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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740 教育学学硕 410+高分考研经验分享 

本人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学硕，以下分享一下我的备考经验：回首当初，清晰的记

得考研成绩公布的那天我疯狂的刷成绩却怎么也进不去系统时的紧张和焦急，以及在看到

412分后的不可置信，以为是系统繁忙到将成绩也错乱了的傻笑。但是一切都在我看到专

业课 263分时定格了，对于这个分数，心里虽然惊诧，但也觉得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虽

然很久之前就有人告诉我：北师难考，北师教育学更难考。 

 

而北师教育学学硕更是难上加难。也有很多人说北京地区高校判卷很严，压分重，给分苛

刻。但是作为一个”以身试法”的过来人，我只想实事求是的告诉学弟学妹们：没有努力

陪伴下的理由，仅仅只是借口。 

 

首先，我们要正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考研？当你不知道自己未什么要考研时可以问问

自己： 

 

“如果本科毕业不能有一个收入可观的工作，是不是要选择考研？” 

 

“自己学习成绩优异，却因高考失利，是不是要通过这唯二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靠近自己

心仪的院校和专业，从而改变自己的处境？” 

 

“如果本科专业与教育学相异甚远，跨考是否能成功获得一线生机？” 

 

这些问题都是基于一个现状——哪怕只是想做一位中学教师，学力也至少是要求硕士及其

以上，考研真的是除了高考外最后一根能改变自己人生的稻草了，现在抓不住就只能错过

了；一年的时间工作你能挣到什么呢？一套房还是足够的存款？但是你通过一年的时间获

得的可能是一个能帮助你挣钱挣房的平台、学历。认清这些，那么选择考研为自己权力拼

一回也未尝不可。 

 

下面就为大家来具体说说我自己的备考经历吧！ 

 

1、基础阶段（1 月-6 月） 

 

先说一下，北师教育学 740参考书目一共是有 11本书，但是很多小伙伴都会抱怨”1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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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怎么看得完呢？”，其实，我想说的是，看书不在于是不是必须看的，看不完又该怎么

办？而在于你看什么，又是怎么看的？相信很多看过一两遍教材的宝宝们都会有这样的感

受：有时候看的很 happy，看过后总觉得自己看的差不多了，已经有了一些教育学的知识

了，但是却有说不出来哪是哪。针对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正常却很危险的看书

状态一旦持续 1\2个月，就会严重影响到你的复习了。 

 

因此对于参考教材是必须看的，但是要有选择性、针对性的看，这里学姐给大家推荐几本

教材： 

 

十二校联编《教育学基础》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 

 

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 

 

陈琦 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 

 

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想要查看全部推荐教材可点击这里查看（北师参考书目） 

 

那么，如何正确的看这些参考书目呢？看教材首先要熟读目录，不要小看前编和目录给你

的导学效果，一个连目录讲了什么都不知道的阅读，有什么细致可言？第一遍浏览注重每

一章每一小节每一标题的逻辑顺序，要把正文文字当作你理解标题的解释。然后同时在纸

上按照一级二级三级。。。。。。标题这样归纳目录章节和每个小标题做成教材框架。用

不了你多长时间，但却在强化时期起到定位和补全知识漏洞的重要作用。一定要给你的阅

读每天定一个量，不然就一定会落入遥遥无期的课外阅读中去。 

  

那基础阶段怎么检查你的教材阅读真的有效果呢？ 

 

这就要利用到上面所说的教材框架了，每看完一部分，看着教材框架讲一讲这一部分都有

几个小部分，讲了什么。复述和讲述永远都是巩固技艺的最好方法。 

  

http://bilin.wendu.com/jyxky/cksm/27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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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同学都会问：既然我们不可能最后按照教材背，那为什么还要看？ 

 

这就是搞不清教材与大纲的区别与联系。教材是帮助你梳理知识点的。什么叫梳理？梳理

不是让你浏览一个个时间地点人物时间理论这些零散的知识点的，而是让你对这些知识点

有一个清晰的逻辑顺序。只有对 5门基础课的整体体系有一个全面熟悉的理解，才能使后

来的背诵事半功倍。 

  

2、强化阶段（7 月-10 月） 

 

强化阶段也不是买一本大纲就直接往上背的，有很多人都误解，到强化了就是到背诵了。

不理解或没有达到熟练程度的背诵只能是徒劳无功。强化阶段也是要总结框架，但这份框

架就不是按照教材目录了，而是要结合大纲解析总结出适合你自己理解或记忆的框架。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拿教心的学习这一部分来讲，学习理论、学习动机、学习策略，我们

就可以用简单的逻辑顺序帮助我们理解——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即学习是什么，为

什么要学习，怎样去学习。再拿学习理论中的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以人本主

义来举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诸多教育心理学家对学习的研究是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不断探

索之中——可观动作（行为）→不可观的思维被动认识（认知）→不可观的思维的继续延

伸从被动到主动（建构）→动作+认知+心理全身心（人本） 

  

强化阶段建议大家就按照五门通常被提出来的普通顺序来复习：教基-中教-外教-教心-教

研。这个顺序方便大家逐步加深对教育学的认识理解，即在了解教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之

上，学习本土和外国的教育家的教育理念，在理论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实验探究，并利用探

究出的符合人成长发展的心理规律的方法来推进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就是宏观的知识线

索。 

 

我将强化阶段分为两个小的支节： 

 

①7-8 月中 

 

暑假期间时间最完整不受干扰，要熟读大纲解析，高教出版的大纲解析虽然是 311的模

本，但是不论是 740还是其他考 5门基础课的自主命题院校都需要学习这 5门，只不过题

型稍有出入，但重要的是：教育学就是这些知识，知识库是一样的，没有差别。题型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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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为你挑拣知识的理由。这里说的熟读是接近于背诵的读，虽不是摇头晃脑的强迫背

诵，但是要在心里默念复述，并同时总结框架。熟读遍数要求在 3遍以上。 

  

②8 月中-10 月 

 

这段时间是第一轮背诵的时间，你背不背的下来，记不记得住，要看你上一阶段的熟读效

果和遍数。强化二阶段的默写框架很重要，不要以为看了一阶段的框架就记住了，好脑子

不如烂笔头。默写并不是誊抄讲义而是复现框架，有了框架才能有往里填肉丰满的机会，

在默写框架的过程中可以试着往框架下面丰满观点以备最后做题时有话解释你写出的拿分

要点（框架）。 

  

第一轮背诵要求基础扎实，就是说，若你发现某一块转天记不住前天背诵的，也不要单图

进度，最好填扎实了，再继续。当然也不要总停留在这一块，如果发现总是背不住，那就

说明你在基础阶段的教材没看透，强化一阶段的熟读没达标。背诵遍数要求达到 2遍。 

  

3、冲刺阶段（11 月-考前） 

 

11月是第二轮背诵，着重背诵第一轮背诵中的重难点，仍旧以框架为纲。但这时就要辅助

练习题目了，练习套题，按规定时间完成。不要因为你感觉写不出什么或者写不完就不练

题，不练题的结果最后一定是上了考场背的再好也输得很惨。刚开始练的时候很难过，凡

事都有第一次，练着练着就习惯了做题顺序和时间分配。 

  

12月份政治的背诵量提上来了，给专业课留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了，这时背诵就要放在之前

不太熟练的生僻点上，因为重难点已经背诵过了，要相信自己已经记住了。在临阵前背诵

偏僻知识点是防止题目出偏。比如 16年北师就考过定县实验的名词解释，即使是在孙培青

老师的《中国教育史》中都只是个带星号的附带解释而已。。。。。然而它就是考了，但

你只要复习到了晏阳初的人物介绍和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就能明白其实它考的就是乡村教

育理论。 

  

最后还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要自己划重点！！！要抱着没有重点都是考点的心态，

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遗漏！！！！！ 

  

4、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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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初试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但在看到北师的复试名单后仍有一种担心焦虑的感觉，

因为分数相差不大，且我的专业的复试比例今年升到最高，17取 6，刷人的比例是非常高

的。阅读本专业的相关书籍，与教育学基础相关书籍，准备中英文自我介绍都是必须的，

还要研究本专业领域的导师论文，及时了解学术动态也能为复试加分。最终有惊无险，通

过努力坚持和充分的准备，自己也取得了复试第一的成绩，最终以初试复试双第一，总成

绩第一的成绩拿到了录取资格。 

 

5、公共课备考建议 

 

A 英语 

 

因为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英语，还在大学阶段辅修了英语的第二学位，所以对英语的复习相

对轻松一些。4-12月份考试不结束就不要结束背单词，但背不是从单词书上背，而是从真

题文章中背。且对于考研英语，真题是永远的王道，研究几遍都不嫌多。为大家推荐几个

课程我当时的课程与参考书，朱伟的《恋恋有词》、王江涛的《高分写作》、李旭的阅读

课、何凯文的长难句课。 

  

B 政治 

 

政治过早复习确实记不住，因为与考试前后的时事热点联系很紧密。所以 10月份着手最

佳，选择题推荐肖秀荣的《1000题》，做一遍研究一遍。题是用来研究的，只有研究过的

题才对自己有价值，不然只能是过眼云烟。推荐阮晔的马原，徐涛和蒋中挺的毛中特，刘

源泉的史纲，张云天的思修。12月拿出背专业课的劲头来复习大题，上考场就不会出现没

话可写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