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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教育综合》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查目标 

   《教育综合》是为招收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设置的考试课程。其目的

是为了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本专业硕士学位的基础知识、基本素质以及培养潜能。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教育学原理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现代教育观念，

理解教学、德育、管理等教育活动的任务、过程、原则和方法，并能运用教育学和

现代教育理念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和解决教育的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约 6小题，每小题 5分，共约 30 分。 

   简答题：约 6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约 60 分。 

   分析论述题：约 4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约 60 分。 

 

第二部分考查范围 

一、教育与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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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的认识:教育的概念，教育要素，教育形态； 

（2）教育的历史发展：教育的起源，教育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各

时期的特征体现； 

（3）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教育学的萌芽阶段的主要成果及其教育成果的影响，

独立形态的教育学创立的主客观条件、创立标志，教育学创立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著作及其研究观点，教育学的发展中出现的实验教育学、文化教育学、实用主义教

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观点以及评价，当代教育学发展

的新特征； 

    （4）教育学的价值：反思日常教育经验，科学解释教育问题，沟通教育理论与

实践。 

二、教育功能 

    （1）教育功能的概述：教育功能的内涵，教育功能的特征，教育功能类型； 

（2）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个体发展的内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教育在个体发

展中的作用，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有效发挥的条件； 

    （3）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的历史演进，教育的社会发 

展功能的表现，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有效发挥的条件； 

    （4）教育功能的形成与释放。 

三、教育目的 

    （1）教育目的的类型及其功能：教育目的的基本意蕴及其基本特点，教育目的

基本类型，教育目的的功能； 

    （2）教育目的选择与确立：教育目的的选择、确立的基本依据，教育目的选择、

确立中的基本价值取向，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确立应注意的问题； 

（3）我国的教育目的：我国的教育目的及精神实质，我国教育目的理论基础，

我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构成，教育目的实现的理性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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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制度 

（1）教育制度的含义和特点，制约教育制度的社会因素，教育制度的历史发展； 

（2）现代学校教育系统的形成，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 

（3）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类型：双轨学制、单轨学制、分支型学制； 

（4）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形态与改革。 

五、教师与学生 

（1）教师：教师的概念及教师职业的产生与发展、教师职业的地位与作用、教

师职业的基本特征，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过程和途径，现代教师的专业素质、职

业角色与形象； 

（2）学生：学生的本质特征、地位，学生的发展的含义和一般规律； 

（3）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在教育中的作用，师生关系的类型和，理想师生关系

的建立。 

六、课程 

（1）课程的含义：课程即教学科目，课程即学习经验，课程既文化再生产，课

程即社会改造的过程； 

（2）课程理论的流派：经验主义课程论，学科中心主义课程论，社会改造主义

课程论，存在主义课程论论，后现代主义课程论； 

    （3）课程组织：①课程目标：课程目标的特征，确定课程目标的方法；②课程

内容：课程标准，教材；③课程类型：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综合课程与核心课程，

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④课程实施的含义；⑤课程评价：学

生学业的评价与课程本身的评价，课程评价、学业评价和测量，终结性评价与形成

性评价，科学—实证主义课程评价观与人文—自然主义课程评价观； 

    （4）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影响课程变革的重要因素，世界课程改革发展趋势，

我国课程改革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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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堂教学 

（1）教学的含义，教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教学理论的概念，教学理论与相关

概念的关系； 

（2）教学理论及其主要流派：哲学取向的教育理论、行为主义教学理论、认知

教学理论、情感教学理论、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基本主张； 

    （3）教学设计的含义、特征和依据，教学设计的基本程序与常用模式； 

（4）教学设计的基本内容：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时间设计，教

学措施设计，教学评价设计； 

（5）课堂教学策略：①教学策略的含义、特征，教学策略的制定、选择与运用；

②不同类型知识的教学策略：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的教学策略；

③主要课堂教学策略及其运用：讲述策略、对话策略、指导策略的运用。 

八、学校教育与学生生活 

（1）生活世界的含义，学生生活的分类； 

（2）学校教育与生活的关系：①西方教育学家的理论探索：杜威的“教育即生

活”论、斯宾塞的“教育为生活准备说”、卢梭的“自然教育论”、伊里奇的“非

学校化社会说”；�我国的生活教育思想； 

（3）学生生活环境的差异导致各种适应问题，学生心理障碍、失范行为的各种

表现，学生心理障碍的失范行为归因分析，学生失范行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解释； 

（4）书本知识与生活经验：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终身学习与学会学习； 

（5）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基本内容，学校重心的转移。 

九、班级管理与班主任工作 

（1）班级组织的概念、结构、特点以及功能； 

（2）班级管理的内容：班级组织建设、制度管理、教学管理、活动管理； 

（3）班主任工作：班主任的角色作用，班主任建设和管理班级组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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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生评价 

    （1）学生评价与教育评价，学生评价的标准、类型与功能，学生评价理论与实

践的当代走向； 

    （2）学生学业评价：学生认知学习的评价，学生技能学习的评价，学生情感学

习的评价； 

    （3）学生品德评价：学生道德认知的测评，学生道德情感的评价，学生道德行

为的评价； 

（4）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十一、教师的教育研究 

（1）“教师即研究者”观念的提出，教师进行教育研究的优势和素养； 

    （2）教师教育研究的特点，行动研究与教育行动研究，教育行动研究的过程； 

    （3）教师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如何进行调查、如何进行观察、如何进行个案

研究、如何收集研究资料、如何表达研究结果。 

十二、教育改革与发展 

（1）教育改革与发展历程的世纪回顾： ①现代教育的曙光：欧美教育革新运

动，现代教育的倡导者——杜威，19 世纪末—20世纪前期的各国教育改革；②二战

后的教育大发展；③面向 21世纪的教育改革的特点； 

（2）当今世界教育发展水平的比较：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3）当代世界教育的宏观演变：从“学会生存”到“学会关心”，从科学主义、

经济主义到推崇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从国家主义教育到国际化教育，从阶段性教

育到终身教育； 

（4）21世纪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 

十三、综合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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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对教育领域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

解决问题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