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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考试 

《教育理论》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拨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成绩，按

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的信度、较高的效

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考试内容及要求 

教育理论的内容构成是：教育基础理论；教师与学生；学习理论；课程理论；教学理论与教学策略；

学校德育与班级管理；教育评价。各部分的考试要求如下： 

一、教育基础理论 

（一）教育与教育学的发展 

1．识记 

（1）概念：教育、学校教育制度、教育学。 

（2）我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 

2．理解 

（1）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 

（2）古代、近代、现代教育的特征。 

（3）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 

（4）西方古代、近代的教育思想。 

（5）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及其代表作。 

（6）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代表作。 

（7）当代教育学的发展。 

（二）当代世界教育 

1．识记 

概念：教育增长、教育发展、双轨制、单轨制、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教育平等、全

民教育、终身教育、教育民主化、教育信息化。 

2．理解 

（1）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历程。 

（2）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特征。 

（3）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 

3．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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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全民化、终身化和民主化思潮与教育改革。 

（三）当代中国教育 

1．识记 

（1）概念：教育目的、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体育。 

（2）教育目的的意义。 

2．理解 

（1）教育目的的层次结构。 

（2）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目的的演变和基本精神。 

（3）我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组成。 

（4）“五育”之间的内在联系。 

3．应用 

（1）当前我国教育目的的理论与实践。 

（2）全面发展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四）教育与人的发展 

1．识记 

（1）概念：个体发展、个性、个性化、素质、素质教育、全面发展。 

（2）影响个体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 

2．理解 

（1）个体发展的特征。 

（2）教育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个体发展是主客观统一作用的结果。 

（4）发展个性是教育长期追求的目标。 

（5）教育对人地位的提升。 

（6）素质的分类与结构。 

（7）素质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8）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 

3．应用 

（1）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功能。 

（2）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五）教育与社会的发展 

1．识记 

概念：人力资本理论、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教育结构、教育资源、教育投

资、教育事业费、教育成本、学校适度规模、受教育权、学习权、科学、文化、班级文化。 

2．理解 

（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2）教育与经济增长。 

（3）教育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 

（4）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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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科技革命与教育。 

（6）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7）班级文化的功能与建设。 

3．应用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二、教师与学生 

1．识记 

概念：教师、学生、师生关系、教师角色、教师中心论、学生中心论、教师专业发展。 

2．理解 

（1）教师职业的性质。 

（2）教师职业的特点。 

（3）影响教师社会地位的因素。 

（4）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5）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及策略。 

（6）学生的本质属性。 

（7）青少年儿童的合法权利。 

（8）学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3．应用 

（1）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2）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的途径与策略。 

三、学习理论 

1．识记 

（1）概念：学习、智力、知识学习、技能、学习迁移、学习风格、元认知、学习策略、因材施教。 

（2）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3）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 

（4）动作技能与心智技能。 

（5）顺向迁移与逆向迁移。 

（6）正迁移与负迁移。 

2．理解 

（1）学习理论的一般原理。 

（2）学习的心理条件。 

（3）知识与技能的学习。 

（4）学习差异与学习风格。 

（5）学习差异与学习策略。 

（6）学习差异与因材施教。 

（7）学习理论的最新进展。 

3．应用 

（1）多元智力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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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脑科学在教与学中的应用。 

（3）运用当代学习理论分析教育案例。 

四、课程理论 

1．识记 

概念：课程、学科中心课程论、人本主义课程论、社会再造主义课程论、学科课程、活动课程、潜在

课程、课程设置、课程标准、教科书。 

2．理解 

（1）学科中心课程理论内容。 

（2）人文主义课程理论内容。 

（3）社会再造主义课程理论内容。 

（4）当代课程的目标与内容。 

（5）学科课程、活动课程、潜在课程的形式与结构。 

（6）课程设置的要求。 

（7）课程设置的形式与功能。 

（8）我国课程标准的内容。 

（9）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与重点。 

3．应用 

如何处理当前实施素质教育与新课程改革的关系。 

五、教学理论与教学策略 

（一）教学理论 

1．识记 

（1）概念：教学、教学理论、讲授法、图例讲解法、程序教学、知识结构、发现法、意义学习、非指

导性教学。 

（2）教学理论的历史演变。 

（3）1949 年以后我国教学理论的发展。 

2．理解 

（1）哲学取向的教学理论。 

（2）行为主义的教学理论。 

（3）认知教学理论。 

（4）情感教学理论。 

（5）建构主义教学理论。 

3．应用 

（1）行为主义教学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2）认知教学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3）情感教学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4）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5）运用当代教学理论分析教学案例。 

（二）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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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 

（1）概念：教学目标、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评价、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组

织设计、班级授课制、小组组织形式、个别组织形式、导入策略、讲解策略、提问、教学指导、教学反思、

教学讲解技能。 

（2）教学策略的含义。 

（3）教学策略的特征。 

（4）教学反思的历史追溯。 

2．理解 

（1）教学设计策略。 

（2）教学实施策略。 

（3）教学反思策略。 

3．应用 

（1）教学设计策略在教学中的应用。 

（2）运用相关教学实施策略分析教学案例。 

（3）运用相关教学反思策略分析教学案例。 

六、学校德育与班级管理 

1．识记 

概念：道德、道德教育、道德原则、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判断力、认知道德发展模

式、体谅模式、学校管理、校本管理、教学管理、教师管理、班级管理、班级组织。 

2．理解 

（1）直接的道德教学。 

（2）渗透在学科教学中的道德影响。 

（3）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的内容。 

（4）体谅模式的内容。 

（5）学校管理理论内容。 

（6）教学管理的内容。 

（7）教师管理的目标、内容及方法。 

（8）班级组织的结构与类型。 

（9）班级管理的过程。 

（10）班级管理的内容。 

3．应用 

（1）运用相关道德理论与方法分析教育案例。 

（2）运用班级管理的相关原理分析教育案例。 

七、教育评价 

1．识记 

（1）概念：教育评价、学生评价、学业评价、相对评价、绝对评价、个体内差异评价、教师评价、学

校办学水平评价、评价指标。 

（2）教育评价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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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评价的功能。 

2．理解 

（1）教育评价的一般理论。 

（2）学生评价与学业评价的理论知识。 

（3）教师评价的理论知识。 

（4）学校办学水平评价的理论知识。 

3．应用 

（1）相对评价、绝对评价和个体内差异评价在学生评价中的应用。 

（2）根据教育评价的有关原理对教育工作进行评价。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生使用答题卡答题。 

二、试卷内容比例 

1．教育基础理论       约占 30% 

2．教师与学生       约占 10% 

3．学习理论         约占 10% 

4．课程理论         约占 10% 

5．教学理论与教学策略      约占 20% 

6．学校德育与班级管理      约占 15% 

7．教育评价         约占 5% 

三、试卷题型比例 

1．选择题         约占 10% 

2．填空题         约占 10% 

3．名词解释题       约占 15% 

4．辨析题         约占 7% 

5．简答题         约占 25% 

6．论述题         约占 20% 

7．案例分析题       约占 13% 

四、试卷难易比例 

容易题、中等难度题、难题分别为 20%、45%、35%。 

 

Ⅳ. 参考书目 

袁振国主编：《当代教育学》（第四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年。 

 

Ⅴ. 题型示例 

一、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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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教育产生于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2．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是 

A．备课    B．上课     C．布置作业   D．课外辅导 

 

二、填空题 

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教育代表作是《                》。 

 

三、名词解释题 

教学 

 

四、辨析题（先判断正误，再做简要分析） 

全面发展就是全优发展。 

 

五、简答题 

简述一堂好课的标准。 

 

六、论述题 

试述德育过程是促进个体思想道德社会化和社会思想道德个体化统一的过程。 

 

七、案例分析题 

有些教师说，自己没有学过教育学，但一样办了几十年教育，教了几十年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学

生。还有些教师说，孔子没有学过教育学，但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万世师表。 

你认为上述观点正确吗？试运用所学的教师职业理论，对以上观点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