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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知识·教综

破解案例分析题的方法可归纳为“三知与四步”：

“三知”就是:知情、知点、知规则。知情，即考生明白案例反映的问题；知点，就是考

生明白考查的知识点；知规则，即考生明白如何利用知识点所反映出来的规则分析解决该问

题。“三知”是解题的基础，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闪失，考生只有确信自己理解了案例的

内容是什么，知识点是什么，要考的问题是什么，才能正确找到解题的对策。

“四步”就是破解案例分析题的四个具体步骤:看点、审题、找规则、答题。

第一步：看点。就是看题干最后提出的问题，弄清考什么。在审题之前，考生不妨先看

看提问，了解考的是哪一个知识点，属于哪种题型等。经验表明，带着问题审题的效果比直

接审题更好。找准考点是解题和得分的关键。对于判分者而言，考点就是得分点，见一个考

点给一次分。而对考生来说，考点就好比灯塔，有了灯塔就有了解题的方向，少一个或错一

个考点就意味着少一个得分点。看点，重在准确、明晰。

第二步：审题。认真而仔细的审题是至关重要的。审题可逐字逐句地阅读，也可同时画

出关键词，即在与提问有关的词下面画线，标明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发生、发展、结

果等。对于较为复杂的材料，也可以提炼出一个简要的“案情”或“关系图”，以帮助全面、准

确地掌握材料重点，防止遗漏。审题，重在快速、全面、准确和理解。

第三步：找规则。考生在审题后应根据题干所提出的问题和给定的材料，思考所要考查

的知识点，回忆有关教育理论的概念或原理。有必要的话，可将有关知识点或原理列在稿上。

教育科学原理是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与人们的成见或习惯往往存在差异，因

此考生千万不要想当然。成见本身就是陷阱，命题者经常利用考生的成见或习惯设计陷阱，

一旦考生考虑不周到，绕不过题弯就必然落入陷阱。

第四步：答题。答题就是事实与教育理论的有机契合，是考生解决问题能力的体现。答

题可分为三步—先组织解答提纲，再确定解答方式，最后落笔成文。组织解答提纲，即根据

问题、材料、有关知识点和教育理论，逐一列出其解答要点，不要遗漏。答题做到完整准确、

简明扼要。判题工作量大，判题者的主要工作就是找点，考生只要答到“点”即可，无须展开

和赘述。此外，行文应尽可能多用专业语言和教育理论语言，书写尽量整洁明了。术语是同

行沟通的桥梁，如果考生缺乏用术语的意识或书写不清，就容易错题失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