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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教育学

【高频考点 1】 “教育”一词的由来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君子有三乐，

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高频考点 2】 教育的社会属性属性

①教育具有永恒性。

②教育具有历史性。

③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

a.教育具有质的规定性。

b.教育具有历史继承性。

c.教育与社会生产力和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性。

【高频考点 3】 教育学的萌芽阶段——《学记》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教学相长：“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

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藏息相辅：“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学记》认为课堂学习与课外练习必须兼顾，课

内与课外相结合。

启发诱导：“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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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善救失：“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

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高频考点 4】 西方教育史上三大里程碑

西方教育史上三大里程碑是柏拉图《理想国》、卢梭《爱弥儿》、杜威《民主主义与教

育》。

【高频考点 5】 有关教育目的的理论

理论 代表人物 观点

社会本位论

赫尔巴特、柏拉图、

孔德、涂尔干、孔

子、斯宾塞、凯兴

斯泰纳

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注重教育的社会价值；主张教育

的目的是培养合格公民和社会成员；教育是国家的事

业；评价教育要看其对社会发展贡献的指标。

个人本位论

卢梭、罗杰斯、福

禄贝尔、裴斯泰洛

齐、孟子、洛克、

夸美纽斯

从个体本能需要出发，强调教育要服从人的成长规律和

满足人的需要；注重教育对个人的价值；主张教育的目

的是培养“自然人”，发展人的个性，增进人的价值，

促使个人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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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6】 我国学制的发展历程

学制类型 具体内容

双轨制

19 世纪欧洲把学校分为两个互不相同的轨道：一轨是为资产阶级子女设立

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另一轨是为劳动人民子女

设立的，从小学到中等职业学校，是为培养劳动者服务的。

单轨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美国形成的一种学制，其特点是所有的学生在同样

的学校系统中学习，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有利

于教育的逐级普及。

分支制
20 世纪初前苏联建立的一种学制。这是一种在初等教育阶段强调共同的基

础性教育，到中等教育阶段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个分支的学制。

【高频考点 7】 人性与教育

教育理论 代表人物

教育内发论/善导论 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格塞尔、霍尔、高尔登、卢梭、柏拉图

教育外铄论/规制论 荀子、洛克、华生

【高频考点 8】 人的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

规律 具体表现 教育启示

顺序性
人的身心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
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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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
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出身心发展不同的总体特征及主要

矛盾，面临着不同的发展任务。

分阶段教学，不

能儿童成人化

不平衡性
一是，同一方面的发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是不均衡的。

二是，不同方面所达到某种发展水平或成熟时期是不同的。
把握关键期

互补性

一方面，是指机体某一方面的机能受损甚至缺失后，可通过

其他方面的超长发展得到部分补偿；另一方面，互补性也存

在于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之间。

扬长避短

个别差异性

首先，性别差异与因材施教。

其次，个体差异与因材施教。

最后，脑功能倾向与全脑教育。根据左、右大脑半球同时兴

奋，大脑的积极性最高，学习效果最佳的原理，在教学中应

该设计同时刺激学生左右大脑半球的条件。

左脑：比较积极，擅长言语。

右脑：比较沉默，善于辨认形体。具体思维能力、对空间认

识能力以及对复杂关系的理解能力等方面都优于左脑，尤其

是音乐理解和情绪表达。

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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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9】 教育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社会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教育对社会的功能

社会生产力

1.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教育发展的水平；

2.生产力水平决定教育的规模和速度；

3.生产力水平制约教育体制结构的变化；

4.生产力水平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和手段；

5.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教学内容、方法和组织

形式的发展与变革。

1.教育再生产劳动力；

2.教育再生产科学技术知识；

3.教育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

4.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可能；

5.教育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全球化。

政治经济制

度

1.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的领导权；

2.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受教育的权利；

3.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教育目的性质和思

想品德教育的内容。

1.教育为政治经济制度培养所需要的

人才；

2.教育是一种影响政治经济的舆论力

量；

3.教育可以促进民主。

【高频考点 10】 师生关系的表现形式

1. 教学上的授受关系

2. 人格上的平等关系

3. 社会道德上的相互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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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11】 良好师生关系的基本特质

1.社会关系：民主平等；

2.人际关系：尊师爱生；

3.教育关系：教学相长；

4.心理关系：宽容理解。

【高频考点 12】 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

（1）德育过程是促使学生的知、情、意、行互动发展的过程。

德

德

育

过

程

知（基础） 道德认识
道德认识是对道德行为准则及其执行意义的认识，是个体品德

中的核心部分。

情 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根据道德观念来评价他人或自己行为时产生的内心

体验，是产生品德行为的内部动力，是品德实现转化的催化剂。

意 道德意志
道德意志是个体自觉地调节道德行为，克服困难，以实现道德

目标的心理过程，是调节品德行为的精神力量。

行（关键） 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是实现道德动机的行为意向及外部表现。道德行为是

衡量品德的重要标志。

（2）德育过程是组织学生的活动和交往，统一多方面教育影响的过程。

（3）德育过程是促进学生的思想品德内部矛盾积极转化的过程。

（4）德育过程是一个长期性、反复性、多端性、逐步提高的过程。

德育过程的长期性、反复性、渐进性特点要求教育者必须持之以恒、耐心细致地教育学

生，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学生思想行为的反复，善于反复抓，引导学生在反复中逐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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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13】 课程内容

课

课

程

内

容

课程计划

1.课程计划，是根据教育目的和不同类型学校的教学任务，由国家教育主管

部门制定的有关教学和教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2.它的基本内容包括：教学科目的设置；学科顺序；课时分配；学年编制与

学周安排。其中，课程设置是课程计划的首要问题。

3.课程计划是指导规划教学活动的依据，是制定课程标准的依据。

4.我国义务教育的课程计划应具备强制性、基础性、普遍性的特征。

课程标准

1.课程标准是课程计划的具体化，是课程计划中每门学科以纲要的形式编定

的、有关学科教学内容的指导性文件，也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价和考试

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它规定了学科的教学目的和

任务，知识的范围、深度和结构、教学进度以及有关教学法的基本要求。

2.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框架：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实施建议、附录。

其核心部分是课程目标。

教材

1.教材是教师和学生据以进行教学活动的材料，包括教科书、讲义、讲授提

纲、参考书、活动指导书以及各种试听材料。其中，教科书和讲义是教材

的主体部分。

2.教科书又称为课本，它是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

用书。通常按学年或学期分册，划分单元或章节。

3.课文是教科书的主体部分。

4.教材编排的两种模式。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组织结构一般采用螺旋式或直

线式编写两种基本方式。

5.教科书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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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14】 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

1.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结合的规律

2.掌握知识与发展智力相统一的规律

3.传授知识与思想品德教育相统一的规律（教学过程中知、情、意的统一规律）

4.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统一的规律

5.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相统一的规律

【高频考点 15】 中小学常用的教学原则

原则 基本内涵 贯彻要求

科学性与教育性

相结合原则

既要把现代先进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传授给学生，同时要结合知识、

技能中内在的德育因素，对学生进行政

治、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

①教师要保证教学的科学性。

②发展教材的思想性，注意教学中对

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③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思想水

平。

理论联系实际

教学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是指教学要以学习

基础知识为主导，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上去理解知识，注意运用知识去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达到学懂学会、学以致

用的目的。

①书本知识的教学要注重联系实际。

②重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③正确处理知识教学与技能训练的关

系。

④补充必要的乡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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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性

教学原则

教师应该尽量利用学生的多种感官与

已有经验，通过各种形式的感知，丰富

学生的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使学生获

得生动的表象，从而全面地掌握知识。

直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种类：实物直

观、模象直观和言语直观三大类。

①正确选择直观教具和现代化教学手

段。

②直观教具演示要与语言讲解结合起

来。

③要重视运用语言直观。

乌申斯基指出，一般来说，儿童是依

靠形式、颜色、声音和感觉来进行思

维的。

启发性

教学原则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依据学习过程的客

观规律，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引导他们独立

思考，积极探索，生动活泼地学习，自

觉地掌握科学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教学原则。

①加强学习的目的性教育，调动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

②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发展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

③让学生动手实践，培养学生独立解

决问题的能力。

④发扬教学民主。

循序渐进

教学原则

（系统性原则）

教师严格按照科学知识的内在逻辑体

系和学生认识能力发展的顺序进行教

学。

①教师的教学要有系统性。

②解决好重点与难点的教学。

③按照学生的认识顺序，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地进行教学。



教师培训哪家强？金标尺更在行！ 10

巩固性

教学原则

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牢固

地掌握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在需要的

时候，能够准确无误地呈现出来，以利

于知识、技能的运用。

①要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加强知识的巩

固。

②组织好学生的复习工作。

③教会学生记忆方法。

量力性教学原则

（可接受性原

则）

量力性原则是指教学活动要适合学生

的发展水平。这一原则是为了防止发生

教学难度低于或高于学生实际程度而

提出的。

①重视儿童的年龄特征。

②了解学生发展的具体特点。

③恰当地把握教学难度。

因材施教

教学原则

教师要从课程计划、学科课程标准的统

一要求出发，面向全体学生，同时要根

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有的放

矢地进行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

短，获得最佳发展。

①要坚持课程计划和学科课程标准的

统一要求。

②了解学生，从实际出发进行教学。

③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学

生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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