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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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年教育学统考大纲在考试题型

、出题模式、出题风格上基本沿袭了08年的教育学统考大纲

，相对来说，教育学原理是变动最大的一个学科，而中外教

育史、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研究方法的考查内容基本上没有变

化。现将教育学各学科的大纲解析分析如下： 一、教育学原

理 按照09年考试大纲的规定，教育学原理部分共100分，约占

总分值的1/3。在题型和分值分布上09年预计与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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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教育学考研真题，从考试的内容来看

客观题注重考查学生的教育学基础知识和基础原理，辨析题

注重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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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侧重考查考生全方位运用教育学知识能

力。据此，从08年真题分析来看，且09年考纲在考试内容的

比例上未作变化，而考试中心又对08年考卷非常满意，因

而09年考试也必将在考试内容的分配上遵循08年考试的精神



及08年考纲的原则。 二、中外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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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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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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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教育史09年考纲考查范围与08年

的考查范围没有变化，以后的篇章中将会系统地对考纲知识

点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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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会提供几本比较权威的参考书目。相

信对即将参加09年教育学专业考研的考生会有很大的帮助。 

三、教育心理学 从分值和题型分布来看，09年的考试还会以

选择题居多，但论述和辨析题型的分值很大，所以复习还是

要以全面为主。至于内容上要关注具体知识点，因为选择题

目居多，知识点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但是对于基本的理论

和可以跨越的知识点要着重关注，比如：各个代表人物的理

论，各种著名的实验；另外，教育心理的道德认知，道德情

感可以和教育原理的德育及品德联系在一起出题，所以平时

要注重知识点的串联。 对于难度上来讲，教育心理学的总体



难度最高，这反映出科目本身相对较难理解，所以更要加大

功夫掌握各个知识点，灵活应对考试。其中辨析题的难度相

对其他题型难度更大，估计今年的辨析题不会放在技能的形

成这个部分，技能形成很大可能上会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 

四、教育研究方法 在统考中，教育研究方法虽然分值不多，

但是对后续的学习却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的学习，可以领会教育科学研究的选题方法、常用的教育科

学研究方法和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表述的一般规范格式要求等

等。运用常用的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等来探讨

教育现象或研究教育问题，是一个教育研究工作者进行数学

研究的基本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方法在考纲上列出所占

整个试卷的分数不多，但它实际考查时会多处涉及到，尤其

是一些表面上类似而实际却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分类、特点、

适用范围尤其要引起重视，09年的教育研究方法大纲与08年

的没有变化，但研究方法的出题方式往往比较灵活，应抓住

关键信息，运用准确的研究方法应对。 百考试题编辑祝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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