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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education of full-time Master of education in China started late, and there are inevitably 

different degrees of problems among the elements of the training mode. It is imperative to optimize and reform the 

training mode of full-time Master of edu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mode of full-time Master of education 

and gradually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full-time Master of education, we should actively build a training system 

of "foundation + practice + reflection", deep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al teacher system training system,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full-time master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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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起步较晚，培养模式各要素之间难免存在多数不同程度的问题，优化与改革

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模式也势在必行。为使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模式更加完善，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质量得到

有效提升，应积极构建“基础+实践+反思”于一体的培养体系，深化落实双师制培养体系，切实推动全日制教

育硕士培养模式进一步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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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发展历程 

1.1.指导体系发展成熟 

1999 年 7 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成立全

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其工作宗旨是为了

对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

促进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推

动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和管理干部队伍的建设。第一届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成员，由顾明远教

授、叶澜教授、何艳茹教授、沈德立教授、裴娣娜教

授等 21 名教授组成。
[1]
同年 11 月 2 日，第一届全国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

京召开，大会宣告着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经过三年

的探索与发展，已经正式步入规范发展的阶段。次年

9 月，在福州召开了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报教育硕士培养新增试点单位

的检查情况、审定新增专业的培养方案、探讨了首批

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大纲修订、教材设计与选择、案

例教学、师资建设、毕业论文等问题。2001 年 4 月，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第一次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的 ，探讨了首批教育

硕士优秀毕业论文选取原则，最后选录 21 篇优秀论

文；同时探讨制定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

量的评估指标体系。2003 年 9 月，在昆明召开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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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会议

研究讨论了规范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与管理、科研

课题结题、教育培训、国际交流、行业自律等问题。
[2]
2006 年 2 月，“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

员会”进行换届，由钟秉林教授、叶澜教授、朱慕菊

副司长、宋永刚副司长、张斌贤教授等组成了第二届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出席换届大

会，并宣布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试点工作顺利完成，

转入正式发展阶段。2009年 9 月 15 日起，“全国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全国

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分设教育博士和教

育硕士两个委员会。2010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学位〔2010〕21 号文件审批同意了《全国教育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章程》。至此，全国教育专

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有了更为明确的职责

和使命。自 2010 年至今 20多年间，全国教育硕士培

养单位在国务院学位办、教指委的指导下，积极探索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模式，规范教育硕士培养与

管理的标准，提高社会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认知度，

营造有利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发展的良好环

境，探索符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规律的培养体系、

制定相应质量评价标准、保障体系和办学管理体制。 

1.2.招生对象与招生规模不断调整 

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队伍经历了不断

扩充、调整的过程。2009 年颁发的《关于做好全日制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工作的通知》，

决定增加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主要招收对象为

应届本科毕业生；除少数不适宜应届本科毕业生就读

的专业学位外，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设置的专

业学位，均可招收此类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015 年 4 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决定将教育硕

士的招生对象扩展到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人员及

管理人员。2019 年，教育部决定扩大全日制本硕士专

业学位的招生范围，招生对象开始转向，以应届本科

毕业生为主。至此，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范

围涵盖了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和管理人

员，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具有基础教育的教育教

学和管理人员，以及中等教育中具有技术职务的管理

人员。 

随着招生对象的扩充，教育硕士的招生人数也在

不断上涨。2009 年 3 月 11日教育部下发通知，计划

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5 万名，招生数占硕

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 11%。
[3]
自 2010 年至今，历年

出台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计划等文件表明，专业硕

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逐年增长。截至到 2016 年，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累计招生 25 万余人，超过 15 万人被

授予教育硕士学位，为基础教育输送了大批优秀教师

和教育管理人员，教育专业学位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

的专业学位类型之一。2018-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第八条中增加，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依据国家统一要求，执行相同的

政策和标准。
[4]
综上可知，我国教育硕士研究生专业

学位招生工作的发展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  

1.3.学科专业领域不断扩大 

为适应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教

育硕士学科专业领域的设置逐渐趋于完善。1997年学

科专业领域设立之初为保证培养质量，本着少而精的

原则，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仅设立了学科教学和教育管

理两个专业领域，其中学科教学含学科数学、语文、

政治、物理、化学、生物 6 个专业方向，各试点培养

单位在以上七个学科专业领域内组织申报，原则上每

个单位申报不超过三个专业方向。2001年新增学科音

乐、体育、美术三个专业方向；同年，第一届教指委

召开第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决定增加现代教育技术专

业，主要面向中小学信息教育教师。从 2002 年起，

先后增设了 4 个专业和 11 个专业方向；2004 年又进

一步增设了小学教育专业；截至 2005 从最初的 4 个

方向逐渐扩大到包含基础教育 12 门学科专业方向以

及教育管理、小学教育、现代教育技术三门专业，有

效的为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服务。2007 年，又增设

了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和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2010年

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专业领域又增设了特殊教育专

业和学前教育专业。到 2010 年为止，我国教育硕士

已经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体系，具体包括：教

育管理、学科教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特殊教育、现代教育技术、科学技术教育等 8

个专业和 19 个专业方向，基本满足基础教育教学的

需求。2010 年至今，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已进入平

稳发展阶段，更加专注于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优化与

完善，不断加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管理，致力于提

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质量。经过 25 年的探索，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己逐渐形成培养规模，并稳步向前

发展。 

2.优化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必要性 

通过 25 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硕士培养模式，在很

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小学教师和管理人员专业发展的

需要，提升了我国基础教育的教育质量；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得不冷静认真地思考教育硕士在培养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研究生教育

规模的快速发展，对研究生的综合素质的要求也日益

提高。作为高层次人才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教育硕

士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名具有深厚学识和高教

育教学能力的合格教师。教育硕士的教师职业胜任力

和学术能力的提升均需要真实的教育场景。然而，由

于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经验与准备的不足，使

得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当前我国各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

单位，大多采用“课程+实践+论文”分段式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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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用理论指导实践，但在现实实施过程中，由于时

间不足、教育实践落实不到位、课堂教学效果不佳、

课程体系设置失衡等问题，导致教育硕士培养成效达

不到预期的效果。其次是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实行双

导师制，是由理论导师和实践导师共同组成的导师指

导小组，理论导师负责教授理论知识和看顾教育硕士

各培养环节的执行情况，实践导师主要负责教育硕士

实践活动的指导，同时也要与实践导师一样，参与教

育硕士各环节的培养，并适时提出一些实践性的指导

意见。由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具有学科专业性、教育

专业性和实践情境性，因此，只有双导师制才能在交

友硕士的培养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但多数培养单

位双导师制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仍然存在着空有制

度不见形式的现象，在实际运行中亦存在着培养机制、

实践模式、支撑环境缺位等问题。
[5]
因此，优化全日

制教育硕士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3.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改革优化 

培养模式是存在于社会与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培

养模式的变革必须紧跟时代的脉搏，适应社会发展趋

势，明确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找准人

才培养的方式。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

视教育，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于高质量师资的需求。全

日制教育硕士作为未来基础教育师资队伍的补充力

量，应不断提升的知识素养与能力水平。因此，为提

升教育硕士从教能力、满足教育硕士教师专业发展、

缩短职前教师职业适应期，优化教育硕士培养模式已

势在必行。 

3.1.构建“基础+实践+反思”于一体的培养体
系 

构筑“基础+实践+反思”于一体的培养体系，是

为提高教育硕士培养成效，优化教育硕士培养模式，

提升教育硕士的职业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反思能力

等开辟的新路径。
[6]
“基础+实践+反思”于一体的培

养体系中，基础是指教育硕士作为未来教师应具备的

知识与技能，其中知识主要涵盖所教学科的知识、教

育学原理、教育心理学知识、教育法与基本法律常识

性知识以及人文地理等生活学习常识性知识等；而技

能主要指教育教学技能，涵盖教书能力、育人能力、

班级管理与组织能力、教学评价能力、沟通交流能力、

职业发展能力等。总而言之，“基础”是指全日制教

育硕士应该具备的教育学理论知识、学科专业知识、

通识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并用理论

指导实践，解决实际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所谓实践

是指培养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实践研究能力，在其培养

过程中要遵循目标清晰、学科差异、系统性、规范性

等原则，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融合，加强

实践性课程体系建设，建立稳定、高效的实践基地和

实践平台。
[7]
所谓反思是指：反思自己的教育实践和

教学行为，教育硕士要有意识地反思自己的教育实践

和教学行为，并主动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充分利用

各种资源，才能够为实现预期的目标而改变自己的教

学行为、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该培养体系在扎实的

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支撑下，进行教育教学和实践

活动，并对其教学行为和教学实际进行反思从而提高

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能力。 

3.2.深化落实双师制培养体系 

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模式旨在进一步深化教师

主体间的合作，建立健全双导师的培养制度，实现理

论与实践指导的深度融合。理论导师导师和实践导师

的关系正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然而长期以来，教育

硕士的理论导师与实践导师的合作只停留在制度层

面，并未真正落实，没有形成一个拥有较强指导能力

的导师合作共同体，没有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组织体

系，进而没有发挥导师领导小组对教育硕士的有效指

导，影响了教育硕士知识与能力的学习与提高。
[8]
因

此，为实现双导师制的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导师双

方的综合素质、个人能力以及双方的经常性的沟通交

流对导师间的主体合作至关重要。首先，理论导师应

增强对基础教育前沿知识、一线教师工作状况的了解

和研究，实践导师应加强对教育硕士培养过程、培养

目标、教育实践目标的理解，提升指导教育硕士的积

极性，进而提升指导能力，提高教育硕士的培养质量；

其次，两位导师要经常沟通与交流，分享个人工作经

验，加深导师双方的了解程度，相互磨合，找到共同

的教育目标与教育理念，共同建立研发一个有助于提

高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合作课题，合作研究课题不仅

加强了高校与基础教育学校的联系，也有助于导师个

人的发展，其充分激发了理论导师与实践导师指导教

育硕士的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理论导师、实践导师

和教育硕士的共同成长。[9] 

4.结论 

总之，在知识经济和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之下，

探索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新模式，培养大批富有创造

力的卓越教师成为新时期教育硕士培养单位的重要

使命。因此，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优化

和职业胜任力的培养也变得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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