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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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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全国 61 位专家和管理者访谈的文本内容，运用博易数据挖掘平台 DiVoMinerⓇ，对全

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内容编码和分析，研究发现存在的问题有：全日制教

育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质量总体不高；课程教学与基础教育存在脱节现象；培养目标定位不清、培
养体系学术化；案例教学实施、推广难度大，培养方案的院校特色彰显不足等。针对存在的问题，应

从政府及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与引导、高校完善内部质量保障监控体系、教师主动适应教

育硕士人才培养的需求三个方面出发，改进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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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于 2009
年正式实施，截至 2021 年 11 月，全国共有教

育硕士研究生实际招生院校 185 所，全日制教育

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呈现逐渐增长趋势（如图

1），招生人数累计 112 029 人[1]。

随着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发展规模的

不断扩大，其培养质量也愈加成为全国教指

委和各培养院校关注的重心。本研究选取教学

过程的维度，基于全国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

专家及管理者 61 人的访谈，运用博易数据挖

掘平台 DiVoMinerⓇ进行内容编码，分析全日制

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在此基

础上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
一、研究样本的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选取情况

本研究采用的访谈调查法，主要围绕培养

过程中六个核心要素（培养目标定位、培养体

系、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实践教学、案例教学），

就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解决策略进行访谈调查。
访谈提纲是在全国教指委组织的专家集体讨

论基础上确定的。访谈调查启动于 2017 年 5
月，分别抽取全国教指委委员 20 人和全日制教

育硕士研究生培养院校的各级管理者 41 人，总

计61 人。61 位访谈对象涉及 22 个省、直辖市

（湖北、河南、北京、黑龙江、辽宁、上海、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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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在校生人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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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测量变量的研究方法，将文本或其他形

式的符号进行编码、分类、语义判断及形成

可供统计分析之用的研究方法 [2]721- 724。本研

究借鉴内容分析法，运用博易数据挖掘平台

DiVoMinerⓇ，对 61 位专家和管理者的访谈内

容进行处理分析。具体研 究流 程如 下：一是

表 2 访谈对象个人情况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分类

职称

%
74.6
20.3
5.1

全国教指委委员

学校管理者

分类

职务

%
35.1
64.9

6~10 年

5 年及以下

11 年及以上

分类

从事教育硕士研究生
工作年限

%
36.2
32.8
31.0

从事学校管理工作

参与全国教指委工作

教育硕士导师

分类

教育硕士研究生
工作经历

%
64.5
27.9
7.6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一般了解

分类

对教育硕士研究生
现状了解程度

%
29.5
37.7
32.8

育硕士研究生管理工作年限、教育硕士研究生

工作经历，以及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

现状的了解程度进行分类，具体情况见表 2。

（二）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在对传播内容进行分析研

究的过程中，以一种客观的、系统的、定量的

'

山东、河北、天津、安徽、广东、江苏、江西、浙

江、甘肃、福建、陕西、云南、新疆、贵州、重庆）；

涉及培养院校 43 所，按照这些学校所在城市、

院校类型、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审批机构进行

分类，具体情况见表 1。
按照 61 位访谈对象的职称、职务、从事教

表 1 访谈对象所在学校情况

非省会城市

省会城市

直辖市

分类
学校所在城市 院校类型 学校主管部门 学校审批机构

%
54.1
27.9
18.0

师范类院校

非师范类院校

实践基地校

分类 %
73.7
19.7
6.6

地方院校

部委院校

分类 %
82.0
18.0

教指委审批

自审或省审

其他

分类 %
80.3
11.5
8.2

表 3 访谈文本类目设置

访谈
对象
所在
学校
情况

维度

学校所在城市

学校主管部门

院校类型

学校审批机构

职称

职务

从事教育硕士研究生管理

工作年限

教育硕士研究生工作经历

对全国教育硕士研究生培

养现状的了解程度

培养目标定位

培养体系

培养方案

课程教学

实践教学

案例教学

题目 选项

直辖市、省会城市、非省会城市

部委院校、地方院校

师范类院校、非师范类院校、实践基地校

全国教指委审批、自审或省审、其他

正高级、副高级、中级

全国教指委委员（含兼任学校管理者）、学校管理者

5 年及以下、6~10 年、11 年及以上

参与全国教指委工作、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教育硕士导师

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了解

目标定位不清楚、学术化

培养模式、培养制度、培养体制与机制陈旧

院校特色不足

教学模式陈旧，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重复、重理论、轻实践，教学

方式单一，改革滞后

实践课设置少，实践教学方式虚化，实践教学要求不系统，实践教学时

间不足，实践基地薄弱，实践教学环节不重视、缺乏指导

案例教学课时少、运用少，案例编写水平低，案例库资源缺乏

访谈
对象
个人
情况

教学
过程
存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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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践教学质量总体不高

通过对访谈文本的分析，实践教学落实不

到位、质量不高是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首要问题。
具体表现为：实践教学流于形式，难以落到

实处，受重视程度不够，缺乏顶层设计，缺少统

一、明确的考核标准与监督机制，缺乏系统性。
部分高校无法保证充足的实践时间，缺乏基础

教育专家的指导。一方面，一些条件较好的基

础教育学校给教育硕士研究生课堂教学的时

间很少；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基础条件较差的

学校安排教育硕士研究生顶岗上课，课堂教学

时间较多，但是缺乏名师指导。
2.课程教学与基础教育存在脱节现象

通过对访谈文本的分析，课程教学与基础

教育脱离且过于理论化问题也是培养过程中

较为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课程教学仍偏

于理论教学，课程体系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的结合度不够，多以专业理论课程为主，实践

课程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不能有效地做到两者

的相互结合，且课程设置偏本科化，难度较低

等；课程内容陈旧，评价制度不健全；教学没有

形成以实践为导向，与实践基地的联系渠道不

畅通，教育硕士研究生的课程教学方式多样化

程度较低，主要还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

实践教学方式运用较少。
3.培养目标定位不清、培养体系学术化

通过对访谈文本的分析，全日制教育硕士

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不清、培养体系学术化问

题也是培养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

为：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定位不明确、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人才培养体系陈旧

培养方案缺乏院校特色

案例教学推进难度大

培养目标定位不清

课程教学过于理论化

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

8.4%

11.5%

16.2%

18.9%

20.4%

24.6%

图 2 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

建 立 访 谈 文 本 数 据 库 ；二 是 设 置 培 养 过 程

存在问题、原因及解决策略的类目并制作编

码簿；三是编码员内在信度测试；四是正式

编码；五是质量监控；六是统计结果呈现。该

平台提供保障访谈数据分析结果质量的多

种机制，如编码员间信度的前测方法、可在

线随时监管编码员效率和编码准确度的绩

效监督机制，透过一体化的舆情监测和分析

流 程，力 图达 到高效、准确、广 度 和 深 度 并

重 [3]。通过这些多重监控机制，可最大限度减

少由于操作人员研究中的个体主观性带来

的误差。
按照访谈提纲设计的维度，结合访谈内容

及相关研究文献，设置本研究的具体类目（见

表 3）。
本研究根据霍尔斯蒂指数[4]137- 141 所得出的

最终两位编码员之间信度结果为 0.91，显示信

度优异。同时，把人工编码与机器编码进行比

对，计算出编码员与机器编码之间的复合度为

0.84，显示信度已经达到了可信水平。
二、结果分析

（一）培养过程存在问题的总体分析

本研究针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

过程中培养目标定位、培养体系、培养方案、课
程教学、实践教学、案例教学六个核心要素存

在的问题进行归类分析。
在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

问题的访谈调查中发现，认为实践教学落实不

到位的人数最多，占比 24.6%；认为课程教学过

于理论化的人数居第二位，占比20.4%；认为培

养目标定位不清的人数居第三位，占比18.9%；

认为案例教学推进难度大的人数居第四位，占

比 16.2%；认为培养方案缺乏院校特色的人数

居第五位，占比 11.5%；认为人才培养体系陈

旧的人数居第六，占比8.4%（见图 2）。具体问

题归纳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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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问题与访谈对象所在学校情况（单位：%）

按所在城市
性质分布

非省会城市

省会城市

直辖市

地方院校

部委院校

师范类院校

非师院校

实践基地校

全国教指委审批

自审或省审

其他

培养过程存在问题

实践教学
落实不到位

培养目标
定位不清

课程教学
过于理论化

案例教学
难度大

培养方案
缺乏特色

人才培养
体系陈旧

按主管
部门分布

按院校
类型分布

按审批
机构分布

27.4
22.6
20.6
25.0
23.3
24.2
27.0
20.0
24.7
25.0
22.2

18.9
17.7
20.6
19.6
23.3
20.8
18.9
20.0
20.0
25.0
22.2

18.9
24.2
17.6
18.9
18.6
18.8
18.9
20.0
18.2
33.0
11.1

18.9
14.5
11.8
18.2
9.3
15.4
18.9
20.0
16.5
17.0
11.1

8.4
11.3
20.6
9.5
18.6
11.4
10.8
20.0
11.8
0

22.2

7.4
9.7
8.8
8.8
7.0
9.4
5.4
0
8.8
0

11.1

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不具体，没有突出应用型

特征，没有面向基础教育。由于培养目标不明

确而导致培养模式并未真正成型，多数导师还

是用学术型方式培养教育硕士研究生，基于教

学实践的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没有建立。
4.案例教学推进难度较大

通过对访谈文本的分析，案例教学推进难

度大是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普

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具体表现为：案例教学资

源建设严重不足，案例教学使用不够广泛。尽

管大多数学校都开展了案例教学，但是案例教

学的课程和课时较少。任课教师对案例教学的

熟悉度不高，对案例教学的目的、教学形式、教
学效果等没有真正理解，对教学案例和事例的

区别与联系等没有形成系统认识。从事教学案

例开发的师资较少，征集和编写原创性教学案

例较难，尤其是缺乏反映教学矛盾与冲突的高

水平案例。
5.培养方案的院校特色彰显不足

通过对访谈文本的分析发现，经过教指委

组织专家修订，新版的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更加趋于合理，基本符合培养目标定位。但

是各学校在具体执行落实过程中，个性化的内

容较少，很多都是按照指导性培养方案规定的

课程和环节进行培养，进而造成培养方案过于

刚性、雷同，缺乏院校和专业的特色。
（二）培养过程存在问题的具体分析

1.根据访谈对象所在学校不同情况的分析

根据访谈对象所在学校的不同情况对全

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进

行具体分析。
（1）省会城市的访谈对象认为，全日制教

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首要问题是课

程教学过于理论化，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次之，

排在第三位的是培养目标定位不清。非省会城

市的访谈对象认为，首要问题是实践教学落实

不到位，而培养目标定位不清、课程教学过于

理论化和案例教学推进难度大并列排在第二

位。直辖市的访谈对象认为，首要问题是实践教

学不到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和培养方案缺乏

特色（见表 4）。
（2）地方院校访谈对象认为，全日制教育

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排在前三位

的是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
课程教学过于理论化。部委院校访谈对象认

为，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

首要问题是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和培养目标

定位不清，课程教学过于理论化和培养方案缺

乏特色并列排在第二位（见表 4）。
（3）师范类院校和非师范类院校的访谈对

象认为，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是实践教学落实不到

位、培养 目标定 位不 清、课程教学过于理论

化。而实践基地校的访谈对象认为，在培养过

程中除人才培养体系陈旧外，其余五个方面均

存在相同问题（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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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教指委审批院校的访谈对象认

为，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问

题排在前三位的是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培养

目标定位不清、课程教学过于理论化。自审或省

审院校的访谈对象认为，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

生培养过程存在问题排在前三位的是课程教

学过于理论化、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和培养目

标定位不清。其他院校的访谈对象认为，全日

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首要问题

是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和

培养方案缺乏特色（见表 4）。
2.根据访谈对象个人不同情况的分析

根据访谈对象个人不同情况对全日制教

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

分析。
（1）具有正高级和副高级职称的访谈对象

都认为，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

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是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
培养目标定位不清、课程教学过于理论化。而中

级职称的访谈对象认为，课程教学过于理论化

问题排在首位，并列排在第二位的是实践教学

落实不到位和培养目标定位不清（见表 5）。
（2）身为全国教指委委员和学校管理者的

访谈对象认为，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

程存在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是实践教学落实

不到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课程教学过于理

论化（见表 5）。
（3）从事教育硕士研究生管理工作年限为

5 年及以下的访谈对象和 6～10 年的访谈对象

认为，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

首要问题是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而培养目标

定位不清和课程教学过于理论化并列排在第

二位。从事教育硕士研究生管理工作年限为 11
年及以上的访谈对象认为，排在前三位的问题

依次是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课程教学过于理

论化、培养目标定位不清（见表 5）。
（4）参与全国教指委工作和身为教育硕士

研究生导师的访谈对象认为，全日制教育硕士

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实践教学

落实不到位，而培养目标定位不清和课程教学

过于理论化并列排在第二位。此外，参与全国

教指委工作的访谈对象还认为，案例教学推进

难度大也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而身为教育硕士

研究生导师的访谈对象认为，全日制教育硕士

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培养目标

定位不清，并列排在第二位的问题是实践教学

落实不到位、课程教学过于理论化、案例教学

推进难度大及培养方案缺乏特色（见表 5）。

表 5 培养过程存在问题与访谈对象个人情况（单位：%）

职称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全国教指委委员

学校管理者

5 年及以下

6~10 年

11 年及以上

学校管理工作

参与教指委工作

教育硕士导师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一般了解

培养过程存在问题

实践教学落
实不到位

培养目标
定位不清

课程教学
过于理论化

案例教学
难度大

培养方案
缺乏特色

人才培养
体系陈旧

职务

从事教育硕士研
究生管理工作

年限

教育硕士工作
经历

24.0
31.0
20.0
21.8
26.4
24.4
25.7
24.6
24.8
23.5
17.9
22.9
26.8
24.0

20.5
20.7
20.0
20.5
20.8
19.5
20.0
17.4
20.0
18.5
21.4
21.4
19.7
14.0

18.5
17.2
30.0
17.9
18.9
19.5
20.0
21.7
20.0
18.5
17.9
20.0
16.9
26.0

17.1
13.8
0

15.4
17.0
17.1
14.3
15.9
15.8
18.5
17.9
15.7
16.9
16.0

11.6
10.3
10.0
12.8
10.4
14.6
11.4
8.7
11.5
9.9
17.9
8.6
12.7
14.0

8.2
6.9
20.0
11.5
6.6
4.9
8.6
11.6
7.9
11.1
7.1
11.4
7.0
6.0

对教育硕士研究生
培养现状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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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
问题的归因词云图

（5）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了

解程度为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的访谈对象认

为，培养过程存在问题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实

践教学落实不到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和课程

教学过于理论化。同时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

生培养现状了解程度为比较了解的访谈对象

还认为，案例教学推进难度大与课程教学过

于理论化并列排在第三位。而对全日制教育硕

士研究生培养现状了解程度为一般了解的访

谈对象认为，排在前三位的问题依次是课程教

学过于理论化、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案例教

学推进难度大（见表 5）。
（三）研究结论分析

1.在对实践教学与访谈对象所在学校情况

的交叉关系分析中发现，认为实践教学落实不

到位问题最严重的是非省会城市院校、地方院

校、非师范类院校、自审或省审院校的访谈对

象。在对实践教学与访谈对象个人情况的交叉

关系分析中发现，认为实践教学落实不到位问

题最严重的是具有副高级职称、身为学校管理

者、从事教育硕士研究生管理工作年限为 6～
10 年、从事学校管理工作及对全日制教育硕士

研究生培养现状了解程度为比较了解的访谈

对象。
2.在对课程教学与访谈对象所在学校情况

的交叉关系分析中发现，认为课程教学过于理

论化问题最严重的是省会城市院校、地方院

校、实践基地校、自审或省审院校的访谈对象。
在对课程教学与访谈对象个人情况的交叉关

系分析中发现，认为课程教学过于理论化问题

最严重的是具有中级职称、身为学校管理者、
从事教育硕士研究生管理工作年限为 11 年及

以上、从事学校管理工作及对全日制教育硕士

研究生培养现状了解程度为一般了解的访谈

对象。
3.在对培养目标定位与访谈对象所在学校

情况的交叉关系分析中发现，认为培养目标定

位不清问题最严重的是直辖市院校、部委院

校、师范类院校、自审或省审院校的访谈对象。
在培养目标定位与访谈对象个人情况的交叉

关系分析中发现，认为培养目标定位不清问题

最严重的是具有副高级职称、身为学校管理

者、从事教育硕士研究生管理工作年限为 6～
10 年、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及对全日制教育硕

士研究生培养现状了解程度为非常了解的访

谈对象。
4.在对案例教学与访谈对象所在学校情况

的交叉关系分析中发现，认为案例教学推进难

度大问题最严重的是非省会城市院校、地方院

校、实践基地校、自审或省审院校的访谈对象。
在对案例教学与访谈对象个人情况的交叉关

系分析中发现，认为案例教学推进难度大且问

题最严重的是具有正高级职称、身为学校管理

者、从事教育硕士研究生管理工作年限为 5 年

及以下、参与教指委工作及对全日制教育硕士

研究生培养现状了解程度为比较了解的访谈

对象。
5.在对培养方案与访谈对象所在学校情况

的交叉关系分析中发现，认为培养方案缺乏院

校特色问题最严重的是直辖市院校、部委院

校、实践基地校、其他审批机构院校的访谈对

象。在对培养方案与访谈对象个人情况的交叉

关系分析中发现，认为培养方案缺乏院校特色

问题最严重的是具有正高级职称、身为全国教

指委委员、从事教育硕士研究生管理工作年限

为 5年及以下、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及对全日

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了解程度为一般

了解的访谈对象。
三、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改进建议

通过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

存在问题归因的词云图进行分析发现，本研究

认为制度缺失是造成培养过程问题的首要原

因，占比 24.5%；学术化倾向次之，占比 12.9%；

排在第三位的是对教育硕士研究培养工作不

重视，占比 12.5%；其后依次为质量保障监控

体系不完善（占比 10.8%）、教师经验不足（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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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与教育硕士培养优秀典型院校的交流少

和对教师的相关培训不足并列 （占比 8.3%）、
缺乏教师教育培养的文化氛围（占比 7.1%）、
教师观念陈旧（占比 6.2%），等等（见图3）。

通过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

存在问题的解决策略词云图进行分析发现，排

在第一位的策略是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管理，

占比 12.6%；排在第二位的是落实实践教学，占

比 9.4%；排在第三位的是进一步推进案例教

学的实施，占比 7.5%；排在第四位的是明确教

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占比 7.3%；排在第五

位的是转变传统的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观念，

占比 6.8%；其后依次是制订特色化培养方案

（占比 6.2%）、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占比 6.2%）、
制订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标准（占比 5.8%）、建
立教育硕士研究生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和改

革课程教学（占比 5.5%）并列、搭建经验分享

平台（占比 5.1%），等等（见图 4）。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结合全国教育硕

士研究生培养的实际工作现状，提出如下改进

建议。
（一）政府及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宏观

调控与引导

1.政府层面

（1）加大支持力度。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培

养目标定位是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师资，其培

养过程需要建立大量实践基地，因而需要国家

加大对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的投入，尤其应重点

加大对实践基地、案例库和实训平台建设的

投入，建议可以采取以奖代投的方式进行补

贴。例如，教育部已经设立了案例库，但对收录

入库的案例只奖励个人，且奖励费用不高，建

议对已有入库案例的院校给予奖励或者免费

开放，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教师受益。省级政府

部门可以对入选国家级案例库、获得全国教指

委评选的全国教育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优秀教学成果奖等院校增加经费拨付，激励地

方院校在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方面提升

质量。
（2）建立高校与基础教育联动机制。地方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的管

理，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建立高校与基础教育

的联动机制。在实践基地建立、实践导师选拔

与考核方面实行统一管理，把实践基地和实践

导师参与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纳入单位

绩效考核和个人评职晋级的范围内，充分调动

基础教育一线学校和教师参与教育硕士研究

生培养的积极性。同时，地方政府部门应该出

台实践基地和高校联动的相关考核标准，保

障高校与基础教育联合培养教育硕士研究生

的质量。
（3）积极开展省级各类评选。建议各省积

极开展适合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各类评审，

或者以国家举办的各类评选为基准，进行优秀

案例、基地、导师、课程、教材等多方面评选，举

办各专业教学技能大赛，以活动和评选引领各

院校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的提升。
2.全国教指委层面

全国教指委在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学校培养方案、案例教

学、实践环节等方面均提出了规范性要求，但

各院校执行落实的差距较大，因此需要全国教

指委继续加以指导与引领。
（1）研制规范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与标

准。教育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缺乏统

一规定，尤其是新增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由于前

期没有培养教育硕士研究生甚至师范生的经

历，因此对教育硕士研究生应该进行的“三习”
（教育见习、实习和研习）实践教学内容不了解，

不清楚应该进行哪些活动，在具体的实践中只

是凭着感觉开展工作或者让学生自己去完成

任务，缺乏统一的指导。因此，建议教指委统一

研制规范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与标准，或者委

托优秀样本院校进行统一培训，进而提升学生

的综合实践能力。

图 4 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存在
问题的解决策略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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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案例教学在实际教学中的推广

应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重在职业能力的

培养，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案例是提高培养

质量的一种手段。教指委近年来一直非常重

视案例教学，先后举办过两次全国规模的案例

教学培训和大赛，同时每年都评选优秀案例

并推荐入选国家级案例库。然而，调查发现，

尽管教师对案例教学都比较了解，但是在实际

教学中使用的频率却比较低。因此，建议教指

委采取有效措施，如可以分学科举办案例教学

培训，以加强对案例教学的推广应用。
（3）加强对培养方案的个性化研制。当前

各院校使用的培养方案是以教指委颁发的指

导性培养方案为模板制订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比较好，但各院校和各专业的特色体现不足。
因此，建议教指委以各专业为基准，结合不同

类型院校（师范院校、综合大学、新增院校）的

特点，允许增加一定的灵活性，使不同类型院

校、不同专业的培养方案能够更加凸显各自的

特色。
（二）高校应完善内部质量保障监控体系

1.制订相关制度、条例并监督实施

各培养院校的管理部门要负责起草制订

有关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各项规则、制
度、条件等，如理论导师和实践导师遴选与考

核标准、实践教学方案、学生管理规定、教学考

核标准、学位论文标准与规范、实践基地建设

方案等，使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有

遵循的依据与标准，并在实施过程中定期监督

和检查。
2.强化对实践教学和实践基地的管理

培养院校应该做好实践基地的建设工作，

应建设一批稳固并有一定承载力的优秀实践

基地，保证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工作顺利实施，

同时也要注重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实践

基地建设的管理，使学生能够在教学资源丰富

的学校和实践基地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培养院

校应将实践贯穿到整个培养过程中，构建“体

验—提升实践—反思”全程贯通一体化的培养

模式，加强教学实践的制度性保障措施，对学

生的实践成果给予严格评价，使其更加重视实

践环节。
3.明确培养目标定位，提高培养方案的针

对性

培养院校应该明确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培

养目标定位，明确其与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

养目标定位的区别，使其更具有专业学位的独

有特性。同时，以教指委修订的新版培养方案

为模板，适当加入体现各培养院校特点的课程，

使其更有针对性，更加多元化，避免出现培养

院校间的大范围雷同情况，适当增加实践教学

的内容，给予学生更多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和实

践创新。
4.加强案例库建设，推进案例教学的实施

各培养院校要大力 推进 教学 案例的 编

写工作，应该以项目的形式加大案例库的建

设，以政策的形式支持案例教学的实施，鼓励

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授课教师积极使用案例

教学。
（三）教师应主动适应教育硕士人才培养

的需求

1.导师应转变观念，明确职责

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

型人才，也就是培养未来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主

力军。因此，为保证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培养院校应努力建设符合教育硕士研究生培

养需求的导师队伍。高校教师要主动转变观

念，实现从学术型导师向专业型导师的转型。
同时，高校教师要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责，加强

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主动与实践导师沟

通，定期到基础教育一线去了解教育教学现状

及师生状态，努力提升自身素养，这样才能培

养出合格的教育硕士。
2.任课教师应改革课程教学方式，提高课

程内容的实践性和规范性

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方式不

要仅采用讲授式，应该尝试采用翻转课堂、案
例教学、小组合作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课程

教学内容要进一步增强实践性，与实践教学紧

密联系。同时，任课教师应该加强对课程教学

大纲的研制，对各门课程内容进行规范，避免

课程内容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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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text content of interviews with 61 experts and managers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study
applies the Boyi data mining platformDiVoMiner to encode and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of
full- time master of Education. Results show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overall low qu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of full- time Master of education,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course teaching and basic educa-
tion, the unclear orientati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academic training system, the difficulty of case- base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and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ining programs.On this
basis, th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government and competent depart-
ments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macro- control and guidan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mprove the inter-
nal quality assurance monitoring system, and teachers should actively meet the needs of master of 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Key words：full- time master of education; practical teaching; course teaching; training objectives; case- b
ased teaching; train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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