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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为加快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严把教师从
业资质，从 2011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由国家统一命题的教师资格国家
统一考试，并着手建立“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教师职业准入和管
理制度。

2011年 10月，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了《中小
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试行) 》。该标准是教师职业准入的国
家标准，是从事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职业的最基本要求，是进行中小
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的基本依据。从 2015 年起，教师资格考试
将打破各地自行考试的形式，在全国实施国家统一考试。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把握考试要点，在短时间内有效提升考试成
绩，郑州大学出版社与河南宏鹏教育集团合作，组织教师资格考试命
题专家、阅卷老师、相关学科专家及一线名师深入研究国家教师资格
考试的命题趋势，紧扣考试大纲，在坚持实用性、科学性、灵活性的前
提下精心编写了本套教材，旨在帮助考生用最少的时间，以最快的速
度，较为全面地掌握国家教师资格统一考试所要求的基础知识，明确
考试范围，掌握重点，突破难点，取得优异成绩。

依据教师资格证国家统一考试大纲，编写组将本书分为八个部
分，分别介绍教育基础知识、课程、德育、教学、学习心理、学生心理发
展、心理辅导以及班级管理与教师心理。整部教材紧扣考纲，重难点
清晰，针对性强，不仅适合各位考生参加今年的教师资格证国家统一
考试，而且在提高个人素质与教学技能方面都有很强的实用性，是我
们学习、生活的良师益友。

本书主要特点如下:
·考点覆盖全面，准确把握考情
教师资格证国家统一考试的过关秘籍在于知识全面性及准确性，

考生要达到这点必须对考点有全面深刻的掌握。本书在研究考情及
真题的基础上，对知识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使考生在各地考
试时能应对自如。

·重点清晰明了，建构科学合理
本书对重要知识点进行了重点阐述，对一般考点进行了合理阐

述，让考生对知识点能做到心中有数。
·难点通俗易懂，便于理解记忆
教师资格证国家统一考试之所以难度大，在于对考生的要求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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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导致考试内容较为偏僻生硬。为应对这种趋势，本教材结合近
年来的考试真题，尽力让考生对难点也能掌握透彻，对偏僻考点也能
应对。

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本书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对于书中的
疏漏、错误之处，恳请读者登录我社网站( http: / /www．zzup．cn) 和宏鹏
教育网站( http: / /www．hnhpjy．com) 的论坛进行批评指正，我们愿意与
广大考生一起学习、交流、相互促进与提高。

每一位考生的时间都是宝贵的，希望我们这套教材能够帮助考生
用最少的时间，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得到最丰厚的回报。

河南宏鹏教育集团
本书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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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育基础知识

第一节 教育与教育学

一、教育基础知识

( 一) 教育的概念

在我国，一般认为“教育”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中“得天下英才以教之”。教育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指的是凡是能够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
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用。狭义的教育指的是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
社会活动，主要是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
通过学校教育的工作，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期望方向变化的活动。
我们可以把教育定义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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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教育的基本要素

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是: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

1．教育者

教育者是指对受教育者在知识、技能、思想、品德等方面起到教育影响作用的人。教
育者是构成教育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者。

2．受教育者

受教育者是指在各种教育活动中从事学习的人，既包括学校中学习的儿童、少年和
青年，也包括各种形式教育中的成人学生。受教育者既是教育的对象，又是学习的主体。

3．教育影响

教育影响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工具，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中介。教育影响
是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及其联系的总和。



( 三) 教育的起源

关于教育的起源，教育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教育的神话起源说

该学说认为，教育与其他万事万物一样，都是由神( 上帝或天) 所创造的，教育的目的
是体现神或天的意志，使人皈依于神或顺从于天。

2．教育的生物起源说

该学说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利托尔诺和英国教育学家沛西·能。该
学说认为，教育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甚至存在于动物
界。教育的产生完全来自动物的本能，是种族发展的本能需要。这是教育史上第一个把
教育起源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提出的学说。

3．教育的心理起源说

该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孟禄。该学说认为，教育产生于儿童对成人的无意识的模仿，
而这种无意识的模仿不是习得性的，而是遗传性的。

4．教育的劳动( 社会) 起源说

劳动起源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苏联的米丁斯基、凯洛夫等教育史学家和教育学家。
劳动起源论者在批判生物起源说和心理起源说的基础上，运用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
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阐述人和人类社会起源的观点，从恩格斯的“劳动在一定意义上
创造了人类本身”这一基本命题出发，推断出教育起源于劳动，起源于劳动过程中社会生
产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

( 四) 教育的发展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教育也具有不同的
形式和特点。

1．古代教育

古代教育一般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教育。不同地域和国家在历史上也具有不
同的教育形态和特征。

( 1) 不同国家古代学校教育的形态如下。
1) 古代中国。根据历史记载，中国早在 4000 多年前的夏代，就有了学校教育的形

态。《孟子》里说夏、商、周“设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西周以后，学校教育制度形式已经
比较完备，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并有了“国学”与“乡学”之分，即设在王
城和诸侯国都的学校与设在地方的学校、设在闾里的塾校。当时的教育内容以礼乐为中
心，且包含文武两个方面，称为六艺教育。六艺由六门课程组成，即礼、乐、射、御、书、数。
西周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微，私学大兴。孔子的私学规模最大，他也成为儒家的
创始人。当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墨家、道家、法家等。儒墨两家发展最大，成为当时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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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是我国教育史、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促进了百家
争鸣盛况的形成。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实行思想专制
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和选士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等
级制度非常严格，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说，严重制约了人才的教育和发展。隋
唐实行科举制度，武举制度形成于唐朝。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国学，儒家经典被缩减
为《四书》《五经》。《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包括《周易》《尚
书》《诗经》《礼记》《春秋》。特别是《四书》被作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明代以后，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被规定为八股文。直到光绪三十一年( 1905) 科举制度再
也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清政府才下令废科举、兴学校。

2) 古代印度。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代印度的教育和宗教紧密相关。
在古代印度，宗教权威至高无上，教育控制在婆罗门教和佛教手中。婆罗门教的教条是
教育指导思想，婆罗门教的经典《吠陀》是主要的教育内容，婆罗门教的僧侣是唯一的教
师，教育活动主要是背诵经典和钻研经义。

和婆罗门教相比，佛教比较关心大众，表现在教育上主要是广设庙宇，形成了寺院学
府的特色。

3) 古代埃及。“以僧为师”“以( 书) 吏为师”成为古代埃及教育的一大特征。
古代雅典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文化修养和多种才能的政治家和商人，注重身心的和

谐发展，教育内容比较丰富，教育方法也比较灵活。古代斯巴达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忠于
统治阶级的强悍的军人，强调军事体育训练和政治道德灌输，教育内容单一，教育方法也
比较严厉。

西欧进入封建社会后，形成了两种著名的封建教育体系，即教会教育和骑士教育。
教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教士和僧侣，教育内容是“七艺”，包括“三科”( 文法、修辞、辩证
法) 和“四学”( 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而且各科都贯穿神学。骑士教育的目的是培养
封建骑士，教育内容是“骑士七技”，即骑马、游泳、击剑、打猎、投枪、下棋、吟诗。欧洲封
建社会的僧侣教育和骑士教育都脱离生产劳动，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

( 2) 古代学校教育的特征:阶级性，道统性，专制性，刻板性，象征性。

2．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教育
14世纪以后，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以人性反对神性，以科学理性反

对蒙昧主义，以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平等、博爱，反对等级观念，对当时和后世的
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3．近代教育
( 1) 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重视和干预，公立教育崛起。
( 2) 初等义务教育的普遍实施。
( 3) 教育的世俗化。
( 4) 重视教育立法，以法治教。

4．20世纪后的教育

进入 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革命发展迅猛，在改变世界的同时，对教育产生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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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使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 1) 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强调人的一生应该是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一生。
( 2) 教育的全民化。教育的全民化是指教育对象的全民化，亦即教育必须向所有人

开放，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且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它特别强调要使所有适
龄儿童都进入小学并降低辍学率，使所有中青年都脱除文盲。

( 3) 教育的民主化。教育民主化是对教育的等级化、特权化和专制性的否定。一方
面，它追求让所有人都受到同样的教育，包括教育起点的机会均等、教育过程中享受教育
资源的机会均等，甚至包括教育结果的均等，这意味着要对社会弱势群体学生给予特殊
照顾;另一方面，教育民主化追求教育的自由化，包括教育自主权的扩大，如办学的自主
性、根据社会需求灵活设置课程、编写教材以及价值观的多样性等。

( 4) 教育的多元化。
( 5) 教育技术的现代化。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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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教育功能依据其作用的对象、作用的方向、作用呈现形式的不同，
可以分为个体发展功能和社会发展功能、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

1．个体发展功能和社会发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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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发生于教育活动内部，也称为教育的本体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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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体功能在社会结构中的衍生，是教育的派生功能。教
育的社会功能包括教育的人口功能、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文化功能和
教育的科技功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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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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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

显性功能指教育活动依照教育目的，在实际运行中所出现的与教育目的相吻合的结
果。如促进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等，就是显性教育功能的表现;隐性功
能指伴随显性教育功能所出现的非预期性的功能。

( 六) 教育的社会功能

1．教育的人口功能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控制人口数量，控制人口增长; 第二，改善人口素质，提
高人口质量;第三，使人口结构趋向合理化;第四，有助于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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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的政治功能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培养出政治经济制度所需要的人才; 第二，教育通
过传播思想、形成舆论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 第三，教育促进民主化进程，但对政
治经济制度不起决定作用。反过来，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也有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第
一，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的领导权;第二，政治经济制度决定受教育权;第三，政治经济
制度决定教育目的;第四，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内容的取舍; 第五，政治经济制度决定
着教育体制;第六，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制度。

3．教育的经济功能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再生产劳动力; 第二，教育再生产科学知识。反过
来，生产力对教育具有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的规模
和速度;第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结构的变化;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
着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手段;第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着学校的专业设置;第五，教育
相对独立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4．教育的科技功能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能完成科学知识再生产; 第二，教育推进科学的体
制化;第三，教育具有科学研究的功能; 第四，教育促进科研技术成果的开发利用。反过
来，科学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科学技术能够改变教育者的观念;第二，科
学技术能够影响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手段;第三，科学技术能够影响受教育者的数量和教
育质量;第四，科学技术影响教育技术。

5．教育的文化功能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具有文化传递、保存的功能;第二，教育具有文化选
择的功能;第三，教育具有文化交流、融合的功能; 第四，教育具有文化更新与创造的功
能。反过来，文化对教育发展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文化影响教育目的的确立;
第二，文化影响教育内容的选择;第三，文化影响教育教学方法的使用。

( 1) 学校文化。学校文化是指学校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习得且共同具有的思想观念
和行为方式。

学校文化的特征:①学校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 ②学校文化是一种整合性较强的文
化;③学校文化以传递文化传统为己任;④校园文化是学校文化的缩影。

( 2) 校园文化。所谓校园文化，就是学校全体员工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所共
同拥有的价值观、信仰、态度、作风和行为准则。

( 3) 学生文化。学生文化的成因:①学生个人的身心特征;②同伴群体的影响; ③师
生的交互作用;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⑤社区的影响。

学生文化的特征:①学生文化具有过渡性;②学生文化具有非正式性;③学生文化具
有多样性;④学生文化具有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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