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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Ғҙ ᵝ ҹ Ғҙ ᵝ

ΐ ῃ ѿ῀ ̆ῒ ȁῈ ȁ

Ғҙ ȁ ȁ № ȁ ‗

ⱬ̆ ᴇ ‰ ҙ ⌠ ҉ץ

ԍ≠ץ̆ ᴨ ̆ Ḡ Ȃ 

 

Ⅱ  ָא  

Ғҙ ᵝ ȁҬ ȁ

Ȃ ҉ ȁ ̆

ȁ № ȁ∞ ‗ ῏ Ȃ 

Ⅲ Ẻẩᵘ ᴑ ῶ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ҹ 150№̆ ҹ 180№ Ȃ 

二、答题方式 

ҹ ȁ Ȃ 

三、试卷内容结构 

    60№ 

Ҭ       50№ 

      40№ 

̂ ̔Ҭ Ҭ ȁ ̃ 

四、试卷题型结构 

        30 ̆ 2№̆῍ 60№ 

            2 ̆ 15№̆῍ 30№ 

№         4 ̆ 1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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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ԒḲ 

 

 

[考查目标] 

1. ‰ Ȃ 

2. Ȃ 

3. № ҍ Ȃ 

  

一、教育及其产生与发展 

(一)教育的概念 

1. ῏ԍľ Ŀ  

ӈ̕ ̕ Ȃ 

2̈ ӈ  

ӈ̕ ӈ̕ ӈȂ 

3. ῤ  

ҍ ῤ ̕ ӈ ҍ ӈ ̕ ҍ ̕

ȁ ҍ ᴪ Ȃ 

(二)教育的结构与功能 

1.  

ꜚ ̕ Ȃ 

2. ⱳ  

ҩᵣ ⱳ ҍ ᴪ ⱳ ̕ ⱳ ҍ ⱳ ̕ ⱳ ҍ ⱳ Ȃ 

 

(三)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1.  

2̈ ף  

ף .3  

ף .4  

5̈Ҭ ᴪҺӈ 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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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与社会发展 

(一)关于教育与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 

ҍ ҆ ֲ̕ ⱬ ̕ Ẋ Ꞌ̕ꜚⱬ Ῥ̕ ֟ Ȃ 

(二)教育的社会制约性 

1. ֟ⱬ └  

2. └ └  

3. └  

4. └  

5. ֲ └  

׃ .6 └  

(三)教育的社会功能 

1. ⱳ  

2. ⱳ  

3. ⱳ  

4. ⱳ  

5. ֲ ⱳ  

6̈ ⱳ  

(四)当代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与挑战 

ף ҍ ̕ῃ ҍ ̕ ҍ ̕Ḥ ᴪҍ ̕

ӟ ᴪҍ ̕ ᾝ ҍ ̕ Һ ҍ ̕ ȁ ҍ

Ȃ   

三、教育与人的发展 

(一)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其对教育的制约 

1. ֲ Һ  

̕ ̕ ̕ Ҍ Ȃ 

2. ֲ └  

(二)人的身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1. ῏ԍ ֲ Һ  

ҍ ̕ῤ ̆ ̆ῤ ҍ ֜ԑᵬ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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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ᴰ ῒ ֲ Ҭ ᵬ  

3. ῒ ֲ Ҭ ᵬ  

4. ҩᵣ Һ ꜚ ῒ ֲ Ҭ ᵬ  

(三)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 

1. ҩᵣ ҩ ҍ ᴪ  

2. ֲ Ҭ Һ ᵬ ᴆ 

四、教育目的与培养目标 

(一)教育目的 

1.  

ӈ̕ ҍ ῏ Ȃ 

2. ῏ԍ Һ  

ҩֲ ᵝ ̆ ᴪ ᵝ ̕ῤ ̆ ̕ ‰ ̆

Ȃ 

3. ᶭ  

ᾥ Һӈ῏ԍֲ ῃ ̕ ҍף ᴪ ̕ҩᵣ Ȃ 

4.  

1949 ץ ҩ ̕ Ȃ 

5. ῃ ҍ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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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ᶭ  

3.  

4.  

5. 1949 ץ └ 

1951 └̕1958 └ ̕ ץ └ Ȃ 

(三)现代教育制度改革 

1. ӈⱵ  

2. ҍ ҙ  

3. ῐ ῒ  

4. Ҭ ȁ ῒҍ  

5. ᴧ  

6. ᵣ  

六、课程 

(一)课程与课程理论 

1.  

ӈ̕ ҍ ῏ Ȃ 

2. Һ  

Ҭ ̕ ᴪҬ ̕ ӟ Ҭ Ȃ 

(二)课程类型 

ҍ ꜚ ̕ ҍ№ ̕ ḱ ҍ ḱ ̕ ȁ

ҍ Ȃ 

(三)课程开发 

1.  

יּ ̕ ̕ Ȃ 

2. ⅞ȁ ‰ҍ  

3.  

̕ ̕ ҍ Ῑ ȁ ῏ ̕

№

 

195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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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改革 

1. Һ  

̕ ̕ ̕ ̕ Ȃ 

2. 20ҕ 60 ץף Һ  

3. 1949 ץ  

七、教学 

(一)教学概述 

1.  

ӈ̕ ҍ ȁ ȁ҉ ≢ҍ Ȃ 

2. Һ ᵬ ҍᴋⱵ 

(二)教学理论及主要流派 

1.  

ӟ ῒҍ ῏ ̕ ҍ ῏ ̕ Ȃ 

Һף .2  

ҹҺӈ ̕ Һӈ ֲ̕ Һӈ ̕ ᴪԑꜚ Ȃ 

(三)教学原则 

1. ↕ ᶭ  

2. Ҭ ↕ 

↕̕ ↕̕ ↕̕ ↕̕ ⱬ ↕̕

ѿ ↕̕ ↕̕ ↕Ȃ 

(四)教学模式 

1.  

̕ ̕ Ȃ 

ף .2 Һ  

̕ ̕ ӟ ̕ ̕ ᶛ ̕

̕ ̕ ̕ S̕TEM Ȃ 

ף .3 Һ  

(五)教学过程 

1. ῏ԍ Һ  

2. Ҭ ₃ ῏  

ҍ ῏ ̕ ҍ Ῑ ῏ ̕ ҍ 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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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ⱬ ҍ ⱬ ῏ ̕ ҍ ῤ ῏ ̕ Һ ᵬ ҍ Һ

ᵣᵬ ῏ Ȃ 

3.  

̕ ̕ ҍ ̕ Ȃ 

4. ᵬ  

̕҉ ̕ᵬҙ ҍ ̕ ̕ ҙ Ȃ 

(六)教学组织形式 

1.  

2. └ 

ף .3  

ҩ≢ ҍҩ≢ ̕№ ҍ ᵬ ӟ̕№ ҍ └̕ ӟ̕

( )̕ ̕ Ȃ 

(七)中小学常用的教学方法 

̕ ̕ ̕ ̕ ӟ ̕ ̕ ӟ ̕ ̕ ̕

̕ Ȃ 

(八)教学评价及其改革 

1. ᴇ ӈ ⱳ  

2. ᴇȁ ᴇ ᴇ 

3. ҙ ᴇ 

̆ ᴇ̆ ᴇȂ 

4. ᴇ  

八、德育 

(一)德育概述 

1.  

2. ᴋⱵ 

(二)我国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 

1.  

2.  

3.  

4.   

5. 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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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育过程 

1.  

2.  

(四)德育原则 

ᵣ ҍҩ≢ ↕̕ ѿ ↕̕ ҍ ↕̕

ҍᾥ ↕ Ҥ̕ ҍ Ḥᴋ ̕ ҍ

ҩ≢ ↕̕ ѿ ↕̕ ↕Ȃ 

(五)中小学常用的德育方法 

̕ ‚̕ ̕ ̕ ̕ ᴇ̕ ҍ Ȃ 

(六)德育途径 

1̈ ҍ  

2̈ῃ ᵝ ҍ  

ֲ̕ ֲ̕ ֲ̕ ꜚ ֲ̕ ֲ̕ ֲȂ 

(七)德育模式 

ᵣ ̕ ̕ᵣ ̕ᴇṿ ̕ ᴪ ӟ ̕ ᴪ

ꜚ Ȃ 

九、教师与学生 

(一)教师 

1. ҍ ≢ 

2. ҙ ֟ ҍ  

3. Ꞌꜚ  

4. ᵝҍᵬ  

5. Ғҙ ῙҍҒҙ  

Ғҙ Ῑ ҍ ̕ Ғҙ ‰̕ Ғҙ ῤ ȁ ҍ Ȃ 

6. ≠ҍӈⱵ 

Ғҙ Һҍ Ғҙ ≠̕ ҙ ҍ ӈⱵȂ 

(二)学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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ᾙȁ ȁ∆Ҭ ȁ Ҭ ̕ ҙ ҩ̆ ҍ ᴪ ̆ Ȃ 

3. ᵣҍ  

ᵣҍ ᵣ̕ ᾙ ῒ ̕ ᵣҍ ᵬ Ȃ 

4. ≠ҍӈⱵ 

(三)师生关系 

1. ῏ ҍ  

Ҭ ̕ Ҭ Ȃ  

2. ῏  

῏ ‰̕ ῏ ҍ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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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  

[考查目标] 

1. Ҭ ̆ ȁ └ ȁ

ҍ ̆ ≢ ף ȁ └ ȁ ԊᴆȂ 

2. ‰ ῏Ҭ ̆ ≢ ῒҬ ף ̆ ῙҤ Ȃ 

3. Һӈ Һӈ № ȁ ᴇҬ Ԋ ̆

ҍ ̆ҹ ҍ ᶫ Ȃ 

 

一、中国古代教育 

(一)官学制度的建立与“六艺”教育的形成 

1̈ └  

ľ Ŀ̕ ҍ ̕ ҍӠ ̕ Ȃ 

2. ľΈ Ŀ  

(二)私人讲学的兴起与传统教育思想的奠基 

1. ֲ ῐ ҍ  

2. Ҋ  

3. җ ҍ  

⇔Ⱳ ҍ ľΈ Ŀ ľ̕ ȁ ȁ Ŀľ Ӟ ӟ̆ ӞĿҍ ᵬ ᵝ̕

ľ Ŀҍ ̕ľ ᴨ↕וĿҍ ̕ ῤ ̕ ̔ ȁ

ȁ ̕ ̕ ̕ Ȃ 

4.  

̕ľ Ŀҍ ᵬ ̕ľ ֲᴶĿҍ ̕ľ ҇ Ŀ ֲ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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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ҽ└  

5. ᴂ ҍ  

ȇ Ȉҍ҈ ̕ ֲ ҍ ᵬ ̕ Ȃ 

6. ᾟ  

∞̕῏ԍ ᵬ ҍ Ῑ ̕ ӟȂ 

(四)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善 

1.  

̕ ľ Ŀҍ ̕ Ȃ 

2. ᵣ  

ҍ ̕ ᵣ└ Ҭ̕ ᵣ ̕

̕ Ȃ 

3. ҽ └  

ҽ└ ֟ ̕ ȁ ҍ ̕ ҽ ҍ ῏ ̕ ҽ└

Ȃ 

4. ӊ  

ӊ ҍȇ Ȉ̕ ̕ Ȃ 

5.  

Ὢ ̕ľ ҈ Ŀ ҍ ᵬ ̕῏ԍֲ Ῑ ̕ Ȃ 

(五)理学教育思想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1. ҽ └ ҍ  

ҽ└ └ ̕ ȁᾝȁ ȁ ҍ ᵣ└̕ ҈

ῐ ҍľ҈ Ŀ̕ľ Ŀ̕ № ̕ľΈ Ŀ̕ľ ԊĿ̕ Ȃ 

2. ӥ  

ӥ ֟ ҍ ȇ̕ ӥ Ȉҍӥ ̕қ ӥ ҍӥ ᴪ̕

ȁ ҍӥ ̕ӥ Ȃ 

3. ҍ  

ҍ ̕ ̕ ȁ Ȃ 

4.  

ҍȇ ӥ Ȉ̕ ľ ̆ ֲ Ŀҍ ᵬ ̕ ľ Ŀ ľ Ŀ

̕ľ ӥ ĿȂ 

5. ֹ  

ľ Ŀҍ ᵬ ̕ľ ֲ№ Ŀ ↕̕ ̕ ᾙ Ȃ 

(六)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与反思  

1. ∞ 

2. ľῈῒ ԍ Ŀ 

3. ᾝ  

 ᾝҍ ӥ ̕ľ Ŀ Ῑ ̕ľΈ Ŀҍľ Ŀ ῤ ̕ľӟ

Ŀ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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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近代教育 

(一)近代教育的起步 

1. ᴪ Ҭ ҽⱲ 

ҍ ӥ ᴪ̕ ᴪ ̕ ᴪ ҍ Ȃ 

2. Ⱶ ῐⱲ 

Ⱶ ῐⱲ ῒ ≢ȁ ֤̕ ̕ Ȃ 

3.  

̕ Ȃ 

4. ľҬᵣ ĿҺ ҍ ӊ  

ľҬᵣ Ŀ ̕ ӊ ҍȇⱱ Ȉ̕ ľҬᵣ Ŀ ᵬ ҍ

Ȃ 

(二)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1. Һ  

2.  

ῐⱲ ̕ῐⱲ ᴪҍ ℮Ȃ 

3. ľ ĿҬ  

⇔Ⱳ֤ ̕ ҽ└ Ȃ 

4. ҹ  

ꜚҬ Һ ȇ̕ ӥȈҬ Ȃ 

5.  

ľ Ŀľᵈ Ŀҍ ᵬ ̕ Ῑľ Ŀ ̕ └̕ ȁ

ᾙ Ȃ 

6. Ҥ  

ľ ⱬĿľ Ŀľ Ŀ ľ҈ Ŀ̕ ᴰ ľ̕ᵣ ѿ Ŀ

Ȃ 

7.  

ľ └Ŀ ľ └Ŀ ̕ ҽ̆ῐ ̕ ᵣ└̕└

Ȃ 

8.  

̕ľ ῐ Ŀҍ Ȃ 

9. ֟ ꜚ 

    Ҭ ᴪ̕ ̕  

(三)近代教育体制的变革 

1. ∆  

└ ̕ └̕ ‰Ȃ 

2. ᾝ ҍ  

ᾝ ҍ ֟ ľ̕ԓ Ŀ 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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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 

3. ꜚ 20ҕ 20 ף ҍ ꜚ 

ꜚḆ ̕ ̕ Һӈ ̕ ҙ ̕ Һ

ӈ אל̕ Ḱ ꜚ̕ ̕ Һӈ ̕ ҍ Ȃ 

4. ᴪ ҍ ꜚ 

5. 1922 ľ └Ŀ 

҂ ‰̕ └ᵣ ̕Ҭ ‰̕ľ └Ŀ ᴇȂ 

6. ҺҺӈ  

ᾥ Һӈ ̕Ҭ ῍֟ᾴ Ҋ ῾ ȁ ҍ ̕

῍ ᵬ ´ Ȃ 

三、 中国现代教育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1. ҍ  

ľᾴ Ŀ ̕ľ҈ ҺӈĿ ̕ľ ᵬ Ŀ Ȃ 

2. └  

└ ҍ ̕ľ └Ŀ Ȃ 

3.  

ᾙ ̕∆ ̕Ҭ ̕ ̕ ̕ ҙ ̕ Ԉ

Ȃ 

4.  

└ ̕Ҭ ´ ̕ Ҭ҉ץ ´ ̕Ҭ ҙᴪ Ȃ 

(二)现代教育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1. ҍ ᾥ Һӈ  

̕ ľ ⱳ Ŀ̕ľῃֲ Ŀҍ Ȃ 

2. ҙ ҍ  

Ṥľ ҺӈĿ̕ ҙ ̕ ҙ ᵣ Ȃ 

3. ∆ Ӡ  

ҍ Ҭ ῾ № ľ̕ Ŀҍľ҈ Ŀ ľ̕ ῾ Ŀҍľ῾

ĿȂ 

4. Ӡ  

Ӡ Ӡ ̕Ӡ ҍ Ȃ 

5. ľ Ŀ  

ᾙ ᾙ ̕ľ Ŀ ̕ľ Ŀ ᵣ Ȃ 

6. ľ Ŀ ҍ  

ľ Ŀ ̔ ̕ ̕ľ ᾢ └Ŀ̕ ̕ľ Ŀ

ᵣ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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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展 

1. ҺҺӈ  

̕ Ԉ Ҭ ῍֟ᾴ ľ̕ ȁ ȁ

ᴧ Ŀ Ȃ 

2.  

̕ ̕ľ ĿȂ 

3. ᴧ  

4.  

̕ Ҭ ̕ ҍ Ȃ 

5.  

四、外国古代教育 

(一)东方文明古国的教育 

ף .1 ᴶ  

ף ᴶ ̕ ף ᴶ ῤ ҍ Ȃ 

ף .2  

ף ̕ ף ῤ ҍ Ȃ 

ף .3  

̕ᵫ Ȃ 

ף .4 ᴿ  

ף ᴿ Ȃ 

5. қ  

(二)古希腊教育 

1.   

2.  

̕ ῖ Ȃ 

3. ῖ  

ľ Ŀ ꜚҍ Ȃ 

4.  

5.  

̕ ̕ ̕ᵣ ̕ľ ĿȂ

Ȃ 

6.  

̕ľ ӟ Ŀ̕ȇ ȈҬ Ȃ Ȃ 

7. ֒  

ҍ ̕ ᵬ ̕ ̕ ̕ ҍᾙ №

Ȃ֒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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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罗马教育 

1. ῍  

2.  

3.  

̕ ᵣ Ȃ 

4. ῐ ҍ ᴪ ꜚ 

(四)西欧中世纪教育 

1.  

ȁ ῤ Ȃ 

2. Һҍ ҕḚ  

̕ Ȃ 

3. Ҭҕ ҍ  

4. ῐ  

 

五、外国近代教育 

(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 

1. ֲ Һӈ  

ῐ ꜚҍֲ Һӈ ̕ ≠ֲ Һӈ ̕ ֲ Һӈ ̕

̕ ̕ᴚ ֲ̕ Һӈ Ȃ 

2.  

̕ⱴ ̕ ҍ Һ

̕ Ҁ¥ ̕ⱴ Ȃ 

3. Һ  

ᴪ ̕ ᴪ ҍ Ȃ 

(二)欧美主要国家和日本的近代教育 

ף .1  

└ ҍ ̕ ̔ ᾥȁ ȁ Ȃ 

ף .2  

└ ҍ ̕ ̔ ḱȁ ̕ Һ

Һ Ȃ 

ף .3  

└ ҍ ̕ ̔ Ȃ 

4. ḇ ף  

└ ҍ ̕ ̔Ӌ Ȃ 

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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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ҍ ̕ ̔ ¥ Ȃ 

ף .6  

└ ҍ ̕ ̔ Ȃ 

(三)西欧近代教育思想与教育思潮 

1.  

ᵬ ̕ ↕̕ ѿ └̕ └

└̕ ↕̕ ̕ ẫ ̕ ҍ Ȃ

ᵝҍ Ȃ 

2.  

ҍ ̕ ̕Ὲ ̕ ̕

ᵝҍ Ȃ 

3.  

ꜚ̕ ̕ ̕ ̕ ̕∆

̕ ҍ ֟Ꞌꜚ Ȃ ᵝҍ Ȃ 

4.  

ꜚ̕ ̕ ̕ ̕ Ȃ

ᴰ ҍ Ȃ 

5.  

̕ ᾙ Ȃ ᴰ ҍ Ȃ 

6. ᾥ  

ᴪҺӈ ∞ ̕ ҍ ᴪ ῏ ̕ ҍ ᴪ ֟̕

ֲ ҩ ̕ ֲ ῃ ҍ ῏ ̕ ҍ ֟Ꞌꜚ

ӈȂ ᾥ ᵝҍ Ȃ 

ף .7  

Һӈ ̕ ̕ ̕ Һӈ Ȃ 

六、 外国现代教育 

(一)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期欧美教育思潮和教育实验 

1. ꜚ 

ꜚ ̕ ̔ ȁӠ ӊ ȁ

̕ ̔ ᴚ ᴚ ȁ₣ῐ ľῈ ĿҍľꞋᵬ

Ŀ ȁ ≠ Ȃ 

2. ꜚ 

ꜚ ̕ ̔ ȁ ȁ └ȁ

└ȁ ⅞ȁ Ȃ 

(二)欧美主要国家和日本的现代教育制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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ȇ Ȉҍ ᵣ└ ̕ȇ Ȉ̕ȇ Ȉ̕

ȇ Ȉ̕ȇ1944 Ȉ̕ľ ↕Ŀ̕ȇ Ȉ̕ȇ ᴡ

Ȉ̕ȇ1988 Ȉ̕ȇ1992 Ȉ̕ȇ ӟ ᴪҬ

ȈȂ 

2.  

ȇ Ȉ̕ ѿ ꜚҍ └ ̕Ҭ ̕ȇ Ȉҍ

ҙ ̕ȇ ӊ҆- ȈȂ 

20ҕ ԓΈ ף ̔ȇ Ȉȇ ҍ ῏ Ȉ ȇ

Ȉ(ȇ Ȉ)̕20ҕ ҂ῇ ף ̔ȇ ᵣ└ ף

Ȉ̕20ҕ 90 ף ̔ȇ ȈȂ 

3.  

ҍ ῍ ̕ȇ ѿῈ ⅞Ȉ

( ⅞)̕ȇ῏ԍ ѿ Ԋҙ ḱ Ȉ( )̕ȇ ȈȂ

ѿץ Ȃ 

4.  

Ҭ ̔ȇҬ ↕Ȉȁľῇ Ŀ̕∆ ꜚ̕

ҙ ̔ľῃ ҙ Ḇ ᴪĿȁȇ -ᴡ ȈȂ 

ȇ Ȉ 20ҕ 60 ף ̕20ҕ 70 ף ̔

ȁľ Ŀ̕20ҕ ῇӜ ף ̔ȇ ӊҬ̔ ל

Ȉ̕20ҕ 90 ף ̔ȇ 2000 Ȉȇ2000 ̔

ȈȂ 

5.  

20ҕ ∆ 20 ף ҍ ̔ȇ Ȉȇ ´Ȉ̕פ Һӈ

ᵣ└ Ȃ 

ȇ Ȉ ȇ Ȉ̕20ҕ ԓΈ ף 20ҕ 90 ף

Ȃ 

6.  

∆ ̕ ᵣ└ ῤ ̕ȇ ѿꞋꜚ ȈȂ 

20ҕ 20 ף └ ̔ľ ĿҍľꞋꜚ Ŀ̕

20ҕ 30 ף ȁ ̔ȇ῏ԍ Ҭ ‗ ȈȂ 

ԋ ҕ ̔1958 ȁ1966 ȁ1977

ȁ1984 Ȃ 

ḇ ̔ȇḇ Ȉҍḇ ᵣ└Ȃ 

̔↓ ȁ ȁᾥ ȁ

ȁ ᴨ ȁ Ȃ 

(三)现代欧美教育思想 

1.  

ꜚ̕ ̕ ̕ ҍ ̕ ҍ ̕

Ȃ ᵝҍ Ȃ 

ף .2  

Һӈ ̕ Һӈ ̕ Һӈ ̕ Һӈ ̕ Һӈ ̕

Һӈ ̕ ̕ ֲף Һӈ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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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目标] 

1. ҍԅ ȁף ֲ ῒҺ Ȃ 

2. ȁ ῒ ᵬ Ȃ 

3. Һ ̆ ῏ ̆ ‗ ῏ Ȃ 

 

一、心理发展与教育 

(一)心理发展一般规律与教育 

1. ѿ ҍ  

2. ֲ ѿ ҍ  

3. ҍ  

̕ ҍ ̕ Ȃ 

(二)认知发展理论与教育 

1. ֒  

2. -  

3.  

(三)社会化与人格发展理论与教育 

1. ᾥ ᴪ  

2. ᴿ  

3. ᴶ  

4. ᴪ ҍֲ ӈ 

(四)心理发展的差异与教育 

1. ⱬ ҍ  

2. ֲ ҍ  

3. ≢ 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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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及其理论解释 

(一)学习的一般概述 

1. ӟ ӈ ῒ ҍ ᴪ ӈ 

῏ԍ ӟ ӈ̕ ӟ ҍ ᴪ ӈȂ 

2. ӟ №  

ӟҺᵣ№ ̕ ӟ № ̕ ӟ № ̕ ӟ № Ȃ 

(二)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1. ῖ ᴆᵬ  

ῖ ̕ ῖ ᴆᵬ Һ ̕ ῖ ᴆᵬ ̕ ῖ

ᴆᵬ Ȃ 

2. ᵬ ᴆᵬ  

ᾥף - ̕ ῖ ҹ№ ̕ ᵬ ᴆᵬ Һ ̕

ҹ ̕ ҍ Ȃ 

3. ᴪ̂ ̃ ӟ  

ῖ ҍ ̕ ӟ ҍ ᴆ̕ ӟ Ȃ 

(三)学习的认知理论 

1. ӟ  

- ̕ - ̕ ӟ 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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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Һӈ ӟ  

三、学习动机 

(一)学习动机的实质及其作用 

1. ӟꜚ ӈ 

2. ӟꜚ №  

3. ӟꜚ ᵬ  

(二)学习动机的主要理论 

1. ӟꜚ  

2. ӟꜚ ֲ Һӈ  

̕ ӟ Ȃ 

3. ӟꜚ  

-ᴇṿ ̕ ̕ ̕ ᴇṿ ̕ ̕

‗ Ȃ 

(三)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1. ӟꜚ Ῑ 

2. ӟꜚ  

四、知识的建构 

(一)知识及知识建构 

1. ῒ  

2. └ 

(二)知识的理解 

1.  

2.  

3.  

(三)知识的整合与应用 

1. ҍ  

2. ҍ  

ῒ№ ̕ ҍ ̕ ̕ҹ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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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能的形成 

(一)技能及其作用 

1. ῒ  

2.  

3. ᵬ  

(二)心智技能的形成与培养 

1.  

ⱴ ӟ ̕ ꜚ Ȃ 

2. Ῑ  

(三)操作技能的形成与训练 

1. ᵬ Һ  

2. ᵬ  

3. ᵬ  

六、学习策略及其教学 

(一)学习策略及其结构 

1. ӟ  

2. ӟ №  

(二)认知策略及其教学 

1.  

2. ⱴ  

3.  

4.  

(三)元认知策略及其教学 

1. ᾝ ῒᵬ  

2. ᾝ  

(四)资源管理策略及其教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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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ꜜⱬ  

3.  

4. ҙ ꜛ  

七、问题解决能力与创造性的培养 

(一)智力的基本理论 

1. ᴰ ⱬ  

2. ᾝ ⱬ  

3. ⱳ ⱬ  

(二)问题解决的实质与过程 

1. ‗ 

2. ‗  

3. Ҍ ‗  

(三)问题解决的训练 

1. ‗  

῏ ̕ҩᵣ ⱬҍꜚ ̕ ҍ ̕ ҍⱳל ̕

ҍ Ȃ 

2. ‗ ⱬ Ῑ 

ᾟ№≠ ̆ ᵣ ̕№ ̆ ‗ ̕

ӟ̆ Һꜚ ̕ ‗ ̆ ̕ ꞉ ̆

Ȃ 

(四)创造性及其培养 

1. ⇔  

2. ⇔  

3. ⇔  

ᴰ ̆ ‰ ̆⇔ ֲ Ȃ 

4. ⇔ Һ  

̕ ⱬ̕ҩ ̕ꜚ ̕ ̕ ȁ ᴪ Ȃ 

5. ⇔ Ῑ 

⇔ ̕ ⇔ ̕ ∞ ̕ Ῑ⇔ ҩ ⇔ ̕

⇔ ꜚ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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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态度与品德的学习 

(一)态度与品德的性质 

(二)态度的形成与改变 

1.  

2.  

(三)品德的形成与培养 

1. ӟҍ  

2. ӟҍ  

3. Ῑ 

4. Ҍ 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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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ʊ ‒ᴑ 

 
一、 单项选择题：第 1~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下列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个选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 ֟ ᴪ ᴆ  

Ä  B̈ ₮  C̈ ֟Ꞌꜚ Dֲ̈  

2̈ ȇҬ ף 2035Ȉ̆ ⱬ ȁᵣ ȁ└ ȁῤ ȁ ף

̆ ⱬ  

Ä ᴇ ף   B̈ ף  

C̈ ף   D̈ ף  

3̈ ᴪ ꜚ ֲ Ȃ ӊҊ̆ ȁ ⅞ȁ

ⱴ ꜚȂῒҬ̆ Ҭ ף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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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1 ꜚ ̆ľṤ Һꜚ ҍȁӏԍ ȁאלԍꜚ Ŀ̆ῒ

ԍ 

Ä Ῑ Ḥ ⱬȁ ⱬȁ№ ‗ ⱬץ  

֜ ҍ ᵬ ⱬ 

B̈ᶏ  

C̈ ⱬ 

D̈ Ῑ ⇔  

10̈ľ Ŀ ѿ ↕Ȃ ҩ ↕ ̆

‗ Ҭ 

Ä ҍ ⱬ ῏            B̈ Һ ᵬ ҍ Һᵣᵬ ῏  

C̈ ҍ ῏            D̈ ⱬ ҍ ⱬ ῏  

11 ҹ̈ԅ ῃ Ҭ ᴨ ӟ ̆

Ҭ ₮ ₮ ԅ 60ҩ ̆ ҩ 20№ ̆№≢└ᵬ ԋ

̆ ῃ ̆Ḃԍ ≠ Һ ӟ̆

ꜚ ֜ №֣Ȃ ӟ  

Ä ӟȁ ӟȁ ӟ B̈ ӟȁ ӟȁ ӟ 

C̈ ӟȁ ӟȁ ӟ D̈ ӟȁ ӟȁ ӟ 

12̈ └ӊ ׅץ ׂҕ Һ ̆ ԍ  

ÄῈ  B̈ ԑꜚ  C̈  D̈ץ ҹҬ  

13̈ ᴪ ӟ ̆Ḇ ҹ ̆  

Ä  B̈ ‚ C̈  D̈  

14 ᴋ̈ᵥ ₮ ῒ ̆ ‗ Ҭ ҩΐᵣ Ȃ

‗ Һ  

Ä ᵬ  B̈ץ  C̈  D̈  

15̈ Ҍ └ ꜚ ₮ ̆ ԅ Ꞌꜚΐ  

Ä           B̈  

C̈             D̈⇔  

16̈ ῏ԍ ΐᵣҺ  

Ä ̆ ↕ ̆Ҍ ↕Ҍ  B̈ Ҍ ̆    

C̈ ̆ ̆  D̈Ҍ Ҍ ̆Ҍ Ҍ  

17̈ ֹ̆ӈ ľ ӊĿ̆ῒҬ ӊ  

Äֹӊ  B̈ӈӊ  C̈ ӊ  D̈ ӊ  

18̈қ ҹԅ 

Ä  B̈Ṥ  C̈ ῙҒ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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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ף Ҭ ̆  

Äӥ  B̈  C̈  D̈  

20.  Ҭ ῍֟ᾴ ҺҺӈ  

A. Һ ȁ ȁ ᴧ  

B. ȁ ȁ ᴧ  

C. Һ ȁ ȁ  

D. ȁ Һ ȁ ᴧ  

21̈ ҉̆ ⱬԍ ľ ѿ℗Ԋ ѿ℗ֲ ῃ Ŀ ᵬ  

A ȇ̈ Ȉ B ȇ̈ Ȉ 

C ȇ̈ Ȉ D ȇ̈ ҺҺӈҍ Ȉ 

22̈ ף ᴿ Ҭ̆ ҹ 

Äľ Ŀ B̈ľ ὪĿ   C̈ľӥ Ŀ D̈ľ Ŀ 

23̈ ῐҍ ̆ΐ ҹ  

Äֲ Һӈ  B̈  

C̈ ᴪ   D̈ Һӈ  

24 1̈918 ̆ ľҬ ᴪĿ ₮ԅȇҬ ↕Ȉ ̆

Ҭ  

Ä ҹ ᴪ Ⱶ  B̈  

C̈ ҹ ҙẠ‰  D̈ ҹ ῀ Ạ‰  

25̈ ף Ҭ̆ Ҭ  

Ä Һӈ  B̈ Һӈ  

C̈ Һӈ   Dֲ̈ Һӈ  

26̈ ΐ№ҹ ΐ ΐң ȂҊ↓ Ҭ̆ ԍ

ΐ  

Ä            B̈             C̈         D̈  

27. └ᵬ PPT ᴆ ᴪ̆ Ҍ ᵣ € ₮ Ȃ׆Ḥ ⱴ ӟ

̆ Ạ Ḇ  

Ä   B̈ ⱴ  

C̈   D̈⇔  

28. ‗ ̆ ӟ ꜚ̆ᴪ╝

ῤ ӟꜚ Ȃ ҹ Ạ Ҍ≠ԍ  

A.  B. ⱬ  C̈ Һ  D̈  

29̈ ӟ ̆ ̆ ԍ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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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ҹԅ ӟẠ ̆ ׆ ҉Ҋ ԅ└ᵬ ̆ ῒҬ ΐ

ᵣ ѿ Ạ Ȃ ‗ Ҭ ԍ  

Ä   B̈ - №  

C̈   D̈  

 

二、论述题：第 31~3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31 1̈922 ̆ ľ └Ŀ̂ ľ └Ŀ̃Ȃ ҉ֲ̆ ױ ᴇ ҩ └ ľ

Ҭ ĿȂ № ľ └ĿҬ Ȃ 

32̈ 19ҕ 20ҕ ╠ ꜚ ꜚ ȁ

ץ Ȃ 

 

三、材料分析题：第 33~36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60 分。 

33̈ Ҋ↓ ̆ Ȃ 

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教育在这个范围内有它复杂

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保持一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而不放弃把他放在真实生活中的需

要；传递文化而不用现成的模式去压抑他；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的表达方式，

而不助长他的个人主义；密切注意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而不忽视创造也是一种集体活动。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 

̂1̃ ⱳ Ȃ 

̂2̃№ ҍ ᴪ ῏ Ȃ 

̂3̃ Ҭ ᵥ Ῑ ⇔ ̆Ḇ ҩᵣ Ȃ 

34̈ Ҋ↓ ̆ Ȃ 

与没有测验相比，如果参加测验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最终的考试成绩，就发生了测

验效应。研究者已经在不同类型内容的学习、不同年龄的学习者身上观察到这种效应。测验

效应意味着学习者在被测试时，某些学习发生了。对于其中的原因，研究者认为是在测验过

程中，学习者会回忆、复述相关的知识，并把这些知识与其他知识联系起来；也有研究者认

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测验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熟悉的知识提取情境，这种情境与最终的考试

情境相似，因而有利于学习的迁移。 

̔ 

̂1̃ ҉ ̆№ ҍ ֓ ῏̙ 

̂2̃ ⱴ ᴪḆ ӟ̆ᵖ ̂ ≢ ≠ ̃ ≠ Ӟ

ӟȂ2021 7 ̆Ҭ῍Ҭ ⱲῈ ȁ Ⱶ ⱲῈ ȇ῏ԍ ѿ ⁞ ӈⱵ

ᵬҙ Ȉ̆ Ҍ ľ Ŀ ҹȂ

ѿ Ḡ ӟꜚ ᵥ 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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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Ҋ ᶛ̆ Ȃ 

渔民老张周末从海边钓鱼归来，远远地看见两个年迈的游客在滩涂上拍摄海鸟，不小心

陷在泥淖里，不能自拔，身体在慢慢下沉。老张赶到出事地点，却没有马上施救，而是先将

游客身边的摄影器材搬走，再返回营救。他试图把游客从泥淖里抱出来，却没有成功。他改

从一侧用力拽游客，却见游客稍一挣扎就陷得更深，只好作罢。老张赶紧帮游客卸下背包，

减少负重，以减缓下沉速度。 

老张放好游客的背包，再次赶回出事地点。他张开四肢，直挺挺地趴在泥淖上。女游客

用力把双手撑在他背上，才把双腿拔了出来。男游客陷得更深，他使劲拔出右腿，单腿跪在

老张的臀部上用力，才从泥淖里拔出了另一条腿。女游客从旁用力一拉，将他拖出泥淖。男

游客似乎用尽了力气，腿一软，跪在泥地里。老张迅速爬起来，伸出双手，又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没用沾满泥水的双手去搀扶那位虚弱的男游客，免得弄脏其上衣。 

两位获救的游客两眼发直。老张见他俩平安无事，便微笑着点头告辞。等他俩醒悟过来，

老张已不见人影。获救游客通过当地政府找到老张，再三向他表达谢意，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老张表示：“我不要什么报答。我看这两个人有麻烦，不过是帮他们一下而已。” 

̔ 

̂1̃ ׆ ̆№ ӈҽ Ȃ 

̂2̃ ҉ № ҉̆ ҩ Ԋ̆ ױז ӟȂ 

̂3̃ ᵝ∆Ҭ ≠ ҩ Ԋ ̆ ῒҬᵣ ↕Ȃ 

36̈№ Ҋ ᶛ̆ Ȃ 

吴老师认为，学生学会学习很重要。为此，他在上语文阅读课时总是先用 5 分钟时间专

门给学生介绍各种阅读方法，譬如如何划重点、如何加深理解、如何复习整理所学知识等。

然而一个学期过去了，学生的阅读成绩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 

̂1̃ҹᵥ ⌠ ̙ 

̂2̃ ӟ ῏ ̆ҹ ᶫ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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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B    2．D    3．C    4．A    5．B 

6．A    7．B    8．B    9．A   10．C 

11．C   12．C   13．A   14．B   15．D 

16．D   17．C   18．D   19．D   20．B 

21．B   22．D   23．C      24．A   25．B 

26．D   27．A   28．C      29．A   30．D 

 

二、论述题：  

31．答案要点： 

̂1̃ ԅҬ Ȃ Ҭ ׆ 4 ҹ 6 ̆ ԅҬ ̆ └

Ҭ Ҭ ⌠ѿ ᾥ Ȃ 

̂2̃ ⱴԅҬ ȂҬ №ҹ∆ Ҭ Ҭ ң ̆ ҹ 3 ̆Ҍ

ֽ ⱴԅ ᵩ ̆Ӟ ⱴԅ Ⱳ ᵈ ᵩ Ȃ 

̂3̃ ᶫ ҩ Ȃ Ҭ № └ └Ȃ∆Ҭ№ҹ

ḱ ḱ Ȃ Ҭ№ ҙ ̆ № ң ̕ Ὲ

῍ ḱ ȁ̂ ̃№ Ғḱ ḱ ̕ⱬ Ҍ

- ҙ Ȃ 

̂4̃ ҙ ⌠ Ȃ∆Ҭ Ҭ ҙ ⱴ̆ ԅ ҍ ҙ

̆ ⱴԅ ҙ └Ҭ Ȃ 

̂5̃ ⌠ Ȃ Ҭ ̆ ԅҒ Ȃ 

32．答案要点： 

̂1̃ ̔19 ҕ 20 ҕ ╠ ꜚ ꜚ ̆

ҍ ᴪ ȁ

Ȃ ѿ̆19ҕ 20ҕ ╠ ̆ ᴪ

ꜚ №̕ ԋ̆ ӈⱵ ̆ ῏

ȁ ᾙ ̕ ҈̆ ҹ

ꜚ Һ Ȃ 

̂2̃ ̔ ѿ̆ ᾙ Ҭ Һᵣ ᵝ̆ ҹᾙ ΐ

ⱬ̆ҌῬ ᾙ ҹ ꜚ ̕ ԋ̆ ᾙ

̆ⱬ ᶏ ̆ ̆ ҍ

̆ ҍ ̕ ҈̆ ᾙ ⇔ ꜚȁ ᴪ ᵬ Ꞌꜚ

ᾙ Ҭ ᵬ Ȃ 

̂3̃ ̔ ѿ̆ ᾙ Ҭ ẁ ̕ ԋ̆ ₮ҩֲҺӈ̆

ᵀ ᾙ ȁҩ ⇔ ӈ̕ ҈̆ ᾙ ᴰ ̆

Ҋ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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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分析题：  

33．答案要点： 

̂1̃ ΐ ⱳ ̆ Ḇ ᵬ ᵬ Ȃ ⱳ ΐ

ᵣ ᴪ ҩᵣ ᵬ Ȃ Ҭ ⱳ ̆

ᴪ ̆ ҩᵣ ⇔ ⇔ ⱬ ̕ ᶏҩ

ᵣ ᴪ ̆ ҩֲҺӈȂ 

̂2̃ Ҍ ᴪ Ȃ ҹ ῀ ᴪ ̆ ҹѿҩ ᴪ

ֲ ⱵȂ ᴪ ₮ Ȃ ᴪ ȁ

̆ᵬҹ ȁḆ ῒ Ȃ 

̂3̃ Һ ӟȁ ̕ ꞉ȁ ῒҩֲ

̆Ҍ ‰ ̕ױז ꞉ ᵬ ̆ ҩᵣ

ᵣҬ ≢ֲ ∞ȁ Ȃ 

34．答案要点： 

̂1 ҉׆̃ Ҭ̆ ץ ₮ ҍ ӟҬ ῏̔

ѿ ῏ ̆ ꜛԍ ӟ ̆

̕ԋ ̆ ⌠ ӟ̆ ꜛԍ Ḡ ̕҈

ӊ ̆ ꜛԍ ⱴ ̆ ̕

̆ ӟ Ҭ ≠ԍ ̆ ꜛԍ

Ҭ Ȃ 

̂2̃ Ḥ׆ ⱴ ӟ ̆ ꜛԍ ӟ ̆ᵖ Ҍ

ᴋᵥ Ṝ ᴪ ӟ֟ ꜚᵬ Ȃ׆ ӟꜚ ̆

ӟ ̆ ӟ

̆ ᴪ ῒ ӟȂľ Ŀ Ҍ ≠ Ȃ ľ

Ŀѿ ꜛԍ ᵞ ̆ ѿ Ӟ ꜛԍ

Ҍ ̆ ꜛԍḠ ӟꜚ Ȃ 

35．答案要点： 

̂1̃ Ȃ׆ ҹ ̆ ԅ ꜚ̆ ⱳ ԅң

ᵝ ̆ Ḡῃԅ ׆̕ ̆

ӈҽ ז₮ Ạ₮ԅל ∞ Ṣ₡ז̆ ̆∞ ₮

ץ ̆ᵖ ’Ҍ ̆∞ ₮

҉ ⱬ ̆ ԍ ֲ ׆̕ ̆

ӈҽ ῒֲ ῏ ̆ Ӎ ֲ ȁ≠ ҤȂ ӈ

ҽ ₮ѿ ȁ ȁ ҹ Ȃ 

̂2̃ Ȃ ᾢץľ ָӇԅ̙Ŀ ӟ

ꜚ̕ ľץ Ӈ ̙Ŀ ӟ ₮Ạל

∞ ̕ ľץ ӍָӇ̙Ŀ ӟ ֲ ֲ ῏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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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Ȃ ≠ ҩ Ԋ ̆ҹ ҩ

ᶫԅѿҩ ꜚ ΐᵣԊᶛ̆ᵣ ԅ ↕̕ Ҍֽ

҉ ̆ ғ≠ ֲ Ԋ ᴪ ӈ

ֲᴇṿ̆ᵣ ԅ ҍ ↕̕ ῏

ӈҽ ̆↕ᵣ ԅ

↕Ȃ 

36．答案要点： 

̂1̃ ӟ ԍ ӟȂ ѿ ̆ῒ

ӟ ᴆȁ ӟ ȁ

ӟ ⌠ ꜚ Ȃ ӊ ץ

⌠ ̆ ₮ԍ҈ҩ ̔ ѿ̆ ԅ ָӇ̆ᵖ

ᾟ№ ӟ ⌠ľᴪ Ŀ ̕ ԋ̆ ΐᵣ ̆

῏ԍᵥ ᵥ ᴆ ̕ ҈̆ Ҭ ᶏ

Ȃ 

̂2 ҹ̃ԅ ̆ ׆ Ҋ҈ҩ ⱴץ ̔

ѿ̆ ᶏ ̆ ᵣ

ᴆ ᵬ ̕ ԋ̆ ̆

̆ ⌠ ̕

҈̆ ̆ ᵣᴪ⌠ᶏ ̆

ᶏ Ȃ 

说明：其他的原因分析（如教师对阅读策略的讲解过于抽象、学生不相信这些

阅读策略真正有用）和改进建议（如创设积极的学习阅读策略的课堂氛围），也

可作为本题的合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