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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专业课统考对于每一个决定考教育学的考生而言都是一座不得不面对的高山。
这座山之所以高，不仅在于所要阅读和记忆的知识点众多，还在于考生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辨别这些
知识，需要明晰各个学科的内在逻辑框架，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的教育问题。
这样的要求说起来容易，但只有真正经历过考研的考生才能真切地理解梳理这些知识的过程之艰辛。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节省查阅多本教材的时间和精力，为了从专业的角度为考生提供更为简练的知识结
构分析和考点解析，我们编写了这本教育学考研讲义，希望能够为广大考生提供一本清晰且系统的参
考资料。
尽管已经有多家机构或个人编写了教育学考研讲义类的书籍资料，但我们并不是对这些资料的重复。
在保证用心的前提下，这本讲义的编写还牢牢遵循了三个原则：其一，全面的原则。
在这本讲义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尽力将所有的考点、与考点相关的背景、评价等部分都呈现出来，并
且尽可能呈现出在这一领域经典文献所涉及的所有主要内容，以保证全面原则的实现。
其二，清晰的原则。
在编写这本讲义的过程中，我们试图通过结构图、表格等方式，将原本需要大段文字呈现的内容，以
更为清晰、明了的方式呈现出来，力求帮助考生缩短阅读、记忆和分析的时间。
在每个知识点的呈现上，我们也尽量用清晰的语言进行表述，力求做到需要详细介绍背景、过程、结
果的地方，则详细陈述，需要言简意赅的地方则简单明了。
其三，忠于大纲但不囿于大纲的原则。
整本讲义都围绕大纲的基本逻辑框架展开，但内容的呈现绝不死板地照搬大纲的框架。
从学习者学习过程的特点与知识呈现的内在逻辑出发，我们对大纲的部分顺序进行了调整，期望能帮
助考生更为顺畅地学习。
当然，由于水平有限，此书一定还存在许多问题，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预祝广大考生考试顺利，学业有成！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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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都《2013年考研专业课教育学基础综合辅导讲义》由文都考研专业课考试研究中心精心策划编
写。
，全书在紧贴考研大纲的基础上，按照学生理解和记忆的基本规律，以图示和表格的形式突出内容的
内在逻辑结构，目的在于帮助考生节省大量查阅资料的时间，将复习的重点放在理解与记忆上。
全书的编写汇集了考研专业课教育学领域顶级辅导专家以及历年高分学子的智慧与经验，特别是将知
识要点的复习与真题的练习结合起来，解决了死记硬背的问题，使考研复习变得更为简单、迅速、高
效。
可以说，该书是考生复习理想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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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都考研专业课考试研究中心，成立于2003年，至今已有10年策划及撰写考研辅导图书的经验。
文都考研专业课考试研究中心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在图书选题和版式上都力求完美、注重质量，出版
的《考研专业课教育学基础综合辅导讲义》《考研专业课历史学基础综合辅导讲义》《考研专业课心
理学基础综合辅导讲义》等图书深受广大考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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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遗传素质的定义 遗传是指人从上代继承下来的生理解剖上的特点，如机体的结构、形态
和神经系统的特点等。
这些遗传的生理特点也叫遗传素质。
 2.遗传素质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 （1）遗传素质是人身心发展的生理前提，它为人的身心发展提
供了可能性。
遗传素质是人身心发展的前提条件。
如果没有这些自然条件，人的发展就无法实现。
如，一个人生下来无大脑，也就不会有思维的机制，无法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当然，遗传素质只是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生理方面的可能，它不是现成的知识、才能和思想道德品质，
它不能决定人的发展。
如果离开了后天的社会生活和教育，遗传素质所给予的人发展的可能性便不能变为现实。
 （2）遗传素质的发展过程制约着年青一代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
遗传素质有一个发展过程，它表现在人身体的各种器官的构造及其机能的发展变化上。
遗传素质的成熟程度为一定年龄阶段的身心特点的出现提供可能与限制，并制约着年青一代身心发展
的年龄特点。
如让三岁的儿童学高等数学是很难成功的。
只有当身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条件，才为学习一定的知识技能提供可能。
 （3）遗传素质的差异性对人的身心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体态、感觉器官方面，也表现在神经活动的类型上。
一个生来失聪的孩子，就很难把他培养成为音乐家；一个神经活动灵敏、智力超常的儿童，比较容易
教育成才。
 （4）遗传素质具有可塑性。
随着环境、教育和人类实践活动的改变，人的遗传素质也将逐渐地发生变化。
许多事实证明，一个在遗传素质上神经活动属于强而平衡、灵活的人，在不良的环境和教育下，也可
能变成神经活动弱而不平衡、不灵活的人；一个在遗传素质上神经活动属于强而不平衡、不灵活的人
，在良好的教育下，也会变得很有涵养、很守纪律。
 有必要指出，我们在强调遗传素质重要性的同时，不能无限度地夸大遗传素质的作用。
以高尔顿为代表的遗传决定论（或称先天决定论、血统论）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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