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知识与能力》重点整理 

 

教育知识与能力》考试重点 

 

本次考试包括单选、简答、材料分析和辨析题，共计 150

分，最终折合为 120分，分数线为 70分。其中，教育学部分

占比 68% ，包括模块一、二、三和七，心理学部分包括模块

四、五、六。 

 

模块一：教育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 

 

第一章介绍了中外著名教育家的代表作和主要教育思想。

XXX 是其中重点考点，需要掌握《论语》和四书五经、有教

无类、六艺六经、教学相长以及启发式教学等知识点。XXX

代表作为《童蒙须知》、《近思录》和《四书集注》，主张将

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XXX 的教育思想是生活即教

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与 XXX 的观点相反。XXX 是

西方的 XXX，主张问答法和启发式教学。XXX 代表作为《理

想国》，亚里士多德代表作为《政治学》、《形而上学》和

《物理学》，主张重点记忆教育遵循自然。XXX 的代表作为



《大教学论》，是近代第一部系统的教育学著作，主张教育适

应自然、泛智教育、班级授课制、五大教学原则等。XXX 的

代表作为《教育漫话》和绅士教育论，XXX 的代表作为《社

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主张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培养“自

然人”。XXX是最早在大学讲授教育学的人，XXX 的《普通

教育学》标志着教育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现代教育

学著作。 

 

以上是本章的重点内容，需要认真掌握。 

 

模块二：教育学科基础 

 

本模块主要介绍教育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以及教

育学科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等内容。 

 

模块三：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 

 

本模块主要介绍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包括教育法、义务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以及教育部颁布的各项政策。 

 



模块四：心理学基础 

 

本模块主要介绍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以及心理

学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等内容。 

 

模块五：研究与记忆 

 

本模块主要介绍研究和记忆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以及

研究和记忆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等内容。 

 

模块六：心理健康与心理问题 

 

本模块主要介绍心理健康和心理问题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

程，以及心理问题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等内容。 

 

模块七：教育管理 

 

本模块主要介绍教育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以及教

育管理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等内容。 



1、XXX 被誉为“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和“现代教育学之

父”，代表了传统教育学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XXX 才是现

代教育学之父。 

2、《普通教育学》是现代教育学的重要著作，标志着教

育学成为了独立的学科。 

3、XXX 的教育思想包括 XXX（儿童中心、活动中心、

经验中心）和教育适应生活等观点，强调教育应该以儿童为中

心，注重实践经验和适应现实生活。 

4、教育的含义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这是教育与其

他事物现象的根本区别，体现了教育的社会性。 

5、教育的构成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

三者相互作用构成了教育活动。 

6、生物起源说的代表人物包括 XXX 和 XXX，心理起源

说的代表人物为 XXX，他们对教育的起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7、教育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

会和信息社会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教育特点和组织形式

都有所不同。 

8、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学专著是《学记》，西方最早的是

XXX 的《论演说家的教育》。 



9、实用注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 XXX

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 

10、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教育

理论，代表人物包括 XXX、XXX 等。 

11、当代教育学的发展趋势包括注重个性化教育、教育技

术的应用、跨学科研究等。 

12、XXX、XXX、XXX、XXX、XXX 等人的著作对当

代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3、教育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教育对人口、生产力、社

会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14、学校文化的构成包括学校精神文化、学校制度文化、

学科文化等，其中学校精神文化是最为核心的。 

15、学校的精神文化是隐形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

的成长和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1、遗传决定论代表人物及各自说过的话 

 

遗传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包括 XXX、XXX 和 XXX。XXX

曾说过：“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决定的。”XXX 则认为：

“生物的进化是由基因的变异和选择机制决定的。”高尔顿则提

出了“遗传学定律”，并认为“遗传是生物进化的主要驱动力”。 



 

2、环境决定论 XXX、XXX 

 

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包括 XXX 和 XXX 认为人的智力

和才能是由环境决定的，而不是先天的。XXX 则提出了“白板

论”，认为人的心智是一张空白的白板，在经验和感觉的刺激

下逐渐形成。 

 

3、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四个因素？遗传和环境的辨析？学

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原因以及表现？ 

 

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四个因素包括遗传、环境、个体的活动

和社会文化因素。遗传和环境都对人的身心发展有影响，但遗

传是先天的，环境则是后天的。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

主导作用的原因在于其具有系统性、针对性和长期性等特点，

能够提供全面的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个体的活动是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个体的活动是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只有通过自己

的行动和实践，个体才能够不断地积累经验和知识，从而不断

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5、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及要求 

 

人的身心发展具有顺序性、阶段性、不平衡性、个别差异

性和互补性等特点。要求顺应自然、有针对性、抓住关键期、

因材施教和长善救失，取长补短。 

 

6、教育促进人的身心发展 

 

教育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因为教育能够提供知识和技

能，培养个体的能力和素质，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和生活的需

要。 

 

第五章学校教育制度 

 

1、教育制度的含义和特点 

 



教育制度是指一国或一地区教育机构、教育体系、教育法

规和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总体安排和规划。其特点包括系统性、

稳定性、规范性和可变性等。 

 

2、牢记狭义的教育制度的含义。 

 

狭义的教育制度是指一国或一地区正式的教育机构和教育

体系，包括教育法规、教育管理和教育机构等方面的总体安排

和规划。 

 

3、学制是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是国民教育制度中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一个国家国民教育制度的实质。 

 

学制是指一国或一地区规定的学校教育阶段和年限的总称，

是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也是国民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体现了一个国家国民教育制度的实质。 

 

4、一个国家学制建立的主要依据？ 

 



一个国家学制建立的主要依据是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

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结构和教育资源等因素。 

 

5、旧中国的学制 

 

旧中国的学制包括“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

学制”和“壬戌学制”等，其中以“癸卯学制”最为重要，其指导

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6、195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学制。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新学制，将学制分为小

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实行了义务教育制度。 

 

7、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

布，记住改革要点。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颁

布，主要改革要点包括取消重点中学和学科竞赛，推行素质教

育，实行学分制和学位制等。 



1993

确定总目标，其中包含两基。 

 

9、2010年颁布《国家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提出两基本。 

 

2010年，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提出了两基本，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以及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基本形

成研究型社会。 

 

10、我国的现行学制 

 

我国的现行学制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个阶段，

实行了义务教育制度和普通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制度等。 

 

11、义务教育的概念与特点 

 



基本道德素质的教育，具有普及性、免费性和义务性等特点。

 

12、1972年，XXX 出版了《学会生存》，从此终身教育

在整个世界范围，成为改革成人教育和学校教育并使之一体化

的基本指导理论。 

 

1972年，XXX 出版了《学会生存》，从此终身教育成为

全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成为改革成人教育和学校

教育并使之一体化的基本指导理论。 

6、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我国教育目的

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其中包括身体、智力、情感和道德等方面的发展。这也

是我国教育的精神实质。 

 

7、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应该相结合。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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