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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1．效率优先，兼顾重点。
本书在结构框架上，严格按照《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规定的考查知识点，对教材内容进行
整合，删除了一些不符合大纲考查知识点的内容，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考生的负担，增强考生对知
识点的理解和把握，有侧重、有针对性地复习，以期获得最理想的复习收益。
    2．总结概括，编排合理。
本书以全面性复习为着眼点，从系统复习的角度出发，旨在通过本书的学习，对于考点可以一网打尽
，绝无遗漏，用易于理解的方式和科学的编排，更有助于考生贴近考试脉搏，重难点突出、讲解透彻
、深入浅出，通过图表、数据等方式，使知识脉络一目了然，便于考生记忆。
    3．讲练结合，双管齐下。
本书与《教育学专业统考基础过关2000题》有效结合，从基础题型入手，逐步进阶，通过两本书之间
的配合和互动，考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将考点融会贯通，牢牢把握，提高复习效率，在理解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记忆。
通过二者的配合，使考生熟悉命题规律，适应试题环境，做到胸有成竹。
    考试，是一门艰深的艺术，只有在历经反复锤炼之后，才会品味出个中乐趣。
可能现在看来在辅导书架上一个简简单单的选择，却可以为你带来一次难能可贵的机遇，编者，在与
考生共同成长的同时，也期待着考生的垂青。
希望我们的这本书，可以成为教育学专业统考中的一盏明灯，引领考生踏上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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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教育学的进一步分化与综合　　近代以来，所有关于教育问题的研究都是在教育学的名义下进
行的。
20世纪以来，随着教育问题领域的扩展以及研究基础和范式的多样化，教育学也发生了快速的学科分
化，教育学一个个组成部分纷纷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如根据组成的内容分化出了教育概论、课程与教
学论、德育论等；根据教育的阶段，分化出了学前教育学、小学教育学、中学教育学、高等教育学、
成人教育学等；根据教育范围和性质分化出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家庭教育学等。
与此同时，这些相对独立的学科又与其他类型的学科进行交叉，出现了许多子学科、边缘学科，如教
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经济学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其他任何学科一样，20世纪后半叶的教育学在发生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
高度综合的现象。
所谓的高度综合不是指再综合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教育学来，而是指教育学的子学科与子学科之间，
子学科与边缘学科之间以及子学科、边缘学科与其他非教育学科之间出现了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和多
种类型的综合，出现了许多新的教育知识增长点。
例如，教学论是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的，分化出来的教学论与哲学和教育哲学综合产生教学哲学，与
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综合产生教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综合产生教学人类学，与技术学和
教育技术学综合产生教学技术学。
这种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学科综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界限，扩展了研究视野，深化了问题研究
。
　　5.教育学与教育改革的关系日益密切　　教育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刚刚独立的时候主要是
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对教育实际活动中所面临的问题关注不够。
而当代教育学的研究者们更关心的是教育实践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
解决这些问题等等。
与此同时，当代教育实践的发展也日益呼唤着教育理论的指导，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动
力。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之间的隔膜、陌生乃至对立状态一定能得到
很大程度的扭转，在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之间会出现多种形式的接触、交流和对话。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