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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考研专业课的历年试题一般没有提供答案，虽然各校所用参考教材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
很多考题也是大同小异。
我们参考中外教育史权威教材、全国各大院校中外教育史考卷的结构和内容、教育硕士考试大纲、同
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试题和相关资料，收集和整理了众多高校历年考研真题和典型试题，并进行
了详细的解答，以减轻读者寻找试题及整理答案的痛苦，让读者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多的重点题、难
点题（包括参考答案），这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1.难点归纳，简明扼要。
核心内容精讲部分综合众多高校指定的参考书，对本章的重点难点进行了整理，对各个章节在考研中
常考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归纳和讲解。
　　2.题量充足，来源广泛。
主要选自全国统考真题以及30余所高校的历年考研真题、名校题库以及参考众多教材和相关资料改编
而成。
可以说本书的试题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博选众书，取长补短。
　　3.解答详尽，条理清晰。
有些题有相当的难度，我们对每道题（包括概念题）都尽可能给出详细的参考答案，条理分明，.便于
记忆。
考研不同一般考试，概念题要当作简答题来回答，简答题要当作论述题来解答，而论述题的答案要像
是论文，多答不扣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1.各高校考研真题的收集和解答，得到众多高校（特别是一些师范院校
）众多师生的协助和指正，他们还提供了大量的题库、讲义、笔记、作业和期中期末试卷，在此深表
感谢。
　　2.许多试题选自各个高校考研真题，其答案参考了众多考研指定教材、复习材料，特别是大量的
优秀论文和专题报告，在此表示感谢，如有不妥，敬请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中外教育史考研真题与典型题>>

内容概要

　　《中外教育史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是教育学基础专业课中外教育史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的
复习资料，参考中外教育史权威教材、全国各大院校中外教育史考卷、教育硕士考试大纲、同等学力
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试题编著而成。
《中外教育史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共分10章，每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考点难点归纳；第
二部分是考研真题与典型题部分，选择了全国统考真题以及30余所高校近年的考研试题和相关资料，
按选择题、概念题、简答题、论述题等形式对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进行了整理；第三部分为考研真题与
典型题详解部分，对第二部分的所有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圣才考研网／中华教育学习网提供2011年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名师网络班与面授班（随书配
有圣才学习卡，网络班与面授班的详细介绍参见《中外教育史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书后内页）。
《中外教育史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以及相关的网络班和面授班特别适用于在高校硕士和博士研究
生入学考试中参加中外教育史科目考试的考生，也可供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教育学全国统
一考试、教育学自考的考生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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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与典型题10.2 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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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倡导“耕战”的学派　　法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郑国
的子产，之后有李悝、商鞅。
后期法家以韩非和李斯为代表，其中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颁布法律，实行连坐法；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实行按军功赏赐爵位的制度；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是奖励垦荒。
正是实行法治和鼓励“耕战”的策略，使秦国走向富强.的道路。
　　（2）“人性利己说”与教育作用　　法家提出了“人性利己说”，认为人性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特点：第一，人都有好逸恶劳的特性。
第二，人性都有“趋利避害”、“喜利畏罪”的特点。
第三，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离不开“算计之心”。
因此得出无法指望人自觉为善，得出教育无用的结论。
韩非和苟子的思想不同点在于首先荀子认为人的“利己”心是恶，是应该加以改造的，应该“化性起
伪”。
韩非则认为人的“利己”之心有利用的价值，正是由于人的“趋利避害”之心为法治实践提供了心理
基础。
其次，荀子主要是利用教育的手段来转化人性，而韩非认为对于这种“利己”的人性，惟一行之有效
的手段就是加以法律的强制。
　　（3）禁诗书与“以法为教”；禁私学与“以吏为师”　　出于“法制”的目的和统一思想的需
要，鼓动统治者，禁私学、烧诗书，压制言论，以统一思想，并奖励安心生产和战斗的农民和士兵，
提出了重农的教育，开了中国专制思想统治的先河。
法家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管理模式。
“以法为教”，一切律令条文都由官府统一制定，然后公诸于众，坚决实施执行。
“以吏为师”即由国君直接掌控法律大权，主持制定律令。
让全体官吏都去做施行法制教育的教师，教民学法。
这样法家的法制教育就得到全面的普及。
　　7.中的教育思想　　（1）《大学》中的“三纲领”和“八条目”　　《大学》提出了儒家对于大
学教育目的、任务和途径的总结性论断，提出了一个完整而概括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纲领和程序，“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其主旨是将美好的道德发扬光大，使民众面貌日新，达到最高的善的境界。
第一条重在修己，第二条重在治人，第三条是最终目标，这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最明确的概述。
　　《大学》把大学教育的程序概括为八个条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以道德观念的认识（格物、致知）为起点，以道德信念的建立（正心，诚意）为中心，以道德自觉性
的培养（修身）为根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目标，构成了儒家的道德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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