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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内容概要

《2011-2012教育学(小学)》有以下特点：内容凸显实用．适用不同考生，本系列教材以贯彻“面向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培养适应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
人才为出发点，精心筛选了教材内容。涵盖了教育与教育学、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教育与个人的发展
、教育目的、学生与教师、课程、教学(上)、教学(下)、德育、班级管理、教育心理学概述、中小学
生的心理发展与教育、学习的基本理论、学习动机?学习的迁移、知识的学习、技能的形成、学习策略
、问题解决与创造性、态度与品德的形成、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设计、课堂管理、教学测量与评价、
教师心理等内容，深入探讨和归纳教师资格考试的各部分题型，结构严谨、讲练结合、重点突出、难
易适中、梯度合理，极具实用性和兼容性，适用于教师资格认证考试及特岗教师录用考试。
简洁的考点提举方式．科学合理的逻辑结构
教材采用完全区别于同类其他图书的章节内容举例的传统知识结构模式，以章为单位，运用纲要式结
构，以点带面标明各部分知识的内在关联，同时采用整体记忆，快速建立层次分明的知识体系，让考
生在系统中学习知识，起到加深理解、强化记忆的效果。
渐次推进的习题设计．深入细致的专家详解
教材采用讲练结合的编排方式，打破传统习题只注重基础训练的机械模式及习题量少、答案较为简略
的弊端，先对相关考点进行细致的分析，帮助考生掌握精髓，再针对考点按照由易到难渐次推进的原
则巧设习题，同时配以权威资深专家为习题所作的全面、集中而又细致的解题思路分析，使考生既能
牢固掌握基础知识，又能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真题分析详尽、透彻
真题均配有详细的试题分析，题型还增加了对各选项之间的区分讲解，让考生真正把握试题规律，更
好地掌握学习方法。
模拟题实用、适用
精选的模拟题预测了2011年考试的方向，涵盖了近年考试的热点考点，保证了考生学习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使考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学习收获。让考生在测试中，可以发现自己的劣势，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拾遗补漏，完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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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教育与教育学核心考点解读经典真题导入第一节 教育的发展第二节 教育学的发展单元同步特
训参考答案及解析第二章 小学教育核心考点解读经典真题导入第一节 小学教育在义务教育中的地位
第二节 小学教育的目的单元同步特训参考答案及解析第三章 教育与个人的发展核心考点解读经典真
题导入第一节 儿童身心发展概述第二节 影响身心发展的因素及作用第三节 小学教育促进儿童发展的
特殊任务单元同步特训参考答案及解析第四章 学生与教师核心考点解读经典真题导入第一节 学生第
二节 教师第三节 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单元同步特训参考答案及解析第五章 课程杖心考点解读经典真题
导入第一节 课程概述第二节 课程设计第三节 我国小学课程单元同步特训参考答案及解析第六章 教学
（上）核心考点解读经典真题导入第一节 教学的意义与任务第二节 教学过程单元同步特训参考答案
及解析第七章 教学（下）核心考点解读经典真题导入第一节 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第二节 教学组织形
式第三节 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单元同步特训参考答案及解析第八章 德育核心考点解读经典真题导入
第一节 小学德育概述第二节 小学德育的目标与内容第三节 小学德育过程第四节 德育的原则、途径和
方法单元同步特训参考答案及解析第九章 班主任工作第十章 课外活动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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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章节摘录

　　（一）学校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发展　　教育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制度化教育到制度化教育再
到非制度化教育的过程。正规教育的主要标志是近代以学校系统为核心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形式又
称为制度化教育。以制度化教育为参照，在制度化教育之前的非正式、非正规教育都可归为前制度化
教育，而之后的非正式、非正规化教育则都归为非制度化教育。　　1.前制度化教育　　前制度化教
育始于人类早期。在原始社会中，教育是非形式化的，奴隶社会以后逐渐出现定型的形式化教育，即
实体化教育。　　教育形态趋于定型的标志是教育实体的出现。教育实体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
步，它属于形式化的教育形态。它的特点：（1）教育主体确定；（2）教育对象相对稳定；（3）形成
系列的文化传播活动；（4）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场所和设施等；（5）由以上因素结合而形成的独立的
社会活动形态。当这些形式化的教育实体的特点比较稳定并形成教育的简单要素时，教育初步定型。
　　定型的教育组织形式包括：古代的前学校与前社会教育机构、近代的学校与社会教育机构。　　
前制度化的教育，为制度化的教育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展基础，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2.制度化教育　　近代学校系统的出现，开启了制度化教育的新阶段。教育实体从简单到复杂、从
游离状态到形成系统的过程，正是教育“制度化”的过程。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各资本主义国家纷
纷建立起近代学校教育系统。　　中国近代制度化教育兴起的标志是清朝末年的“废科举，兴学校”
，以及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教育宗旨和近代学制。中国近代系统完备的学制系统产生于1902年的《钦定
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以及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癸卯学
制”是我国第一个实际执行的现代学制，它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
及相互衔接的关系。　　随着学历社会的出现，制度化教育趋于成熟。制度化教育的发展越来越成为
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化教育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用“学历社会”来描
述制度化教育对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制度化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对于社会、政治、文化乃至
个人发展的影响，已经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但是，20世纪中后期以后，高度发达和完善的制度化教育
又开始暴露出一系列弊端并受到批判，非制度化教育思潮应运而生。　　3.非制度化教育思潮　　非
制度化教育相对于制度化教育而言，是对制度化教育的扬弃与超越，它所推崇的理想是“教育不应再
限于学校的围墙之内”。每一个人应该在一个比较灵活的范围内，比较自由地选择他的道路。如果离
开了这个教育体系，他也不至于被迫终身放弃利用各种教育设施的权利。相对于制度化教育而言，非
制度化教育不仅改变了教育形式，更重要的是有了教育理念的转变。库姆斯等人陈述的非正规教育的
概念，伊里奇所主张的非学校化观念是非制度化教育思潮的代表。当今社会对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理
念的倡导也是非制度化教育的重要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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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编辑推荐

　　《教育学（小学）》：适用于教师资格认定考试　　师范类毕业生上岗考试　　教育局公开招聘
考试　　教师入编考试　　特岗教师招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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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精彩短评

1、挺好的，不错，有真题举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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