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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考试

教育专业大类专业综合基础理论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教育专业大类专业综合科目基础理论考试是为江苏省普通

高校招收教育类专业大类的“专转本”学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

质的全省统一考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在高

职（专科）阶段相关专业知识、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掌握水平。考

试评价的标准是报考该专业大类的高职（专科）优秀毕业生应能

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普通本科院校择优选拔，

确保招生质量。

二、适用专业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体育教育（师范）（040201）、学前教育（师

范）（040106）、小学教育（师范）（040107）、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040203）。

三、命题原则

1.通用性原则：考试大纲依据普通本科院校专业大类应用型

技能型人才培养对共性专业基础知识与操作技能的要求，根据教

育部颁布的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归纳和提炼专业大类必

备的核心专业知识、技能和素养，涵盖相关行业技术领域必备的

知识与技能。

2.基础性原则：考试大纲以教育学专业基础知识和能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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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查内容，注重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

掌握情况，理论联系实际，突出知行合一，促进学习者综合素质

与能力的提升。

3.科学性原则：考试大纲符合考生的认识水平、认知规律和

发展要求，试题内容力求科学、规范，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和必

要的区分度，能够真实、准确地检测出学生掌握专业理论水平。

四、考查内容

（一）课程 A：心理学

【考查目标】

1.理解和掌握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主要方法。

2.了解和识记心理发展的过程、影响因素及其教育应用。

3.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过程

中的各种现象与实际问题。

【考查内容】

1心理学概述

1.1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1.2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及应用

1.3 主要的心理学流派

1.3.1 构造主义心理学

1.3.2 行为主义心理学

1.3.3 精神分析

1.3.4 人本主义心理学

2 心理和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2.1 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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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脑皮层及机能

2.3 脑机能学说

3 注意

3.1 注意概述

3.1.1 注意的含义

3.1.2 注意的功能

3.1.3 注意的种类

3.2 注意的生理机制和外部表现

3.2.1 注意的生理机制

3.2.2 注意的外部表现

3.3 注意的品质及应用

3.3.1 注意广度

3.3.2 注意稳定性

3.3.3 注意分配

3.3.4 注意转移

4 感觉与知觉

4.1 感觉

4.1.1 感觉的含义

4.1.2 感觉的种类

4.1.3 感觉现象

4.2 知觉

4.2.1知觉概述

4.2.2知觉特性:理解性、整体性、选择性、恒常性

4.2.3知觉的信息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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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错觉

5 记忆

5.1记忆概述

5.1.1记忆的含义

5.1.2记忆的过程

5.1.3记忆的种类

5.2感觉记忆

5.2.1感觉记忆的含义

5.2.2感觉记忆的特征

5.3短时记忆

5.3.1短时记忆的含义

5.3.2短时记忆信息的存储与提取

5.3.3短时记忆的特征

5.4长时记忆

5.4.1长时记忆的含义

5.4.2长时记忆的信息存储与提取

5.4.3长时记忆的特征

5.5遗忘

5.5.1遗忘的含义

5.5.2遗忘曲线

5.5.3遗忘理论

5.5.4影响遗忘的因素及教育应用

6 思维

6.1思维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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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思维的含义

6.1.2思维的特征

6.1.3思维的种类

6.1.4思维的过程

6.2概念

6.2.1概念的含义

6.2.2概念的种类

6.2.3概念的形成

6.2.4概念的掌握

6.3判断

6.3.1判断的含义

6.3.2判断的种类

6.4推理

6.4.1推理的含义

6.4.2推理的种类

6.5问题解决及应用

6.5.1问题解决的含义

6.5.2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

6.5.3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与策略

6.6创造性思维

6.6.1创造性思维的含义

6.6.2创造性思维的特征

6.6.3创造性思维的基本过程

6.6.4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因素及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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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象与想象

7.1表象

7.1.1表象的含义

7.1.2表象的特征

7.1.3表象的种类

7.2 想象

7.2.1想象的含义

7.2.2想象的种类

7.2.3想象的功能

7.2.4想象的培养

8言语

8.1言语的含义

8.2言语的功能

8.3言语的种类

9 情绪和情感

9.1情绪和情感的概述

9.2情绪和情感的种类

9.3情绪和情感的发展与教育

10动机、需要和意志

10.1动机

10.1.1动机的含义

10.1.2动机的功能

10.1.3生理动机和社会动机

10.2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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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需要的含义

10.2.2需要的种类

10.2.3需要层次理论

10.3意志

10.3.1意志的含义

10.3.2 意志的特征

10.3.3意志行动过程

10.3.4意志行动中的动机冲突

10.3.5 意志的品质与培养

11 个性心理特征

11.1能力

11.1.1能力概述

11.1.2能力的种类和结构

11.1.3智力发展的差异

11.1.3.1智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11.1.3.2智力发展的差异性

11.1.3.3智力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教育

11.2气质

11.2.1气质的含义

11.2.2气质的类型

11.3性格

11.3.1性格的含义

11.3.2性格的特征

11.3.3性格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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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性格与气质的关系

12学习心理

12.1学习的含义与作用

12.2学习的分类

12.2.1加涅的学习水平分类

12.2.2奥苏泊尔的学习性质分类

12.3 学习理论及应用

12.3.1学习的联结理论及应用

12.3.2学习的认知理论及应用

12.3.3学习的建构理论及应用

12.3.4学习的人本理论及应用

12.4学习动机

12.4.1学习动机的含义、类型及作用

12.4.2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

12.5知识的学习

12.5.1陈述性知识的学习

12.5.2程序性知识的学习

12.6学习的迁移

13发展心理

13.1发展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13.1.1发展心理学的理论

13.1.2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3.2胎儿的生理—心理发展

13.2.1胎儿神经生理和心理机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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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胎儿生理—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

13.3婴儿的心理发展

13.3.1婴儿认知的发展

13.3.2婴儿言语的发展

13.3.3婴儿情绪、社会性发展

13.4幼儿的心理发展

13.4.1幼儿的游戏

13.4.2幼儿言语的发展

13.4.3幼儿认知的发展

13.4.4幼儿个性的初步形成和社会性的发展

13.5小学儿童的心理发展

13.5.1小学儿童的学习

13.5.2小学儿童思维的发展

13.5.3小学儿童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

13.5.4小学儿童品德的发展

13.6青少年的心理发展

13.6.1青少年身心的发展

13.6.2青少年思维的发展

13.6.3青少年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

13.7 特殊需要儿童儿童的心理特点

13.7.1孤独症儿童的心理特点

13.7.2 智力弱后儿童的心理特点

13.7.3 肢残儿童的心理特点

13.7.4 感官残疾儿童的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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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 B：教育学

【考查目标】

1.准确识记教育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现代

教育观念。

2.正确理解教学、德育、管理等教育活动的任务、过程、原

则和方法。

3.能够运用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能

够针对我国基础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和探索。

【考查内容】

1教育与教育学

1.1教育的本质

1.2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1.3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2教育与社会发展

2.1教育的社会制约性

2.1.1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

2.1.2政治对教育的制约

2.1.3文化对教育的制约

2.2教育的社会功能

2.2.1教育的经济功能

2.2.2教育的政治功能

2.2.3教育的文化功能

2.3教育与现代化

3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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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的身心发展及其规律

3.1.1人的身心发展的内涵与特点

3.1.2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

3.2人的身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3.3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

4教育目的

4.1教育目的的概述

4.1.1教育目的的内涵与意义

4.1.2教育目的的层次结构和内容结构

4.1.3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

4.2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4.3我国的教育目的

4.3.1我国教育目的的理论表述

4.3.2我国的全面发展教育

5教育制度

5.1教育制度的概述

5.1.1教育制度的含义与特点

5.1.2制约教育制度的社会因素

5.2现代学校教育制度

5.2.1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概念

5.2.2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类型

5.2.3现代学制的改革与发展

5.3我国的学校教育制度

5.3.1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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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我国现行学制

6教师与学生

6.1教师概述

6.1.1教师的地位、权利与义务

6.1.2教师的职责、角色、劳动特点

6.2教师专业发展

6.2.1教师的专业素养结构

6.2.2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与方法

6.3学生概述

6.3.1学生的基本属性

6.3.2学生的社会地位

6.3.3师生关系

7课程

7.1课程概述

7.1.1课程的内涵

7.1.2课程的分类

7.1.3课程的文本

7.2课程的组织与实施

7.2.1课程目标

7.2.2课程内容

7.2.3课程实施

7.2.4课程评价

7.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7.3.1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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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世界各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趋势

8教学

8.1教学概述

8.2教学过程

8.2.1教学过程的概述

8.2.2教学过程中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8.3教学原则

8.3.1教学原则的概念及确立依据

8.3.2我国常用的教学原则

8.4教学方法

8.4.1教学方法的概念及意义

8.4.2我国常用的教学方法

8.4.3教学方法选择的依据

8.5教学组织形式

8.5.1教学组织形式概述

8.5.2班级授课制

8.5.3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

8.6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8.6.1备课

8.6.2上课

8.6.3学业成绩的检查与评定

9德育

9.1德育的概念与意义

9.2品德发展规律与德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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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德育原则

9.4德育途径

9.5德育方法

10班级管理

10.1 班级管理的概念

10.2 班级管理的几种模式

10.3班集体的形成与培养

10.4班主任与班级管理

五、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

（二）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专业综合基础理论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

（三）试卷内容结构

（1）课程 A 心理学约 50%

（2）课程 B 教育学约 50%

（四）试卷题型结构

题型 题量、分值 占比

单选题 约 30小题，每小题 2分 约 40%

判断题 约 10小题，每小题 2分 约 13%

简答题 约 4小题，每小题 10分 约 27%

材料分析题 约 1小题，每小题 15分 约 10%

论述题 约 1小题，每小题 15分 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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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卷难度结构

较易题约占 30%，中等难度题约占 50%，较难题约占 20%。

六、其他

本大纲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本大纲自 2022年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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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考试

教育专业大类专业综合操作技能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教育专业大类专业综合科目操作技能考试是为江苏省普通

高校招收教育专业大类的“专转本”学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

的全省统一考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在高职

（专科）阶段相关专业操作技能的掌握水平。考试评价的标准是

报考该专业大类的高职（专科）优秀毕业生应能达到的及格或及

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普通本科院校择优选拔，确保招生质量。

二、适用专业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体育教育（师范）（040201）、学前教育（师

范）（040106）、小学教育（师范）（040107）、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040203）。

三、命题原则

1.科学性原则：命题力求科学、规范，应有较高的信度、效

度和必要的区分度，能够真实、有效地检测出学生掌握专业操作

技能的水平。

2.通用性原则：命题依据普通本科院校教育大类人才培养对

共性操作技能的要求，归纳和提炼教育专业大类必备的核心专业

技能。

3.基础性原则：命题以专业基本操作技能为主要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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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考查学生对基本专业操作技能的掌握情况，理论联系实际，

突出知行合一。

四、考查内容

（一）技能一：汉字书写

【考查目标】

汉字书写技能的考查要求考生认识到书写技能在日常生活

中的重要性和普适性，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汉

字书写的内涵与规律。汉字书写技能的考查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

面：

1.书写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2.笔法运用准确，行笔流畅，点画间富有变化；

3.结构严谨、设计合理、姿态生动；

4.章法得当、布局合理。

【考查内容】

考生按照统一的书写内容要求完成书写。

1.形式要求：钢笔字书写，写规范字、简化字，无需加标点；

2.字体要求：楷书；

3.工具要求：钢笔、中性笔等一般书写工具，不得使用翘头

美工笔等特殊书写工具；统一使用黑色墨水。

（二）技能二：语言表达

【考查目标】

1.热爱祖国语言，认真学习、积极贯彻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

方针政策，具有语言规范意识。具有必备的人文素养和健康的身

心，认识到得体的谈吐和优雅大方的体态能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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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氛围，对中小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了解普通话语音的发音原理，熟悉普通话语音的基本 概

念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各项要求，为提高教师言语表达水平奠定

良好基础；

3.了解朗读、自我介绍、演讲、交谈等表达方式，具备一定

的朗读、自我介绍、演讲、交谈的能力；

4.对教师职业口语的概念、特征、形式和要求有一定的认识

和了解。

【考查内容】

1.自我介绍发言稿。能根据题目要求，在规定的情境中写一

段 2分钟左右的自我介绍发言稿。表达目的明确，内容重点突出，

结构完整。语言精练，用词准确；格式符合自我介绍规范，篇幅

长短符合时间要求。

2.演讲稿。能根据题目要求写一篇 3分钟左右的演讲稿。观

点鲜明，材料充分有说服力，条理清晰，语言精练，生动有感染

力。格式符合演讲稿规范，篇幅长短符合时间要求。

3.教育教学情境教师说话内容设计。能根据题目所提供 的

材料中的情境，设计在具体教育或教学情境中，教师的说话内容。

内容中心明确，条理清晰，语言通俗口语化。

（三）技能三： 教学（活动）设计

【考查目标】

1.了解教学（活动）设计的基本原则、依据和步骤；

2.教学材料处理恰当，教学目标明确，重难点突出；

3.能够合理选择教学方法设计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运用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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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法，达成学习目标；

4.能够有效运用教学媒体，创设教学情境，设计问题或练习，

进行科学评价。

【考查内容】

1.教学目标的确定和表述

考生需要在研读课程标准，理解课程目标的基础上分析所给

材料中的教学活动和认知层次，根据学生特点和活动要求明确教

学目标。

2.教学重难点的确定

考生要根据所给材料确定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3.教学方法的设计

考生要根据学科特点、学习者的特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环境等诸多因素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设计。

4.教学过程的设计

考生要根据不同的课型设计教学环节，明确每一环节的设计

意图，同时注意对教学环节的整体把握；要了解各种教学活动的

组织形式，并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学生的特点需要、活动的具

体类型设计适当的操作方式。

5.教学媒体设计

教学媒体分为传统教学媒体和现代教学媒体两大类。考生要

会设计科学的板书；选择合适的教具辅助教学；要会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优势，设计与之相应的教学活动，增强教学效果。

6.教学评价的设计

考生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考虑如何开展合理、有效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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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促进学生的学习。

五、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

（二）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专业综合操作技能满分 80分。考试时间 50分钟。

（三）试卷内容结构

（1）技能一 约 20%

（2）技能二 约 30%

（3）技能三 约 50%

（四）试卷题型结构

题型 题量、分值 占比

汉字书写 1小题，20分 约 20%

语言表达 1小题，20分 约 30%

教学设计 3小题，40分 约 50%

（五）试卷难度结构

较易题约占 30%，中等难度题约占 50%，较难题约占 20%。

六、其他

本大纲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本大纲自 2022年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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