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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纲解读

考纲要求

１了解国内外著名教育家的代表著作及主要教育思想

２掌握教育的含义及其构成要素；了解教育的起源、基本形态及其历史发展脉络；理解教育的基本功能，

理解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包括教育与人口、教育与社会生产力、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教育

与精神文化等的相互关系；理解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基本关系，包括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人的个性形

成，以及影响人发展的主要因素———遗传、环境、教育、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和它们在人的发展中的各自

作用；了解青春期生理的变化，包括中学生的身体外形、体内机能、脑的发育、性的发育和成熟

３理解义务教育的特点；了解发达国家学制改革发展的主要趋势；了解我国现代学制的沿革，熟悉我国当

前的学制

４掌握有关教育目的的理论；了解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教育方针，熟悉国家当前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及

实现教育目的的要求；了解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及其相

互关系

５了解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观察法、调查法、历史法、实验法和行动研究法等

重点难点

１义务教育的特点

２发达国家学制改革发展的主要趋势

３掌握有关教育目的的理论

４教育研究的方法

题　型 选择题、辨析题、材料分析题

分　值 约占总分的９％～２０％，约１４～３０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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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育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



教，在甲骨文中为成人执鞭监督学习之意。教育两字连用始于孟子，是培养下一代的意思，有外铄

意向，隐喻为塑造、雕琢。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提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

也”。

在西方，教育两字源于拉丁语，强调自然，有把人身上固有的和潜在的素质引发出来之意，有内发

意向，隐喻为 “生长”“接生”。

教育两字成为常用词是从２０世纪开始的。

第一节　教育的发展

一、教育的概念

（一）教育的定义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 （动物界没有教育），是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

基本途径。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人的智力和体力；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

验；提高人的认知水平；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双向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是

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 （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

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 （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从

本质上说，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

知识拓展

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２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
３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 “生活教育”，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陶

行知）

４教育就是传授知识。（苏格拉底）
５教育就是体智德和谐发展。（亚里士多德）
６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掉，剩下的就是教育。（爱因斯坦）
７植物成才靠栽培，人的成才靠教育。（卢梭）
８教育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以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善意地对另一个人或一群人施加积极的影响

活动。（《教育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与人类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当生产力发

展到一定水平，语言的发展也达到了较为完善的文字形态，有一部分人脱离了生产劳动后，便出现了学

校。教育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有着本质的联系。一方面，教育为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

保证，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不断向教育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

考题链接

１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　　　 、　　　、　　　 地通过学校教育的工作，
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期望的方向变化的活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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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萃专家解析】有目的　有计划　有组织
２思考：生物起源说承认动物也有教育。动物有语言、有学习、有能动性、有社会、有劳动吗？
【育萃专家解析】略。

（二）教育的基本要素

教育要素是决定教育发展的内在条件。就教育实践活动而言，教育构成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

和教育影响。

１教育者
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凡是对受教育对象在知识、技能、思想、品德方面起到教育影响作用

的人，都可称为教育者。教育者以教育为目的，以受教育者为对象，以其自身的活动来促进受教育对象

身心的变化和发展。在学校教育中，教育者主要是指学校中的教师、教育管理者、课程计划制定者和其

他教育工作人员。

２受教育者
受教育者也可以称为学习者，是指在社会教育活动中从事学习的人，既包括在校学习的学生，也包

括不在校接受教育的受教育者。受教育者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对象，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构成教育活动的

基本要素。在学校教育中，受教育者主要指学生。受教育者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取得良好的

教育效果的必要条件。

３教育影响
教育影响是指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作用于受教育者的全部信息。它包括教育的内容与手段，是置于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一切 “中介”的总和，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教育内容是指实现受教育者社会

化及其个性化的各种资源，是根据教育目的，经过选择和加工的资源，积累了人类丰富的历史经验。对

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教育对象，与人类教育实践中教育的内容是不同的。教育手段是指教育活动中所采

用的方式和方法，既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所采用的教与学的方式和方法，如讲解、练习

等，也包括进行教育活动时所运用的一切物质条件，如教具、实验器材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凭借这些

手段，才能完成教与学的任务。

教育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有：①教育影响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桥梁；②受教育者是教育者
选择和使用教育影响的依据；③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教学过程是在三者互为中介和相互对立中运动和发展的。

考题链接

１以下属于教育的基本要素的有 （　　）
①教育者　　②受教育者　　③教育影响　　④教学环境
Ａ①④　　　　　　Ｂ②③　　　　　　Ｃ①②③④　　　　　　Ｄ①②③
【育萃专家解析】Ｄ。教育的基本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
２教育影响是指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作用于受教育者的全部信息，它包括教育的内容与　　　，

是　　　与　　　的统一。
【育萃专家解析】手段　形式　内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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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的属性

（一）教育对人的本质属性

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的本质属性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①教育是把
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这表明教育是人类所独有的社会现象。动物哺育下一代，但动物一直以生

物实体的形式存在。②教育培养人是有意识、有目的、自觉地进行的。这表明教育与其他社会现象的本
质区别，其他社会现象对人的发展也有影响，如社会生产对人的发展影响很大，但不是自觉地、有目的

地影响人的发展。③在教育这种培养人的活动中，存在着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 （反映和体现着

社会要求）三种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

考题链接

１人类的教育活动与动物的教育活动存在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为人类的教育具有　 　。 （　　）
（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国考·中学）

Ａ延续性　　　　　　Ｂ模仿性　　　　　　Ｃ社会性　　　　　　Ｄ永恒性
【育萃专家解析】Ｃ。
２学校教育的直接目标是 （　　）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国考·小学）

Ａ推动社会发展 Ｂ增强人的体质 Ｃ增进社会公平 Ｄ促进人的发展
【育萃专家解析】Ｄ。

（二）教育的社会属性

１永恒性
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存在着教育。教育具有

永恒性的原因源于教育具有两大社会功能：①使新生一代适应现存的生产力，作为生产斗争的工具；
②使新生一代适应现存的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社会的存在和延续离不开教育。教育在任何社会都要承担传授生产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任务，使年

青一代适应现存生产力的需要；同时，教育也要承担传授社会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的任务，

使年青一代适应现存生产关系的需要。

２历史性
教育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的性质、目的、内容等都各

不相同，因此，教育具有历史性。如目前我国的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模式等很多方面与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教育具有历史性的反映。

在阶级社会，教育必须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阶级性是教育的

历史性在阶级社会中的必然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学校教育的控制权属于一定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为

了使教育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愿望、要求反映到教育上。当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变

化或者新的统治阶级代替了旧的统治阶级，教育也要进行相应的变化。如当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

社会时，就要求教育进行改革，以社会主义的教育代替资本主义的教育。

３相对独立性
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制约，但是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又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这种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在：①教育具有自身的继承关系；②教育要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③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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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考题链接

１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都离不开教育。这表明教育具有（　　）
（２０１２年下半年国考·中学）

Ａ永恒性　　　　　　Ｂ依附性　　　　　　Ｃ时代性　　　　　　Ｄ独立性
【育萃专家解析】Ａ。
２教育是新生一代成长与社会生活延续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为一切人和一切社会所必需，并

与人类社会始终。这表明教育具有 （　　）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国考·中学）

Ａ永恒性 Ｂ历史性 Ｃ阶段性 Ｄ生产性
【育萃专家解析】Ａ。
３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着教育的性质，因此教育没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２０１３年下半年国考·中学）

【育萃专家解析】该说法是错误的。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

三、教育的形式

教育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三种基本形式。

（一）家庭教育

我国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如 “孟母三迁” “岳母刺字”的故事，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 《颜氏家

训》，唐代的 《太公家训》等，都是反映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文献。到了近代社会，家庭教育才让位于学

校教育。然而，即便教育高度发展的今天，家庭教育的熏陶功能在对青少年人格、道德的影响上仍是学

校教育所不可取代的。

１家庭教育的特点
（１）家庭教育的先导性
家庭是幼儿成长的天然生态环境。首先，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篇章，是个体社会化的最初摇篮。

人一出生接触的第一个环境是家庭，第一位老师是父母。家庭教育对儿童成长具有奠基作用，孩子在接

受新的影响时总是在不断依据家庭先前灌输给他 （她）的价值观修正自己的经验，并不断地把自己的价

值观和经验与家庭成员的经验相对照。因此，孩子在家庭接受的初步教育对后来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具有先导性。

（２）家庭教育的感染性
感染性是指一个人的各种情感能引起别人产生同样的，或与之相联系的情感。由于父母子女之间存

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彼此心心相通，情感的感染性就显得特别强烈。家庭教育的感染性是一种潜移默

化的教育力量，在教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３）家庭教育的权威性
与学校、社会相比，父母更具有权威性，这是因为子女对父母有着特殊的依恋和依赖感，再加上父

母具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成熟的思想意识等，使得子女产生了对父母尊崇和信任的心理。子女一旦形

成这样的心理定式，就会自觉自愿地去接受父母的要求和劝导，向父母希望的方向发展。

（４）家庭教育的针对性
孩子在家庭中成长，与父母接触的时间最多，在父母面前表现最真实，父母也将较多的精力花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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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身上，因此父母最了解自己的孩子，能比较清楚地知道他的个性、能力等，使得家庭教育比较容易

做到从实际出发，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知子莫如

父，知女莫如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家庭教育的上述特点，使它具有其他形式的教育所不具备的优势。但是，家庭教育也存在局限性，

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内容的零散性和家庭教育方式的随意性。因此，家庭教育必须结合学校教育和社会

教育，协同起来对孩子进行教育，才能更好且有效地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

２家庭教育的意义
在个人成长方面，正确的家庭教育可为学校教育提供良好的基础，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影响和调

整学校教育的效果。在社会发展方面，良好的家庭教育能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建设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条件。

３家庭教育的方法
（１）独立探索法
独立探索法主要指父母要让孩子自己独立实践、探索，不能事事包办。如果父母过分溺爱孩子，不

给孩子独立空间，孩子就会养成依赖父母的习惯，而不具备独立的意识和能力。

（２）以身示教法
以身示教法是指父母要用自己的良好行为长期影响孩子。孩子的模仿性很强，但是这种模仿是缺少

鉴别能力的，所以父母要树立良好的榜样。

（３）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要根据自己孩子的不同情况，施行不同教育。这就要求父母要了解孩子，根据孩子的

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切不可照搬教条。

（４）情感陶冶法
在教育过程中，爱心和理解要比其他任何技巧、理论和科学方法都重要。情感陶冶法是指家庭必须

是和睦的、友善的、充满爱心的，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充满爱和理解的良好环境。

（二）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专门的教育机构对受教育者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知识、技能，培

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教育活动。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产生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后，

是教育发展的高级形式。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影响，出现过兴

衰变换，但它始终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并行发展着，并且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结构之复杂、体系

之严整，都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所无法比拟的。近代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学校教育

逐渐成为教育的核心。这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护和稳固

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满足人们自身发展的需要等方面，较之其他教育形态有更高的效率。

学校将零散的、片段的教育活动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对学校教育的优劣分析如下：①学校教育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专门的教育机构；②学校教育具有受过
专业训练的工作者；③学校教育具有按年龄分级的受教育者，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认知和身心发展规律，
同时有利于学生在学校中实现社会化；④学校教育根据国家教育目的，精心设计课程和教学计划，有计
划、有目的地培养学生；⑤学校教育拥有固定的教育场所以保证教学活动顺利实施，具有规范性和优越
性。正因如此，学校教育带有刻板性、一统性，往往会忽视受教育者本身的需要。近几年，一些西方国

家发展起来的家庭学校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这种新的教育形式，即试图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融合，实现优
势互补。

（三）社会教育

广义的社会教育是指有意识地培养人，开展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的各种社会活动；狭义的社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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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学校和家庭以外的社会文化机构以及有关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进行的教育，包括青少年

宫、文化馆、体育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开展的一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

１社会教育的特点
（１）教育范围的广阔性
社会教育直接面向全社会，以社会政治经济为背景，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具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

影响面更为广泛，更能对整个社会发生积极作用。

（２）教育对象的多层次性
社会教育面向学校，面向青少年，面向社会的成人劳动者，这不仅可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满足

成年人继续学习的要求，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通过政治、道德教育，促进社会安定与进步。

（３）灵活性和民主性
社会教育的形式灵活多样，没有制度化教育的严格约束，很少受阶级、地位、年龄资历限制，能很

好地体现教育的民主性。

２社会教育的途径和形式
（１）街道、胡同、邻里对学生的教育
由于年龄、爱好、认识水平等程度相近，居住在同一街道或胡同的孩子很容易组成校外的同辈群体。

这种同辈群体对学生的影响力极大，应引起各方面教育者的重视。

（２）社区对学生的教育
社区教育是指社区发挥联系学校与社会的桥梁作用，它的实质是教育的社会化与社会的教育化的

统一。

（３）各种校外机构对学生的教育
各种校外教育机构对满足学生成长所需要的多方面要求起着重要作用，可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

（４）大众传播媒介对学生的教育
大众传播媒体对学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教师和家长应以科学、开放的态度对待大众传播媒体，使

它发挥积极健康的教育作用，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辨别能力和批判能力，自觉抵制不良影响。

四、学校与家庭的联系方式

１家　访
由学校的教师、班主任到学生家庭进行访问，一般是与家长沟通情况，交流感情，密切关系，商讨

共同教育儿童、青少年的方式方法。

２家长会
家长会的主要目的是使家长与班主任及学科教师直接面对面地集中沟通，交流意见或建议，增进互

信、理解与支持，共同为学生进一步发展协调配合。

３家长学校
家长学校是家长在专业教师的引领指导下，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以及教育子女的方法。

４家长沙龙
家长沙龙以家长为主体，以学生学习成长为中心，以教师及专家学者为咨询指导，旨在提高家长教

育素养，提升教育理念，转变传统教育观念，实现以家庭教育为突破口，最终形成教育合力的一种形式。

５家长委员会
家长委员会由关心学校、关心教育事业，具有教育子女经验的家长代表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参与学

校和班级的教育与管理，协助做好学生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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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书面交流
书面交流的形式有很多，如通知、便条、表扬信、家校联系本等。

７电子信息交流
电子信息交流，如手机短信、微信、ＱＱ、电子邮件、博客等信息交流方式，使信息交流更加快捷、

方便、直观。

考题链接

简述家校联系的基本方式。

（２０１４年下半年国考·小学）

【育萃专家解析】略。

五、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配合

（一）教育要求的一致性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对学生提出在方向上要保持一致和统一的要求，共同教育和要求学生，使他们

努力的方向更明确。家庭教育要配合学校，家长要和教师沟通配合好，不能各行其是。

（二）教育作用的互补性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除了统一要求外，还要充分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家庭教育应该侧重

于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创造和谐的家庭成员关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学校

教育则应该按照教育目标，从德、智、体等方面培养学生，为学生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

（三）发挥学校教育的优势作用

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学校教育更自觉，目的性更强，并且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

因此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优势。学校要经常同家庭进行联系，获得支持，这样才可以扬长避短，发挥

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

知识拓展

１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民主型、专断型、放任型。
２１９３９年，勒温提出班主任的三种领导方式：民主型、集权型、放任型。
３来自充满矛盾家庭的孩子常带有情绪方面的困扰和大量的行为问题，称为 “高压统治家庭”。

考题链接

广义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　　　　　。
【育萃专家解析】社会教育

六、教育的功能

教育功能指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通过教育媒介对受教育者的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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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体功能是要促进个体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

教育对人和社会的作用，不仅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也有负向的阻碍作用。教育功能的类型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一）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

根据教育作用对象的不同，教育功能分为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教育的个体功能指教育对个体发展

的影响和作用。它由教育活动的内部结构特征所决定，发生于教育活动内部，也称为教育的本体功能或

固有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指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教育作为社会结构的子系统，通过对人的

培养进而影响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教育的社会功能是教育本体功能在社会结构中的衍生，是教育的派生

功能，也称工具功能。我国古代教育讲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以修身为本，最终目的是治国平

天下，体现了教育的社会性功能。

（二）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

根据教育作用方向的不同，教育功能分为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教育的正向功能指教育有助于社会

进步和个体发展的积极影响，故又称 “贡献性”功能。教育的负向功能指教育阻碍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

的消极影响和作用，故又称 “损害性”功能、派生功能或非预期功能。如教育的不公平现象和亚文化即

教育的负向功能。

负向隐性功能如通过教育，不但培养了人才，还产生了书呆子，或产生了连带学习。

（三）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

根据教育作用呈现形式的不同，教育功能分为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于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末提出了功能分析理论，他认为显性功能是主观目标与客观结果相符的情况，而隐性功能是指结果

既非事先筹划，亦未被察觉到。可见，显性功能是有目的实现的功能，而隐性功能是主观愿望之外的意

外结果。依次推演，教育的显性功能就是教育在实际运行中所出现的与既定教育目的相符合的功能；教

育的隐性功能就是伴随教育的显性功能所出现的非预期的派生功能，如学校教育除课堂教学外，校训、

校风、教风、学风、校园环境、班级氛围、管理方式等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教育隐

性功能的体现。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的区分是相对的，隐性功能经过有意识地开发，可以转变为显性

功能。

考题链接

１按教育作用的呈现形式，可将教育功能分为 （　　）
Ａ正向功能与负向功能　　　　　　　　　　Ｂ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
Ｃ教书功能与育人功能 Ｄ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
【育萃专家解析】Ｂ。教育功能可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按照作用的对象，可以分为个体功能和社

会功能；按照作用的方向，可以分为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按作用的呈现形式，可以分为显性功能和

隐性功能。

２一个数学成绩优秀的学生由于某种原因产生了对数学的厌恶，他在离开学校后很可能不会再主
动研究数学问题了。这种现象属于 （　　）

（２０１３年下半年国考·中学）

Ａ连带学习　　　　　Ｂ附属学习　　　　　Ｃ正规课程　　　　　Ｄ显性课程
【育萃专家解析】Ａ。杜威在 《经验与教育》一书中提出过 “连带学习”的概念。他认为连带学

习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比正规教学内容有更重大的教育影响。例如，一个学生可以得到优秀的数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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