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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综合知识

【考点 1】教育的概念

1.广义：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用。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

2.狭义：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学校的教育工作，对受

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期望方向变化的活动。

3.出处：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中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4.解释：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教育”进行说明：“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考点 2】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

教育的基本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

【考点 3】教育的起源

1.神话起源说——最古老的，所有宗教都持此种观点；

2.生物起源论——第一个正式提出的，代表人物：利托尔诺、沛西•能；

3.心理起源论——认为教育源自儿童对成人的无意识模仿。代表人物：孟禄；

4.劳动起源说——代表人物：苏联米丁斯基、凯洛夫。

【考点 4】教育的属性

1.本质属性：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是教育区别于其它事物现象的根本特征，是教育的质的规定性，

是教育的本质。

2.社会属性：永恒性、阶级性、历史性、继承性、长期性、生产性、民族性、相对独立性。

【考点 5】教育学的概念

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

1.教育现象是教育活动的外在的、表面的特征，包括教育社会现象和教育认识现象；

2.教育问题是研究的核心，一切研究都是围绕问题进行的；

3.教育规律是教育、社会、人之间和教育内部各因素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和关系，具有客观性、必然性、稳

定性、重复性。

【考点 6】教育学中常考的人物、作品及观点

1.孔子

（1）世界上最早采用启发式教学的人；

（2）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言论记载《论语》之中；

（3）倡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的教学思想或原则。

2.《学记》

（1）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

（2）被称为“教育学的雏形”；

（3）主要思想包括:“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教学相长；预时孙摩（预防性、及

时性、循序渐进性、集体教育原则）；长善救失；启发诱导（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课内外结合（时

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臧息相辅）。

3.夸美纽斯

（1）代表作是《大教学论》，近代最早一部教育学著作，近代独立形态教育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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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了“泛智”教育思想，主张“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

（3）第一次论述了班级授课制、学年制。

4.洛克

（1）代表作《教育漫话》；

（2）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

（3）倡导“绅士教育”思想。

5.赫尔巴特

（1）代表作《普通教育学》，标志着规范、独立的教育学诞生；

（2）传统教育派的代表人物；

（3）强调教育的两大理论基础：哲学伦理基础和心理学基础；

（4）提出了传统教育的旧三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教材中心；

（5）提出了四步教学法：明了、联想、系统、方法；

（6）首次提出了教学的教育性原则。

6.杜威

（1）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

（2）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

（3）主张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学习，这种学说是以“经验”为基础；

（4）提出了新三中心：学生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

【考点 7】人身心发展的动因

1.内发论

内发论强调人的身心发展是由自身的需要决定的，身心发展的顺序也是由人的生理机制决定的。代表人物包括：

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格塞尔、高尔顿、霍尔、董仲舒。

2.外铄论

外铄论基本观点是人的发展主要依靠外在的力量，如环境的压力、刺激和要求，他人的影响和学校教育。代表

人物包括：墨子、荀子、洛克、华生。

3.多因素论（多因素相互作用论、共同作用论）

认为人的实践是推动人的发展的主要原因，发展既是人的内在需要与潜能的表现，又是在一定的外部环境刺激

下，发生并作用于外部环境的过程。

【考点 8】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主要因素

1.遗传——生理前提、物质基础；

2.环境——外部因素、多种可能、有积极和消极之分；

3.学校教育——主导作用、独特功能；

4.主观能动性——决定作用。

【考点 9】个体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教育

1.顺序性——教育要循序渐进，不能拔苗助长；

2.阶段性——教育要符合学生的年龄阶段；

3.不平衡性——教育要抓关键期；

4.互补性——教育要长善救失；

5.个别差异性——教育要因材施教。

【考点 10】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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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学的概念：心理现象的阐述并揭露其本质和规律的科学。

2.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

（1）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情绪情感过程、意志过程；

（2）个性心理：

个性心理倾向性：主要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等；

个性心理特征：主要包括能力、气质、性格。

【考点 11】品德发展理论——皮亚杰的品德发展的阶段理论

对偶故事法

（1）自我中心阶段（5 岁以下）：规则对他们来说，还不具有约束力。

（2）权威阶段（5-8 岁）：又称他律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对外在权威表现出绝对尊敬和顺从的愿望。

（3）可逆性阶段（9-11 岁）：又称自律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已经不把规则看成是不可改变的，而把它看做

是同伴间的共同约定，是可以改变的。

（4）公正阶段（11-12 岁）：儿童的道德观念倾向于主持公正、平等。

【考点 12】感觉的分类

根据刺激的来源，可以将感觉分为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

1.内部感觉：指感受内部刺激，反映机体内部变化的感觉，主要分为机体觉、平衡觉和运动觉。

2.外部感觉：指感受外部刺激，反映外部事物的个别属性，主要分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肤觉五大类。

【考点 13】想象的概念与分类

1.概念：人脑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

2.分类：根据是否有预定目的，可以把想象分为无意想象与有意想象。

（1）无意想象：没有预定目的、不自觉的想象，其极端形式是梦；

（2）有意想象：有预定目的、自觉产生的想象。有意想象根据其创造水平和新颖程度，又可分为再造想象、

创造想象。

①再造想象：根据语词的描述或图像的示意，在头脑中形成相应形象的心理过程。

②创造想象：根据一定目的在头脑里独立地构思新表象的过程。

【考点 14】思维的种类

1.根据思维活动凭借物的不同，可分为直观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

2.根据思维的逻辑性，可分为分析思维和直觉思。

3.根据思维活动指向性的不同，可分为聚合性思维（集中思维、辐合思维、求同思维）和发散性思维（辐射思

维、求异思维）。

4.根据思维活动创新程度的不同，可分为常规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考点 15】注意的品质

1.注意的范围：也叫注意的广度，是指在同一时间内所能注意到的对象的数量。

2.注意的稳定性：指注意保持在某种对象或某种活动上的时间长度。

（1）注意不稳定表现为注意的分散，也叫分心；

（2）当注意某一对象时，人的注意不能长时间地保持固定的状态，而是在间歇地加强或减弱。注意的这种周

期性变化称为注意的起伏（注意的动摇）。

3.注意的分配：指在同一时间内把注意指向于不同的对象。

4.注意的转移：根据新的任务主动地把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上或由一种活动转移到另一种活动的

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