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教育学考研全程攻略 

2019 考研初试结束的同时也拉开了 2020 考研的序幕。对于很多打算考研缺又正处于

迷茫状态的学子，文都比邻秉持着“专业、贴心”的理念，为同学们奉上 2020 年考研复习

攻略，帮助大家赢在起跑线上。 

一、全程复习规划 

（一）基础阶段 

考研不适合拉太长的战线，因此，一般在大三下学期开始准备最为妥当。一般来说，

在新学期的 3、4 月份就得做好复习计划，建议第一轮复习要越细越好，边边角角等细碎的

知识点都要复习到位，并且，尽量在暑假前完成第一轮复习。 

在基础阶段的复习过程中，一般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全面复习，始于了解。 

教育学统一命题覆盖面广，现在许多院校改为自主命题，但教育学学硕考查科目是一

样的，需要考查的内容基本是参照教育部考试中心下发的考试大纲。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教育学考试大纲有很大的变化，增添了很多新内容，同学们一定要以最新的大纲为准。

对于想考专硕的同学，业务课（一）的 333 教育硕士综合试题，每个院校的考试范围都不

一样，有的可能不考教育研究方法，有的可能不考中外教育史。还有就是各院校 333 教育

硕士参考的书目不同。因此，保险起见务必要去院校的研究生官网确认。当然，为了节约

考生宝贵的时间，文都比邻也推出了《文都比邻 2020 教育学考研一本通：院校报考指

南》。 

2.重视基础，记好笔记。 

大纲中明确规定考核目标为大学本科阶段所学的教育学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

本方法，以及熟练地运用这些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解当代教育学的发展

趋势。开始复习时以文都比邻独家出版的《教育学考研高而基：知识精讲》、《教育硕士考

研：333 教育综合考试解析》为基础，结合参考书目，列好框架，记好笔记。 

3.考研英语，开始准备。 

考研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是单词量需要提升，文都比邻有许多畅销的单词

书，可以买一本来学习。除此之外，就是做阅读！俗话说，得阅读者得天下，开始时可以

做近年真题，这时候主要是熟悉考研英语整体的命题思路，同时依据阅读材料学习单词，

有能力的还可以翻译文章，锻炼自己的翻译能力。 

（二）强化阶段 

二轮复习的时间大约在暑假，这时候一轮复习已经基本结束了，有人说“得暑假者，

得天下”，没错，暑假可以说是最好的复习时间了，此时时间充裕，没有课程和实习的压

力，每天 10 个小时的复习，才能大幅度提高成绩。有些考生虽然暑假前没有复习，或是还

没有决定考教育学的研究生，此时复习是最佳的复习时间，也是追赶别人的最好时机。在



强化阶段的复习过程中，一般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夯实基础，书本为主。 

尽管已进入第二轮复习，仍要看《高而基》或《考试解析》和课本，这时候可以根据

自己一轮复习时写的框架和笔记复习，睡前半小时也要开始执行了。 

2.强化知识，必须练习。 

查找相关的练习题来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强化记忆。 

就 311 统考的考生来说，已经有十余年的真题可以参考了，可以依据这些题目来掌握

知识点。但是有些院校没有真题或是没有途径得到真题，可以参考文都比邻独家出版的

《阿范题》或进一步咨询文都比邻的课程顾问老师。 

要记住，知识点最重要，只要掌握好知识点就能完胜考研。 

3.深入复习，抓公共课。 

考研英语以真题为主，经过一轮的复习，考生基本对考研英语的命题思路有了基本的

了解，这时候开始做 2005 年以后的真题，有些同学想自测下，可以留下一两年的真题，剩

下的真题需要做完。 

考研政治在暑假期间需要开始复习了，考研政治中的马原部分有些抽象，自己搞不定

政治的话可以关注文都政治课程。在暑假结束前，至少将考研政治中的马原复习完，有能

力的同学，可以接着学习政治的其他的部分。 

（三）冲刺阶段 

进入 12 月份，可以说到了考研的最后冲刺阶段了。 

1.背专业课。 

根据文都比邻独家出版的《背多分》，结合自己的框架和关键词，加强记忆。另外，充

分利用好文都比邻独家内部讲义《模模答》，考前模拟，你值得拥有！ 

2.背公共课。 

冲刺阶段背诵政治是最好的时机，在短时间内提分最快。英语能够在冲刺阶段提高的

就是写作的积累，每天背诵自己的积累的句子，并能熟练默写。 

二、专业课复习攻略 

具体到教育学专业各个课程的复习攻略，这里以学硕 311 统考为例，提供给大家如下

一些建议： 

（一）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原理在考研中占了很大比重，出题的点比较多，而且考题越来越灵活，实践应

用性越来越强，所以在复习的过程中，一定要理解书中的定义和理论，并学会用理论来分

析现实，因此也要多注意教育实践的热点和难点，重视现在教育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 



在这个复习过程中要注意的是，避免知识点的全而没有重点的情况，这就要结合课程

的讲解进行有重点的复习，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而且对于知识的掌握能够更有轻重

缓急。 

（二）中外教育史 

中外教育史在全国教育学统一命题的考试中所占的比例是 100 分，相对来说知识点比

较零碎、庞杂，是一门偏重于记忆的学科，而且从历年的考试真题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

出，中外教育史偏向于出选择题和简答题，但是每年也都会有一个大题，或是二者的结

合，或是单一分出题，所以对这两门学科的复习一定要细心，肯花时间、下功夫，注重理

解去识记。 

对中外教育史的复习，在系统掌握中外教育史的基本知识，了解教育思想演变、教育

制度发展、教育实施进程的基本线索，特别是主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重要的教育制度、

重大的教育事件；要了解中外教育史中有哪些重要文献，弄清楚里面有哪些重要的代表性

材料。 

（三）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在统一命题中必做题占约 40 分的量，而在选做题中也有一个 30 分的论述

题，所以在复习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尤其要关注所学理论对教育工作的启示，因为教育

心理学侧重于心理学在教育中的运用。 

对于跨专业的学员有一定的难度，在系统梳理学科的知识框架的基础上，更要知道在

实际的教育案例中如何运用该理论，“知其所以然”。 

（四）教育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方法在考研中占有必答题约 30 分左右，而选答题也有一道大题，与教育心理

学共两道题，供学生选择，在选择题中也开始出现教育研究方法的题目，所以在教育研究

方法的复习过程中在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的同时要进行重点复习。 

三、专业课高分“无敌大法” 

教育学考研需要大量记忆，不管是统一命题还是自主命题院校，考试内容比较多，再

加上政治和英语的内容就更多了，因此这需要我们有科学的记忆方法。 

以下是推荐的记忆方法及其详解： 

（一）列框架 

根据《高而基》或参考书目建立框架，建立知识的提取线索。 

（二）思维导图 

简单高效，根据学科框架画思维导图。 

（三）画表格 

教育的知识点众多，对于同一分类下的内容可能容易混淆，可以画表格总结记忆。可

以参考文都比邻内部核心讲义《大表哥》。 



（四）举例子 

在画表格的基础上，将教育学的中平行的知识点举例子进行区分，可以分别举个例子

区分，若是自己能举例子，说明自己就掌握知识了。 

（五）错题集 

整理表格中的易混点及练习题中的出错点，将易混知识点标示出来着重分析。 

（六）记忆术 

中外教育史的教育家、法案内容诸多，背诵量较大，通过谐音编歌诀能较快地理解背

诵知识点，并将知识点的核心关键词串联起来总结记忆。 

（七）睡前打卡 

参与文都比邻推出的“睡前背点教育学”的打卡活动，师生互动，深化对知识的理

解。在整个活动过程在，将当日和前一天学习的知识点复习，根据已经列好的框架，结合

关键词法，在半个小时内回顾两天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