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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时，教育者借以传授教育内容，实现教育目的的渠道

。 2、教学：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人类所积累的文明成果的一

种认识活动 3、课外活动：为实现学校教育目的，与课堂教

学相配合，在课堂教学以外对学生身心实施多种影响的正规

教育活动 基本内容：社会政治活动、文化艺术活动、科学技

术活动、体育活动、劳动技能学习活动、社会公益活动 4、

社会实践：学校为实现教育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走出校

门、走入社会，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对学生施加各种影响的

教育活动 内容：以德育为目的的活动；以智育为目的的活动

；以劳动教育为目标的活动 以劳动教育为目标的社会实践活

动有：勤工俭学活动、自我服务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生产

劳动等 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对学生个

人成长的教育效益，及对社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教

育途径在教学过程中的意义：是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之

一，是教育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是全面完成教育任务，

实现教育目的的根本保证 是影响教育质量与效果的重要因素

6、教学的本质是：一种认识活动，是受教育这个体在教育者

的引导下，积极主动地学习人类创造积累的文明成果的活动

。 教学是学生的个体认识；是一种间接的认识。 教学的目的

是：促进受教育这个体的全面发展 是学生的个体认识，应坚

持以学生为主体 教学是一种以间接认识为主的认识过程 7、

教学的任务：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科学基础知识，训练学生形



成基本技能、技巧，发展学生的能力 培养学生具有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科学的世界观及良好的道德品质 发展受教育者

体力，增强体质，使其健康成长 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提高

其心理素质 教学的教育性表现在：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 培养学生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

质 8、学校教育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主： l 教学是实现学校教育

目的与任务的基本途径，amp.试大$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居于中

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 l 教学在学校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是由多

种因素决定的 以教学为主是学校教育工作的特点决定的，是

学校于工、农、商等其他部门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教学是实现

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他所占时间最多，工作比重最大，教

学的计划性、系统性比其他途径更强，能更充分地发挥教育

作用，促进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 教学为主是由教学自身的特

点决定的 历史上正反2方面的经验表明，要提高教育质量，

更好地进行自我教育，学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 l 我们必须正

确理解教学在学校教育中的中心地位 9、课外活动的特点：

组织上的自愿性 内容上广泛性 活动上自主性 形式上的多样性

基本组织形式：群众性活动、小组活动、个人活动 小组活动

包括：学科小组、技术小组、艺术小组、体育小组 群众性课

外活动的特点：参与人数多，活动规模大，教育效率高 以个

人活动为组织形式的课外活动具有的特点：活动场所广 活动

内容宽泛 开放性强 10、课外活动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学生多

方面素质的提高 有利于推动学生良好个性的充分发展 有利于

充实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抵御不良因素的影响 有利于加强

学生与社会的联系，加速个体的社会化进程 11、社会实践的

基本要求：明确的目的性与周密的计划性 坚持因地制宜与因



材施教 重视综合效益 加强领导与保障安全 12、社会实践活动

的意义：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有利于形成学生的主

体性 有利于学生进行合理的职业定向 13、学校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实现教育目的的途径：教学、课外活动、社会实践 14

、中小学的科学技术课外活动的主要有：科技探索活动和技

术普及活动 15、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途径是：学

校教育 16、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 反映了古代的课内

与课外相结合的教育思想 17、学生收集废电池、防止环境污

染是一种社会公益活动 宣传时事政策是社会政治活动 宣传交

通法规是社会公益活动 18、课外活动的主人是：学生 19、课

外活动与课堂教学：都是正规教育活动且方向一致 各具特点

，无法互相替代 20、中小学社会实践应重视综合效益，但处

于第一位的只能是教育效益 21、夏令营是一种群众性活动 22

、原始社会的教育途径：生产实践、政事活动、宗教活动、

艺术活动 23、以智育为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有：教学实验，

专业实习，科学考察与普及活动，信息咨询服务 24、社会公

益劳动是：以德育为目标的活动 以劳动教育为目标的活动 注

重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 25、家庭教育：指家庭成员之

间的一种影响（广义） 指家庭生活中，由父母或其他年长者

对其子女与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和影响（狭义） 26、社区教育

：指的是以一定地域为界，学校于社区具有共同的教育价值

观和参与意识，并且双向服务，互惠互利， 类型：以学校为

主体的社区教育 以社区为中心，由社区领导机构负责组建社

区教育组织统一社区内的各种力量，为社区的统筹发展服务 

地位：是学校教育的大环节 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 

影响学校和家庭教育、学校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 27、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和个体身

心发展规律，amp.试大$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教育者

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服务的人的活动 28

、教育合力：指学校、家庭、社区三种教育力量相互联系、

相互协调、相互沟通、统一教育方向。 29、家庭教育的地位

和作用： 地位：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在个体的发展和社会进

步中起着重要作用 作用：是个体社会化的奠基教育 可以起到

调整学校教育的效应 使儿童受到始终如一的道德熏陶 30、家

庭教育的特点：先导性；感染性；权威性；针对性；个别性

31、实施科学的家庭教育：环境和谐；方法科学；以身作则

；爱严相济；全面关心 32、社区教育作用：协调育人；环境

优化；组织协调；监督管理 特点：开放性和群众性；实用性

和融合性；多样性和补偿性 33、社区教育的基本要求：方向

统一，双向建设 与现实联系，实行全方位教育 灵活多样 34、

三教结合的意义：有利于教育的完整衔接 有利于统一教育方

向 有利于发挥教育的互补作用 35、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

区教育是人类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三种主要教育形态 36、

学校教育产生之前，家庭教育担负着教育年轻一代的主要任

务 37、社区教育的实质是：社区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社区化的

统一 38、三结合教育合力的基本形式有：amp.试\大$互相访

问、通讯联系、家长会和家长学校、教育讲座等 39、家庭教

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社区教育在我国正式确立和广泛发展是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我国社区教育的核心是育人 社区教育的

对象是社区内的所有社会成员 教育的主体形式是学校教育 家

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基础 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的

关系是学校教育是社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家庭教育产生于



原始社会末期 从横向看，教育的基本形式有学校教育、家庭

教育、社区教育 同学校教育相比，家庭教育：时间最长，方

法灵活，针对性强 目前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有：家长不能把孩子摆在恰当的位置； 家长对子女期望过高 

不能全面关心子女发展 家庭教育的说法编辑推荐：把教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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