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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1．效率优先，兼顾重点。
本书在结构框架上，严格按照《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所规定的考查知识点，对教材内容进
行整合，删除了一些不符合大纲考查知识点的内容，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考生的负担，增强考生对
知识点的理解和把握，有侧重、有针对性地复习，以期获得最理想的复习收益。

　　2．总结概括，编排合理。
本书以全面性复习为着眼点，从系统复习的角度出发，旨在通过本书的?习，对于考点可以一网打尽，
绝无遗漏，用易于理解的方式和科学的编排，更有助于考生贴近考试脉搏。
本书重难点突出、讲解透彻、深入浅出，通过图表、数据等方式，使知识脉络一目了然，便于考生记
忆。

　　3．讲练结合，双管齐下．本书与《教育学专业统考基础过关2000题》有效结合，从基础题型入手
，逐步进阶，通过两本书之间的配合和互动，考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将考点融会贯通，牢牢把握。

提高复习效率，在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记忆。
通过二者的配合，使考生熟悉命题规律，适应试题环境，做到胸有成竹。

　　考试，是?门艰深的艺术，只有在历经反复锤炼之后，才会品味出个中乐趣。
可能现在看来在辅导书架上一个简简单单的选择，却可以为你带来一次难能可贵的机遇。
编者，在与考生共同成长的同时，也期待着考生的垂青。
希望我们的这本书，可以成为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中的一盏明灯，引领考生踏上成功之路!
　　最后，预祝每一位参加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的考生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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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教育学原理　　第一章　教育学概述　　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
现象和教育问题，提高教育规律的科学。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性是衡量一个学科领域研究成熟程度和水平的重要标志，教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
但是，长久以来，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在教育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人认
为是&ldquo;教育现象&rdquo;，有的人认为是&ldquo;教育事实&rdquo;，有的人认为是&ldquo;教育规
律&rdquo;，有的人认为是上述三者中的两项或三项，还有的人笼统地认为是&ldquo;教育&rdquo;。
这些看法似是而非，因此?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
　　教育学作为人类科学的一个门类，其研究对象的规定应该符合一般科学对象的规定。
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ldquo;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因此，对于
某一现象领域的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学科的对象&rdquo;，而&ldquo;问题就是事
物的矛盾&rdquo;。
客观事物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是问题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但这还不是科学的问题本身。
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这个矛盾的存在，并且意识到解决这个矛盾对于人类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时，客观存
在的矛盾才会转化为问题，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这就是说，?题既是科学的起点、对象，也是科学发展的中介和标志。
问题的深入表明科学研究的深入，问题的扩展表明科学研究领域的扩展，问题的转换表明科学研究方
向的转换。
因此，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ldquo;教育问题&rdquo;，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ldquo;教育&rdquo;
、&ldquo;教育现象&rdquo;、&ldquo;教育事实&rdquo;或&ldquo;教育规律&rdquo;。
应该是以&ldquo;教育事实&rdquo;为基础，在教育价值观引导下形成的&ldquo;教育问题&rdquo;，其目
的在于探索和揭示教育活动的规律性联系，以服务于教育实践。
　　二、教育学的研究任务　　教育学作为一门研究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
务就在于揭示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
而所谓教育规律就是指构成教育的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教育学的任务，就是依照教育的逻辑层次，去揭示教育的各种规律（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并
在揭示教育规律的基础上，阐明教育工作的原则、方法和组织形式等问题，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上
和方法上的依据。
在理论上，教育学要为教育决策者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帮助教育行政部门制定、调整教育方针政策
；在方法上，教育学要给予实际教育工作者以指导，帮助学校和教师改进工作，提高教育科学质量。
　　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内在的、本质性的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科学的
任务就是揭示规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学是一门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学要阐明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但又不能用教育方针和政策取代教育规律
，教育规律和教育理论不同于教育方针和政策。
仅仅注视教育方针和政策的教育学，不是科学的教育学。
同时，教育学也不等同于教育经验汇编。
教育经验汇编多为教育实践经验的汇集，它们还只是表面的、局部的和个别的具体经验，尚未揭示出
教育规律。
当然，我们应当重视教育经验，将教育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从教育经验中总结出教育规律，
以丰富和发展教育学。
　　三、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教育学的历史发展是由社会发展和教育的实践所决定的。
从教育学的产生来说，它是人类社会和教育实践发展到一定水平（阶段）的产物，从教育学的发展来
说，它是随着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教育活动以及教育实践经验的不断拓展和丰富而发展起来的。
　　（一）教育学的萌芽　　原始社会既没有科学，也没有教育学。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字的产生和知识的不断积累，直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教育学才刚刚开始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2考研教育学专业统考综合教�>>

芽。
这一时期，教育学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仅仅是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经验，而且，这些思想和经验一般都散见于他们的哲学著作、政治著作和语言记录中，如孔子的教
育思想蕴涵在《论语》一书中，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散记在他的哲学著作《理想国》一书中。
所有的教育方面的著作，也多属论文的形式，仅仅停留于经验的描述，缺乏科学的理论分析，没有形
成完整的体系，因而，这时只能称其为教育学的萌芽或雏形。
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典型的有关教育的著作，在我国，除《论语》外，还有孟子的《孟子
》、荀子的《荀子》、庄子的《庄子》、韩愈的《师说》、朱熹的《四书集注》、颜元的《存学篇》
等。
其中出现于先秦时期的《学记》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部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它比古罗马
帝国教育家昆体良所写的《论演说家的培养》还早三百多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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