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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1～4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90 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
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赫尔巴特所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的核心一般被概括为：教材中心、课堂中心
和
A．教师中心 B．学校中心 C．学生中心 D．活动中心
2．强调知识的内在逻辑和系统性，主张分科教学的是
A．经验主义课程论 B．学科中心课程论
C．存在主义课程论 D．后现代主义课程论
3．只要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帮助，每一个学生都能达成学习目标，依据这种思
想建构的教学模式是
A．程序教学模式 B．发现教学模式
C．掌握学习教学模式 D．非指导性教学模式
4．下列文件中,最早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
义务教育”的是
A．《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B．《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C．《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D．《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5．按照科尔伯格的理论，以人际关系和谐或“好孩子”为定向的道德发展阶段
处于
A．前习俗水平 B．习俗水平 C．后习俗水平 D．准习俗水平
6．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有的方面在较低的年龄阶段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有的方面则要到较高的年龄阶段才能达到成熟的水平。这反映人的身心发展具有
A 顺序性 B 阶段性 差异性 D不均衡性
7．泰勒认为,课程评价是为了找出结果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并利用这种反馈信息
作为修订课程计划的依据.据此提出的课程评价模式是
A.目标评价模式 B.目标游离评价模式 C.背景、输人、过程、结果评价模式 D.
差距评价模式
8．按照美国教育哲学家谢弗勒对教育定义的分类,作者自己创制的、其内涵在作
者的某种话语情境中始终是同一的定义属于
A.描述性定义 B.纲领性定义 C.解释性定义 D.规定性定义
9.“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
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
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个体的
发展具有
A.顺序性和阶段性 B.社会性和历史性
C.相似性和差异性 D.现实性和潜在性
10．教学的内容、方法、分量和进度要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是他们能够接受的,
但叉要有—定的难度,需要经过努力才能掌握,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这条原则
是
A.因材施教原则 B.启发性原则 C.巩固性原则 D.量力性原则
11.“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观点的提出者是
A,孔子 B.孟子 C.荀子 D.庄子
12．书院教学的基本精神是
A.分斋教学 B.自由讲学 C.注重考试 D.藏书读书
13．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其中“小学”以
A.识字为主 B.读书为主 C.学事为主 D.穷理为主



14．近代中国第一所实施班级授课制的官办新式学堂是
A.京师同文馆 B.湖南时务学堂 C.福建船政学堂 D.海广方言馆
15．在教育宗旨问题上,梁启超主张通过教育培养
A.政治家 B.学术人才 C.新国民 D.实业人才
16．近代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法定学制是
A,壬寅学制 B.癸卯学制 C.壬子癸丑学制 D.壬戌学制
17.“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体现了蔡元培主张
A.教育独立 B.教授治校 C.思想自由 D.文理沟通
18．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教育工作政策是
A.国民教育第一 B.群众教育第一 C.干部教育第一 D.儿童教育第一
19．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国家教育实力,国民政府将一些著名大学西迁并进行合
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
A,浙江大学 B.复旦大学 C.天津大学 D南开大学
20．集中体现我国新文化运动民主追求的教育思潮是
A.平民教育思潮 B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C.科学教育思潮 D.职业教育思
潮
21．在西方教育史上,古希腊智者派所确立的“三艺”是
A．音乐、修辞学、几何学 B．文法、辩证法、几何学
C．文法、修辞学、天文学 D．文法、修辞学、辩证法
22．西欧中世纪的骑士教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
A.学校教育 B.家庭教育 C.社会教育 D.教会教育
23．贯穿在夸美纽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指导性原则是
A.直观性原则 B.教育性教学原则 C.循序渐进原则 D.教育适应
自然原则
24．针对班级授课制的弊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帕克赫斯特所提出的个别教学
制度被称为
A.道尔顿制 B.葛雷制 C.昆西制度 D.文纳特卡制
25．裴斯泰洛齐认为,道德教育最基本的要素是
A．儿童对母亲的爱 B．儿童对父亲的爱 C．儿童对全人类的爱 D．儿童对
上帝的爱
26．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普通学校“综合教学大纲”取消了学科界限,将全部知
识按综合形式加以排列,其中心是 A.活动 B.自然 C.社会 D.劳动
27．1810 年,洪堡创办的对德国高等教育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学是
A．哈勒大学 B．柏林大学 C．哥延根大学 D．慕尼黑大学
28．在法国教育史上,有“技术教育的宪章”之称的法案是
A．《阿斯蒂埃法案》 B．《费里法案》 C．《富尔法案》 D．《教育改
革法》
29．在美国公立学校发展史上做出杰出贡献,并被誉为“美国公立学校之父”的
教育家是
A.约翰.杜威 B.本杰明•富兰克林 C.贺拉斯•曼 D.亨利•巴纳德
30．现代欧美教育史上,主张古典学科在学校课程中占中心地位的是
A．永恒主义教育 B.改造主义教育 C.存在主义教育 D.结构主义教育
31．教育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的标志是
A.1877 年卡普杰列大的《教育心理学》 B.1886 年霍普金斯的《教育心理学》
C.1899 年詹姆斯的《对教师的谈话》 D.1903 年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
32．根据艾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小学儿童的主要发展任务是
A.获得自主感,克服羞怯感,体验意志的实现 B 获得主动感,克服内疚感,体验
目的的实现



C.获得勤奋感,克服自卑感,体验能力的实现 D 获得同一感,克服混乱感,体验
忠诚的实现
33．按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开始获得守恒概念的个体,其思维发展处于
A.感知运动阶段 B.前运算阶段 C.具体运算阶段 D 形式运算阶段
34．关于教学与发展的关系,维果茨基的基本观点是
A.教学跟随发展 B.教学与发展并行 C.教学促进发展 D.教学等同
于发展
35．根据加涅对学习的分类,识别多种刺激的异同并对之做出不同的反应,这种学
习是
A.连锁学习 B.辨别学习 C.概念学习 D.规则学习
36．某小学生为了避免父母的斥责而认真完成家庭作业,其行为背后的作用机制
是
A.正强化 B,负强化 C.正惩罚 D,负惩罚
37．体现“身教重于言教”思想的学习理论派别是
A.社会学习理论 B.操作条件反射理论 C.认知学习理论 D.人本主义学习理
论
38.“先行组织者”教学策略的学习理论基础是
A.认知发现理论 B.认知接受理论 C.认知目的理论 D.认知建
构理论
39.“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一论述强调的学习动机类型是
A．内部动机 B．外部动机 C．社会交往动机 D．自我提高动机
40．说明做什么和怎么做、反映活动的具体过程和操作步骤的知识属于
A．描述性知识 B．陈述性知识 C．程序性知识 D．条件性知识
41．学生一旦在新信息与原有认知经验之间建立了逻辑联系,就可以利用相关的
背景知识对新信息做出进—步的推理和预期,从而“超越给定的信息”,生成更丰
富的理解.这一知识建构的心理机制是
A．同化 B．顺应 C．平衡 D．重组
42．阅读、写作、运算等技能主要是
A,运动技能 B.动作技能 C.策略技能 D.心智技能
43．在操作技能的学习过程中,主要依靠视觉控制,各个动作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差,
常常出现顾此失彼现象的阶段是
A.操作定向 B.操作模仿 C.操作整合 D.操作熟练
44．学生用“—巴掌一巴掌打得资本主义呜呜地哭”来记忆马克思是“1818 年 5
月 5 日”出生的这一历史事实,其所使用的学习策略属于
A.注意策略 B.复述策略 C.编码组织策略 D.精细加工
策略
45．在社会规范学习与道德品质发展的研究中,班都拉(A.Bandu-ra)等心理学家
的研究重点是
A．道德认识 B．道德情感 C．道德意志 D．道德行
为
二、辨析题:46～48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首先判断正误,然后说明理由.
46．培养目标是根据教育目的制定的.
47．教学模式即教学方法.
48．思维定势总是阻碍问题的有效解决.
三、简答题:49～54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90 分.
49．简述影响学校德育实效的主要因素.
50．简述课程目标制定的主要依据.
51．简述孔子的教师观.
52．简述美国 1958 年《国防教育法》颁布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



53．教育文献综述报告一般由哪几部分组成?
54．列举影响教育实验内在效度的主要因素(不少于 5个).
四、分析论述题:55～57 小题,每小题 30,共 90 分.
55．试述陶行知“生活即教育”和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本内涵,并比较其异
同
56．阅读下列材料,分析其中蕴涵的教育思想,并围绕这种思想论述教育应如何主
动回应现代社会发展与个人成长需求的挑战.
仅从数量上满足对教育的那种无止境的需求(不断地加重课业负担)既不可能也
不合适.每个人在人生之初积累知识,尔后就可无限期地加以利用,这实际上已经
不够了.他必须有能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抓住和利用各种机会,去更新、深化和进一
步充实最初获得的知识,使自己适应不断变革的世界.
57．从下列两题中任选一题作答:
I.试述维纳(B.Weiner)的成败归因理论,并阐述如何根据这一理论来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
Ⅱ.如要确认某地区是否存在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可能有以下三种研
究思路:(1)称书包;(2)课堂观察;(3)问卷调查.试分析这三种研究思路的优劣,
并提出你自己的研究设想.

200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试题参考答案和评分参考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90分。
1．A 2．B 3．C 4．A 5．B 6．D 7．A 8．D 9．B 10．D
11．B 12．B 13．C 14．A 15．C 16．A 17．C 18．C 19．D 20．A
21．D 22．B 23．D 24．A 25．A 26．D 27．B 28．A 29．C 30．A
31．D 32．C 33．C 34．C 35．B 36．B 37．A 38．B 39．A 40．C
41．A 42．D 43．B 44．D 45．D
二、辨析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46．答案要点：

正确。(2 分)
教育目的是指一定社会对人的培养的总要求，规定培养人的质量规格。(3

分)培养目标是指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人的具体要求。(3 分)两者之间是一般与特
殊的关系。(2 分)
47．答案要点：

错误。(2 分)
教学模式是指用于构成课程和课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在课堂或其他场合

教学的一种范型。(3 分，若有其他合理的界定，亦可给分)教学方法是指为完成
教学任务，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相互作用所采取的方式。(3 分)

教学模式具有概括化、理论化的特点，教学方法则具有具体的、可操作的特
点。教学模式包含了一定的教学指导思想、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等，属于较高层
次。(2 分)

48．答案要点：
错误。(2 分)
当新问题与原有问题的条件和解题要求基本相同时，定势能使人应用已掌握

的法迅速解决问题，减少探索过程，有利于问题解决。(4 分)
当新问题与原有问题的条件和解题要求不相同时，定势使人习惯性地采取原



先方法去解决新问题，而不进行别的尝试，会阻碍问题解决。(4 分)
三、简答题：每小题 15 分。共 90 分。
49．答案要点：

(1)学校内部因素，如指导思想与目标、课程与教学、校园文化、管理、德
育的内容、方法与途径、教师与学生、教育评价等。(7 分)

(2)学校外部因素，如家庭和社会因素等。(5 分)
【评分说明】考生若能略作阐述，另酌情给 1～3分。其他合理回答可酌情

给分。
50．答案要点：

(1)教育目的与培养目标。
(2)学生因素。
(3)学科发展。
(4)社会要求。
【评分说明】考生能从上述四个方面的任何三个方面略作阐述的，每个方面

给 5分，满分 15 分；若从其他方面阐述，合理的可酌情给 1～5分。
51．答案要点：

(1)学而不厌，(3 分)诲人不倦。(3 分)
(2)以身作则。(3 分)
(3)爱护学生。(3 分)
【评分说明】上述诸要点若能略作阐述，另酌情给 1～3分。

52．答案要点：
历史背景：1957 年苏联卫星升空引发美国朝野震惊，为适应与苏联进行国

际竞争的需要，教育改革呼声高涨(国际背景)；(2 分)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教
育质量差招致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国内背景)。(2 分)
主要内容：加强普通学校的自然科学、数学和现代外语(即“新三艺”)的教学；
(3 分)加强职业技术教育；(2 分)强凋天才教育；(3 分)增拨大量教育经费。(3)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试题参考答案和评分参考 第 2页(共 5页)
【评分说明】若从其他方面闸述，其内容与各要点相关者可酌情给分，但所给分
数不超过各要点的满分值。
53．答案要点：

(1)研究的问题(或问题的提出，或文献综述的目的)。(4 分)
(2)文献检索范围与方法。(3 分)
(3)文献研究的结果和结论(或相关主题的内容概括及评论)。(5 分)
(4)参考文献(或主要文献目录)。(3 分)

54．答案要点：
(I)历史(或偶然事件)。 ．
(2)成熟。
(3)测验(或测验效应，或练习效应)。
(4)统计回归。
(5)工具(或测量的手段与技术)。
(6)施测者偏好。
(7)被试选择(或被试特征)。
(8)被试缺失。
(9)选择与成熟的交互影响。
【评分说明】考生若回答上述要点以外的答案，合理的也可给分。每答对 l

点给 3分，答对 5点及以上者给满分 15 分。
四、分析论述题：每小题 30 分．共 90 分。
55．答案要点：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内涵是：(I)生活是教育的源泉，过什么生活就受



什么教育；(3 分)(2)生活是教育的中心，用生活来教育；(3 分)(3)教育是为了
改进生活。(3 分)

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内涵是：(1)教育是生活的过程，学校是社会生活的
一种形式；(3 分)(2)学校生活要与儿童自己的生活相吻合；(3 分)(3)学校生活
应与学校以外的社会生活相吻合。(3 分)

两者比较：(1)共同之处在于强调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
(3 分)(2)不之处在于，理论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影响不同；(3 分)对“生活”的理
解不 l司，陶行知强的是现实社会生活，杜威强调的足体现社会精神的学校生活
和儿童生活；(3 分)对教育的理解不同．陶行知强调的足社会意义上的教育，杜
戚强调的是学校教育。(3 分)

【评分说明】考生的回答若与上述要点不完全一致，言之有理也可酣情给分。
56．答案要点：

(1)这段文字所蕴涵的是终身教育思想。(5 分)终身教育思想主张教育在时
间上贯穿人的一生，在空间上拓展到全社会。(5 分)

(2)现代社会发展与个人成长对教育的挑战，如：社会变革的加速、大众传
媒的迅速发展带来的社会信息化、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进步等对教育的挑战；人口
增长及人的寿命的延长、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个人需要和生活方式的
多样化等对教育的挑战。(5 分)

(3)应对挑战的教育变革
①教育观念的改变：树立大教育观，同等重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
②教育体系的改变：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使教育贯穿人的一生。
③教育目标的改变：培养和提升人的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建设学习化社

会，为所有人提供合适的教育。
④教育方式的改变：实施多样化的教育，促进学习者更加主动地学习。
(以上 4个要点，每论及 1点给 5分，论及 3点即可给满分 15 分)
【评分说明】考生的回答若与上述三个方面不尽相同，但思路清晰、视角独

到且能展开论述的，可酌情给分。
57．I．答案要点：

(1)个体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有寻找原因的倾向，个体解释自己行为结果
时的归因是复杂而多维度的，不同的归因方式会影响个体今后的学习动机。(3
分)

(2)人们倾向于将活动成败的原因归结为能力高低、努力程度、任务难易、
运气好坏等因素。这些因素又可以分别纳入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稳定归因和不
稳定归因、可控制归因和不可控归因等三个维度之中。(7 分)

(3)成败归因的内外源维度影Ⅱ向个体对成败的情绪体验；成败归因的稳定
性维度影响个体对未来成败的预期；成败归因的可控性维度影响个体今后努力学
习的行为。(只回答要点，给 6分；能结合成功和失败两种情境，分别从归因的
三个维度作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另酌情给 l～4分)

(4)在教学实际中，学生往往将学业失败归因为能力不足，从而产生习得无
助感，造成学习动机降低。教师在归因训练过程中，对于那些学业失败的学生，
应引导其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努力不足；同时．也应对学生的努力给予反馈，让
他们感受到自己努力的收获、体验到自己努力的有效性。(10 分。考生的回答与
要点不尽相同，但只要符合归因理论，可酌情给 1～6分)

Ⅱ．答案要点：
(I)三种研究思路优劣(18 分)
①称书包重量可以收集关于学生课业负担的客观的数量化证据，但如果不同

时考察书包的内容，就会使研究显得简单化而失之武断。
②课堂观察可以发现学生是否出现生理和心理疲劳，但无法完全了解作业负

担等情况，并且课堂观察的样本数少，难以了解全地区学生课业负担概况。



③问卷调查效率高，可以短时间内获得大量有关学生课业负担的数据，但获
得的信息单一、表面化。

【评分说明】每点 6分(其中优、缺点各 3分)。
(2)研究设想(12 分)
【评分说明】①能提出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和访谈调查结合的研究设想，给

6 分；能展开说明理由，且言之有理者另酌情给 l～6 分。②若仅综合题目中给
出的三种思路，给 3分，进一步说明理由者另酌情给 1～3分。③若有其他答案，
且言之有理者酌情给 1～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