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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5_AD_A6_EF_c76_453429.htm 一、教育学原理在教

育学基础考试中的比例和地位 按照08年考试大纲的规定，教

育学原理部分共100分，在占总分值的1/3。在题型和分值分布

上08年预计与07年相比没有变化，估计今后这一比例也将维

持不变。教育学原理是整个教育学考研统考中的重头戏，在

整个教育学科教学及教育学科体系中，它构成了教育理论的

基础部分。由此在教育学考研的统考中，给予教育学原理分

值为总分值的三分之一，是理所当然的。 分析07年教育学考

研真题，10个单项选择题共20分，2个辨析题共20分，两个简

答题共30分，一个论述题30分，客观题部分所占分值为20分

，主观题部分所占的分值为80分，共100分。从考试的内容来

看客观题注重考察学生的教育学基础知识和基础原理，辨析

题注重考察学生的综合分析和运用教育学原理知识的能力，

在作答辨析题和论述题部分时不仅要运用到教育学原理的基

础知识和理论还应涉及到中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科

研方法等相关知识，它侧重考察考生全方位运用教育学知识

能力。据此，从07年真题分析来看，且08年考纲在考试内容

的比例上未作变化，而考试中心又对07年考卷非常满意，因

而08年考试也必将在考试内容的分配上遵循07年考试的精神

及08年考纲的原则。 二、08年考纲与07年考纲的比较分析 就

教育学原理部分来说，08年考纲中是较之其他三部分内容变

动最大的一部分。如第二节“教育及其产生与发展”中增加

了对“教育的功能”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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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标

题增加了“培养目标”及“关于教育目标的主要理论”。 第

七节“课程”中的课程编制部分，特别增加了“泰勒原理”

。等等，较之删除的部分相比，今年新增的考点更加注重知

识的涵盖面和实践运用的适用性。 08大纲在教育学原理部分

中变动较大的当属对07大纲知识点的整合与修正了。兹对变

化部分作简要分析如下： (一)措辞变为更加精练准确，考察

知识更侧重应用和理解 从新大纲的文字表述特点来看更为精

练、更为明确，易于考生把握。考察知识更侧重了应用和理

解，而不是简单的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大家可发现，去年要

求掌握的概念、词源、含义等今年不作要求了，这就是一个

信号：即考察的东西不再是简单的背诵，会在记忆的基础上

有一定的理解。虽然定义、含义之类的东西有的不作要求了

，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理解，因为不对概念加以理解是难以

把握整体内容的。因此去掉了对对各个教育学名词的概念定

义的要求，而明确指出应掌握某全面具体的教育学原理知识

。如第一节教育学概述中由去年的“教育学的历史与未来”

改为“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第二节的标题由去年“教育

及其产生与发展”；教育的概念明确的提出了内涵和外延；

第五节的主要变化有“教育目的确立的依据”、“全面发展

教育的构成”。 (二)重新调整原有的结构，内容更体现出综

合化的特点 新大纲从归类的特点来看，更侧重知识的全盘理

解和融会贯通。新大纲对知识归类更为严密，体现出严谨性

。除在文字方面有一定的变化，要求达到表达精确的目的之

外，要求考生掌握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今年大纲对考

察内容重新进行了分类和编排，在纵向上去掉了一些细节性



的概念重点突出了主要的理论观点，同时在横向上扩大了教

育学知识的扩散范围。这种变化的背后所体现的意义在于不

仅只是一些教育学的具体的问题，而更为注重要求考生从宏

观方面把握教育学发展的脉络。 同时大家在复习的时候要注

意把知识之间串联起来。大家在复习中能够发现，教育学原

理中间穿插进不少教育史的知识，而教育心理学中也融合了

不少教育学原理和教育史的知识，教育研究方法与教育史的

联系也比较大，把四部分知识综合起来复习在07年的考题也

体现出了教育部考试中心出题的这一意图。因而，在复习的

过程中，要发挥自己的潜能对知识进行综合化处理，这样才

能在考试的时候发挥出高水平，应付高难度的题目。如：第

四节标题由“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改为“教育与人的发展

”：第一部分由“人的身心发展及其规律” 改为“特点及其

对教育的制约”；第二部分由直接讨论遗传环境转向增加先

讨论“关于影响人的身心发展因素的主要观点”在这些观点

基础之上再分析遗传与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和制约。这部

分内容既涉及到教育学原理的教育与个体、社会发展，再进

一步挖掘会发现在对人的身心发展这部分可以运用教育心理

的的知识来理解其背后的科学性；那再从教育史方面来析我

们可以搜集整理出在中外教育的历史上有哪些教育学家，哪

些教育理论观点已经提出并论证了教育与人、社会发展的关

系；从教育科研方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前人的工

作中是运用哪种研究方法对教育与人、社会发展关系进行分

析研究的，以此我们完整的将这一部分内容进行综合了复习

，同时也充分显示出了教育学原理在教育学统考中所占的重

要地位，因此大家不能轻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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