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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100分左右，但是涉及内容众多，而且这部分知识重在识

记，而同学们在复习过程中不可能将其全部背诵记忆下来。

因此，针对2012年教育学大纲的要求，我们将进行知识结构

和线索的梳理，对重点内容进行强调分析，以帮助大家合理

安排复习时间和内容，帮助大家提高复习效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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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外教育史考点解析 对中

外教育史的内容，复习时首先应该对其总体内容有一个宏观

上的把握。中外教育史均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个

部分，复习时应注意各部分之间的划分是怎样的以及这样划

分的依据，这有利于考生对中外教育史的整体有一个宏观的

把握，形成知识框架，为识记具体内容时提供帮助。 1.中国

古代教育 本章是教育思想史考查得较多的章节，考点非常多

。 该部分分成六大部分，把从原始社会学校教育的萌芽到洋

务运动之前的几千年的中国教育史做了一个全面梳理，内容

相当庞杂，但是同学们可以打破大纲的知识点排列方式，重

新组合整理。古代教育可以按照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



学校改革史三个维度进行划分：把孔丘、孟轲、荀况、墨家

、道家、法家、战国后期教育论著、董仲舒、王充、颜之推

、韩愈、朱熹、王守仁、黄宗羲与颜元的教育思想总结成思

想史，穿成一条线.把西周的教育制度、独尊儒术与读经做官

教育模式、察举制度、隋唐教育体系、科举制度及其演变等

内容归入教育制度史，穿成另一条线.把官学、私学，稷下学

宫、太学、郡国学与洪都门学、国子学、四馆与总明馆、书

院的发展、私塾的发展等知识归类为学校改革史，穿成第三

条线.这样三条主线把古代教育史内容分割明确，比较便于记

忆和复习。经过分析，古代教育史主要以选择题、辨析题和

简答题的方式考查，大家复习时注意策略。选择题：本章所

有知识点都可能通过选择题来考察.辨析题、简答题和分析论

述题：孔丘的教育思想、孟轲的教育思想、荀况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以及私人讲学时期各家的教育思想、朱

熹的教育思想、王守仁的教育思想、颜元的教育思想、颜之

推的教育思想、韩语的教育思想等。 2.中国近代教育 本章教

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所占的比重不相上下，考点较多。 按

时间线索来梳理，该部分内容共分三部分，从近代教育的起

步、近代教育体系建立、近代教育体制的变革几部分概括了

从洋务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史实。在复习的

时候也可以分成思想史和改革史来分别把握，比如把张之洞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新文化教育思潮等的教

育思想划为思想史.把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留美教育、维新

教育实践、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民国初年教育政策、新文化

运动时期教育改革、1922新学制等划为教育改革史。其中，

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



改革、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年代

的教育思潮与教育改革运动、1922年“新学制”都是很重要

的内容，一定要细致认真地看。 3.中国现代教育 该部分指的

是从南京国民政府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教育史，大纲从南京

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教育和教育家的理

论与实践三个角度分类，三块知识点分类明确，我们可按大

纲顺序复习。现代教育史是考查的重点部分，除选择题外，

很多分值较重的简答题和分析论述题都出自本章。同学们对

现代教育家的理论与实践考点要重视起来，陶行知、晏阳初

分别在07、08年考过论述题，考生在看书的过程中要注意识

记和对比理解，尤其是现代教育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部分，

对一些比较著名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要很认

真细致地看。对南京国民政府教育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教育

主要做选择题和简答题准备即可。 4.外国古代教育 该部分从

东方文明古国、古希腊、古罗马、西欧中世纪、拜占庭与阿

拉伯教育五部分呈现了古代外国教育的轮廓，同学们在复习

的时候重点掌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

识记古代东方文明古国教育的特点、斯巴达、雅典教育的不

同、宫廷学校与骑士教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与发展等内容

。本章多以选择题来进行考查，因此在看书的过程中一定要

细致，并且其中要注意古埃及和古印度教育的比较，古希腊

教育中斯巴达教育与雅典教育的比较，苏格拉底教育思想和

柏拉图教育思想的比较，不同时期罗马教育的比较等。同时

将本章的复习时间和中国古代教育放在一起，考生在复习时

还可以进行将中外古代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对比复习。 5.外

国近代教育 该部分内容很多，但是结构比较清楚。大纲从文



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的教育、欧美主要国家和日本近代教育

、西欧近代教育思想三个部分划分考试范围。同学们复习的

时候重视第二、三部分(第一部分意大利和北欧人文主义的异

同已经作为论述题在09年考研中考过，再考大题的可能不大)

。本章考点非常多且是大题考察范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

主义教育，欧美主要国家和日本的近代教育，西欧近代教育

思想等部分都是简答和分析论述题考查的重镇。考生不仅要

细致地看，而且还要多进行理解和对比，如果能将西欧近代

教育思想与现实教育问题一起进行思考是最好的，如班级授

课制的优缺点，卢梭的自然教育主张的现实可行性，裴斯泰

洛奇的“教育心理学化”主张对当今的启示，赫尔巴特的教

育思想对目前教育的积极影响，福禄贝尔的教育思想的可借

鉴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本质意

义等等。总的来说，思想史是近代外国教育的重点内容。 6.

外国现代教育 该部分主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美教育思

潮和教育实验、欧美和日本现代教育制度、现代欧美教育思

想三部分内容圈定考查范围，考点非常多，大部分知识点的

考察形式都异常灵活。主要的内容是教育改革和教育制度史

的内容。第一节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要简单了解

他们的背景和始末，理解他们的意义。重点要准确记忆其中

的典型人物和实践，比如梅伊曼、拉伊、蒙台梭利、葛雷制

、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出简答题的。

第二节主要介绍的是各个国家的教育改革。这里需要掌握一

些有重要影响的改革运动和教育法案，包括英国的《1944年

教育法》、《雷沃休姆报告》、《1988年教育改革法》.法国

的《费里教育法》、《郎之万一瓦隆教育改革方案》.美国的



“八年研究”计划、初级学院运动、《史密斯一休斯法案》

、《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日本的《教育救语》

、《大学令》.苏联的《统一劳动学校规程》.1958年的教育改

革、1966年的教育改革等。这些都是复习的重点，容易出简

答题。复习的时候要注意和如今该国的教育现状联系。第三

节重点是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其次是欧美教育思潮中各

教育流派教育思想的异同，最好能思考它们的现实可行性。

这部分考查也是教育史得重点内容，同学们要做好整理分析

工作。 三、中外教育史复习建议 1.在复习中外教育史的时候

，同学们一定要善于重新分类整理相关的内容，形成自己的

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主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在以时间序列为

大路线的前提下，分阶段地将所有内容分为思想史、制度史

、改革史。这样知识的线索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来交错，

从而形成知识体系，对回答分析论述题时尤其有帮助。 2.要

了解不同时期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改革的社会背景

，结合当时的背景去理解、不能死记硬背。教育事件和历史

事件都依赖于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掌握了背景之

后，记忆和理解都变得容易，知识保持得持久、运用得灵活

。 3.大量练习。因为教育史内容很多，要清楚的记忆下来实

属不易，同学们可以多找一些练习题练，大量练习是快速记

忆的好办法。尤其是主观题，先自己写答案，而后对照参考

答案。注意不要迷信答案，如果答案不全面，可以自己补充

上。通过大量的联系既是查漏补缺、夯实大纲内容的过程，

也是一个寻找答题感觉和答题思路的过程 10. 利用经典教材。

大家不要仅局限于大纲内容，大纲只是考查知识点的罗列，

不是完整的知识体系，也涉及不到细致的学科内容，所以同



学们要先通读几遍经典参考书，比如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

育史》、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形成对教育史的完

整认识，对复习是很有益处的。 研招动态：#0000ff>2012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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