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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在崔高鹏：2016考研教育学真题解析

崔高鹏：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课堂，我们来讲一下考研教育学综合，

把现在能够拿到的题给大家做总的解析。

通过我们目前所拿到的 311 教育综合主观题，大致可以对今年考试内容做判断，今年

考的难度总体来说不太高，但是普遍有些偏，尤其教育史和教育研究方法，60 分大题考的

比较偏，因此对复习不太全面的同学可能造成灾难性打击。不过对于教育原理虽然不偏但有

一定难度。

【辨析题第一题分析】

第一题：因材施教是否违背了教育公平。辨析题比较难，因为明显是超纲题，因材施教

是教学原则，教育公平是教育的目的，这两方面内容在考纲没有涉及到，从这一点来看比较

难。那么如何答辨析题？第一，对命题判断；第二答出命题的相关概念；第三相应作出阐述。

这个命题的答案是因材施教并不违背教育公平，首先要做出一个判断，可能很多同学在答这

个题的时候绝大多数是蒙的，因为听过因材施教也听过教育公平，从来没有想过两者之间的

关系，也不会联系在一起，因此判断对的同学不多。另外因材施教的概念要写出一些，可能

对自己语言表述要求要高一些，因材施教主要指教师针对学生实际情况、个别差异与个性特

点出发，有的放矢、有区别地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

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虽然考纲中没有，但是我们的指定参考书教材中有，但事实是复习

的时候，大家非常喜欢做减法，对教材做减法。对教材有、考纲中没有的就会全部去除，如

果真正考了大家很难复习到，因材施教就是其中一部分，但也不可能完全答不上一句话。对

教育公平没有任何涉及，或仅仅看两眼参考书肯定答不数来，教育公平是社会教育表现，对

于教育公平讨论了很久，从古希腊时期就存在，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教育

公平内涵的理解有差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公平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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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育起点公平。这方面各个国家通过法律都有保障，通过义务教育法保障每个人

都有接受教育的义务和权利，能够保证起点公平。

第二，过程公平。所谓过程公平主要是在教育当中，教育者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最大

限度促进学生发展，这是我们所说的因材施教。

第三，结果公平。主要指学生接受完教育后，能够达到符合自己智力，或者自己智力达

到教育高度，这是结果公平。也就是教育质量是相同的，不会存在重点校和城乡差别，不会

存在地域区别。还有根据教师是否认识到学生存在差异性特点，可以分为同质和异质，异质

指教师教学当中认为学生存在差异，教师根据学生差异进行相关的教学，这是因材施教。

2007 年经合组织对成员国制定教育政策提出教育指导，提出教育公平的问题，他所说

教育公平包括：第一，公正，他说公正是一个人不会因为家庭出生的原因、性别原因、更不

会因种族肤色的原因，而影响你能力达到的教育高度；第二，全纳，主要指国家通过教育法

的形式，保证所有人都有接受最基本教育条件和水平的权利，这是我们所要强调的。全纳推

动了义务教育实现，能够保证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比如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

因材施教和教育公平是一致的，教育要想实现教育公平必须通过因材施教才能实现，这

个题非常难，甚至包括专业学生也不一定拿到满意的分，前面判断可能拿三分，如果错了很

难拿分。

【简答题第一题分析】

第二题，针对个体差异性的教育举措举三个例子，蕴含四个原则。个体差异性，我们在

第四章教育发展中讲人发展特点的时候，其中讲到人的发展差异性，只有有了人的发展差异

性才能找出人的发展差异性教育举措，教育举措哪章找？“教学”当中，教学方法、教学组

织形式和教学评价三个部分才会出现针对个体差异性相关教育举措。

那么我们对于教育举措举例，这道题虽然考两章知识点但是难度比较低，先讲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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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然后从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评价三个纬度谈针对个体差异性的教育举措。

首先，人的发展的差异性概念——每个人出生遗传、家庭经济条件等的不一样，从而导致

接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加之每个人个体差异可导致每个人发展速度有快慢之别，发展水平、

以及发展优势领域都会存在千差万别的差异，这个差别从群体来说分为男性和女性，从个体

来说每个人之间都存在差异。

哪些教育措施、教育举措有考虑到差异提出来，主要说三个：第一个，教育方法，最重

要的谈话法，是考虑我们个体差异的方法；第二个，教学组织形式，其中的分组教学法，系

统化理论论证一个世纪出现班级的授课，系统完善后，其他工业化国家实施教育法之后纷纷

采取班级授课形式，现在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主流的教育形式。但不是存在时间久就完全没

有问题，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欧洲发展出各种教学组织形式，典型特点是强调分

组教学，因此分组教学是考虑学生个体差异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第三个，教学评价，从不

同角度划分不同类型，其中重要的是个体内差异评价，主要是根据每个人在每个时间点已有

水平参照点，判断个体进步与否，这种评价不同于相对评价和绝对评价，更不同于我们所说

的发展评价、终结评价。个体内差异评价完全基于个体评价，考虑个体差异。

以上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简答题，相对比较容易。

【论述题第一题分析】

第三题考的论述题是材料题，我们通过能够拿到的学生的材料发现，这个材料主要包括

两大部分，第一个材料说美国很多名人没有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最终也成为有成就的人。第

二个材料主要讲六个方面的影响，然后分析学校的负向影响、隐性影响，以及如何改革。这

题比较难，首先涉及三个概念：学校教育制度、教育负向影响、隐性影响。

这道题的三个概念比较好，学校教育制度是分析第一个材料，负影响和隐性影响分析第

二个材料，再讲哪些是负影响、以及隐性影响，以及隐性影响的负向影响，提出原因，然后



新东方网考研频道 http://kaoyan.xdf.cn

新东方网考研频道 http://kaoyan.xdf.cn/

提出如何改革？到底国家改革、还是社会改革、还是通力改革。这是答题思路，因为没有拿

到基本的材料，我们只能根据得到的相关信息提供答题思路。

这题的回答需要答到几个概念，学校教育制度，教育的负向功能是 12 校编的参考书提

出来的，知识体系比较新，能够反映新的知识观点，教育负向功能主要阻碍进步和教育发展

的消极影响和作用，从材料的六个功能中找出哪些描述负向功能。教育隐性功能主要指制定

之初都有预期目标，但是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超出预期目标的之外功能，或者非预期功能叫

隐性功能。六个材料找出哪些材料描述教育的非隐性功能。分析材料提出建议。我们看不到

材料提不出建议，对于详细的真题解析会在今年六七月份提出真题详细的解析。

【复习建议】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今年的教育学综合考研真题，通过今年的真题给 2017 年考生提出以

下的复习参考建议：

1、从今年考试来看，还是非常注重基本概念的复查，包括拿到的几个题都是考的基本

概念，因此大家一定把基本概念的复习做好，这就涉及到记忆力方面，一定把基本概念记住。

2、从今年考试尤其教育史、教育方法考查来看，复习一定做到全面性，千万不要只是

看几道真题，知识点一定要复习全面，如果复习比较窄，就拿今年的题来说很多都有些陌生，

今年出的比较偏一点，比如教育史考的苏联，教育方法考的行政研究。

3、针对教学原理，近几年每年都会出超纲题，一部分原因是大纲上没有，但是我们参

考书上有。还有一部分内容大纲没有、参考书也没有，比如这次的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比

较新的概念，现在有很多常提到的案例、以及很多社会的事件都涉及教育公平的问题，教育

公平已经成为中国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考试的时候可能会出。

教育公平在我们很多国内教材没有具体的论述，现在用的教材知识体系比较陈旧，是八

九十年代知识体系，没有反映教育领域的最新发展。我们可以看一些其他的书，比如说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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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比较新的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的《当代教育学》，这本书的知识体系比较新，另外反映教

育学的最新发展，这是这本书在知识体系方面比 12 校主编的《教育基础》好的地方，虽然

比较新，但是知识难度较低一些。如果 2017 年同学有时间的话，可以先看一下袁振国的《当

代教育学》，看这本书为统考院校考试补充知识点漏洞，另一方面也会增加我们选择的空间，

因为有很多学校退出统考，开始自主招生，并不是很多学校都有自主撰写、自主编写教育教

材的能力，在国内当中只有几本比较著名的教学教材，被众多学校反复用，其中《当代教育

学》就被很多学校指定参考书，因此这本书另一方面也是能扩大选择空间的。

还有陈桂生的《教育原理》，这本书理论性比较强，详细论证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教

育民主等问题，看这本书的时候，当今出现的关于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教育民主等材料都

可以参考它分析。如果同学有时间可以看一看，避免每年反复出现超纲的问题。

我们前面所讲的教育公平，点题班时候，老师跟大家说教育划分为显性和隐性绝对是考

点，可能会出选择题。这的确是今年的考点，但是重要度却抬到了最高，成为论述题了。不

过大家之前按照我们说的选择题复习这道题也可以得分。

以上就是我们今年的真题解析以及 2017 年考研复习的建议，今天就到这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