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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详解(附卡)》对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教育学专业
基础综合考试大纲的全部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析。《2010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详解(附卡)》
参考了众多教育学原理、中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研究方法的权威教材（特别是一些师范类名
校的教科书）、教学辅导资料和相关专业报刊杂志，对于考试大纲要求掌握的一些难点和重点（包括
在一般教材中很少涉及到的知识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圣才学习网/中华教育学习网（www.1000jy.com）提供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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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详
解(附卡)》书后内页）。《2010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详解(附卡)》和相关的网络班和面授班特
别适用于参加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的考生，也可供参加教育
硕士教育学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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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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教育学原理大纲详解一、教育学概述（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二）教育学的研究任务（三）教育学
的产生与发展二、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教育的概念（二）教育的结构与功能（三）我国关于教育
本质问题的主要观点（四）关于教育起源的主要观点（五）教育的发展三、教育与社会发展（一）关
于教育与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二）教育的社会制约性（三）教育的社会功能（四）当代社会发展对
教育的需求与挑战四、教育与人的发展（一）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其对教育的制约（二）人的身心发
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三）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五、教育目的、培养目标（一）教育目的
（二）培养目标六、教育制度（一）教育制度的概念（二）学校教育制度（三）现代教育制度改革七
、课程（一）课程与课程理论（二）课程类型（三）课程编制（四）课程改革八、教学（一）教学概
述（二）教学理论及主要流派（三）教学过程（四）教学模式（五）教学原则（六）教学组织形式（
七）中小学常用的教学方法（八）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九）教学评价及其改革九、德育（一）德育
概述（二）我国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三）德育过程（四）德育原则（五）德育方法（六）德育途径
（七）德育模式十、教师与学生（一）教师（二）学生（三）师生关系中外教育史大纲详解一、中国
古代教育（一）官学制度的建立与“六艺”教育的形成（二）私人讲学的兴起与传统教育思想的奠基
（三）儒学独尊与读经做官教育模式的初步形成（四）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善（五）理学教育思想
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六）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与反思二、中国近代教育（一）近代教育的起步（二
）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三）近代教育体制的变革三、中国现代教育（一）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
教育心理学大纲详解教育研究方法大纲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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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学原理大纲详解【考查目标】1．准确识记教育学的基础知识。2．正确理解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
基本理论。3．能够运用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教育学概述（一）教育学
的研究对象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人认为是“教育现象”，有人认为是“教
育事实”，有人认为是“教育规律”，有人认为是上述三者中的两项或三项，还有人笼统地认为是“
教育”或“人”。这些观点大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事实上，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教育事实”
为基础，在教育价值观引导下形成的“教育问题”，其目的在于探索和揭示教育活动的规律性，以服
务于教育实践。教育问题的提出标志着教育学的萌芽；教育问题的发展是推动教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教育问题的转换表明教育学研究传统和范式的变革；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不同的教育思
想或教育观念及其派别。教育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防止“虚假问题”的出现，不断地深化问题
。（二）教育学的研究任务教育学的研究任务就是通过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研究，探索和揭示教
育规律，从而为教育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三）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1．教育学的萌芽教
育学的萌芽期是指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但研究的问题还很不完整。研究实际上是对经验的总
结或对教育事实的记述或描绘，而研究的成果，散见于哲学、政治的学说之中。近代之前，人们对教
育的认识活动主要停留在经验和习俗的水平，从而没有形成系统的理性认识，成为教育之“学”。因
此，我们可以把这一阶段的教育认识活动称为“前教育学时期”。这种对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前科学认
识，不仅存在于人类教育认识的早期，而且还存在于当前和今后人类对教育的认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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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终于找到了，而且价格很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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