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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专业（专科） 

《教育政策法规》 

自学考试课程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教育政策与法规》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专业（专科）课程计划中的专业

基础课，是该专业的必修课程和必考课程。该课程全面介绍了小学教育政策与法规的基本内

容、制定的依据、实施的过程、现实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的对策，重点阐述了国家依法

治教、 学校依法治校、教师依法执教等问题。对于小学教育专业的在校学生、在职小学教

师、广大小学教育管理者了解教育政策与法规，正确落实教育政策与法规将大有帮助。本课

程的教学目的是：让考生掌握、理解教育政策、法规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论，理解和掌握现行

教育政策法规的基础知识，能够初步运用法律武器解决教育活动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依法从

事教育教学活动，同时学会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教育法治观念，提高运用相关政

策与法规知识和理论解决教育教学和学生管理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中应强调核心概

念、基本理论的理解，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引导学生掌握研读政策

法规的基本方法；引导学生加深知识理解和应用，形成专业视角与素养，形成学科认同，培

养初步的科研能力；能结合现实反思教育实践、敢于质疑现行教育政策、法规，并为教育的

发展建言献策。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1．掌握、理解教育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的本质与特点、功能与价值取向，教育政策的

制定、实施和评价；小学教育政策体系的形成过程和体系结构，以及我国现行小学教育基本

政策，包括小学教育质量政策、体制政策、经费政策和教师政策。 

2．比较全面、深入的掌握小学教育法规，在对教育法规概念、本质、特点与作用、教

育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教育法规的制定、实施、监督，以及我国教育法规体系结构进行系

统介绍的基础上，从国家、学校、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四个方面，分别把握如何依法治教、依

法治校、依法执教以及小学生权益保护和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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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帮助考生确立教育法律意识，从教育法律的视角透视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教育事件，

指导考生运用相关法律进行案例分析，使考生逐步树立依法执教的理念。 

4.力争能反思教育实践、质疑现行教育政策、法规，为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 

（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采用小学教育政策与法规“连体、分述” 式的框架结构:第一至第二章介绍教

育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的本质与特点、功能与价值取向，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价。第 

三章介绍小学教育政策体系的形成过程和体系结构，并且分别介绍我国现行小学教育基本政

策，包括小学教育质量政策、体制政策、经费政策和教师政策。第四至第十章介绍小学教育

法规，在对教育法规概念、本质、特点与作用、教育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教育法规的制定、

实施、监督，以及我国教育法规体系结构进行系统介绍的基础上，从国家、学校、小学教师

和小学生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如何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依法执教以及小学生权益保护和

教育管理。这一结构体系给师生的教学带来了方便，全面而适用。 

由于本门课程是一门既注重理论认识又注重实践应用的课程，因而要求学习者首先应

具备教育学、公共政策理论、法学原理的基础知识，宜在先修《教育学》、《教育政策学》、

《法学原理》的基础上来学习本课程。 

二、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小学教育政策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教育政策的本质与特点，教育政策的导向功能、协调功能和控制功

能；理解教育政策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价值中立和无涉的。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当协调政

策的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及其价值的关系，并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知道不同历史阶段小学

教育政策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价值选择，当代小学教育政策凸显出⺠主、平等、人本、优先的

价值取向。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各项政策的核心价值追

求；理解小学教育政策应进行合法性论证和检验，实现教育政策的合法化。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为什么要有教育政策 

一、政策与教育政策 

二、教育政策的本质与特点 

三、教育政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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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教育政策的价值系统 

二、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第三节  教育政策怎样获得合法性 

一、小学教育政策的合法性来源 

二、小学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途径 

三、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为什么要有教育政策 

一、政策与教育政策 

二、教育政策的本质与特点 

三、教育政策的功能 

第二节 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教育政策的价值系统 

二、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第三节 教育政策怎样获得合法性 

一、小学教育政策的合法性来源 

二、小学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途径 

四、考核要求 

（一）为什么要有教育政策 

1.识记：教育政策的含义。 

2.领会：（1）教育政策的本质与特点；（2）教育政策的功能。 

（二）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1.识记：（1）价值主体；（2）价值客体；（3）价值关系。 

2.领会：（1）教育政策的价值关系；（2）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三）教育政策怎样获得合法性 

领会：（1）小学教育政策的合法性来源；（2）小学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途径。 

第二章  小学教育政策过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教育政策是一个由制定、实施和评价构成的连续的动态过程，以实

现小学教育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和有效化；知道教育政策制定的构成模式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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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教育政策制定的程序包括技术性程序和制度性程序；理解教育政策实施的理论模式；

了解教育政策评价的相关问题。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教育政策如何制定 

一、小学教育政策问题的构成与认定 

二、教育政策制定的模式 

三、教育政策制定的程序 

  第二节 教育政策是怎样实施的 

一、教学政策实施的基本程序 

二、教育政策实施的理论模式 

三、小学教育政策失真与对策 

第三节 如何评价教育政策 

一、小学教育政策评价的内涵 

二、小学教育政策评价类型与价值准则 

三、小学教育政策的研究与创新 

三、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教育政策如何制定 

一、小学教育政策问题的构成与认定 

二、教育政策制定的模式 

三、教育政策制定的程序 

第二节 教育政策是怎样实施的 

一、教育政策实施的基本程序 

二、教育政策实施的理论模式 

三、小学教育政策失真与对策 

第三节 如何评价教育政策 

一、小学教育政策评价内涵 

二、小学教育政策评价类型与价值准则 

三、小学教育政策的研究与创新 

四、考核要求 

（一）教育政策如何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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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1）教育问题和教育政策问题；（2）教育政策问题的构成；（3）教育政策问题

的认定；（4）教育政策制定的构成模式；（5）教育政策制定的目标模式；（6）教育政策

方案选择与公布。 

2.领会：（1）教育政策制定的模式；（2）教育政策的程序；（3）教育政策方案设计与论

证。 

（二）教育政策是怎样实施的 

1.识记：（1）调试模式；（2）互动模式；（3）赛局模式；（4）循环模式。 

2.领会：（1）教育政策实施的基本程序；（2）教育政策实施的理论模式。 

3.应用：小学教育政策失真与解决的对策。 

（三）如何评价教育政策 

1.识记：（1）预测性评价；（2） 过程性评价 ；（3）结果性评价。 

1.领会：（1）政策评价与教育政策评价；（2）教育政策评价与教育政策分析；（3）小学

教育政策的研究与创新。  

第三章 小学教育政策体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小学教育政策发展阶段；理解教育政策体系；

理解小学教育政策在教育政策体系中的定位，明确我国小学教育的基本政策。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小学教育政策体系是怎样形成的 

一、小学教育政策体系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二、新中国小学教育政策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第二节  如何理解小学教育政策体系 

一、教育政策的层次结构 

二、教育政策的类型结构 

三、教育政策的形式结构 

四、小学教育政策在教育政策体系中的定位 

第三节  小学教育阶段有哪些基本政策 

一、小学教育任务和培养目标政策 

二、小学教育质量政策 



7 
 

三、小学教育体制政策 

四、小学教育经费政策 

五、小学教师政策 

三、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小学教育政策体系是怎样形成的 

一、小学教育政策体系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二、新中国小学教育政策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第二节  如何理解小学教育政策体系 

一、教育政策的层次结构 

二、教育政策的类型结构 

三、教育政策的形式结构 

四、小学教育政策在教育政策体系中的定位 

第三节  小学教育阶段有哪些基本政策 

一、小学教育任务和培养目标政策 

二、小学教育质量政策 

三、小学教育体制政策 

四、小学教育经费政策 

五、小学教师政策 

四、考核要求 

（一）小学教育政策体系是怎样形成的 

领会：（1）小学教育政策体系的产生和初步发展；（2）新中国小学教育政策体系的建立与

发展阶段。 

（二）如何理解小学教育政策体系 

1.识记：（1）教育纲领性政策；（2）教育基本政策；（3）教育具体政策；（4）鼓励性教

育政策；（5）规范性教育政策；（6）限制性教育政策。 

2.领会：（1）教育政策的层次结构；（2）教育政策的类型结构；（3）教育政策的形式结

构；（4）小学教育政策在教育政策体系中的定位。 

（三）小学教育阶段有哪些基本政策 

1.领会：（1）小学教育任务和培养目标政策；（2）小学教育质量政策；（3）小学教育体

制政策；（4）小学教育经费政策；（5）小学教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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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1）联系实际，阐述我国小学课程的基本政策；（2）联系实际，谈谈如何理解我

国小学教师的政策。 

第四章  小学教育法规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教育法规的概念；在理解教育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掌握小学教育法

律关系的含义、特点、构成要素、内容及其类型；明确小学教育法律责任的类型和构成要件，

在此基础上，知晓小学教育法律责任的承担。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小学教育法规是什么 

一、教育法律，法规与法治 

二、教育法规与教育政策、教育道德 

三、教育法规的本质与特点 

四、教育法规的作用 

 第二节 小学教育法律关系如何构成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 

二、小学教育法律关系的构成 

三、小学教育法律关系类型 

第三节  谁承担小学教育法律责任 

一、小学教育法律责任的概念 

二、小学教育法律责任的承担 

三、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小学教育法规是什么 

一、教育法律，法规与法治 

二、教育法规与教育政策、教育道德 

三、教育法规的本质与特点 

四、教育法规的作用 

第二节 小学教育法律关系如何构成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 

二、小学教育法律关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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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学教育法律关系类型 

第三节 谁承担小学教育法律责任 

一、小学教育法律责任的概念 

二、小学教育法律责任的承担 

四、考核要求 

（一）小学教育法规是什么 

1.识记：（1）教育法律含义；（2）教育法规含义；（3）教育法治含义。 

2.领会：（1）教育法规与教育政策的联系与区别；（2）教育法规与教育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3）教育法规的本质与特点；（4）教育法规的作用。 

（二）小学教育法律关系如何构成 

1.识记：（1）法律关系的含义；（2）法律关系的特点。 

2.领会：（1）小学教育法律关系的构成；（2）小学教育法律关系类型。 

（三）谁承担小学教育法律责任 

1.识记：（1）法律责任的含义；（2）小学教育法律责任的含义；（3）小学教育法律责任

的类型；（4）小学教育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2.领会：小学教育法律责任的承担。 

第五章 小学教育法治建设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国外小学教育立法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及我国现代教育立法的发展

历程和存在的问题；理解我国教育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明确教育法规的效力；知道我国教

育法律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教育法律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教育法治监督、国家司法机

关的教育法治监督和社会监督等。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如何进行小学教育立法 

一、国内外小学立法进程 

二、教育立法体制 

三、教育立法程序 

第二节  小学教育法规如何实施 

一、教育法规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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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执法 

三、教育司法 

四、教育守法与违法 

五、教育法律救济 

第三节  谁负责小学教育法律监督 

一、国家权力机关的教育法治监督 

二、国家行政机关的教育法治监督 

三、国家司法机关的教育法治监督 

四、社会监督 

三、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如何进行小学教育立法 

一、国内外小学立法进程 

二、教育立法体制 

三、教育立法程序 

第二节  小学教育法规如何实施 

一、国内外小学立法进程 

二、教育立法体制 

三、教育立法程序 

第三节  谁负责小学教育法律监督 

一、国家权力机关的教育法治监督 

二、国家行政机关的教育法治监督 

三、国家司法机关的教育法治监督 

四、社会监督 

四、考核要求 

（一）如何进行小学教育立法 

1.识记：（1）教育立法体制概念；（2）教育立法程序概念。 

2.领会：（1）国外小学教育立法三个阶段；（2）我国小学教育立法进程；（3）教育立法

程序。 

（二）小学教育法规如何实施 

1.识记：（1）教育执法的概念；（2）教育司法的概念；（3）教育守法与违法的概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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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律救济的概念。 

2.领会：（1）教育法规的效力；（2）教育执法的原则和形式；（3）教育司法的原则和形

式；（4）教育法律救济的特点；（5）教育法律救济的主要途径。 

3.应用：结合案例分析如何应用教育法律救济。 

（三）谁负责小学教育法律监督 

1.识记：教育法律监督的含义。 

2.领会：（1）国家权力机关的教育法治监督；（2）国家行政机关的教育法治监督；（3）

国家司法机关的教育法治监督；（4）社会监督。 

第六章  小学教育法规体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宪法》、教育基本法、教育单行法及相关的教育行政法规等是小

学教育法规的法源；了解我国教育法规纵向体系和横向关系；知道我国教育法规的主要内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小学教育法规的法源及法律地位是什么 

一、 小学教育法规的法源 

二、 小学教育法规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如何把握小学教育法规体系 

一、小学教育法规体系的纵向结构 

二、小学教育法规体系的横向结构 

第三节  小学教育法规的内容与特点是什么 

一、 小学教育法规的主要内容 

二、我国小学教育法规的基本特点 

三、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小学教育法规的法源及法律地位是什么 

一、 小学教育法规的法源 

二、 小学教育法规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如何把握小学教育法规体系 

一、小学教育法规体系的纵向结构 

二、小学教育法规体系的横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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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小学教育法规的内容与特点是什么 

一、 小学教育法规的主要内容 

二、我国小学教育法规的基本特点 

四、考核要求 

（一）小学教育法规的法源及法律地位是什么 

领会：（1）小学教育法规的法源；（2）小学教育法规的法律地位。 

（二）如何把握小学教育法规体系 

领会：（1）小学教育法规体系的纵向结构；（2）小学教育法规体系的横向结构。 

（三）小学教育法规的内容与特点是什么 

1.领会：（1）小学教育法规的内容；（2）我国小学教育法规的基本特点。 

2.应用：结合实际分析《义务教育法》的相关案例。 

第七章 国家：依法治教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小学教育作为义务教育具有的特点；知道小学教育的基本原则；

了解我国教育经费体制；理解我国教育行政机关及教育行政行为；了解教育行政执法的含义。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小学教育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一、小学教育的法律性质 

二、小学教育的学制 

三、小学教育的基本原则 

四、小学教育投入与条件保证的法律规定 

五、小学教育的社会责任与参与 

第二节  如何进行小学教育行政管理 

一、小学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二、教育行政行为 

三、教育行政执法 

第三节  教育行政机关有哪些法律责任 

一、教育行政机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教育行政侵权与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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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小学教育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一、小学教育的法律性质 

二、小学教育的学制 

三、小学教育的基本原则 

四、小学教育投入与条件保证的法律规定 

五、小学教育的社会责任与参与 

第二节  如何进行小学教育行政管理 

一、小学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二、教育行政行为 

三、教育行政执法 

第三节  教育行政机关有哪些法律责任 

一、教育行政机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教育行政侵权与赔偿责任 

四、考核要求 

（一）小学教育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1.识记：（1）小学教育的法律性质；（2）小学教育的学制。 

2.领会：（1）小学教育的基本原则；（2）我国教育经费筹措体制的基本框架；（3）小学

教育的社会责任与参与。 

（二）如何进行小学教育行政管理 

1.识记：（1）小学教育行政管理概念；（2）教育行政行为概念；（3）教育行政执法概念。 

2.领会：（1）教育行政机关的权力；（2）具体的教育行政行为；（3）教育行政执法原则；

（4）教育行政执法的分类。 

（三）教育行政机关有哪些法律责任 

领会：（1）教育行政机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教育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3）教育

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 

  第八章 学校：依法治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学校的法律关系及其举办的条件；掌握学校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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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依法进行学校管理。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学校的法律关系及其举办的条件 

一、学校的法律关系 

二、学校举办的条件与程序 

第二节  学校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一、学校的基本权利 

二、学校的基本义务 

三、学校、家庭与社会 

第三节  如何依法进行学校管理 

一、依法治校的总体要求 

二、依法治校的主要内容 

三、小学的管理体制 

四、小学的制度建设 

三、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学校的法律关系及其举办的条件 

一、学校的法律关系 

二、学校举办的条件与程序 

第二节  学校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一、学校的基本权利 

二、学校的基本义务 

三、学校、家庭与社会 

第三节  如何依法进行学校管理 

一、依法治校的总体要求 

二、依法治校的主要内容 

三、小学的管理体制 

四、小学的制度建设 

四、考核要求 

（一）学校的法律关系及其举办的条件 

1.识记：学校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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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会：学校举办的条件。 

（二）学校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领会：（1）学校的基本权利；（2）学校的基本义务。 

（三）如何依法进行学校管理 

1.识记：学校管理体制含义 

2.领会：（1）依法治校的主要内容；（2）制定规章制度的要求。 

3.应用：结合案例分析如何依法进行学校管理。 

第九章 小学教师：依法执教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小学教师的职业性质、法律地位和资格要求；知道小学教师的权利

和义务；理解教师聘用制；了解教师奖励制度和教师的申诉制度与权益保护。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小学教师是专业人员吗 

一、小学教师的职业性质 

二、小学教师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如何获得小学教师资格 

一、教师资格制度 

二、小学教师的培养和培训 

    第三节  小学教师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一、小学教师的基本权利 

二、小学教师的基本义务 

三、小学教师权利与义务的保障机制 

         第四节  怎样进行小学教师职称评审与聘任 

一、小学教师职称（职务）制度     

二、小学教师职称（职务）评审标准 

三、小学教师职称（职务）评审 

四、小学教师聘任制度 

     第五节  如何依法进行小学教师管理 

一、小学教师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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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教师奖励制度 

三、小学教师申诉制度与权益保护 

三、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小学教师是专业人员吗 

一、小学教师的职业性质 

二、小学教师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如何获得小学教师资格 

一、教师资格制度 

二、小学教师的培养和培训 

第三节  小学教师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一、小学教师的基本权利 

二、小学教师的基本义务 

三、小学教师权利与义务的保障机制 

第四节  怎样进行小学教师职称评审与聘任 

一、小学教师职称（职务）制度     

二、小学教师职称（职务）评审标准 

三、小学教师职称（职务）评审 

四、小学教师聘任制度 

第五节  如何依法进行小学教师管理 

一、小学教师考核制度     

二、小学教师奖励制度 

三、小学教师申诉制度与权益保护 

四、考核要求 

（一）小学教师是专业人员吗 

1.识记：教师的含义。 

2.领会：小学教师的法律地位认定。 

（二）如何获得小学教师资格 

1.识记：教师的分类 

2.领会：（1）关于小学教师资格的规定；（2）小学教师的培养与培训。 

（三）小学教师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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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1）小学教师的基本权利；（2）小学教师的基本义务。 

（四）怎样进行小学教师职称评审与聘任 

识记：小学教师聘任的主要形式。 

（五）如何依法进行小学教师管理 

1.识记：（1）教师考核的内容；（2）教师考核的原则；（3）教师申诉的程序。 

2.领会：（1）教师奖励制度；（2）小学教师申诉制度。 

3.应用：结合实际分析如何依法进行小学教师管理。 

第十章 小学生：权益保护与教育管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学生在教育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及履行的义务；明确学校对学生的管

理权限；知道未成年人需要得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保护。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小学生的法律地位是什么 

一、小学生的法律概念 

二、小学生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小学生有哪些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小学生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二、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 

             第三节  怎样依法对小学生进行教育管理 

一、学籍管理 

二、小学生日常行为管理 

三、小学生教育活动管理 

四、小学生法定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五、受教育者的申诉制度 

三、考核知识点 

第一节  小学生的法律地位是什么 

一、小学生的法律概念 

二、小学生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小学生有哪些基本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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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生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二、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 

第三节  怎样依法对小学生进行教育管理 

一、学籍管理 

二、小学生日常行为管理 

三、小学生教育活动管理 

四、小学生法定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五、受教育者的申诉制度 

四、考核要求 

（一）小学生的法律地位是什么 

1.识记：小学生的法律概念。 

2.领会：小学生的法律地位。 

（二）小学生有哪些基本权利和义务 

1.识记：未成年人的保护方式。 

2.领会：小学生有哪些基本权利和义务。 

3.应用：关于小学生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案例分析。 

（三）怎样依法对小学生进行教育管理 

1.识记：小学生教育管理的含义。 

2.领会：（1）学籍管理的内容；（2）小学生教育活动管理；（3）受教育者的申诉程序。 

3.应用：受教育者的申诉案例分析。 

三、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为了使本大纲的规定能在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考试命题中得到切实的贯彻和落实，特

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并提出具体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小学教育专业（专科）自学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

的特点而确定的。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本门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本门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可以作为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进行

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自学者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也是进行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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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与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大纲的具体化，教材的内容是对

大纲规定的内容的具体而系统的阐述。教材是学习者学习和社会助学的主要材料依据，是学

习者掌握本门课程知识的基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

展与发挥。 

本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凡是大纲所规定的内容和所要考核的知识

点，教材都作了系统和全面的阐释。教材比大纲详尽，大纲比教材扼要。由于知识的系统性

和理论体系表达的需要，教材内容有时超出大纲规定的范围，常常不在考核范围之内。 

（三）关于自学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学习教材： 

阮成武主编，《小学教育政策与法规》（第 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6

月。 

推荐参考书： 

1.孙绵涛,黄崴著，《教育政策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2.袁振国著，《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2011》，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3.蔡连玉著，《教育政策与法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本专业的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基本要

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知识点构成了课程

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试知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

的主要内容。 

本课程共 4个学分。 

为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现根据学习者

情况就自学方法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1．全面系统地学习课程内容 

对于一门课程的学习要想取得好的成绩，根本的一条就是全面系统地学习课程内容，掌

握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握基本方法。本课程采用小学教育政策与法规“连体、

分述” 式的框架结构:第一至第二章介绍教育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的本质与特点、功能与价

值取向，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价。第三章介绍小学教育政策体系的形成过程和体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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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并且分别介绍我国现行小学教育基本政策，包括小学教育质量政策、体制政策、经费政

策和教师政策。第四至第十章介绍小学教育法规，在对教育法规概念、本质、特点与作用、

教育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教育法规的制定、实施、监督，以及我国教育法规体系结构进行

系统介绍的基础上，从国家、学校、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如何依法治教、

依法治校、依法执教以及小学生权益保护和教育管理。知识范围较广，也有一定深度。考生

在学习本门课程时，首先要从总体上把握其内容框架，弄清楚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全面

系统地学习各章节，识记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初步掌握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再对所学

知识进行系统化和概括，从知识点、知识块到知识体系深入领会和掌握。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本课程阐述的内容来源于教育政策与法规实践，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密切相关。考生

应善于把教育政策与法规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自己接触、了解到的教育政策与法规现象

和自己的本职工作联系起来学习。从教育政策法规现象认识教育政策法规的实质问题，把现

象问题用教育政策与法规的知识加以提升和系统化，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教材的内容，

提高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学会科学地学习 

本课程在体例设计上，注重教材内容与呈现方式的创新。在教材内容上，各章章前均以

小学教育的现实问题为焦点，用典型案例切入，引出小学教育政策与法规的系统知识、原理；

章中穿插适当的“小资料”“案例库” 栏目；章后进行总结和拓展，引领学习者进一步学

习研究和拓展深化。在呈现方式上，各章通过二维码链接相关政策、法规，以帮助学习者全

面、深入地把握小学教育阶段的政策与法规。考生应根据自己在职、业余等特点，善于利用

时间，用零散的时间学习个别知识点、个别概念，在集中的时间系统综合地学习大块教材内

容，消化和理解教材，应用已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一些教育政策与法规问题。应先阅读大纲，

抓住重点、要点，而后系统地学习教材。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制定全年、

学期计划，还要制定分阶段的单元学习计划，按部就班地学习。 

（五）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钻研指定教材，参考推荐书

籍，对考生进行有效的指导，把握正确的助学导向，避免考生走弯路。 

2．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能力培养的关系。引导学生将识记、领会和应用联

系起来，把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转化为应用能力。在全面辅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论的基础上，

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学能力，使他们“学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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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课程和知识是有系统的和有逻辑的，这就是它们的

内在联系，重点内容就是这个逻辑的轴线和各个关节点；一般内容就是围绕这个轴线的关节

点的分枝和细节。着眼点是关节点和轴线，但要从分枝和细节下手，这样去掌握知识的整个

系统。社会助学者应指导考生在掌握全部考试内容和考核知识点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并把重

点学习同兼顾一般结合起来，切勿孤立地抓重点，把自学应考者引向猜题押题的偏途。 

4．社会助学者在指导学习者应考时应注意课堂集中辅导和课后实践引导相结合。本课

程的课堂集中辅导时间应予充分保证，一般不得少于 36个学时。 

（六）对考核内容和考核目标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源于考核的内容。课程上各章的内容均

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

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

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三个个认知（或叫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三个能力层次是等级递进关系，由低到高依次是：识记；领会；应用。各能力层次

的含义是： 

识记：要求考生知道本课程中的名词、概念、原理、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表述

或识别。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

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中的知识

点，综合分析和解决理论和实际问题。 

（七）关于试卷结构及考试的有关说明 

1．本课程的考试采用笔试闭卷方式，时间为 120分钟。60分为及格线。考试时史允许

带钢笔或圆珠笔、2B 铅笔、橡皮。 

2．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核的内容。

考试命题覆盖到章，并适当考虑课程重点、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面。 

3．命制的试题中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

规定的相应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自学者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是

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出与基本要求不符的偏题或怪题。 

4．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 20%，领会占 30%，简单

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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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试题要合理安排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和难四个

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易占 20%；较易占 30%；较难占 30%，

难占 20%。 

6．本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

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