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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教育管理学）

科目名称：教育管理学

科目代码：817

使用学科（类别）专业（领域）：教育经济与管理

……………………………………………………………………………

一、考试性质

《教育管理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属于公共

管理学一级学科（学术性）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入学考试科目，

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掌握公共管理学学科大学本科阶段专业基

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

是高等学校公共管理学学科优秀本科毕业生所能达到的及格（及以上）水平，以

利于高等院校择优选拔，确保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二、考查目标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教育管理学考试涵盖教育管理学原理、教育行政学和学

校管理学等学科基础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上述教育管理学学科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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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1）必答题为 120 分，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教育管理学原理 约 40 分

教育行政学 约 40 分

学校管理学 约 40 分

（2）必选题为 30 分，考生必须在两道试题中选取一道作答。第 I道题考查

教育政策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内容，第Ⅱ道题考查教育管理实际案例研究的内容。

考生若两题都回答，只按第 I道题的成绩计入总分。

4.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 5小题，每小题 4分，共 20 分

简答题 4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论述题 2小题，每小题 30 分，共 60 分

必选题 1小题，每小题 30 分，共 30 分



教育管理学.第 2 页

总分 共 150 分

四、考查内容

教育管理学基础知识和应用

【考查目标】

1．准确识记教育管理学的基础知识。

2．正确理解教育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3．能够运用教育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一部分：教育管理原理

第二部分：教育行政学

第三部分：学校管理学

第一部分：教育管理原理

一、 教育管理学基本理论问题

（一）教育管理

1.教育

2.对教育管理内涵的重新理解

3.对教育管理特性的再认识

4.教育管理的层次

（二）教育管理学

1.教育管理学的内涵

2.教育管理学的价值取向

3.教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

（三）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

1.经济科学——现代教育管理科学的基础

2.公共产品理论----现代教育管理科学研究的新视角

3.人学理论――现代教育管理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教育管理理论范式

（一）教育研究范式

1.范式与研究范式

2.教育研究范式

（二）管理学研究范式

1.结构主义范式

2.职能主义范式

3.诠释型范式

4.人道主义范式

（三）西方教育管理研究范式

1.客观主义研究范式

2.主观主义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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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判主义研究范式

（四）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

1.思辨研究范式

2.实证研究范式

3.实地研究范式

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

（一）教育管理理论的概述

1.教育管理理论的重要性

2.教育管理理论的主要特点

3.教育管理理论的作用

（二）教育管理理论的构建

1.教育管理理论的形式

2.教育管理理论构建的方式

（三）教育管理理论与研究

1.教育管理理论与价值论、常识的关系

2.教育管理行为研究模型

（四）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

1.管理实践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

2.教育管理理论与教育管理实践的分离

3.教育管理理论与教育管理实践的互动关系

4.教育管理者学习管理理论的必要性

四、教育管理主体

（一） 教育管理主体性概述

1.人的科学概念

2.人的主体性及其特征

（二）教育管理主体与客体关系

1.教育管理主体

2.教育管理客体

3.教育管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

（三）教育管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

1.利益与责任

2.指挥与服从

3.纪律与自由

4.集权与分权的矛盾运动

五、教育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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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思想

1.人的思想的含义

2.人的思想的特点

3.人的思想活动的基本规律

（二）教育管理思想

1.教育思想与教育管理

2.管理思想与教育管理

3.教育管理思想的现代化与教育管理

4.教育管理主体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管理思想

（三）教育管理观念与创新

1.教育管理观念

2.教育管理创新的含义

3.如何进行教育管理创新

六、人性观与教育管理伦理

（一）人性观与教育管理

1.人性本质观与教育管理

2.人性形成观与教育管理

3.人性结构观与教育管理

（二）教育管理伦理

1.伦理

2.教育管理伦理及其意义

3.教育管理伦理的原则

4.教育管理伦理的价值

（三）教育管理伦理范畴

1.功利与人文

2.人道与物道

3.民主与集权

4.权力与权威

5.公平与效率

七、教育管理理念

（一）教育管理理念概述

1.教育理念

2.教育管理理念

3.教育管理理念与学校特色创建

（二）人本管理

1.人本管理的基本原理

2.人本管理的内涵及其机制



教育管理学.第 5 页

3.人本管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三）能本管理

1.能本管理的理念

2.能本管理基本原理

3.能本管理制度安排

4.能本管理组织运作

第二部分：教育行政学

一、 绪论

（一）行政与教育行政

1.教育行政

2. 教育行政学

（二） 教育行政学

1. 教育行政学的学科性质

2. 教育行政学的诞生

3. 教育行政学的发展历史

4. 教育行政学的研究对象

二、 我国及世界不同体制国家教育行政概况

（一）我国教育行政发展概况

1.我国古代教育行政

2.我国近代教育行政

3.我国现代教育行政

（二） 世界不同体制国家教育行政概况

1.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教育行政

2.地方分权制国家的教育行政

3.合作制国家的教育行政

三、教育行政的职能、原则与方法

（一）国家管理教育的基本职能

1.重视国家管理教育的职能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

2.国家管理教育职能的基本类型

3.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管理教育的职能

（二） 国家管理教育的基本原则

1.国家管理教育原则的概念

2.我国国家管理教育的基本原则

（三） 国家管理教育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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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管理教育方法的一般概述

2.我国国家管理教育的基本方法

四、教育方针、政策与教育法规

（一）教育方针与教育政策

1.教育方针

2.教育政策

（二）教育法规

1.教育法规的一般概述

2.教育法制建设

五、教育预测与规划

（一）教育预测

1.教育预测的种类

2.教育预测的原理与原则

3.教育预测的程序与方法

（二）教育规划

1.教育规划的含义与特征

2.教育规划的种类与内容

3.教育规划的编制与调整

六、教育体制

（一）教育体制理论概述

1.教育体制理论的文字表述和图解说明

2.教育体制理论的逻辑分析

3.教育体制理论的论证

4.教育体制理论的意义

（二）教育体制改革

1.教育体制两个基本要素的改革

2.教育体制两个子体制的改革

（三）我国现行的教育行政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1.教育行政组织机构的一般概述

2.我国现行的教育行政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四）教育行政机关管理

1.教育行政机关管理的概念

2.教育行政机关管理的内容

七、教育人事行政

（一）教育人事行政概述



教育管理学.第 7 页

1.教育人事行政的含义

2.教育人事行政的业务范围

3.教育人事行政的作用及要求

4.教育人事行政的原则

（二）教育人事行政的基本内容

1.教育行政人员及教师的编制

2.教育行政人员及教师的选拔与录用

3.教育行政人员及教师的考核与培训

4.教育行政人员及教师的调配、交流与退休、退职

5.教育行政人员及教师的待遇

八、教育财务行政

（一）教育财务行政的一般概述

1.教育财务行政的含义

2.教育财务行政的任务

3.教育财务行政的基本原则

4.加强教育财务行政队伍的建设

（二）教育经费

1.教育经费的含义和内容

2.我国的教育经费

（三）教育财务行政制度

1.预算制度

2.会计制度

3.决算制度

4.审计制度

九、教育行政信息及其管理

（一）教育行政信息概述

1.什么是教育行政信息

2.教育行政信息的作用

（二）教育行政信息的管理

1.教育行政信息的处理

2.教育行政信息的沟通

3.教育行政信息的有效利用

4.教育行政信息系统和信息人员

十、 教育行政公共关系

（一）教育行政公共关系的一般概述

1.教育行政公共关系的含义

2.教育行政公共关系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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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行政公共关系的过程和原则

1.教育行政公共关系的一般过程

2.教育行政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

（三）教育行政公共关系的机构设置及从业人员

1.教育行政公共关系的机构设置

2.教育行政公共关系的从业人员

十一、 教育督导与教育评价

（一）教育督导

1.教育督导的一般概述

2.教育督导的基本内容

3.教育督导的基本要求

（二）教育评价

1.什么是教育评价

2.教育评价的种类与类型

3.教育评价的对象

4.教育评价的原则

5.教育评价的程序与方法

十二、 教育行政领导

（一） 教育行政领导概述

1.教育行政领导的概念

2.教育行政领导原理

3.教育行政领导原则

（二）教育行政领导班子结构及领导干部

1.教育行政领导班子结构

2.教育行政领导干部

（三）教育行政领导艺术

1.教育行政领导艺术的含义及特征

2.教育行政领导艺术的基本内容

十三、 教育行政咨询与决策

（一）教育行政咨询

1.教育行政咨询概述

2.教育行政咨询的程序与方法

3.教育行政咨询的机构与人员

（二）教育行政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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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行政决策概述

2.教育行政决策的原则与程序

十四、 教育行政的效率与效益

（一）教育行政效率

1.教育行政效率的一般概述

2.教育行政效率的评价

3.教育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教育行政效益

1.教育行政效益的含义

2.教育行政效益的内容

3.教育行政效率与效益的统一

第三部分：学校管理学

一、 绪论

（一）现代学校管理学的学科与范畴体系

1.现代学校管理学的学科体系

2.作为核心范畴的学校管理

3.学校管理范畴的逻辑展开

4.三现代学校管理学的范畴体系

（二） 现代学校管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1.教育行政与学校管理的关系

2.学校管理学与教育学的关系

3. 学校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关系

（三）现代学校管理学的学科特征

1.学校管理学的学科属性

2.科学的属性归类

3.学校管理学的学科属性

4.学校管理学的学科特点

二、现代学校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价值

（一）现代学校管理的哲学基础

1.马克思主义哲学

2.人学理论

（二）现代学校管理学的经济学基础

1.西方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2. 提高办学效益的经济学解释

（三） 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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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科学方法论

2.“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

3.“新三论”——耗散结构轮、协同论、突变论

（四）现代系统管理学的研究价值

1.现代学校管理学研究的理论价值

2.现代学校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3.现代学校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价值

三、现代学校教育制度

（一）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概述

1.现代学校制度的含义

2.现代学校制度的特点

3.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类型

（二）我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历史沿革

1.我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

2.我国现行学校制度形态

（三）我国现代学校法律制度

1.学校的设置

2.学校设置的程序

3.学校的法律地位

4.学校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

5.学校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特点

四、学校管理基本模式

（一）我国学校管理的基本模式

1.经验管理为主导的模式

2.行政管理理论为主导的模式

3.科学管理理论为指导的模式

（二）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三）超前式管理模式

1.培养超前性思维

2.由外而内式管理

3.定位与再定位

（四）整体价值管理模式

1.整体价值管理模式的构成

2.整合管理理念

3.整体价值管理的基本范式

五、现代学校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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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

1.思想

2.思想的特点

3.思想活动的基本规律

（二）教育思想与学校管理

1.教育思想

2.教育思想的类型

3.教育思想的特征

4.教育思想的功能

5.教育思想的层次

6.管理思想和学校管理

7.树立科学的学校管理观

（三）办学思想的特点

1.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2.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3.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4.稳定性和动态性的统一

5.独特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四）学校核心竞争力与办学特色

1.学校核心竞争力

2.创建学校特色

六、 现代学校管理组织

（一）学校组织的产生

1.学校管理组织

2.学校的产生、学校管理的萌芽、学校系统的初步形成

（二）学校管理组织结构

1.学校管理

2.学校组织的性质和职能

3.建立学校组织的原则

4.学校组织的类别和形式

5.学校规章制度

（三）学校中层组织及其管理者

1.学校的中层管理者的含义和特点

2.学校的中层管理者的角色定位

3.中层管理者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

4.中层管理者应发挥的作用

（四）学校班级组织及其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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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班级

2.班级管理的内涵与功能

3.班级管理中的学生管理

4.班级管理中的班主任

5.班级组织建设

七、现代学校资源管理

（一）教师绩效管理

1.教师劳动的特点

2.教师劳动的价值

3.教师角色的定位

4.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绩效评价

5.教师岗位设置

（二）学生事务管理

1.学生事务管理内涵

2.学生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

3.学生事务管理的基本要求

（三）学校后勤保障管理

1.学校后勤保障的内涵及其特征

2.学校后勤保障的内容及其要求

3.学校资产管理

八、现代学校管理目标

（一）学校管理目标概述

1.目标

2.学校管理目标

（二）学校管理目标的确立

1.学校管理目标的结构

2.学校管理目标的分类

3.学校管理目标的制订

（三） 学校目标管理

1.目标管理

2.学校目标管理

3.学校目标管理的进程

4.学校实施目标管理的基本要求

5.学校实施目标管理的局限性

九、 现代学校管理过程与质量

（一）学校管理过程概述

1.研究学校管理过程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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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管理过程的含义

3.学校管理过程的特点

（二） 学校管理过程的环节

1.学校管理过程的四个环节

2.校管理过程四个环节的关系

（三）学校管理质量

1.教育质量

2.教育质量管理

3.学校全面质量管理

十、现代学校管理原则与方法

（一） 学校管理原则概述

1.学校管理原则的含义

2.学校管理原则的确立

（二）学校管理的基本原则

1.方向性原则

2.系统性原则

3.民主性原则

4.教育性原则

5.科学性原则

6.规范性原则

7.高效性原则

（三）学校管理方法概述

1.学校管理方法的含义

2.学校管理方法的特点

（四）学校管理的一般方法

1.行政管理方法

2.思想教育方法

3.经济管理方法

4.法律的方法

5.咨询参与方法

6.数理统计方法

十一、 现代学校激励理论与运用

（一） 内容型激励理论

1.需要层次理论

2. ERG 理论

3.双因素理论

4.成就需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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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程型激励理论

1.期望理论

2.公平理论

3.目标理论

4.强化理论

（三） 综合型激励理论

1.勒温的场动力论

2.豪斯的综合激励模型

3.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模式

（四）学校管理激励方法

1.物质激励法与精神激励

2.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

3.其他激励方法

十二、 现代学校领导

（一） 学校领导体制

1.学校领导体制及其发展

2.科学理解校长负责制

（二） 学校领导核心系统的群体结构

1.领导者群体优化组合的必要性

2. 领导者群体优化组合的要求

（三） 校长制度及其职能

1.校长的资格及产生方式

2.学校组织中的党政关系

3.学校党组织的作用和职责

4.校长的职能

5.副校长的地位和作用

（四） 校长的能力与自我管理

1.校长的责任与能力

2.校长的执行力

3.校长的自我管理

十三、 学校管理发展的现在与未来

（一）学校及其现实运行模式

1.历史上的学校观

2.学校组织的因素及运营方式

（二）重新理解学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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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新理解学校

2.重新理解学校管理

3.管理性管理与教育性管理的区分

4.管理对教育的影响

（三）历史回眸与现实的审视

1.历史的回眸

2.现实的审视

（四）创建学习型学校组织

1.学习型组织内涵

2.学习型组织的特征

3.创建学习型学校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