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查目标 

全日制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教育综合科目考试内

容包括教育学原理、教育研究方法和教育心理学三门教育学科基

础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

本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教育实际问题。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教育学原理约 80 分 

教育研究方法约 35 分 

教育心理学约 35 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6小题，每小题 5分，共 30 分 

简答题：4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分析论述题：4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 80 分 

三、考查范围 

教育学原理 

教育研究方法 

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原理 

一、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教育学原理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

现代教育观念。 



2、理解教学、德育、管理等教育活动的任务、过程、原则和

方法。 

3、能运用教育的基本理论和现代教育理念来分析和解决教育

的现实问题。 

二、考查内容 

(一)教育学概述 

1、教育学的对象和任务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教育学的任务是

揭示教育规律，探讨教育价值观念和教育艺术，指导教育实践。 

2、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 

教育学的萌芽、教育学的独立、教育学的发展多样化、教育

学的理论深化等阶段有代表性、有影响的教育家、教育着作、教

育思想和教育理论。 

（二）教育的概念 

1、教育的质的规定性 

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有目的地培养人，是教

育这一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根本区别，是教育的本质特

点。 

2、教育的基本要素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中介系统等要素的涵义、地位和作

用。 

3、教育的历史发展 

古代教育的特点；现代教育的特点。 

4、教育概念的界定 

广义教育；狭义教育。 

（三）教育与人的发展 

1、人的发展概述 

人的发展涵义；人的发展特点；人的发展的规律性。 

2、影响人的发展的基本因素 



遗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个体

的能动性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3、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大作用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主要通过文化

知识的传递来培养人；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教育与社会发展 

1、教育的社会制约性 

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对教育的制约；文

化对教育的制约与影响。 

2、教育的社会功能 

（1）教育的社会变迁功能 

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的文化功能；教育

的生态功能。 

（2）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 

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的涵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在当代的

重要意义。 

（3）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3、教育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教兴国与国兴

科教。 

（五）教育目的 

1、教育目的概述 

教育目的的概念；教育目的的层次结构和内容结构。 

2、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 

教育目的的社会制约性；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3、我国的教育目的 

（1）我国教育目的的基本精神 



培养“劳动者”或“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坚持全面发展；

培养独立个性。 

（2）我国教育目的的实现 

普通中小学的性质与任务；普通中小学教育的组成部分；体

育、智育、德育、美育和综合实践活动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六）教育制度 

1、教育制度概述 

教育制度的含义和特点；教育制度的历史发展。 

2、现代学校教育制度 

学校教育制度的概念；双轨学制；单轨学制；分支型学制；

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 

3、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形

态；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 

（七）课程 

1、课程概述 

课程及课程方案、课程标准、教科书等概念；课程理论的发

展；课程发展上论争的几个主要问题。 

2、课程设计 

课程目标的设计；课程内容的设计。 

3、课程改革 

世界各国课程改革发展的趋势；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 

（八）教学（上） 

1、教学概述 

教学的概念；教学的意义；教学的任务。 

2、教学过程 

（1）教学过程的性质 



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教学过程必须以交往为背

景和手段；教学过程也是一个促进学生身心发展、追寻与实现价

值目标的过程。 

（2）学生掌握知识的基本阶段 

传授/接受教学学生掌握知识的基本阶段；问题/探究教学学

生获取知识的基本阶段。 

（3）教学过程中应当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关系；掌握知识和发展智力的关系；

智力活动与非智力活动的关系；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动性的关

系。 

3、教学原则 

科学性和思想性统一、理论联系实际、直观性、启发性、循

序渐进、巩固性、发展性、因材施教等教学原则的涵义和要求。 

（九）教学（下） 

4、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概述 

教学方法及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模式、教学策略等概

念；教学方法的选择。 

（2）中小学常用的教学方法 

讲授法、谈话法、读书指导法、练习法、演示法、实验法、

实习作业法、讨论法、研究法等教学方法涵义和要求。 

5、教学组织形式 

（1）教学组织形式概述 

个别教学制；班级上课制；分组教学制。 

（2）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与辅助组织形式 

（3）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备课；上课；课后教导工作；教学评价。 

6、教学评价 

（1）教学评价概述 



教学评价的概念；教学评价的意义；教学评价的种类。 

（2）教学评价的原则与方法 

（3）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 

（4）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 

（十）德育 

1、德育概述 

德育的概念；德育的特点；德育的功能；德育的任务和内容。 

2、德育过程 

德育过程是教师引导下学生能动的道德活动过程；德育过程

是培养学生知情信意行的过程；德育过程是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

力的过程。 

3、德育原则 

理论和生活相结合、疏导、长善救失、严格要求与尊重学生

相结合、因材施教、在集体中教育、教育影响一致性和连贯性等

德育原则的涵义和要求。 

4、德育途径与方法 

（1）德育途径 

思想政治课与其他学科教学、劳动与其他社会实践、课外活

动和校外活动、学校共青团和少先队活动、心理咨询、班主任工

作等途径。 

（2）德育方法 

说服、榜样、锻炼、修养、陶冶、奖惩等方法的涵义和要求。 

（十一）班主任 

1、班主任工作概述 

班主任工作的意义与任务；班主任素质的要求。 

2、班集体的培养 

班集体的教育功能；班集体与学生群体；集体的发展阶段；

培养集体的方法 

3、班主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 



了解和研究学生；教导学生学好功课；组织班会活动；组织

课外活动、校外活动和指导课余生活；组织学生的劳动；通过家

访建立家校联系；协调各方面对学生的要求；评定学生操行；做

好班主任工作的计划与总结。 

（十二）教师 

1、教师劳动的特点、价值与角色扮演 

（1）教师劳动的特点 

教师劳动的复杂性；教师劳动的示范性；教师劳动的创造性；

教师劳动的专业性。 

（2）教师劳动的价值 

教师劳动的社会价值；教师劳动的个人价值；正确认识和评

价教师的劳动。 

（3）教师的权利与义务 

（4）教师职业的角色扮演 

教师的“角色丛”；教师角色的冲突及其解决；社会变迁中

教师角色发展的趋势。 

2、教师的素养 

高尚的师德；宽厚的文化素养；专门的教育素养；健康的心

理素质。 

3、教师的培养与提高 

教师的培养和提高的紧迫性；教师个体专业性发展的过程；

培养和提高教师素养的主要途径。 

（十三）学校管理 

1、学校管理概述 

学校管理的概念；学校管理的构成要素；学校管理体制；校

长负责制。 

2、学校管理的目标与过程 

学校管理目标；学校管理过程的基本环节及其相互关系。 

3、学校管理的内容和要求 



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总务管理。 

4、学校管理的发展趋势 

学校管理法治化；学校管理人性化；学校管理校本化；学校

管理信息化。 

主要参考书 

王道俊、郭文安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教育研究方法 

一、考查目标 

（一）了解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理解教育研

究方法的重要术语、基本概念，掌握教育研究方法的一般原理及

主要研究方法。 

（二）具有进行教育研究选题及研究方案设计、查阅文献资

料、收集和分析研究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等的初步能

力。 

（三）能够运用教育研究原理分析和评论教育研究设计、成

果及典型案例。 

二、考查内容 

（一）教育研究概述 

1、教育研究的界说 

（1）教育研究的含义 

（2）教育研究的意义 

（3）教育研究的类型 

2、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1）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 

（2）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3）教育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 

3、教育研究的一般过程 

（1）选题阶段 

（2）研究设计阶段 

（3）搜集资料阶段 

（4）整理与分析资料阶段 

（5）撰写研究报告阶段 

（6）总结与评价阶段 

（二）教育研究的选题与设计 

1、选题的主要来源 

（1）社会变革与发展对教育研究提出的问题 

（2）学科理论的深化、拓展或转型中产生的问题 

（3）研究者个人在教育实践中观察与思考产生的问题 

2、选题的基本要求 

（1）问题有研究价值 

（2）问题提出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 

（3）问题表述必须具体明确 

（4）问题研究要有可行性 

3、课题研究方案的设计 

（1）教育研究的理论界定（理论构思） 

（2）教育研究方案的制定 

4、课题论证的基本内容 

（1）选题价值论证 

（2）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3）课题研究基本思路论证 

（4）课题研究步骤、方法及手段论证 

（5）课题研究可行性论证 



（三）教育文献检索 

1、教育文献概述 

（1）教育文献的含义 

（2）教育文献在教育研究中的作用 

2、教育文献的种类及主要分布 

（1）教育文献的等级 

（2）教育文献的主要分布 

3、教育文献检索的基本过程及主要方法 

（1）教育文献检索的基本过程 

（2）教育文献检索的主要方法 

（3）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文献检索中的应用 

4、教育文献检索的要求 

（1）全面、准确地检索教育文献 

（2）撰写教育文献综述报告 

（四）教育观察研究 

1、教育观察研究概述 

（1）教育观察的含义 

（2）教育观察研究的特点 

2、教育观察研究的基本类型 10  

 

（1）自然情境中的观察与实验室观察 

（2）直接观察与间接观察 

（3）参与式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 

（4）结构式观察与非结构式观察 

3、教育观察研究的实施程序 

（1）教育观察的实施程序 

（2）教育观察研究的记录方法 

（五）教育调查研究 

1、问卷研究 



问卷测量的特点、问卷的构成、设计 

2、访谈研究 

访谈法的特点、访谈法的基本类型、访谈研究的基本过程 

3、测量研究 

测量的含义、类型、测量工具的评价指标 

（六）教育实验研究 

1、教育实验研究概述 

教育实验研究的含义、特点、主要功能、基本程序 

2、教育实验的基本类型 

实验室实验与自然实验；前实验、准实验与真实验 

3、教育实验研究的效度 

教育实验研究效度的含义，教育实验研究的内在效度、外在

效度 

4、教育实验的变量控制 

教育实验变量控制的含义、教育实验变量控制的主要方法 

5、教育实验设计的主要格式 

单组前后测设计的格式及优缺点、非随机分派控制组前后测

设计的格式及优缺点、随机分派控制组后测设计的格式及优缺

点、随机分派控制组前后测设计的格式及优缺点、所罗门四组设

计的格式及优缺点 

（七）教育行动研究 

1、教育行动研究概述  

教育行动研究的产生与发展、教育行动研究的含义、教育行

动研究的特点及优缺点 

2、教育行动研究的基本步骤 

计划；行动；观察；反思。 

（八）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1、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 

资料整理的意义、资料整理的步骤 



2、教育研究资料的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的概念、定量分析的方法 

3、教育研究资料的定性分析 

定性分析的概念、定性分析的过程、定性分析的主要方法 

（九）教育研究报告的撰写 

1、教育研究报告的主要类型 

教育调查报告及其构成；教育实验报告及其构成；学术论文

及其构成 

2、教育研究报告撰写的基本要求 

在科学求实的基础上创新、观点和材料一致、在独立思考的

基础上借鉴吸收、书写格式符合规范，文字精练、简洁，表达准

确完整 

 主要参考书： 

袁振国主编：《教育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教育心理学 

一、考查目标 

1、了解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及趋势，理解和掌握教育心理

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对学校教育工作的启示。 

2、运用教育心理学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理论，说明和解释有关

教育现象，解决有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 

二、考查范围 

（一）教育心理学概述 

1、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任务； 

2、教育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与趋势 

教育心理学的起源、发展过程、研究趋势 

（二）心理发展与教育 

1、心理发展及其规律 

心理发展的内涵；认知发展的一般规律；人格发展的一般规

律；心理发展与教育的关系。 

2、认知发展理论与教育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认知发展的实质；影响认知发

展的因素；认知发展的阶段；认知发展与教学的关系。 

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心理发

展的本质；教学与认知发展的关系。 

认知发展理论的教育启示。 

3、人格发展理论与教育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

论；人格发展理论的教育含义。 

4、社会性发展与教育 

社会性发展的内涵；亲社会行为的发展阶段、影响因素与习

得途径；攻击行为及其改变方法；同伴关系的发展及培养。 



5、心理发展的差异性与教育 

认知差异与教育；人格差异与教育；性别差异与教育。 

（三）学习及其理论 

1、学习的内涵与分类 

学习的实质；学习的种类；学生学习的特点。 

2、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 

桑代克的联结说；巴甫洛夫的经典性条件反射说；斯金纳的

操作性条件反射说；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及其教育应用。 

3、认知派的学习理论 

布鲁纳的认知一发现说：认知学习观；结构教学观；发现学

习。 

奥苏伯尔的有意义接受说：有意义学习的实质和条件；认知

同化理论与先行组织策略；接受学习的界定及评价。 

加涅的信息加工学习理论学习的信息加工模式；学习阶段及

教学设计。 

4、人本主义的学习理论 

罗杰斯的自由学习观，学生中心的教学观。 

5、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取向；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

观点：知识观、学生观、教学观；认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应用；

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应用。 

（四）学习动机 

1、学习动机的实质及作用 

学习动机的内涵、学习动机的分类；学习动机的作用。 

2、学习动机的主要理论 

学习动机的强化理论；学习动机的需要层次理论；学习动机

的认知理论：期望一价值理论；成败归因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

自我价值理论。 

3、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 

（五）知识的学习 

1、知识及知识获得的机制 

知识含义及其类型；知识获得的机制：陈述性知识获得的机

制；程序性知识获得的机制。 

2、知识的理解 

知识理解的类型；知识理解的过程；影响知识理解的因素。 

3、知识的整合与应用 

知识的整合：记忆及其种类；遗忘的特点与原因；促进知识

整合的措施；知识的应用与迁移：知识应用的形式；知识迁移的

种类与理论；促进知识应用与迁移的措施。 

（六）技能的形成 

1、技能及其作用 

技能及其特点；技能的类型；技能的作用。 

2、心智技能的形成与培养 

心智技能的原型模拟；心智技能的形成过程；心智技能的培

养方法。 

3、操作技能的形成与训练 

操作技能的主要类型；操作技能的形成过程；操作技能的训

练要求。 

（七）学习策略及其教学 

1、学习策略的性质与类型 

学习策略的概念；学习策略的结构。 

2、认知策略及其教学 

注意策略；精细加工策略；复述策略；编码与组织策略。 

3、元认知策略及其教学 

元认知及其作用；元认知策略。 

4、资源管理策略及其教学 

时间管理策略；努力管理策略；学业求助策略 



（八）问题解决能力与创造性的培养 

1、有关能力的基本理论 

传统智力理论：二因素理论，群因素论，流体智力与晶体智

力理论，.智力结构理论；加登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斯滕伯格的

成功智力理论。 

2、问题解决的实质与过程 

问题解决的内涵；问题解决的心理过程。 

3、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知识经验、个体的智能与动机、问题

情景与表征方式、思维定势与功能固着、原型启发与酝酿效应；

有效问题解决者的特征；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措施。 

4、创造性及其培养 

创造性的内涵；创造性的心理结构；创造性的培养措施。 

（九）社会规范学习与品德发展 

1、社会规范学习与品德发展的实质 

社会规范学习的含义与特点；品德发展的实质。 

2、社会规范学习的心理过程 

规范学习的心理过程：遵从、认同、内化。 

3、品德的形成过程与培养 

影响品德形成的因素；道德认知的形成与培养；道德情感的

形成与培养；道德行为的形成与培养。 

4、品德不良的矫正 

品德不良的含义与类型；品德不良的成因分析；品德不良的

纠正与教育。 

（十）心理健康及其教育 

1、心理健康的内涵 

心理健康的实质、标准；中小学生常见心理健康问题；心理

健康与心理素质的关系。 

2、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3、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专题训练；咨询与辅导；学科渗透。 

主要参考书： 

1、张大均主编：《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2、陈琦、刘儒德主编：《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