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综合知识常见考点

教育学高频考点

一、教育与教育学

重要考点 主要内容、特点 常考形式 记忆技巧

教育的基本要素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

选择

填空 形象记忆

教育的起源

1、神话起源说--最古老

2、生物起源论（第一个正式）--动

物的本能---利托尔诺、沛西能

3、心理起源说--无意识模仿--孟禄

4、劳动起源说

选择

填空

判断

关键词法

教育发展

历史形态

1、原始形态的教育的特点

2、古代教育及其特点

（1）中国：夏代就出现了学校教

育的形态；官学体系；六艺；私学；

《四书》 、 《五经》 ；废科举；

（2）古印度： 《吠咜》 ；背诵

经典和钻研经义；

（3）古埃及：文士学校最多；

（4）古希腊：雅典（培养身心和

谐的人）；斯巴达（培养强悍的军

人）

3、近代教育的特点--公立教育、义

务教育的实施等等

4、20世纪以后的世界教育的特征

选择

填空

关键词法

形象记忆法

例：20 世纪以后的

世界教育的特征

（全、民、多、中、

计）



教育学发展

1、中国古代的教育学思想

（1）《论语》

（2）《学记》的教学思想

2、西方古代的教育学思想

（1）苏格拉底--助产术

（2）昆体良--《论演说家的教育》

3、教育学的建立与规范

（1）夸美纽斯--《大教学论》--

独立形态教育的开端

（2）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

--规范教育学的建立

（3）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选择

填空

简答

论述

形象记忆法

例子：赫尔巴特的

知识点可总结为：

一二三四（一本

书，二个基础，三

中心，四阶段）；

其中三中心可形

象记忆：教师（中

心）在课堂（中心）

拿着书本（中心）；

二、教育与人的发展

重要考点 主要内容、特点 常考形式 记忆技巧

身心发展的动因

1、内发论：强调人的身心发展的力

量主要来自于人自身的内在需要；

（1）孟子--人性本善；

（2）弗洛伊德--性本能；

（3）威尔逊--基因复制；

（4）格赛尔--成熟机制；

2、外烁论：人的发展主要依靠外在

的力量；

（1）荀子--人性恶；

（2）洛克--白板说；

（3）华生--一打婴儿论

选择

填空

关键词法

形象记忆

身心发展的一般

1、顺序性--教育教学应循序渐进；

2、阶段性--教育教学应针对不同阶

段的学生选择合适的任务与内容；

选择

填空

关键词法



规律 3、不平衡性--应抓关键期；

4、互补性--要长善救失；

5、个别差异性--注意因材施教；

简答

论述

作图形象记忆

影响身心发展的

影响及作用

1、遗传--生理基础，物质前提

2、环境--现实作用

3、学校教育--主导作用

4、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作用

选择

填空

简答

关键词法

三、教育目的

重要考点 主要内容、特点 常考形式 记忆技巧

教育目的

层次结构

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课程目标）、

教学目标

选择

填空

作结构图

教育目的的

价值取向

1、个人本位论：教育目的应从人

的需要出发、满足人的需要，为了

个人的发展---代表人物（孟子，

洛克等人）；

2、社会本位论：从社会需要出发，

满足社会要求，为了社会发展---

代表人物（孔子，斯宾塞等人）；

选择

填空

四、学校教育制度

重要考点 主要内容、特点 常考形式 记忆技巧

学制形式上的

发展

1、非正式教育--正式非正规教育--

正规教育；

2、前制度化教育--制度化教育--非

制度化教育；

选择

填空

判断

两条脉络

对比记忆

现代教育制度发

1、加强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

2、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 简答

关键词法



展趋势 3、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综合化；

4、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5、终身教育体系的建构；

论述

意义记忆

（从小到大所受

的教育阶段）

我国学制的发展

1、1902 年--壬寅学制--颁布但未

实行--以日本为蓝本；

2、1903 年--癸卯学制--年限长；

3、1912 年--壬子癸丑学制--教育

机会均等（男女同校）；

4、1922--壬戌学制（六三三学制）

--以美国学制为蓝本；

选择

填空

对比

联系记忆

关键词法

五、学生与教师

重要考点 主要内容、特点 常考形式 记忆技巧

学生的权利和地

位

1、《儿童权利公约》的核心精神

及其基本原则；

2、人身权--公民权利中最基本、最

重要、内涵最丰富的权利（包括身

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等等）；

3、受教育权--学生最主要的权利；

选择

填空

案例分析

教 师

1、教师的角色；

2、教师的专业素养（学科、教育）；

3、教师劳动的特点（复杂性、连

续性、广延性、间接性等等）；

4、教师的职业素养（道德、知识、

能力、身心等素养）；

5、教师的专业发展；

选择

填空

简答

案例分析等

理解记忆

师生关系

1、师生关系的内容

（授受、平等、相互促进关系）

2、师生关系的类型

（专制型、民主型、放任型）

3、如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选择

填空

简答

关键词法

理解记忆



六、课程

重要考点 主要内容、特点 常考形式 记忆技巧

课程类型

1、按组织方式：学科、经验课程；

2、按学习要求：必修、选修课程；

3、按课程设计、开发主体：国家、

地方、样本课程；

4、按课程任务：基础、拓展、研

究课程；

选择

填空

关键词法

理解、辨别

课程计划、课程

标准及教材

1、课程计划：学校教育和教学工

作的指导性文件；

2、课程标准：有关学科教学内容

的指导性文件；

3、教材：系统阐述学科内容的教

学用书；

选择

填空

判断

理解、辨别

课程设计模式 泰勒的目标模式：目标、内容、方

法、评价；

填空、简答 关键词法

课程理论流派

1、活动课程理论--以经验为中心

--杜威等人；

2、结构课程理论--以学科的知识

结构为中心--布鲁纳；

选择

填空

七、教学

重要考点 主要内容、特点 常考形式 记忆技巧

教学的任务 1、掌握双基； 2、发展智、体；

3、培养美、德； 4、关注个性；

简答 关键词法

1、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

程：

（1）认识的间接性；

选择 关键词法



教学的过程 （2）认识的交往性；

（3）认识的教育性；

（4）有领导的认识；

2、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

3、教学过程的结构；

填空

简答

连词组句

（间接地跟领导

交往，其教育性不

够）

教学原则

直观性原则、启发性原则、巩固性

原则、因村施教原则等等；

选择、填空、

简答、案例分

析

谐音记忆

连词组句

教学方法

讲授法、谈话法；演示法；实验法；

练习法等等；

选择、填空；

简答、案例分

析

组块记忆

感官记忆

教学工作的基本

程序

备课、上课、作业检查与批改、课

外辅导、学业成绩的检查与评定；

选择、简答 意义记忆；

教学评价的类型

1、按评价基准：相对评价，绝对

评价，自身评价；

2、按评价功能：诊断性评价，形

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

选择

填空

理解、形象记忆

八、德育

重要考点 主要内容、特点 常考形式 记忆技巧

德育原则

导向性原则；

疏导原则；

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相结合原则；

教育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原则；

因材施教原则；

等等；

选择

简答

案例分析

关键词法

连词成句记忆

（导疏尊严一连

贯，因材集体靠纪

律）

德育方法 说服法，榜样法，锻炼法，陶冶法，

表扬奖励与批评处分法；

选择

案例分析

关键词法；

连词成句记忆；



九、班主任与班级管理

重要考点 主要内容、特点 常考形式 记忆技巧

班主任工作内容

1、了解学生、研究学生

2、组织和培养班集体

（1）制定共同的奋斗目标

（2）选拔和培养班干部

（3）建立严明的班级纪律

（4）形成正确的集体舆论和良

好的班风；

（5）组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3、协调校内外各种教育力量

选择

简答

论述

形象记忆；

连词成句；

班级管理功能

1、提高学习效率--主要功能

2、维持班级秩序--基本功能

3、学生学会自治自理--最高目标

选择、判断

意义记忆

班级管理模式

1、常规管理--制定规章制度；

2、平行管理--集体与个人；

3、民主管理--学生积极参与；

4、目标管理--分解目标，学生自

我管理；

选择、判断

关键词法

意义记忆

心理学高频考点

一、心理学的流派

流派 代表人物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备注

构造主义 铁钦纳 意识的元素和结构 内省法

机能主义 詹姆士、杜威 意识流，意识的功能



行为主义 华生 研究行为 实验法 第一势力

格式塔心理学 维特海默 苛

勒 考夫卡

心理的整体性和组织

性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 无意识 第二势力

人本主义 马斯洛 罗杰

斯

性善论 自我实现 第三势力

认知心理学 皮亚杰 奈塞

尔

认知加工过程 《认知心理学》

(奈塞尔)

二、注意的类型

注意的类型 举例

无意注意

（不随意注意）

没有预定目的、无需意志努力、

不由自主的注意

闪烁的霓

虹灯引人

注意

有意注意

（随意注意）

有预先目的、必要时需要意志努力、

主动地对一定事物所发生的注意

专注地作

研究

有意后注意

（随意后注意）
有自觉目的，但不需要意志努力的注意 骑自行车

三、知觉的基本特性

知觉的基本特性

整体性 把各个部分、各种属性结合成一个整体加以反映

选择性 选择一部分的刺激作为知觉的对象，其他的刺激作为背景

恒常性
当距离、角度或光线的明暗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了变化时，

我们的直觉印象仍然不变

理解性 利用我们的经验对知觉的对象加以解释



四、思维的分类

思维的分类

发展水平 直觉动作思维 具体形象思维 抽象逻辑思维

逻辑性 分析思维 直觉思维

指向性 发散思维 聚合思维

五、记忆的分类

记忆的分类

储存时间长短 瞬时记忆 短时记忆 长时记忆

长时记忆 情境记忆 语义记忆

记忆的内容和经验的对象 形象记忆 逻辑记忆 情绪记忆 动作记忆

六、记忆系统

信息存储时间 特点 编码与存储

瞬时记忆

(感觉记忆)

图像：0.25-1

秒

声像:2-4 秒

时间短；

容量较大

形象鲜明；

信息原始，容易衰退

图像编码（主）；声

像编码

几乎所有感官信息都

被感受器登记接收

短时记忆

(工作记忆)

5 秒-1 分钟 时间很短

容量：5~9 个组块

意识清晰；易受干扰

听觉编码(主)；视觉编

码

复述：机械复述;精细

复述

长时记忆 永久 容量无限

信息保持时间长久

意义编码

（表象编码和语义编码）

分类存储：程序性记忆

和陈述性记忆



七、情绪的分类

情绪的分类 举例

心境 微弱的、持续时间较强的、带有弥散性心理状态
人逢喜事精神

爽

激情 爆发式 猛烈而时间短暂的情绪状态 范进中举

应激 出乎意料的紧张情况所引起的急速而高度紧张的情绪状态
地震来临时的

紧张

八、情感的分类

情感的分类 举例

道德感
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人的思想意图和言行时产生

的情感体验
集体感、荣誉感

理智感
人们认识事物和探求真理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

的主观体验
求知欲

美感
根据一定的审美标准对自然社会现象、艺术表现予以

评价时产生的情感体验
审美体验

九、气质与性格的区别

气质与性格的区别

气质 性格

先天形成，表现早 后天形成，表现晚

生理影响 社会影响

稳定性强 可塑性强

无好坏之分 有优劣之分



十、气质类型

气质类型 特征 神经活动特征
代表人

物

多血质 反应迅速、活泼好动、易转移目标 强、平衡、灵活 孙悟空

胆汁质 精力旺盛、表里如一、易冲动 强、不平衡 张飞

黏液质 踏实、沉稳、冷静、灵活性不足 强、平衡、不灵活 林冲

抑郁质 多愁善感、敏锐、温柔怯懦 弱 林黛玉

十一、能力与知识、技能的关系

能力与知识、技能的关系

能力 知识、技能

促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
历史经验的总结，活动方式的概

括

区别 有限度的 发展无限制

能力发展与知识技能的增长并不同步(高分低能)

联系 能力是掌握知识的前提、知识技能有利于能力的增长和发挥

十二、智力的理论

斯皮尔曼二因素理论：
一般因素（参与所有活动的智力）

特殊因素（参与特殊活动的智力）

卡特尔的智力形态论

流体智力：受遗传因素影响而发展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流体智力：受遗传和年龄影响大，20多岁发展到顶峰

晶体智力:通过学习语言和经验而发展起来的能力

晶体智力:受学习和生活经验的影响大，可持续发展

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

言语智力：言语感知与操作的能力

逻辑—数学智力：数字运算和逻辑思考的能力

视觉—空间智力：认识环境和辨别方向的能力



音乐智力 ：对声间的辨识和韵律表达的能力

运动智力：支配肢体以完成精密动作的能力

人际智力：与人交往且和睦相处的能力

自知智力：认识自己并选择自己生活方向的能力

教育心理学高频考点

一、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初创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

乌申斯基（俄）
1868 年出版了《人是教育的对象》，被誉为“俄国教育心理学的奠

基人”

卡普捷列夫（俄）
1877 年出版了《教育心理学》，这是最早正式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

著作

桑代克（美）

1903 年桑代克出版了《教育心理学》，西方第一本以教育心理学命

名的专著

桑代克被称为“教育心理学之父”

发展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 -50 年代末）

成熟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 -70 年代末）

深化拓展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二、教育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20 世纪初，房东岳翻译的日本小原又一的著作《教育实用心理学》

1924 年，廖世承编写了我国第一本《教育心理学》教科书



三、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

心理发展指个体从出生、成熟、衰老直至死亡整个生命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心理变化

定向性与顺序性 心理的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模式，具有一定方向性和先后顺序

阶段性与连续性 在某些年龄阶段会出现某种心理特质的突发性变化或新的心理特征

不平衡性
同一方面特质的发展速度，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发展是不均衡的；不

同方面特质的发展速度是不均衡的

差异性
个体之间发展起止时间有早晚、发展速度有快慢，最终水平和优势

领域也不相同

四、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发展的实质：个体与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

图式：个体对世界的知觉、理解和思考的方式

同化：把环境因素纳入已有的图式中，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顺应：改变原有图式，以适应环境

平衡：图式与环境信息之间的相互协调状态

感知运动阶段 0-2 岁 通过感知觉、运动认识客观世界，获得客体永久性

前运算阶段 2-7 岁 没有形成守恒概念、自我中心

具体运算阶段 7-11、12 岁 形成守恒概念、去自我中心、思维具体化

前运算阶段 11、12 岁后 形成抽像逻辑思维

五、维果茨基的认知发展理论

心理的发展 在教育的影响下，低级的心理机能向高级的心理机能发展的过程

最近发展区 在教育影响下所达到的发展的水平与现有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六、艾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

发展阶段 年龄区间 发展冲突 发展任务 发展的条件



婴儿前期 0―2岁 信任与怀疑
培养信任感，

发展希望品质

得到恰当、及时的照

顾

婴儿后期 2―4岁 自主与羞耻
培养自主感，

发展意志品质

可独立处理许多事情

体会到自己的能力

幼儿期 4―7岁 主动与内疚
培养主动感，

发展目标品质

可以根据自己的想像

和意志探索世界

童年期 7―12岁 勤奋与自卑
培养勤奋感，

发展能力品质

在学业方面的努力获

得认可

青少年期 12―18岁
同一性与角色

混乱

培养自我同一

性，发展诚实

品质

统合各方面的自我，

了解自己，与环境保

持协调

七、智力测验

量表 智力水平表示方式 编制者 备注

比纳-西蒙量表

（比西量表）

智力年龄 比纳

西蒙

1905 年 法国 是

最早的智力量表

斯坦福比纳量表

（斯比量表）

比率智商 推孟

韦克斯勒量表 离差智商 维克斯勒 IQ=100+15Z

Z=(X-X
平均
)/SD

八、认知方式差异

分类 参照物 知觉方式 学科兴趣

场独立 内部参照
善于运用分析的

知觉方式
自然科学

场依存 外部参照
非分析的，笼统的

整体知觉方式
社会科学

九、学习理论

联结主义学习理论 学习观 重要概念

桑代克的试误说 学习的进程是一种渐进的、 效果律、练习律、准备律



盲目的、尝试错误的过程

学习的实质就在于形成情

境与反应之间的联结

斯金纳的操作条件作用理

论

学习的实质是建立操作和

强化物之间的联结,强化可

提高反应的概率

正强化、负强化、惩罚、

消退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大部分学习是观察学习的

结果。

参与性学习、替代性学习

（观察学习）

观察学习分为注意、保持、

再现、动机四个子过程

直接强化、替代强化、自

我强化

认知学习理论 学习观

格式塔的顿悟说

学习是对情境的突然顿悟的过程

顿悟，就是领会到自己的动作和情境，特别是和目的物

之间的关系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论
学习的实质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

学习的环节包括获得、转化和评价三个过程

奥苏伯尔的有意义学心理

论

按照学习方式，学习可以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

按照学习材料与现有知识结构之间的联系，学习可以分

为意义学习和机械学习

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有意义的接受学习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知识观：知识不是客观，绝对的真理，知识只是一种对真理的表

征，知识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学习观：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在一定的情境中，通过社会互动，主

动建构知识的过程

学生观：学生有着自己的丰富的经验世界，他们的学习是主动地

建构个性化的经验世界

教学观：教学应重视情境式教学和合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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