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教育理论 学习计划

一、考试介绍

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是为我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选拔合格的毕业生以进入更高

层次学历教育的入学考试。考试分高中起点升成教专科、高中起点升成教本科和普通专科起点升

成教本科三个层次。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成人高等教育属国民教育系列，列入国家招

生计划，国家承认学历，参加全国招生统一考试，各省、自治区统一组织录取。

1.报考条件及对象

高中起点升专科、本科：应届和往届高中、中专、职高毕业生及同等学历者。

2.报考材料

（1）身份证明：身份证及相应复印件，如果身份证遗失，应及时到派出所办理带有本人照片的

户籍证明，同时标明身份证号码，并应迅速补办身份证，以不耽误考试。

（2）学历证明：本人最高学历的毕业证书原件及相应复印件，按照教育部规定，报考专科起点升

本科的考生，须持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文凭。

（3）工作单位证明：成人高校的某些专业对招生对象会有特殊的要求，如不少省对报考脱产专

业的考生，要求考生出具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报考医学专业要求出具对口单位证明等等，因此

考生如果选报这些有特殊要求的专业，一定要预先备好相关工作证明书。

3.考试科目、时间、形式

根据历年考试时间，预计 2024 年成人高考考试时间为 10 月 19 日、20 日

考试科目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满分 考试形式

教育理论 10 月20 日 9 ：00—11 ：30 150 以笔试的方式进 行

，为闭卷考试。

二、考情分析

考试科目 及格线 录取线

教育理论 90 以官方公布为准

1、教育学部分

1）理解和掌握教育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把握当前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问题。

2）识记教育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对教育学体系中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如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教育学的发展状况，教育的本质、职能和规律，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师和学生，教学理论和

实践，德育理论和实践，班主任工作，课外校外教育等有效全面准确的人数和理解。

3）能运用教育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教育的现实问题，具有分析和解决教育和教学实践

问题的初步能力。

2、心理学部分

1）理解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科学地认识各种心理现象，并掌握心理活动发

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

2）理解心理学基本概念理的内涵和外延；理解并掌握心理学研究的技能、能力、人格、社会态度

与行为、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等心理活动及心理特征的分类和基本规律。



3）运用心理学的概念、原理、理论基与方法，对教育教学工作及日常生活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

、辨别、解释和说明。

能够综合运用心理学理论与知识，分析当前学校教育教学及社会生活中心理学问题，并提出解决

问题的心理学依据与策略，具备分析与处理教育实践问题的能力。

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试卷总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试卷内容比例：

教育学50%，心理学50%。

试卷题型比例：

选择题32%。

辨析题16%

简答题32%

论述题20%

试题难易比例：

容易题约30%；

中等难度题约50%；

较难题约20%

试卷题型及分值：分为教育学部分和心理学部分，各75分

①教育学部分(75分)

选择题：1-12小题，每小题2分，共24分;

辨析题：13-14小题，每小题6分，共12分;

简答题：15-17小题，每小题8分，共24分;

论述题：18小题，15分。

②心理学部分(75分)

选择题：19-30小题，每小题2分，共24分;

辨析题：31-32小题，每小题6分，共12分;

简答题：33-35小题，每小题8分，共24分;

论述题：36小题，15分。

三、学习计划

1、 初期学习阶段

初期阶段计划表



时间/科目 教育理论

第一周 教育学-绪论，教育的本质、功能和基本规律

第二周 教育的目的、教育制度、教师与学生

第三周 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

第四周 德育理论与实践、班主任工作、课外校外教育

第五周 心理学-绪论、感觉和知觉、注意

第六周 记忆、思维和想象、情绪与意志、需要与动机

第七周 技能、能力、人格、品德

第八周 社会态度与行为、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

学习方法

1、利用网校视频进行学习，理解教材主要内容；

2、跟着精讲班老师精读教材，提纲挈领掌握教材重难点；

3、总结每科考点，易错点，结合网校老师讲解加强学习；

4、归纳、理顺知识点，形成知识体系。

备注：建议每天学习时间不低于 1 小时。



2、 中期学习阶段

中级阶段计划表

中期学习阶段（一）
5 月初—6 月底

学习内容 教育理论

课程班型 精讲班

学习方法

1、结合教材、笔记、等系统掌握考点；

2、深入研读教材，查缺补漏，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

3、注重各科主体知识的掌握。

中期学习阶段（二）
7 月初—8 月底

学习内容 教育理论真题练习

学习方法

1、强化考点，理解命题人的出题思路，学会快速准确解题；

2、通过历年真题练习做到全方位、多角度逐个攻破考点，通过真题和模拟
题了解考试中考点的命题角度和难度。

备注：建议每天学习时间不低于 1 小时。



3、冲刺学习阶段

冲刺阶段计划表

冲 刺

学 习

阶段
考前两个月（9 月初—考试）

学习

内容
考前直播

学习

方法

考前做一次系统背诵、梳理教材查漏补缺。

1 、对基础性知识简单温习，重点知识重点学习，至少保证一字一句 读一遍，以

免考试中因为一字之差判断失误，遗憾失分，因此需要考 生自行梳理框架，提升

复习的效率；

2 、考前做大量模拟卷，体验真实考试场景，强化训练；

3 、调整状态，每天坚持复习，确保以良好的状态参加考试。

备注：建议每天学习时间不低于 2 小时。

4、参加考试

1、准考证一定要带好并保管好；

2、认真安排考试事宜，及时参加考试；

3、按照要求沉着答题。

四、复习指导

1、要注意时间分配

成人高考考生复习时间少，就需要我们在制定学习计划时，将学习时间划分不同的阶段

，比如以考试大纲目录为学习节点，根据复习情况确定学习或者复习任务，并根据复习成果

合理调整学习计划以及方法。以使学习与考试相辅相成，有条不紊。

2、学习有所侧重，

需要重点倾斜与适当放手相结合。学习时间向那些弱势科目重点倾斜，对于优势学科

可以适当放手，但不可以完全放手。强科更强，弱科不弱才是最理想状态。

在学习过程中，不能一股劲的往前冲，要及时回头总结回顾，查缺补漏。通过各种模

拟测验来找出问题，及时掌握自己的知识盲点，并及时消灭之。整理错题本就是一个查缺补

漏的好方法。

要有超强执行力。学习计划的执行才是关键。需要每位考生在制定计划后风雨无阻地

执行下去，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适应。以不变应万变。

3、做题有针对性

在进行做题时，关键是要讲究方法，切记不要只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那样只会事倍功半

。正确的原则应该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增加做题的数量。所谓的注重质量，指的是“做一

道会一道”(注意不要急于看答案，一定要亲自做一下，只有这样才能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才

能真正有收获)。

五、最后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

一点一滴的积累才能汇聚成河流。各位学员需要参照上述学习计划，配合网校课程规划学习，

坚持复习备考，一定可以如愿考上心仪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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