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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7_A1_95_E5_c76_566573.htm 三、分析题。 1、材料

：⑴教师针对班级部分同学提问(毫无意识)。 ⑵教师更容易

对部分同学关注、鼓励。 ⑶教师只对班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

一的同学关注。 分析问题的原因，应采取什么措施以实现教

学过程民主化。 答：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 ①毫无意识的针

对班级部分同学提问，虽然看起来是平等的、民主的，其实

这种“毫无意识”却是忽视了学生自身参与的积极主动性，

没能将学生的主动性与教师的主动性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②

教师更容易对部分同学关注和鼓励，一方面可能是这部分同

学在教学过程中能够积极主动的配合教师，参与到教学过程

当中去；另一方面可能是这些同学的学校成绩较好，教师受

升学率或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对这部分学生进行关注

。 ③只对班上的少数人关注，可能是受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得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分数而忽视其他的方面。在这

种情况下，就会使得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往往只容易对部分

的少数成绩较好的同学关注、鼓励，而忽视很大一部分同学

。 在教学过程中，要想实现民主化，就应该做到： ①首现教

师要转变观念。一是要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认识到

教学的目的最主要的还是使得班上的每一个同学都获得发展

。而这种发展不能仅以在分数的高低和成绩的好坏来衡量，

应该树立多样化的衡量维度。 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意

识的充分调动每一个同学的参与积极性，不要因为有的同学

不主动参与就不管他们，这恰恰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关注



的学生群体。 ③学生也要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参与意识，积

极的配合好教师的教学。因为教学过程是由教师和同学两个

主体来完成的，忽视哪一个主体都会对教学造成不利影响。 

④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争取在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气氛中实现教学过程的民主化。 ⑤不断完善教学评价机制，

要经常不断的向师生反馈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让师生共同的

来实现教学过程的民主化。 2、比较晏阳初、梁涑溟乡村教

育思想的异同。 答：上个世纪一大批教育家兴起了建设乡村

的教育思潮，晏阳初与梁涑溟就是其中的代表。 ⑴晏阳初通

过调查分析当时中国社会乡村的状况，认识到农村的问题千

头万绪，但基本问题归结为愚弱穷私。为要解决这四方面的

缺撼，须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

、公民教育。 ①在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理论中

，“整体性”、“系统性”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认为，社

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乡村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进行这项工程时，不应“枝枝节节”，而应“统盘筹

划”。在长期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四大教育”、

“三大方式”为基本内容的系统的乡村平民教育体系，使新

文化运动以来兴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所谓

“四大教育”即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

育。 文艺教育，是从文字与艺术教育上着手。使民众认识基

本的文字，得到求知识的工具，促进文化生活，并能对自然

环境及社会生活有相当的欣赏与了解。 生计教育，是从从业

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各方面着手，以达到农村经济建

设的目标。 卫生教育。卫生教育的基本涵义有两层，一是改

善、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将消极的治疗与积极的预防结合



起来：二是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农村需要的卫生保健制度。 公

民教育，按晏阳初所说：“公民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人民的

公共心与合作精神，在根本上训练其团结力，以提高其道德

生活与团结生活。 ②三种形式： 第一是学校式教育，这包括

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巡回生计训练学校三种办学

形式； 第二是社会的教育，这是以平民学校的毕业生为对象

，以同学会的形式组织起来进继续教育的一种办学形式； 第

三种是家庭式教育，这是以各种形式的“家庭会”，如家长

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幼童会等，把农民分别组织

起来，进行教育的办学形式。 晏阳初指出：教育的实施方式

，有学校式以教育青年为主要工作，因青年是国家今日建设

之主力军；同时又要顾到教育儿童，因儿童系民族复兴的后

备队。学校式之外，有社会式及家庭式，其目的在使整个社

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 ⑵梁漱溟乡村建

设理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份重要精神遗产。 (关于这个

问题，同学可自行参照《中国教育史》中的相关章节，由于

资料问题这里就不再多论述了。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在

大磁体时不要像上面这样平铺直叙，应该将晏阳初和梁涑溟

的相关思想对比着论述，主要的还是侧重于二者“异”的一

面) 试卷分析： 此次全国教育学研究生考试试卷，就主观题

而言，体相对比较容易、基础，没有太难的题目。教育学部

分重点集中在课程、教学、教师专业化和德育模式这几个部

分，重点突出，这几部分也是教育学基本原理的重点章节。 

教育史考察的内容相对可能较难，分析题“比较晏阳初、梁

涑溟乡村教育思想的异同”，这部分内容是同学们平常复习

时可能容易忽视的地方，这也反映了靠出题人的心理是尽量



避免压中题目的，所以今后参加考研同学应该注意一些自己

认为非重点的内容，就像去年考察的“简述孔子的教师观”

一样，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是非重点内容，可就偏偏考察了；

简答题中考察的是两个外教史的题目，相对较简单，且是外

教史课程中重点内容。 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研究方法部分的内

容相对较容易，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题目，且都是重点考察的

内容。这也是我们三人行教育一直关注和强调的！从今年的

题目本身看，绝大部分都与我们平常强调的内容相关。教育

心理学的题目相对于研究方法而言较少，但仍是重点突出。

教育研究方法的问题几乎全部集中在“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

”这一部分，这也是考察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从整张试卷

的主观题来看，出题仍然遵循了注重基础，且注重突出重点

的特点。这也是以后出题的趋势和命题的指导思想。所以，

在今后的复习中也要注重基础和重点。当然，除此之外还要

相应的关注一些看似非重点而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且从这两

年的试卷看，教育史的分析题都是以比较的形式出现的，这

也可能会给同学们在今后的复习中提供一个暗示。 其实，研

究生考试可以这样去理解，即出题人在循着参考者的心理出

题，也就是在摸透了参考者的心理后出题。所以，我们在复

习的时候也要去揣摩出题者的心理，不能只关注课本的知识

，还要学会发现出题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去复习就会省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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