经公布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此门考试，对考试大纲进行解读，做到

知己知彼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08年考试大纲的规定，中外教

育史部分在考试中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一，也就是100分。这一

点与07年相比没有变化，估计今后这一比例也将维持不变

。07年统考中，简答题中外教育史各一题，共30分。中外结

合比较的论述题一个30分。其余的40分分布在单选题中，知

识点分布极广，但重点考核的是各个部分的基础知识。总体

而言，中国和外国教育史比重相当。估计08年试题还将继续

按照这样的比例分布。08年的教育学大纲沿袭了07年的形式

，考查目标、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但在

内容上，对考查范围进行了调整。因此在考察的具体知识点

上，与07年相比，将会有不少变动。本文在详细分析中外教

育史08年考纲考查范围变化并对此变化趋势做整体概述的基



础上，系统地对考纲知识点进行了重难点分析并提出了复习

策略，进而对如何应对此门考试提出一些建议，并提供几本

比较权威的参考书目。相信对即将参加08年教育学专业考研

的考生会有很大的帮助。 二、08年考纲对内容的增删 以下

是08年大纲相对于07年大纲的详细的增删内容。考生首先应

关注这些内容，调整自己的复习重点。删减的内容可以略看, 

增加的知识点考生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一)增加的内

容 1. 孔子的教育实践和历史影响 2. 郡国学与鸿都门学 3. 魏晋

南北朝官学的变革，包括西晋的国子学；南朝宋的“四馆”

与总名观。 4. 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发展的特点。 5. 颜之推的教

育思想，包括颜之推与《颜氏家训》、论士大夫教育和论家

庭教育 6.积分法、“五等黜法”、“监生历事”、社学。(科

举制度的演变与官学的变革一章) 7. 对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 8. 

黄宗羲的“公其非是于学校” 9. 颜元与漳南书院 10. “百日

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11. 清末的留学教育，包括留日教育、

“庚款兴学”与留美教育 12、新文化运动时期教会教育的扩

张 13、训育制度和中学毕业会考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教育对学

校教育管理措施一节) 14、赫尔巴特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

想的传播。 15. 杜威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影响 16.《费

里教育法》 (二)删减的内容 1、教育起源(放进教育学原理部

分) 2、老庄对社会文明的批判； 3、法家教育思想关于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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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元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7、近代教育关于封建教育的衰败

与改革派的教育主张 8、近代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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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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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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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英国赫胥黎的教育思想 13、法国涂尔干的教育思想 14. 德国

康德、费希特的教育思想 15、关于卢梭论人的天性 16、马克

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批判，有关环境和教育对

人的发展的影响的教育思想 17、英国 “开放大学” 18、法国

教育发展中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对教育的控制 19、纳粹德国

时期的教育方针与教育的倒退 20、俄罗斯的教育改革 三、08

大纲较之07年的整体变化趋势 08年大纲的变化除了表现为以

上所列出的增删知识点外，还有许多的细节调整。通过对这

些变化的综合分析，可以总结出08年的大纲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变化趋势 1、更加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07年的大纲

在提到某些教育家时往往只提思想。08年在多处增加了教育

实践，比如孔子、陶行知、裴斯泰落齐、杜威等。看来对一

些重要教育家的一些重要教育实践也是今年需要掌握的。 2

、更加注重教育课程间的相互联系，比如教育史和教育原理

。这也是考查教育基础知识综合能力的要求。比如提到孔丘

的教育思想，07年仅仅是提他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教育思想。08年则要求

考生能够分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与教育的作用和地位

；“有教无类”与教育目的；“学而优则仕”与教育目标。

估计这个趋势还将继续。而且这种问题是最容易出分析论述

题的。考生应当具有这种综合把握的能力。 3、对某些内容

进行了扩展和细化。比如孔丘的教学方法就列出了因材施教

、启发诱导、学思并重这三项。因此，有关孔丘教学方法的



重点就突出了出来。同样的，1922年的“新学制”也重点提

到了七项标准和学制体系与特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践也

一一详细列出。还有有关耶稣会学校的内容也详细点出。这

应当是对考生有利的变化，因为每一个要点的详细列出会使

得准备更有针对性。 4、对教育史段的表述尤其是中国教育

史，更加准确。这是考生应当注意到的。有关中国的近代教

育准确划分为近代教育的起步、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近代

教育体制的变革。与07年每一段以特定的史实做标志更简洁

、准确。“新民主主义教育”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

命根据地教育”，“民主教育家”改为“现代教育家”则需

要我们对历史进行重新的更深刻的认识。考生在答题的时候

也要注意自己的用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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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科举制度的发展

与学校教育的变革”改为“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官学的变革”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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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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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新大纲对考生

的要求加深，从08与07年的考查目标对比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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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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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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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08年考纲重难点综合分析、考试题

型预测及复习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外教育史的考

查内容有了相当大的变动。我们在关注这些变化的同时，对

于无变动的知识点更要引起重视。因此，这就需要考生必须

对考查范围所规定的内容能够全面、系统地加以复习掌握，

切忌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下面便系统地对考纲每个知识点

的具体情况作一分析。考生一定要在把握重难点的前提下做

统盘的准备。 子目一：中国古代教育。这一章共分为六大部

分系统阐述了清末为止的我国古代教育史。这一部分要分可

分分官学和私学两条脉络来关注。官学的重点是科举制度的

形成过程，注意它不同阶段的特点。其中要关注并能够理解

宋明理学，包括它的宗旨以及对它的批判与反思。私学着重

掌握的一个重点是诸子百家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特别是

孔子，几乎是每年必考。另一个重点是中国的书院。这一时

期比较重要的一些教育家中孔子和颜元是复习的重点。其中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可能与教育原理结合出论述题。 子目二：

中国近代教育。首先前文已经说明了此部分的表述变化。因

此考生要注意用语的准确。这部分划分为早期改良派、资产

阶级革命派和清政府自身的教育改革。不同的教育家也分属

其中。这部分的理解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部分的

重点是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清末留学教育和新文化运动时期

的教育改革运动。注意“癸卯学制”和1922年学制。张之洞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蔡元培中以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为



最重点。 子目三：中国现代教育。这部分是南京国民政府和

中国共产党对比的教育。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中注意今年新

增的训谕制度和中学毕业会考。共产党的根据地教育要深刻

理解新民主主义教育。现代教育家中重点要把握的是杨贤江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需要注意的是对现代教育家的

教育实践一定要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如前分析，教育实践是

今年比较突出的一个新增点。 子目四：外国古代教育。这部

分的历史从古巴比伦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主要集中在几个

文明古国。对西欧的教育只是概述。本章的重点是希腊、罗

马和西欧中世纪的教育。希腊罗马时期尤其要关注的是他们

的教育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等

。对他们的教育思想一定要准确把握。西欧中世纪教育中要

特别关注中世纪的大学。 子目五：外国近代教育。这部分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欧美近代国家和日本的教

育及西欧近代教育思想这三节来展开复习。对第一节重点要

对比理解，尤其是宗教改革时期各个教派的教育。这一节今

年新增的有关耶稣会的教育要重视。第二节和第三节重点要

掌握的是一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第二节要注意他们的教育

思想对本国教育发展的影响，比如斯宾塞、贺拉斯曼等。第

三节中的教育家则是对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

比如夸美纽斯、赫尔巴特等，他们几乎是里程碑式的人物，

是考试当中必然要考的。因此，第三节中的六个教育大家尤

其是前四个是一定要认真复习的，包括他们的教育实践。 子

目六：外国现代教育。这部分分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欧美

教育思潮和教育实验、 欧美主要国家和日本的现代教育制度

、现代欧美教育思潮三节来展开。第一节新教育运动和进步



主义教育运动要简单了解他们的背景和始末，理解他们的意

义。重点要准确记忆其中的典型人物和实践，比如梅伊曼、

拉伊、蒙台梭利、葛雷制、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这些都

是比较容易出简答题的。第二节主要介绍的是各个国家的教

育改革。这里需要掌握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改革运动和教育法

案，包括英国的《1944 年教育法》、《雷沃休姆报告》、

《1988 年教育改革法》；法国的《费里教育法》、《郎之万

一瓦隆教育改革方案》；美国的“八年研究”计划、初级学

院运动、《史密斯一休斯法案》、《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

势在必行》；日本的《教育救语》、《大学令》；苏联的《

统一劳动学校规程》；1958 年的教育改革、1966 年的教育改

革等。这些都是复习的重点，容易出简答题。复习的时候要

注意和如今该国的教育现状联系。第三节重点是杜威的教育

思想和实践。对现代欧美的众多教育思潮的理解要结合多学

科的知识。 五、复习建议 中外教育史是一门相对来说比较零

碎，庞杂，偏重于记忆的学科。对这门学科的复习一定要细

心，肯花时间、下功夫。以下是几点具体的建议，相信广大

考生如果能够按照这样的原则和方法复习，一定会有很好的

效果。 1、复习时要注重理解，不要死记硬背。虽然作为历

史的一个分支，对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的记忆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一定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而不能死记硬背。要理解

性地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概念，要吃透他们的内涵，这样回

答起问题来才能够举一反三，并且容易理论联系实际，能够

发挥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从而获得高分。教育问题，往往

看似很简单而内涵是很深。要知道研究生考试是要选拔具备

科研能力的人才的。哪些只会鹦鹉学舌，僵硬的照搬书上知



识点原话的学生是很难得到导师的青睐的。 2、在复习时要

注意联系。首先，一个历史事实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一定要

和它之前之后的历史相联系。考生心中应当有的不能只是一

个个的历史片段，而应当是一条线，一直到今天。其次，任

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会是偶然的结果，必然有其内在的逻辑

。因此，因此在复习教育史时，要联系着教育学原理的知识

进行理解记忆，因为教育史学科的诸多历史事实实际上是含

着教育学理论逻辑的，如果能联系教育学原理的知识进行理

解性的记忆，肯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不但会增强记

忆的效果，而且会培养自己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辨析能力。在

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经提到了大纲对考生综合能力的要求。 3

、平时就要培养自己严谨的作风。在第二部分已经提到，08

比07年对考生的要求更加高了。严谨的作风也是将来做学术

研究的基础。因此，在复习时一定要准确、严密。只有平时

训练，才不至于在考试的时候出现纰漏。 六、推荐书目 实行

统考以来，考生没有了指定的参考书目。中外教育史因其知

识结构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可供选择的参考书

目范围很大。考生可针对考点参阅不同的书籍，包括期刊杂

志。在此，向考生们推荐几本教育史方面比较权威的书目供

大家参考。中国教育史部分主要推荐王炳兆等编写的《简明

中国教育史》和孙培青编著的《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

部分主要推荐吴世颖编写的《外国教育史教程》。 1、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的王炳兆等编写的《简明中国教育史》。这一

本书按照时间的顺序介绍了从原始公社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教

育，不厚，仅三百多页。虽然介绍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

对重难点的把握非常到位。是每一位要了解中国教育史的人



必须要读的。 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孙培青编著的《中国

教育史》。这本介绍中国教育史的书相对于上面的来说要详

细很多。而且此书吸收了最近的研究成果，较为新颖。本书

比较注重对教育思想的研究。本书每章后都有一个本章总结

，课后还有习题。08年的考试主要由华东师范大学出题 ，因

此此书更是必须要认真通读的。 3、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吴世颖编写的《外国教育史教程》。本书有缩编本和合订本

两种。前者更为精炼，因此可多人合伙以缩编本为主，参照

合订本。此书的编排体例几乎和大纲吻合，知识点涵盖非常

全面。课后也有习题可以参照。 除了以上三本是比较权威的

书考生必读之外，另推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天一

等编著的《外国教育史》上下册和袁振国主编的《中外教育

史》。有精力的考生可以同时阅读这几个版本以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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