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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5_99_c76_644353.htm 虽然2011年的教育学考试大纲还

没有公布，但是2011年教育学考研的大纲应该与2010年的大

纲相差不多。下面提供2010年教育学大纲供广大同学参考。

2010年教育学考试大纲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教育学专业基础

综合考试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教育学学科的硕士研

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统一入学考试科目。其目的是

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掌握教育学学科大学本科阶段

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水平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教育学学科优秀本科

毕业生所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高等院校

和科研院所择优录取，确保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质量。 I．考查

目标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涵盖教育学原理、中外教育史

、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研究方法等学科基础课程。要求考生系

统掌握上述教育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

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判断

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300分，考试时间

为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

卷内容结构 (一)必答题为270分，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教

育学原理约100分 中外教育史约100分 教育心理学约40分 教育

研究方法约30分 (二)必选题为30分，（百考试题）考生必须

在两道试题中选取一道作答。第Ⅰ道题考查教育心理学的内

容，第Ⅱ道题考查教育研究方法的内容。考生若两题都回答



，只按第Ⅰ道题的成绩计入总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单项选

择题45小题，每小题2分，共90分 辨析题3小题，每小题15分

，共45分 简答题5小题，每小题15分，共75分 分析论述题3小

题，每小题30分，共75分 Ⅲ．考查范围 教育学原理 [考查目

标] 1．准确识记教育学的基础知识。 2．正确理解教育学的

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3．能够运用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分析

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教育学概述 (一)教育学的研究对

象 (二)教育学的研究任务 (三)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1．教育学

的萌芽 2．独立形态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3．20世纪以来教育

学的发展 二、教育及其产生与发展 (一)教育的概念 1．“教

育”定义的类型 2。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二)教育的结构与

功能 1．教育的结构 教育活动的结构；教育系统的结构。 2.

教育的功能 个体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正向功能与负向

功能；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 (三)我国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

主要观点 教育是上层建筑；教育是生产力；教育具有上层建

筑和生产力的双重属性；教育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育是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过程；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 (四)关于教育起源的主要观点 1．生物起源说 2．心理起源

说 3．劳动起源说 (五)教育的发展 1．古代教育的特征 2．近

代教育的特征 3．现代教育的特征 三、教育与社会发展 (一)

关于教育与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 教育独立论；教育万能论；

人力资本论；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 (二)教育的

社会制约性 1．生产力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2．政治经济

制度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3．文化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

制约 4．科学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5．人口对教育发

展的影响和制约 (三)教育的社会功能 1．教育的经济功能 2．



教育的政治功能 3．教育的文化功能 4．教育的科技功能 5．

教育的人口功能 (四)当代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与挑战 现代

化与教育变革；全球化与教育变革；知识经济与教育变革；

信息社会与教育变革；多元文化与教育变革。 四、教育与人

的发展 (一)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其对教育的制约 1．人的身心

发展的主要特点 发展的顺序性；发展的阶段性；发展的差异

性；发展的不平衡性。 2．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对教育的制约 (

二)人的身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1．关于影响人的身心发展

因素的主要观点 单因素论与多因素论；内发论与外铄论；内

因与外因交互作用论。 2．遗传素质及其在人的身心发展中

的作用 3．环境及其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 (三)学校教育在

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 1．个体个性化与个体社会化 2．学校

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及有效发挥的条件 五、教

育目的与培养目标 (一)教育目的 1．教育目的的概念 教育目

的的定义；教育目的与教育方针的关系。 2．关于教育目的

的主要理论 个人本位论，社会本位论；内在目的论，外在目

的论；教育准备生活说，教育适应生活说；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3．教育目的确立的依据 4．我国的教育

目的 1949年以来各个时期的教育目的；我国教育目的的精神

实质。 5．全面发展教育的构成 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全面发展教育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二)培养目标 1．培养

目标的概念 培养目标的定义；培养目标与教育目的的关系。

2．我国中小学培养目标 六、教育制度 (一)教育制度的概念 (

二)学校教育制度 1．学制的概念与要素 2．学制确立的依据 3

．各级学校系统 4．各类学校系统 5．1949年以来我国的学制

1951年的学制；1958年的学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学制改



革。 (三)现代教育制度改革 1．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 2．普通

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综合化 3．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4．终身教育

体系的建构。 七、课程 (一)课程与课程理论 1．课程的概念 

课程的定义；课程与教学的关系。 2．课程理论及主要流派 

知识中心课程理论；社会中心课程理论；学习者中心课程理

论。 (二)课程类型 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综合课程与分科课

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 (三)课程编制 1．泰勒原理 2．课

程计划、课程标准与教材 3．课程国标 课程目标的概念；课

程目标的来源；课程目标与培养吕标、教学目标的关系；布

鲁姆教育国标分类学。 4．课程的范围与结构 5．课程实施 课

程实施的取向；影响课程实施的因素。 6．课程评价 课程评

价的含义；课程评价的模式与功能；课程评价的主要范围。 (

四)课程改革 1．影响课程改革的主要因素 政治因素；经济因

素；文化因素；科技革新；学生发展。 2．20世纪60年代以来

国外的主要课程改革 3．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八、教

学 (一)教学概述 1．教学的概念 教学的定义；教学与教育、

智育、上课的区别与联系。 2．教学的主要作用与任务 (二)教

学理论及主要流派 1．教学理论概述 学习理论及其与教学理

论的关系；教学理论与课程理论的关系；教学理论的形成和

发展。 2。当代主要教学理论流派 行为主义教学理论；认知

主义教学理论；人本主义教学理论。 (三)教学过程 l。关于教

学过程本质的主要观点 2．教学过程中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关系；掌握知识与培养思想品德的关

系；掌握知识与提高能力的关系；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

关系；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的关系。 3．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的概念；教学设计的过程与方法；教学设计的模式



。 (四)教学模式 1．教学模式概述 教学模式的概念；教学模

式的特点；教学模式的结构。 2．当代国外主要教学模式 程

序教学模式；发现教学模式；掌握学习教学模式；暗示教学

模式；范例教学模式；非指导性教学模式。 3．当代我国主

要教学模式 (五)教学原则 l.教学原则的概念及确立依据 2.中小

学教学的基本原则 直观性原则；启发性原则；系统性原则；

巩固性原则；量力性原则；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原则；理

论联系实际原则；因材施教原则。 (六)教学组织形式 l.教学组

织形式的历史发展 2．班级授课制 3．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 (

七)中小学常用的教学方法 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实验法

；实习作业法；演示法；练习法；参观法；自学辅导法。 (

八)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备课；上课；作业的布置与批改；课

外辅导；学业考评。 (九)教学评价及其改革 1．教学评价的含

义及其功能 2．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3．学

业成就评价 4．教学评价的改革 九、德育 (一)德育概述 1．德

育概念 2．德育任务 (二)我国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 1．道德教

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 2．《小学德育纲要》

与《中学德育大纲》 (三)德育过程 1．德育过程的要素 2．德

育过程的规律 (四)德育原则 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知

行统一；正面引导与纪律约束相结合；发挥积极因素与克服

消极因素相结合；严格要求与尊重信任相结合；照顾年龄特

点与照顾个别特点相结合；教育影响的一致性；教育影响的

连续性。 (五)德育方法 说服教育；情感陶冶；实践锻炼；自

我教育；榜样示范；品德评价。 (六)德育途径 直接的道德教

学；间接的道德教育。 (七)德育模式 道德认知发展模式；体

谅模式；价值澄清模式；社会学习模式；集体教育模式。 十



、教师与学生 (一)教师 1．教师的概念与类别 2．教师职业的

产生与发展 3．教师的地位与作用 4．教师劳动的特点 5．教

师的专业素养 6．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与途径 7．教师的权利

与义务 (二)学生 1．学生及学生观 2．学生群体 正式群体与非

正式群体；学生群体的作用。 3．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三)师生

关系 1．师生关系的特点与类型 学生中心论；教师中心论。 2

．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良好师生关系的标准；建立良好师生

关系的途径与方法。 中外教育史 [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中

外教育史的基本知识，了解教育思想演变、教育制度发展、

教育实施进程的基本线索，特别是主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

重要的教育制度、重大的教育事件。 2．准确理解有关中外

教育史的基本文献，特别是其中的代表性材料。 3．正确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评价中外教育

史实，总结经验与教训，为现实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

启示。 一、中国古代教育 (一)官学制度的建立与“六艺”教

育的形成 1．学校萌芽的传说 2．西周的教育制度 “学在官府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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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