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学练习题答案 

由于整理的仓促，很多答案不一定正确，辨析，简答知识给个要

点，请大家体谅声明：这不一定是题库！ 

错误更正： 

1 现代教育学之父是赫尔巴特 

2 教育三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中介系统（教育情境） 

3 我国古代是个别教育 

第一章绪论 

一、单项选择题 

1、世界上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和教学问题的论著是（B） 

A．《论语》B．《学记》C．《论演说家的教育》D．《大教学论》 

2、最早提出人的和谐发展和教育年龄分期的是（C） 

A．苏格拉底 B．柏拉图 C．亚里士多德 D．昆体良 

3、世界上第一部独立形态的教育学著作是（B） 

A．《普通教育学》B．《大教学论》C．《民主主义与教育》

D．《教育学》 

4、有关夸美纽斯的描述，错误的是（C） 

A．主张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 B．提出了泛智教育思想 

C．首次提出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D．标志着人们开始了教

育学的独立探索时期。5、主张自然教育思想的教育家是（B） 

A．夸美纽斯 B．卢梭 C．洛克 D．裴斯泰洛齐 

6、最早提出“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长善救失”、

“不陵节而施”等教育思想的著作是（B） 

A．《论语》B．《学记》C．《大教学论》D．《普通教育学》 

7、“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到了人的手里全变坏

了。”这是谁的观点（B）A．夸美纽斯 B．卢梭 C．洛克 D．裴斯泰

洛齐 

8、“我们敢说日常所见的人中，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

的”。这一观点出自( B ) 



A.《大教学论》 

B.《教育漫话》 

C.《爱弥儿》 

D.《普通教育学》 

9、被称之为“现代教育学之父”的教育家是（A） 

A.夸美纽斯 

B. 赫尔巴特 

C.培根 

D.杜威 

10、反映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是（C） 

A．教育论 B．雄辩术原理 C．理想国 D．巨人传 

11、明确提出“美德是否可教”和“产婆术”的学者是（A） 

A．苏格拉底 B．柏拉图 C．亚里士多德 D．夸美纽斯 

12、明确提出“使人类教育心理学化”的教育家是（D） 

A．夸美纽斯 B．洛克 C．卢梭 D．裴斯泰洛齐 

13、“人类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之八九是教育造

成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提出这种观点是

教育家是（B） 

A．夸美纽斯 B．洛克 C．卢梭 D．裴斯泰洛齐 

14、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的标志是（A） 

A．《普通教育学》B．《大教学论》C．《民主主义与教育》

D．《教育学》 

15、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本现代教育学著作的是（A） 

A.《普通教育学》 

B.《大教学论》 

C.《爱弥儿》 

D.《康德论教育》 

16、提出泛智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

艺术”。这种观点出自（A） 

A.夸美纽斯 



B.卢梭 

C.洛克 

D.裴斯泰洛齐 

17、提出“儿童中心论”将“做中学”作为教学原则的教育家是

（D） 

A.夸美纽斯 

B.卢梭 

C.裴斯泰洛奇 

D.杜威 

18、实验教育学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欧美兴起的用自然科学

实验法研究儿童发展及其与 

教育关系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 C )。 

A.赫尔巴特 

B. 斯普朗格 

C.拉伊和梅伊曼 

D.狄尔泰 

19、对实验教育学的主要观点，描述错误的是（D） 

A.倡导教育研究引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B.实验按三阶段：假设—计划—运用、进行 

C.主张用实验、统计、比较的方法探索与运用 

D.教育目的在于促使社会历史的客观文化向个体主观文化转变 

20、提出“平行教育思想”的教育家是（A） 

A.马卡连柯 

B. 凯洛夫 

C. 苏霍姆林斯基 

D.杨贤江 

21、苏霍姆林斯基的代表作是（C） 

A.《塔上旗》 

B.《教育诗》 

C.《帕夫雷什中学》 



D.《教育学》 

二、简答题 

1、简述教育学的发展阶段及代表性的教育家 P4-8 

一．教育学的萌芽阶段 

孔子---论语；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 

古罗马教育家、演说家昆体良---《论演说家的培养（教育）》 

二．教育学的独立形态阶段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大教学论》； 

法国卢梭--《爱弥儿》； 

德国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 

三．教育学的发展多样化阶段 

英国斯宾塞----《教育论》 

德国梅伊曼 

德国教育家拉伊的《实验教育学》 

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民本主义与教育》 

我国杨贤江和《新教育大纲》 

四．教育学的理论深化阶段 

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教育过程》 

苏联赞科夫《教学与发展》 

第二章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一、选择题 

1、在我国，“教育”这个范畴最早出现在（C） 

A．《论语》B．《学记》C．《孟子?尽心上》D．《说文解字》 

2、教育的构成要素包括（C） 

A.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 

B.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 

C.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手段 

D. 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情境 



3、有关教育起源的观点中，最古老的是（A ） 

A．神化起源说 B．生物起源说 C．心理起源说 D．劳动起源说 

4、教育活动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而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

甚至存在于动物界。这种观点属于（B） 

A．神化起源说 B．生物起源说 C．心理起源说 D．劳动起源说 

5、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这种观点是（D ） 

A．神化起源说 B．生物起源说 C．心理起源说 D．劳动起源说 

6、学校最早出现在（B）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7、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始于（B）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8、义务教育制度出现在（D）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9、独立形态的教育学产生并得到极大的发展是在（D）。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10、比较系统的教育体系形成是在（D ?P4 ）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11、首先提出“普及教育”口号的是在（C）时期。 

A.奴隶社会 

B.封建社会 

C.资本主义社会 

D.社会主义社会 

12、师生关系民主化是在（D）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13、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从分离开始走向结合是在（C?） 

A.奴隶社会 

B.封建社会 

C.资本主义社会 

D.社会主义社会 

14、与资本主义教育特征相不一致的是(B )。 



A. 师生关系民主化，出现了双轨制 

B. 教育具有阶级性和宗教性 

C. 独立形态的教育学产生并得到了发展 

D. 确立了现代学校制度 

15、教育出现阶级性出现在（B）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16、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是在（C ?）时期。 

A.奴隶社会 

B.封建社会 

C.资本主义社会 

D.社会主义社会 

二、辨析题（判断正误，并说明理由。） 

1．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

教育 

错误 

从广义的角度看，教育指有目的有意识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

会活动，包括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增强人

的体质等活动 

2．教育就是指学校教育 

错误 

从狭义的角度看，在专门的机构里由专职人员有目的、有计划、

有系统地影响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社会活动，主要指学校教育 

3．动物界也存在教育 

错误。（答案来自 2012 上真题）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

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耐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

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活动。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话动，这是

教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现象的根本特征，是教育的质的规定性。由此可

知，教育是人类所独有的社会现象，教育是有意识、有目的、自觉地

对受教育者进行培养的过程。动物界所谓的“教育现象”只是动物的



一种生存本能，不符合教育的本质，所以动物界不存在教育。 

第三章教育和社会的关系 

一、选择题 

1、制约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的因素是（B）。 

A．人口 B．生产力 C．政治经济制度 D．文化 

2、决定教育的目的和受教育者权利的因素是（C） 

A．人口 B．生产力 C．政治经济制度 D．文化 

3、决定教育性质的根本因素是（C） 

A．生产力 B．文化 C．政治经济制度 D．人口 

4．教育具有传承、保存古籍文献的作用，这体现了教育的哪一种

功能？（C） 

A、政治功能 

B、经济功能 

C、文化功能 

D、社会功能 

二、辨析题（判断正误，并说明理由。） 

1．生产力对教育具有决定作用。P53 

正确? 

生产力制约着教育的发展： 

1）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规模和速度； 

2）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着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教育结构； 

3）生产力发展促进着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的发展

与改革 

（生产力对教育的作用，总是受着生产关系的影响，生产力的发

展虽为教育提供物质条件，但它不能单独地决定教育的发展。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是同时作用于教育的。） 

2.教育完全受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P60,P69 

错误 

一方面，教育被社会发展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也能动地反作

用于社会，并表现出自身 



的相对独立性 

（1）其中，教育也有政治功能： 

1）教育能传播一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促进年轻一代的政治社

会化 

2）教育通过造就政治管理人才，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与完善 

3）教育能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推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促进民主

政治化） 

4）教育能形成政治上的舆论和思潮 

（2）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P69-70 

它对社会的能动作用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性，它的发展也有连

续性和继承性 

三、简答题 

1、简述教育和生产力的关系。 

1）.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着人力培养的规格和教育结构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成

的发展与改革。 

2）.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也是经济功能） 

首先，教育能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再

生产的重要手段。 

其次，教育是科学知识生产的手段。 

第三，教育是发展科学的一个重要手段。 

2、简述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 P54 

1）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①制约着教育的性质与教育目的、宗旨（对应书上两点） 

②制约教育的领导权 

③制约着受教育权 

④制约着教育内容，教育结构，教育管理体制。 

2）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具有反作用，它的政治功能，主要通



过培养人来实现 

①教育能够促进年轻一代的政治社会化 

②教育能够促进政治民主化 

③教育能够制造政治舆论 

3、简述教育的文化功能。 

1）．教育能传承文化 

教育传递、保存、活化文化,（文化为人所掌握） 

2）.教育能改造文化 

（通过选择和整理文化，起到导向作用） 

3).教育能创造、更新文化 

四、材料分析： 

（1）阅读下列材料，运用教育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有关理论进

行简要评析。 

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提出过“教育救

国”的理论。他认为中 

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农民存在贫、愚、弱、私四大病害，

只要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仁人志士深入到广大农村推行相应的四种教

育，即生计教育、文艺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 

教育，这样就可以克服上述四大病害，中国自然就富强了。但实

践证明，这种设想只是善 

良的愿望，并未成功，正如毛泽东所说，“教育救国”，唤来唤

去还是一句空话。 

(思路:社会对教育的制约，生产力，政治经济，文化 P55 ；教育对

社会有反作用） 

第四章教育和人的关系 

一、选择题 

1、在人身心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中，对人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

（B） 

A、遗传素质 

B、环境 



、教育 

D、人的主观能动性 

2、在影响人的发展的各种因素中，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可能性的

是（A） 

A．遗传 B．环境 C．教育 D．人的主观能动性 

3、在影响人的发展的各种因素中，对人的身心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B?） 

A．遗传 B．环境 C．教育 D．人的主观能动性 

4、在影响人的发展的各种因素中，对人的身心发展起主导作用的

是（C） 

A．遗传 B．环境 C．教育 D．人的主观能动性 

5. 人们常说：“聪明早慧”、“大器晚成”，这表明了人地身心

发展具有（D ） 

A、阶段性 

B、互补性 

C、顺序性 

D、差异性 

6. 儿童身心发展有两个高速发展期：新生儿与青春期。这是身心

发展（B）规律的反映。A．顺序性 B．不平衡性 C．阶段性 D．个别

差异性 

7. “拔苗助长”、“凌节而施”违背了人的身心发展的什么特点？

（B） 

A.阶段性 B、顺序性 C、不均衡性 D、差异性 

8.儿童身体发展是先头部后躯干和四肢，这是其身心发展的_____

的表现。( D ) 

A.阶段性 

B.不平衡性 

C.个别差异性 

D.顺序性 

9.多岁的儿童就其身体发育看已经接近成人的水平了，但是其心



( B ) 

A.阶段性 

B.不平衡性 

C.个别差异性 

D.顺序性 

10.在人的身心发展过程中存在关键期，这说明了人的身心发展具

有( B ) 

A．顺序性 B．不平衡性 C．阶段性 D．个别差异性 

11. “十个手指有长短”，这表明在学生的发展过程中存在（D） 

A．顺序性 B．不平衡性 C．阶段性 D．个别差异性 

12. 在教育、教学中采用“一刀切”、“一锅煮”的办法，这违背

了人的身心发展的（D）。A．顺序性 B．阶段性 C．互补性 D．差异

性 

13.小学阶段的教学多运用直观形象方式，中学以后可进行抽象讲

解这体现了儿童身心发展( D)的特点。 

A.顺序性 

B.个别差异性 

C.不平衡性 

D.阶段性 

14.某幼儿园把小学一年级语文、数学知识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这

种做法有违儿童身心发展的（D） 

A、互补性 

B、稳定性 

C、个别差异性 

D、顺序性 15．以下儿童个体发展的哪一特点体现了对残疾儿童

进行教育的重要依据？（C） 

A.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顺序性 

B.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C.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分化与互补的协调性 

D.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个别差异性 



A） 

A.可塑性 

B.依附性 

C.向师性 

D.自主性 

二、辨析题（判断正误，并说明理由。） 

1．教育必然促进人的发展 

错误 

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但教育起主导作用并非教育

万能，它的实现必须通过 

学生自身的积极活动。 

4．学校教育决定人的发展 

错误 

学校教育不决定人的发展，遗传素质，环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等因素对人的发展起着重 

要的影响。教育只是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体现在： 

1. 学校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和系统性。 

2.学校教育有专业教师来施教 

3.基础教育是人身心发展的关键年龄阶段的教育 

（学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体现在：加速人的发展，发

觉人的潜力，提升人的价值，健全人的个性） 

1．遗传素质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P34 

正确 

人从上代继承下来的生理解剖上的特点，如机体结构，形态，神

经系统的特点及本能，天 

赋倾向等，叫遗传素质。遗传素质是人发展的生理前提，为人的

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2．环境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P40 

正确 

环境是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外部条件，但环境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离



互作用，蕴含了人的多种多样的发展可能性 

3．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 

错误 (类似 1） 

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8.教育可以促进人的发展，也可以阻碍人的发展。 

正确 

人的发展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发展。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

起主导作用，教育在一定 

程度上能促进人的发展。但也可以阻碍人的发展。如应试教育会

阻碍人的全面发展 

9．学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是无条件的。 

错误 

由学校内部和外部的条件决定： 

取决于学校教育目的性、系统性与选择性的实现程度； 

取决于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学生自身的积极活动；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配合程度 

三、简答题 

1、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有哪些？P33 

人的发展的规律：1、顺序性 2、阶段性 3、不均衡性 4、个别差

异性 5.整体性 

2、影响人身心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P34-P50 

1）遗传：遗传素质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是人发展的物质前

提 

2）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是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重要

条件（外部条件）,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3）教育: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4）个体能动性：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是其身心发展的动力 

影响人的发展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人



 

3、为什么说学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1）.学校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和系统性。 

2）.学校教育有专业教师来施教 

3）.基础教育是人身心发展的关键年龄阶段的教育 

四、材料分析： 

（1）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曾根据名家传记和其它方面的材料，选

取了包括政治家、法官、军官、文学家、画家、音乐家在内的 977 位

名人作为研究对象，他把对这些名人的调查结果同一般人的家庭情况

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这些名人的家属中，出名的父亲有 89 人，儿子

129 人，兄弟 114 人，共 332 人，而 4000 名一般人组中出名的亲属

只有 1 人。因此，高尔顿认为人的智能高低是由遗传决定的。 

高尔顿这一观点是否正确?为什么? 

不正确 

这一观点是不全面的。高尔顿的研究揭示了遗传在人的智力发展

的影响。遗传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前提或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

高尔顿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影响人的智力发展的因素不仅仅是遗

传，还包括成熟、环境、教育以及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影响。环境是人

的发展的现实基础，为人的发展提供对象、手段、资源、机遇等。人

的智力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家庭结构、家庭教养模式、大

众传媒和教育对人的智力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教育的影响最为

重要。不同的自然物理因素也会影响个体心理发展。另外， 

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对智力的发展有影响作用。在同样的环境、

教育条件下，拥有类似遗传条件的人智力发展水平不一样，其中重要

的原因就是个人主观能动性不同。所以说，高尔顿的结论是片面，不

够完整的。 

第五章教育制度 

1、义务教育的本质特征是（A） 

A．强制性 B．免费性 C．基础性 D．普及性 

2、我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是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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