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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使学生在复习备考过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学习更有针对性，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北京师范
大学成人考试教材编写组的朱家珏、程正方、周星、梁中义、李仲来等教授接到最新考试大纲后亲自
主笔认真地修订了本次的《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升本统考教材》。
参加本套教材修订的这些教授在我国教育战线德高望重，他们大多都参加了大纲的修订和考试命题工
作，在修订的过程中，本着对教学认真负责的原则，坚持了以大纲为依据；坚持了以教学为目标；坚
持了以突出成人考试特点为方向。
他们以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对成人高考（专升本）准确到位的把握，将本丛书的最新修订版本溶入了
新的命题思想和观点。
本丛书经修订后奉献给读者，更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本套丛书共分十门课程，即《政治》《英语》《大学语文》《教育理论》《高数（一）》《高数（
二）》《艺术概论》《民法》《生态学基础》《医学综合》。
    在修订的过程中，丛书仍然坚持了下面三个特点：第一、注重针对成人学习的特点，强调科学性；
第二、注重试题解释应试能力训练，强调实用性；第三、注重吸收新知识、新成果，强调时代性。
    本丛书可选作成人高考教学的标准教材，同时对高中以上相关人员自学、教研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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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语音　第一节　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闭音节和r音节中的读音　第二节　元音字母在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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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句、倒装句和省略句第四章　构词法　第一节　构词法概论　第二节　派生法　第三节　转化
法　第四节　合成法　第五节　短语动词和名词化短语动词　第六节　拼缀法第五章　完型填空　第
一节　完型填空题型的一般介绍及应试方法　第二节　完型填空综合测试题　第三节　完型填空综合
测试题答案及解析第六章　阅读理解　第一节　阅读理解的一般介绍及应试指导　第二节　阅读理解
综合测试题　第三节　阅读理解综合测试题答案及解析第七章　补全对话　第一节　补全对话的一般
介绍与应试指导　第二节　补全对话综合测试题　第三节　补全对话综合测试题答案及解析第八章　
短文写作　第一节　命题作文　第二节　段首句写作　第三节　情景写作　第四节　本章　综合练习
附录部分　2010年成人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英语模拟题(一)　　参考答案(一)　2010年成
人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英语模拟题(二)　　参考答案(二)　2009年成人高等学校专升本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英语试卷　2009年成人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参考答案全国各类成人高等
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专科起点升本科(含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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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教育学第一章 绪论学习目标1.掌握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2.理解教育学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以及各阶段的概况，识记各阶段的主要教育家及其代表作、主要教
育观点。
3.理解当代教育学的发展趋势、出现的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思考学习教育学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意义
。
第一节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都有自
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和任务。
教育学以人的教育为其研究对象，教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揭示教育规律。
一般说来，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
教育现象是教育的外在联系，是教育本质的外在表现。
教育现象包括教育社会现象和教育认识现象。
教育作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人的发展等因素是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的，因此，教育必然是社会现象。
教育活动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接受前人的经验，掌握人类已有的知识，这些
都是教育表现出来的人的认识活动，因此，教育又是认识现象。
规律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教育规律是教育内部诸因素之间以及教育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前者比如，教师、学生、教材、设备、教学、德育、管理等因素之问的内在必然联系。
后者比如，学校与社区、教育与人口、教育与经济发展、教育与政治改革等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
在教育中，由于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因素非常多，所以，教育规律的具体方面或内容也是非常复杂的。
只有深入地了解和掌握具体的教育规律，才能提高教育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教育学的研究任务是阐明教育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揭示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给教育理论和实践
工作者以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培养合格的人才服务。
二、教育学与教育方针政策、教育实践经验的关系（一）教育学不等于教育方针政策教育学是对教育
规律的理性认识，是客观见诸主观。
教育方针政策是人们为解决教育实践问题制定的，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体现，它是主观见诸客观。
因此，教育学不等于教育方针政策。
当然，教育方针政策所要解决的重大教育实践问题也是教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同时，教育方针政策
与教育学所阐明的教育客观规律并不是排斥的，它们有时是符合的，也应该是相符合的。
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应该以教育学所揭示的教育客观规律为其理论依据。
只有建立在教育客观规律基础上的教育方针政策才是正确的，才能在教育实践中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
教育学应研究教育的客观规律，为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提供教育理论依据，但
不能把教育方针政策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把教育学变成教育方针政策的注释、解说、汇编，
否则就不能保证教育学的科学性，最终结果也将使教育方针政策被否定。
（二）教育学不等于教育实践经验教育实践经验是教育学的源泉。
但教育学不等于教育实践经验。
教育实践经验往往只反映教育表面的、局部的、并带有一定偶然性的联系。
教育学反映的则是教育自身固有的、内在的、必然的和本质的联系。
教育学是对教育实践经验的科学抽象和概括，是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是一种理性认识，而教育实践经
验则偏重感性认识。
因此，决不能把教育学等同于教育实践经验汇编。
只有不断地对教育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抽象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才能使教育学得到丰富和发
展，才能为解决教育实践问题提供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从而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增强预见性。
三、教育学与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是研究教育规律的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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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教育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分工越来越细，门类日益增多，
教育科学正向着既分化又综合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由多学科组成的多门类、多层次的教育科学体
系、教育科学群。
教育科学并不等同于某一门具体的教育学科。
教育科学体系中包含着很多相对独立的学科，其中每一门具体的教育学科，都是从一定的教育领域来
揭示教育的规律。
教育科学体系包括哪些学科?由于分类标准不同，意见并不一致。
但是，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概论、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心
理学、教育卫生学、教学论、德育论、比较教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统计学、教育控
制论、教育技术学等学科，都属于教育科学体系中的基本分支学科。
而教育学则是庞大教育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学科。
尽管教育学有了新的发展，新的学科不断出现，形成了庞大的教育科学体系，但与其他科学相比，教
育科学还很年轻、落后，许多教育规律还未被揭示出来，教育学的研究范畴还不十分明确，不少概念
还缺乏严密的界定，出现了不少争论意见。
如何使教育学进一步科学化，这是我国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长期、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应该继
续团结奋斗，努力工作。
第二节 教育学的发展概况教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一般把教育学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教育学的萌芽阶段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教育只是一
种实践活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的出现，人们的教育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并不断对其积累的教育实践经验
进行总结和概括，从而形成一定的教育思想。
这些思想往往反映在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的言论和著作中，并同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文学
思想和治学态度等交织在一起，包含在尸个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中。
 我国春秋末年出现的教育文献《礼记．学记》（传说为乐正克所作）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著作，
全文1229个字，论述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学校制度、教育目的、教学原则、教师的作用等，尤其以教学
原则的总结最突出，比如教学相长、及时而教、不陵节而施、长善救失、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
弗达等。
300多年后，西方的第一部教育著作一一古罗马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育》（又译为《雄辩术原理》
）问世。
 此外，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老子的《老子》、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守仁的《传习
录》、无名氏的《大学》、韩愈的《师说》以及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等著作中都有许多丰富的、深刻的教育思想。
但教育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二、独立形态教育学的产生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起，教育学开始从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
学科。
英国哲学家培根作为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提出归纳法，为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首次
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了出来。
近代最早一部系统论述教育问题的专著，是1632年出版的著名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
。
作者在书中高度评价了教育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作用，提出了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和“泛智”的
教育思想，论证了班级授课制等教学理论。
《大教学论》为以后教育理论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此后，西方教育家又出版了许多具有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如英国洛克的《教育漫话》
（1693年），法国卢梭的《爱弥儿》（1762年），瑞士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1780—1790
年）。
德国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1806年，，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1826年），英国斯宾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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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年专升本:教育理论》是2009年最新成人高考丛书系列，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统考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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