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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7年开始，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中，教育学的初试科目将由4门调整为3门，其中政治理
论和外国语不变，两门专业课考试合并为专业基础综合考试。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试卷分值是300分，考试时间依然是180分钟，考试类型是闭卷、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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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必答题为 2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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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复习和应考，我们特别组织一线教师和专家学者编写了本套教材。
本教材严格按照考试大纲进行编写，对考点的分析讲解透彻清晰、深入翔实。
并编配了相关的复习题，以便于考生及时测试检验。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1.复习要旨，提纲挈领。
在每一章的开始，作者都对大纲进行了精心梳理，提炼出复习要旨，使得考生对每一章的主体内容和
重要知识点产生深刻的“第一印象”。
　　2.大纲解读，精细讲解。
大纲解读是每一章的主体部分。
该部分严格按照大纲所列知识点进行编写，紧扣大纲，做到知识点全面覆盖，深入论述，便于考生理
解记忆。
通过本部分的学习，考生可以掌握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3.核心考点，事半功倍。
在每一章的第三部分，作者列出了本章核心考点的内容，便于考生掌握每章的重点知识和核心内容，
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模拟试题，真题解析。
本书附录部分配有精心设计的10套模拟试题与2007、2008年真题大题解析，便于考生通过试题及时复
习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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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教育学原理　第1章  教育学概述　第2章  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第3章  教育与社会发展　第4章  
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　第5章  教育目的　第6章  教育制度　第7章  课程　第8章  教学　第9章  德育　
第10章  教师与学生　本篇主要参考书目第二篇  中外教育史　第11章  中国古代教育　第12章  中国近
代教育　第13章  中国现代教育　第14章  外国古代教育　第15章  外国近代教育　第16章  外国现代教育
　本篇主要参考书目第三篇  教育心理学　第17章  教育心理学概述　第18章  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19章 
学习及其理论解释　第20章  学习动机　第21章  知识的建构　第22章  技能的形成　第23章  学习策略及
其教学　第24章  问题解决能力与创造性的培养　第25章  社会规范学习与品德发展　本篇主要参考书
目第四篇  教育研究方法　第26章  教育研究方法概述　第27章  教育研究的选题与设计　第28章  教育
文献检索　第29章  教育观察研究　第30章  教育调查研究概述　第31章  教育实验研究　第32章  教育行
动研究　第33章  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第34章  教育研究报告的撰写　本篇主要参考书目模拟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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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教育目的与教育方针的关系教育方针是国家或政党根据一定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所规定的教育工
作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向。
教育方针是教育工作的总方向和根本指针。
教育方针一般由三部分组成：（1）教育的性质和方向；（2）教育的目的；（3）实现教育目的的根本
途径和方法。
由此可见，教育方针包含了教育目的，教育目的是教育方针的核心和基本内容。
教育方针是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教育目的所规定的教育工作的总方向；教育目的是国家或政党制定教
育方针的前提，一定的教育方针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制定的。
因而教育方针与教育目的的关系，可以看成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二）教育目的的主要理论1.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 个人本位论者的代表人物有卢梭、裴斯泰洛齐
等，个人本位论者主张提出教育目的应当从受教育者的本性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出发；并认为教育的
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人，充分发展受教育者的个性，增进受教育者的个人价值；还进一步指出个
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社会只有在有助于个人的发展时才有价值，评价教育的价值也应当以其对个人
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衡量。
从上述个人本位论者的基本主张可以看出，其主要观点包括：第一，人的本性在于“自然性”；第二
，人性具有内在的、自我实现的趋向：第三，这种趋向在道德或价值上是善的或向善的；第四，只有
每个人的本性都得到充分实现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只有确保每个人的本性都得到实现的国家，
才是善的和正义的国家；第五，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充分地实现他们的自然潜能，以便在此基
础上建立理想的社会和国家；第六，对个性的压抑和摧残是一切专制国家和时代教育的通病，必须得
到彻底的医治。
评价积极方面：个人本位论在教育上和社会上都有一种革命的作用，有助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伸张自己
在教育和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权利，同时对于人性也具有一种解放的作用。
不足之处：第一，将“自然性”与“社会性”、“个性”与“共性”对立起来；第二，将个人的利益
凌驾于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上，最终毁坏了教育的社会基础或前提；第三，掩盖了自己的阶级属性
。
社会本位论也称国家本位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柏拉图、凯兴斯坦纳、涂尔干等。
社会本位论者主张教育目的要根据社会需要来确定，个人只是教育加工的原料，他的发展必须服从社
会需要；并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符合社会准则的公民，使受教育者社会化，保证社
会生活的稳定与延续；此外，进一步指出，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个人的存在与发展依赖并从属于
社会，评价教育的价值只能以其对社会的效益来衡量。
从上述社会本位论者的基本主张可以看出，其主要观点包括：第一，人的本性是社会性；第二，相对
于个体而言，国家或社会是绝对的和优先的价值实体，个体只不过是构成社会的“材料”和“要素”
；第三，个人的使命和价值在于为国家或社会献身；第四，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使个人成为国家的合
格公民，具有起码的政治品格、生产能力和社会生活素质。
评价积极方面：社会本位论将对教育目的的考察角度从宗教神学转移到国家和社会事业上来，这是一
个很大的进步。
这种视角的转换在近代有助于教育与教会的分离，在当代有助于动员国家和社会资源来发展教育事业
。
不足之处：忽视了个体的特殊性，否认了个体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完全将受教育者
当成是等待被加工的“原料”，违背了教育的人道主义原则。
2.内在目的论与外在目的论内在目的论是有机生命的、整体性的观点，外在目的论则是机械性的观点
。
这两者的分别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有深入的说明。
黑格尔认为，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起，便对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有所分别，亚里士多德对于生命的
解说亦已包含有内在目的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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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哲学中，黑格尔认为康德对此最有自觉，康德排斥了外在的或有限的目的，因为在有限的目的里
，目的仅是所欲藉以实现其自身的工具和材料的外在形式。
反之，在有机体中，目的乃是其材料内在的决定力和推动力，而且有机体的各部分皆彼此互为手段、
互为目的。
因此，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内在目的性之说唤醒了人们对于生命理念的新认识。
亚氏和康德远超出了近代人所持的仅仅有限的外在目的那样的目的论。
 ‘然而外在目的论却是比较流行的看法，黑格尔说：“一说到目的，一般人都以为仅是指外在的目的
性而言。
依这种看法，事物不具有自身的使命，只是被使用或被利用拿来作为工具，或是实现一个在自身以外
的目的。
这就是一般的实用观点。
”这种哲学上的目的论的划分，应用到教育目的论上就出现了两种对教育目的的不同界定。
运用内在目的论，就会把教育目的表述为： “每一项教育行动都是指向某个目的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
，这些目的是受普遍的和最终的目的所制约的，而这些普遍的和最终的目的基本上又是由社会确定下
来的”，“某种形势的客观现实必然制约着每一个国家根据其特殊背景所制定的当前的教育目的，但
这种教育目的，同社会的一般目的一样，也是那些参加教育活动的个人意志行为与主观选择的结果。
”而外在目的论则会把教育目的表述为：“一定社会培养人的总要求，是根据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状况确定的”， “它反映一定社会对受教育者
的要求，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也是制定教育目标、确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法以及评
价教育效果的根本依据”。
3.教育准备生活说与教育适应生活说教育准备生活说，主要以斯宾塞为代表。
斯宾塞认为教育是完满生活的准备，即教育是实现个人选择的手段。
为了有效地实现教育为完满生活做准备，斯宾塞进一步把人类的所有活动，依重要次序，分为五类：
第一，维持自己生存上有直接关系的活动：第二，为获得生活上的必需，维持自己生存上有间接关系
的活动；第三，关于抚育教养后嗣为目的的活动；第四，关于维持正常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活动；第五
，当闲暇时，为满足爱好和情感的一切活动。
教育就是要为人们从事这些活动做好准备。
 教育适应生活，就是教育必须要适应学生的需要，在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关系中，突出了学生个人的
需要。
如果教育不与学生的当下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教育是枯燥的、不能激发学生兴趣的，也不能培
养学生实际的生活技能。
杜威和陶行知则是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
教育既要适应生活，也要为未来生活作准备，二者不可偏废，也不分主次。
4.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思想渊源关于人的全面
发展问题，早在马克思之前，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都曾关注过，并提出种种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的主张。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智慧、德行、身体和谐发展的思想；16世纪法国
杰出作家拉伯雷要求新教育能培养出有知识、有智慧、有道德、有健康体魄、有勇敢精神的新人；17
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了“教育在于发展健全的个人”的主张。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最早提出“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他说：“15
世纪的欧洲人，不仅在物理、数学、艺术和手工业方面有惊人的成就，还在人类理智可及的一些最重
要的和广泛的部门都十分热心地工作，他们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且是自由以来首次出现的全面发展的
人。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英
国杰出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家欧文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而且他的学说和活动更具有“实践
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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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在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空前进步，物质财富巨大丰富的理性社会中，教育应
该“培养智、德、体全面发展的有理性的男男女女”。
为了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的，他强调“人人从出生到成年，都应当用目前所知的最好方式
进行教育培养”，并且他还建立了“新和谐”共产主义公社进行试验，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使人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培养智力和体力全面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的
一代新人。
欧文的主张和实验，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
马克思曾说：“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
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
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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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辅导(2009最新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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