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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5_AD_A6_E7_c73_382352.htm 一、学科分析 教育学

原理是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的科目之一，按照2007年教

育学统考的考纲，教育学原理在必答题中涉及的分值占100分

。统考大纲对本科目的基本要求是： 正确识记教育学的基本

事实和基本概念，准确理解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 

能够把握当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动态和教育实践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 能够运用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教育的现实问题，

具有分析和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能力。 教育学相对复杂，因

为它包括教育的方方面面，任何与教育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用

来考察。但整体看，它不外乎包括几个方面，即教育的基本

概念、教育与人发展的关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目的

、教育制度、教学、德育、教师、学校等，考生在复习的过

程中可以各个击破。 二、复习提示 第一，重视基础 近年的教

育学考题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势：猛地看起来确实不难，都

是一些基础，但是要想得高分就不那么容易。越是简单的题

目越能考察出考生的基础是不是扎实。看起来简单的题目，

不一定你就能答的出来，不一定你就能得满分。特别是那些

名词解释和简答，别看每道题分数不多，但是题量不少，有

几个答不好，失分比论述题还多。所以，在第一轮复习伊始

，各位考生就要注重基础，稳扎稳打。 考生开始复习阶段，

应将大纲所列出的考点对照相关教材通读。了解教育学的基

本内容，列出一个复习的思路。可以划划书，找一下基本的

知识点，也能尽快熟悉教材。 重视基础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



要重视基本概念。基本概念是基础的基础，如教育，教育目

的，教育制度，学制，班级组织，课程，教学设计，教学评

价，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等。这些概念都是各章知识的基础

，同时也是名词解释的好出处。此外，书中一些不太明显的

概念也要记住。如还有书中的框框里的内容也要记住，如毛

入学率、净入学率等，这些最基本的教育常识也很重要的。

以及一些基础性的知识，如最近发展区，大家应该仔细看书

。 第二，做好笔记 教育类学科复习的目的是注重理解，但同

时也要做好笔记，把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分条列出，既可以

帮助考生集中注意力，到在随后复习中也便于自己查询。考

生在第一轮复习时要格外注重复习的质量，不仅要了解整体

框架，各章节是怎样安排的，对此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还

要一边做笔记一边细看书遇到不懂的概念再到其他地方查，

要搞懂细节问题。可以尝试每个段落都用两三个字进行概括

，并且把意思相同的段落连在一起，把一些无用的和废话勾

掉。这样，减轻了看书的负担，也为冲刺打好基础。 第三，

定好计划，按部就班。 好的计划是成功的一半。考生对教育

学所考察的内容，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一个整体的

把握。定好计划，什么时间看什么。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不

受外界影响。 从教育学原理的内容来看，考生可以尝试将内

容分成四部分： 第一部分：基础理论篇。 第二部分：学校教

师学生篇 第三部分：课程与教学论 第四部分：发展与改革 复

习教育学原理抓重点进行学习是非常有效和有利的。由于参

考书目较多，尤其需要记忆的知识较多，不可能全部都记住

。因此复习时要注重全面，但也要认真地记录书本上的重、

难点，分清主次，这样会减轻复习工作量。 第四，关注习题



，模拟训练 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关是要过初试关，初试制胜的

关键是要能够顺利地解答问题。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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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以“课程”概念为

例，也许初次复习时考生只注意到课程的概念和简单分类，

但是对课程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整体的把握，而且也不能分

辨重点和非重点。但是通过做题，你会有新的认识和发现。 

以下是一些与“课程”有关的习题： 1.名次解释：课程、活

动课程、显课程与潜课程、校本课程 2.简答：简评活动课程

论； 综合课程的特点有哪些？ 试界定并分析“课程”概念。 

请分析教育史上集中课程论的得失。 3.论述： 联系实际论述

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之关系及其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启示； 结构主义课程理论述评； 试述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的

区别和联系。 以上只是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但是从中我们

不难发现，习题考查的不仅仅是对单纯概念的理解，而是呈

现出一些特点：重视考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比如考课程的

特点，注重课程的各类型之间的比较等；注重读者对概念的

个人观点，要求读者从辩证的观点分析某一理论的得失等；

联系实际的特点也很突出。这些特点为我们进一步的复习指

明了方向。 三、参考教材 参考教材： 1.《现代教育论》 黄济

王策三 人民教育出版社 《现代教育论》是近几年来教育学的

一部力作。全书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教育发生发展的基础、基

本问题、研究方法以及未来教育的前景都做了深刻的理论分



析。建议考生不要把他看作教材，而是当作学术论著，作为

复习的参考。本书建议本校本专业考研的同学看。 2.《教育

学》 王道俊 王汉澜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学》出版的年代

较早，观点有些陈旧，但都是教育学的基础，与其他同类的

教材体系差不多。优点是条理清楚，教育学理论的基本方面

全都有所涉及。对于跨专业的同学可以当作入门教材，比较

容易就能搭建教育学的基本框架。而对于一些考本专业的同

学，简单翻翻即可。 附加参考书： 1.《教育大辞典》（简编

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 《教育大辞典》（简编本）是上海教育

出版社12卷本《教育大辞典》的缩简本，收录的是一些最基

本的词条。用它对付名词解释和简答题最合适。名词解释是

简答的浓缩，简答是名词解释的展开论述。可以把教材中提

到的每个概念，自己认为可以出题的地方都找出来。不要怕

麻烦，抄录下来，反复看。要相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2.《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教育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

一考试大纲及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

士学位教育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是同

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参考书，作为考试大纲它的优点

就是条理清晰，要点全面。在每个章节最后，还列有参考书

，有不明白的地方也方便检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