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

教育学基础综合

(科目代码：311)

一、单项选择题：1～4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90 分。下列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个选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2024 年，习近平教育全面部署大会，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

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

力，这指明了教育方向，教育具有()

A.政治性、人民性、战略性 B.政治性、经济性、战略性

C.文化性、经济性、战略性 D.经济性、人民性、战略性

【解析】A

2.某学者将课程定义为教师经验，以避免仅以学生或学科课程来理解。根据谢弗勒的定义分类

属于()

A.探究性定义 B.规定性定义 C.操作性定义 D.纲领性定义

【解析】B

3.受教育水平反映求职者的能力较高的人在职业训练的成本较低，劳动生产力雇主愿意给更高

的薪酬属于()

A.人力资本管理理论 B.劳动力理论 C.筛选假设理论 D.再生产理论

【解析】C

4.“如果记住了高尚的道德和高度的智慧一样，都要经过缓慢的成长过程才能达到，你就会有

耐心对待儿童经常表现的缺点，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去经常责骂、恐吓和禁止儿童。”持这样观

点的人认为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

A.顺序性 B.差异性 c.不平衡性 D.互补性

【解析】A

5.2020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国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试行规定，小学设劳动课程劳动的内容

是()

A.日常生活劳动 生产劳动 服务劳动

B.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数字劳动

D.个体劳动 集体劳动 义务劳动

C.自由劳动 雇佣劳动 义务劳动



【解析】A

6.1951 年政治教育部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以确立原有的创新的各类学校的适应地位。改革不

合理，年限

与制度，并使不同程度的学校互相衔接，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学制为()

A.六三学制 B.五四学制 C.五三三学制 D.十年一贯制

【解析】C

7.泰勒课程开发重视学校应达到哪些目标?同一问题的学者认为，初步确立教育目标的三个来源

()

A.对学生的研究，当代社会的研究，对学科专家的研究

B.对学生的研究，对课程标准的研究，对当代社会的研究

C.对学生的研究，对课程标准的研究，对学科专家的研究

D.对当代社会的研究，对课程标准的研究，对学科专家的研究

【解析】A

8.数学课上老师问学生，假如从学校到家需要走 1 千米走一半，剩了多少，学生回答 500 米，

老师说，如果再走一半，学生说 250 米，老师说也就是不管走多少，都还需要走，剩下的一半

对吗?按照这个来说你永远也到不了家是吗?学生笑了，顺势引出极限，老师使用了()方法

A.讲授法 B.谈话法 C.讨论法 D.情景模拟法

【解析】B

9.针对反对校园霸凌主义伸张正义，甲同学认为申张报应性正义，惩罚恃强凌弱者，伤害同伴

有多重惩罚就有多重。乙认为修复性正义一方面霸凌者必须要向同学赔礼道歉，弥补对同学所

造成的伤害，并对伤害进行修复。另一方面受伤的同学要宽恕，并且完成修复责任的同学给霸

凌的同学一个机会恢复双方的正常关系。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认为甲乙分别处于什么阶段

()

A.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 B.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C.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 D.第四阶段和第六阶段

【解析】D

10.某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学教师标准试行三大维度 4 个必须，其中三维度是指()

A.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 B.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能力，专业发展

C.专业道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 D.专业道德，专业能力，专业发展

【解析】A

11.新时代弘扬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学识的仁爱教师，做学生锻炼品

格知识，引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成为塑造学生品格的标准的大学生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要()



A.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统一 B.掌握知识与培养道德相统一

C.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相统一 D.掌握知识与提高能力相统一

【解析】B

12.作业分组的基本特点()

A.课业相同，学习进度相同 B.课业相同，学习进度不同

C.课业不同，学习进度相同 D.课业相同，学习进度不同

【解析】C

13.《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未进行备课就开始教学，返还同学的作业未经批改，

违背了

A.廉洁自律 B.公平诚信 C.言行雅正 D.潜心育人

【解析】D

14.夏朝把教育内容作为国家行政的主要任务之一，其教育内容是()

A.道德教化

B.文化知识

C.军事训练

D.生产劳动

【解析】C

15.孔子认为庶富教三者的关系()

A.庶与富是教的前提 B.教是庶与富的前提 C.富是教与庶的前提 D.庶与教是富的前提

【解析】A

16.东汉鸿都门学的教育内容是()

A.经书、辞赋、音律 B.天文、尺牍、律令 C.令律、辞赋、书画 D.尺牍、辞赋、字画

【解析】D

17.下列选项中，不符合唐朝科举要求的是()

A.省部试后直接授官

B.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C.重视进士科与明经科

D.内容有帖经、墨义、策论、诗赋

【解析】A

18.宋朝画学创立的时间是()

A.庆历兴学 B.熙宁兴学 C.崇宁兴学 D.南宋时期

【解析】C



19.古代学者论述中，知行合一的是()

A.不知而行，不见而名，不为面成

B.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

C.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

D.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道，而后谓之学

【解析】D

20.清朝时期实行的六等黜陟法主要用于()

A.国子监 B.府学 C.社学 D.井学

【解析】B

21.直接管理京师同文馆的机构是()

A.礼部 B.国子监 C.理藩院 D.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解析】D

22.杨贤江认为，青年时期是第二关键期，他认为，这个时期应该进行()

A.求学观指导 B.人生观的指导 C.经济观指导 D.职业观指导

【解析】B

23.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根据地开展的培养政党高级干部的学校，其中包括()

A.马克思主义大学、红军大学 B.马克思主义大学、中共中央党校

C.红军大学、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D.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解析】A

24.作为最早的专门教师职业，智者派在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上的贡献()

A.将算数、几何、天文、音乐列入教学科目

B.讲授文法、修辞、辩证法

C.创立吕克昂学园并授徒讲学

D.提出并践行“知识即美德”

【解析】B

25.在道德教育实践上，捷克夸美纽斯主张()

A.将世俗道德与宗教道德分别实施

B.将基督教教义作为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

C.将基督教宗教戒律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

D.将“自然后果法”作为教育方法

【解析】A

26.德国的第斯多惠提出的实质教育论和形式教育论主张中，说法正确的是()



A.中小学主要以实质教育为任务

B.高等学校的职责是发展形式教育

C.所有教育的性质不是实质教育，就是形式教育

D.所有教育都兼有实质教育和形式教育的性质

【解析】D

27.瑞士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为了达到“将教育提高到科学水平”的目的，首次提出并阐释的是

()

A.将教育学和心理学作为理论基础

B.要素主义的主要内涵

C.教育心理学化

D.教育性原则

【解析】C

28.下列不属于福禄培尔提出的幼儿教育内容的是()

A.游戏与歌谣 B.歌谣与恩物 C.恩物与作业 D.作业与阅读

【解析】D

29.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约翰逊在创办的学校中进行有机教育实验，其主要教育举措为()

A.将学校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作为教学目标达成的主要依据

B.课程体系以活动课程为主

C.实施“二部制”的教学制度

D.采用设计教学法

【解析】B

30.19 世纪 80 年代，国民政府为实施免费、义务、世俗化，法国政府采用的教育举措为()

A.颁布并实施了《费里教育法》

B.设立大学区制的中央集权式的教育管理体制

C.改革国立中学和市立中学

D.推进“统一学校运动”

【解析】A

31.在推行劳动教育，马卡连柯的主要主张是()

A.所有劳动都有教育价值

B.高体力消耗的劳动有教育价值

C.要按教育原则组织劳动教育

D.独立于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劳动教育具有教育意义



【解析】C

32.英国政府颁布的《1992 年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法》对英国高等教育产生的重要影响是()

A.终结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双重制”

B.确立了“自治、参与、多学科”的办学原则

C.为成绩和能力合格者提供了平等入学机会

D.所有适龄青年都可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开放大学”

【解析】A

33.在课程与教学上，永恒主义教育思潮的基本观点是()

A.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开展活动课程

B.把古典学科作为课程的核心内容

C.把现代科学知识和通用技术作为课程内容

D.将基督教精神和教义作为课程与教学的基础

【解析】B

34.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学生能正确回答|-2al=-2a,a 的取值范围为_,这样的题目，则

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需达到()

A.感知运动阶段

B.前运算阶段

C.具体运算阶段

D.形式运算阶段

【解析】D

35.对于教学，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都强调()

A.文化工具的使用

B.以学生为中心

C.以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

D.接受学习

【解析】B

36.爱因斯坦提出 A=X+Y+Z 的成功公式，其中 A 代表成功，x 代表艰苦劳动，Y代表正确方法，z

代表少说废话。根据韦纳的归因理论，z 属于()

A.内部的不可控的因素 B.外部的不可控的因素

D.内部的可控的因素 C.外部的可控的因素

【解析】B

37.某教师在讲解“小数的学习”时，使用元、角、分来引入小数的概念，然后在课堂练习中用



米、分米、厘米来表示小数的关系，最后在课后作业中设计了用小数表示千克、克之间关系的

题目。该教师使用的概念学习的策略是()

A.提供反例 B.加强同伴互动 C.提供变式 D.增强学习动机

【解析】C

38.智力的 pass 模型包含了计划、注意、同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等加工过程，该模型中处于

基础的是()

A.计划 B.注意 C.同时性加工 D.继时性加工

【解析】B

39.近二十年的混合式研究，反对不考虑研究情境而简单评判优劣，提出根据研究的需要把定量

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这种研究方法论意义是为了引导研究者关注()

A.研究情境的生态性 B.方法技术的现代性

C.数据收集的客观性 D.实验实施的可行性

【解析】A

40.问卷调查中，同一道题目通过肯定和否定的方面设置问题，并且把两道题安排在问卷的不同

位置，这种做法是为了()

A.检测回答信度

B.考查回答效度

C.区分答卷者类型

D.适应答卷者水平

【解析】A

41.某老师进行一项研究，选择班内优秀学生作为样本不利于实验的()

A.内容效度和外部效度 B.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

C.内部效度和结构效度 D.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解析】D

42.某班计划开展班级小卫士活动，在班上设置了小卫士等，研究者通过收集资料，发现班干部

和小卫士之间的配合不够默契，甚至会相互对抗。根据凯米斯行动研究的实施程序，该研究者

的研究处于()

A.计划环节 B.行动环节 C.观察环节 D.反思环节

【解析】C

43.研究一个量表时，先查找最近一篇引用该量表的论文，接着从该论文中找到其参考论文，随

后从这篇参考论文继续查找它所引用的更早的论文，然后找到论文中编制的量表，这种我查找

文献的方法是()



A.顺查法 B.逆查法 C.引文查找法 D.综合查找法

【解析】C

44.某研究者与一名教师共同进行教师教育信念的研究。该研究者通过访谈、观察、收集资料等

方式，并研究该教师的教学生活和专业教学技能等，该研究者使用的研究方法是()

A.行动研究 B.叙事研究 C.民族志 D.经验总结

【解析】B

45.一项干预研究中，控制组的八名学生的前测成绩分别为 78,85,85,88,90,91,93,94,则该组

学生成绩的中位数是()

A.85 B.88 C.89 D.92

【解析】C

二、辨析题：46～48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45 分。判断正误并简要说明理由。

46.我国当代坚持的五育并举内容和立场上均不同于民国初期蔡元培主张的五育并举。

47.杜威提出的“学校即社会”意指，学校的职责在于移植和再现社会生活。

48.基于人为赋予意义的记忆术是奥苏伯尔的有意义学习。



三、简答题：49～53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75 分。

49.为转变高中育人模式，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特别重视选修课程的开发及实施，但是在开发和实

施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1)不够重视选修课程，使得选修课程边缘性装饰性。(2)为满足

应试的要求，使课程符合升学竞争的要求，选修课程变相变为必修课程：(3)教师对待选修课程

具有随意性，课程规范性不够，缺乏对选修课程质量标准的规范：(4)选修课程类型单一，多为

学科拓展性课程；(5)学生对待选修课随意性较强，盲目选择选修课程。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改进

措施。

50.人口锐减对教育事业的影响，以及对应的教育改革与发现对策。

51.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哪些基本观点。

52. 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加强学生的学习动机，请根据需要层次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阐述这

种现象。



53.某教师计划进行幼儿分享行为的观察研究，计划采用时间取样法和事件取样法，请分析两种

方法在观察单位、观察内容和记录工具的不同

四、分析论述题：54～56 小题，每小题 30 分，共 90 分。

54.阅读材料，并按要求回答问题

王老师，班上的同学性格各异，但他们都喜欢王老师，王老师是班级里的权威。王老师之所以

深受喜爱，是因为他总能以独特的教学魅力和人格魅力感染每一位同学。他尊重每个学生的个

性差异，无论是内向害羞还是活泼外向的孩子，都能在他的课堂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与乐趣。

在上课之前，班长不需要单独强调纪律，班级会在老师进来的时候安静下来。这并非是出于单

纯的敬畏，而是学生们对王老师课堂的期待与尊重。他们知道，在王老师的课堂上，将会开启

一场精彩的知识之旅，每一分钟都不容错过。

王老师喜欢办竞赛活动，小组分组评价标准为完成质量，准备的充足程度，创意性等。王老师

会精心设计竞赛主题与任务，力求涵盖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让学生们在竞赛中既能巩固所学，

又能拓展思维。每个小组都会得到特定的评价，得到奖励和评价的同学可以在自习课优先提交

作业。小组中的同学会互相督促，不要拖后腿，不要粗心大意，影响小组成绩。这种竞赛模式

不仅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团队合作精神，还在班级内营造了一种良性竞争、互帮互助

的学习氛围，使整个班级的凝聚力和学习动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请回答：

(1)材料中使用的德育模式，并分析其特点。

(2)材料中王老师对学生采取的评价方式。

(3)材料中反映的师生关系。



55.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中小学教育所发生的变革。

56.请在 1、1Ⅱ两道试题中任选一题作答。若两题都答，只按第 1道题的成绩计分。

1.阅读材料，并按要求回答问题。

材料：《2022 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中探究学习，项目式学习；教育部等十八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中科学教育相关。

请回答：

(1)试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分析项目式学习为何有助于“加强学科知识的联系”。

(2)试从问题解决措施角度，分析在项目探究学习中如何"提升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3)在开展科学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

如何把这些精神融入到项目式学习中。

Ⅱ.阅读材料，并按要求回答问题

为了和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美国很早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美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只

要当年年满 6 岁的儿童，都需要在该年 9 月份入学。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如果生日是 12 月 31

日，那么,他和生日是 1 月 1日的孩子一样，都需要在当年 9 月份入学(这一点与中国的入学规

定不同，我们是当年 9 月 1 日之前年满 6周岁的儿童才能入学。如果你出生在 9 月 1 日，你就

比出生在8月31日的小孩晚一年入学。而美国是当年只要年满6周岁就可以在该年9月份入学，

所以 1月 1日出生的孩子就比前一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孩子晚一年入学)。平均而言，出生在第



一季度的孩子，入学时大约是 6.45 岁。而出生在第四季度的孩子，入学时的平均年龄大约是

6.07 岁。同时，美国的义务教育法还规定，只有年满 16 岁，青少年才可以离开学校，辍学回

家。

这样一来，那些在第一季度出生的孩子，比第四季度出生的孩子，理论上就可以少上将近一年

的学。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生日是 1月 1 日，那么,在他 16 岁到来那一年，过了 1 月 1 日

就可以辍学去工作了：而如果他的生日是 12 月 31 日，那么,他就需要上完全年的学才能合法地

离开学校，离开课堂。

这样一来，美国的义务教育法就创造了一个自然的实验环境。它把在 16 岁辍学的孩子分成了两

组：一组是生日在一年当中比较早的那些孩子，我们把他们称为 A 组：一组是生日在一年当中

比较晚的孩子，我们把他们称为 B 组。由于 B 组的孩子比 A 组要多上一段时间的学，所以，对

于我们估计多读一年书所带来的收入差异来说，B 组就是干预组或处理组，那么,A 组就自然成

了对照组或控制组了。

(根据安格里斯特的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改编)

请回答：

(1)分析该研究的因果关系。(问法待定)

(2)该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是什么。

(3)该研究如何控制个人天赋和社会背景对研究造成的影响。

(4)根据教育研究方法，该研究是否属于实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