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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是在学位授权点完成自我评估后，根据自我评估结果和专家评议

意见，对学位授权点的全面总结，分为三个部分: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自我评

估工作开展情况和持续改进计划。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只编写一份总结报告。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专业

学位类别需分别编写 2份总结报告。

三、封面中单位代码按照《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管理信息标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2004 年 3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教育部《高

等学校代码》(包括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填写: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代码按

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22 年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填写，只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

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

四、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

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

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五、本报告的各项内容须是本学位点合格评估自评阶段内的情况，统计时间

以自评阶段开始(2020 年 1 月)至自评完成年 12 月底截止。

六、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内容应区分目前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专职人员和

兼职导师(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

填写)。

七、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

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

果不填写、不统计。

八、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九、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8000 字，纸张限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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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浙江师范大学于 2013 年获批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目前下设

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技术学、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教师教育、德育理论与方法和智

能教育 10 个研究方向。教育学学科是浙江省一流学科（A 类）、省

优势特色学科，在“2022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教育学位列

全国第 9 位，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为 B+等级，2024 年泰晤士高等

教育中国学科评级获评 A-等级。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

专业学位博士学位点、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师教育神经

科学、智能教育 2 个交叉学科博士点，2024 年提交备案科学教育自

设二级学科博士点。拥有 1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24 年获

批国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国首家

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拥有 12 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和多

个高水平校级研究平台。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忠诚和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品行

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德才兼备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

交流能力、学科专业基础扎实、科研创新能力强，胜任教育学科教学、

研究和教育管理的高素质人才。具体能力素质要求参见浙江师范大

学《教育学（0401）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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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标准

本学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校实

际情况、制定了博士生获得学位必须达到的科研能力和学位论文质量

方面的基本要求，具体参见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0401）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浙江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细则（试

行）》相关内容。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聚焦学术前沿，坚持特色发展，在全面建设 10 个二级学科（含

自设交叉学科）的基础上，依托浙江省基础教育中心、全省智能教育

与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培育研究基地、浙

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培育）、中非大学联盟交流机制研究院、

全国首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等平台，形成教师教育、智能

教育、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学前教育、高等教育 5 个优势特色方向。

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国际知名，学前教育、智能教育全国领先，教师

教育、高等教育特色鲜明。

2.师资队伍

（1）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本学位点拥有 176 名骨干教师，其中正高级职称 37 人，副高级

职称 53人，中级职称 63人，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导师 45人。

表 1 专任骨干教师及学术型博士导师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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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学术型博士

导师人数

25 岁

及以

下

26至

35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

上

博士

学位

教师

硕士

学位

教师

正高级 37 0 0 6 23 8 32 2 45

副高级 53 0 6 20 24 3 37 13 0

中级 63 0 23 29 8 3 49 11 0

其他 23 0 23 0 0 0 1 22 0

总计 176 0 52 54 55 14 119 48 45

（2）各学科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本学位点主要招生方向包括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学、学前教育

学、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学、教师教育、非洲教育

与社会发展、德育理论与方法以及智能教育。主要方向带头人与学术

骨干包括袁振国、刘鸿武、林一钢、张建珍、黄昌勤、周跃良、秦金

亮、曹漱琴、万秀兰、王占军、钱旭升、黄晓、张天雪、朱佳、李明、

冯昊青等。

3.科学研究

（1）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近五年，学位点共发表学术论文 1561 篇，其中被《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26 篇，《人

大复印资料》转载 99篇。

表 2 2020-2024 年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序号 年份 中英文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被转载论文

1 2020 261 25

2 2021 297 36

3 2022 365 20

4 2023 35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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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4 285 23

合计 1561 125

（2）学术著作出版情况

近五年，学位点专任骨干教师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教育

科学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学术著作 30余部。

表 3 2020-2024 年学术著作出版汇总表

序号 年度 出版学术著作

1 2020 11

2 2021 12

3 2022 9

4 2023 16

5 2024 7

合计 55

（3）科研项目情况

学位点在 2020 年承担省部级以上在研课题 50项的基础上，新立

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92项。

表 4 2020-2024 年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立项情况

序号 年度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立项

1 2020 32

2 2021 21

3 2022 33

4 2023 33

5 2024 20

合计 139

（4）科研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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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获得 14 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项，其中，获全国教育科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项；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青年奖

1项。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5项。

表 5 2020-2024 年科研获奖情况

序号 所属年份 小计 国家级 省部级 厅局级 其他

1 2020 7 3 1 3 0

2 2021 10 0 10 0 0

3 2022 2 0 1 1 0

4 2023 8 0 5 1 2

5 2024 7 3 0 4 0

合计 34 6 17 9 2

4.教学科研支撑

（1）科研平台情况

本学位点拥有 1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教育实训中

心），2024 年获批国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是教育部批

准设立的全国首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有若干个省级及

以上创新平台，为博士生培养提供良好的科研及实践环境。

序

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

年度

1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

教师教育实训中心 教育部 2015

2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

信息传播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

教育部 2009

3 国家级资源中心 国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

源中心

教育部 2024

4 国家级专业学位实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实践 教指委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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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基地 基地

5 国家级实践基地 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

培训与实践基地

中国青少

年科技教

育工作者

协会

2023

6 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2011”卓越教师培养协同

创新中心

教育厅 2016

7 省高校新型智库 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教育厅 2017

8 全省重点实验室 全省智能教育技术与应用重

点实验室

科技厅 2024

9 省级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智能教育技术与应用

重点实验室

科技厅 2020

10 省级研究中心 浙江省基础教育中心 教育厅 2012

11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重点培育基地

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省社科联 2023

12 省级哲学社会科学

实验室（培育）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与脑

智发展实验室

省社科联 2024

13 省级研究中心 浙江省教材研究中心 教育厅 2022

14 省级实践基地 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教育厅 2023

15 研究院 中非大学联盟交流机制研究

院

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

2023

（2）图书资料情况

为支持研究生更好开展学习和研究，订购了教育学类中外文纸质

图书 20857 种，41031 册。教育学类专业纸质期刊、报刊 151 种。

教育学类数据库有 EBSCO、Education Research Complete、

教育学全文数据库、Proqest Educational journals 等。还有一

些综合性数据库都含有教育学全文电子期刊和图书，如：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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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ScienceDirect 数据库、牛津期刊数

据库、SAGE 期刊数据库、BKS(博图)外文数字图书、Springerlink 电

子期刊和电子图书数据库、PQDT 学位论文数据库；文摘索引数据库：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Web of S

cience 数据库（SCI、SSCI）、Ei Compendex 数据库。

（3）仪器设备情况

本学位点拥有浙江省内唯一的一个教育领域的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智能教育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专注于用学科交叉的方法来

解决教育问题。目前，实验室占地总面积 3382 平方米，设备总价值

4352.3 万元，单价 30万以上大型仪器设备系统 26 件/套，为开展技

术环境下的教育教学规律研究奠定了良好的人员与设备基础。

5.奖助体系

为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激励其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

创新、积极进取，学校制定出台了《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

施办法》《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修订）》《浙

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暂行办法》《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

临时困难补助实施办法》《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涌泉奖学金”评选

办法》等奖助制度。按时足额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和

学业奖学金，并设有涌泉奖学金和“民建·苹果树”研究生助学金等

社会资助奖学金，同时为研究生提供“三助”岗位，为学生学习成长

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为了进一步鼓励博士研究生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创新，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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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还建立了学术交流补助与科研成果奖励的机制。学生参与国内学

术会议，博士生在读期间资助参加 2次国内学术会议，硕士生全额资

助 1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近五年，学位点报考人数共计，录取人数共计，学位点吸引力稳

步提升。

表 6 2020-2024 年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报名和录取情况

序号 年份 报名人数 录取人数 报录比

1 2020 90 23 3.91

2 2021 125 24 5.21

3 2022 91 22 4.14

4 2023 143 24 5.96

5 2024 137 30 4.57

合计 586 123 /

2.思政教育

获批浙江省“十四五”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 项。顺利通过

首批全省高校党建工作标杆院系验收，获评全国高校研究生样板支部、

第三批全省高校党建样板支部、研究生党员标兵、首批省高校校企地

党建联建典型案例、教育部“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等系列荣誉，

教育技术学系教师党支部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

位，1 名教师获评浙江省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

3.课程教学

学位点积极推进博士生课程教学改革。连续期七年举办博士研究

生暑期科研方法训练营，开展为期 25 天的研究方法课程集训，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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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题、研究设计、质化与量化的科学研究方法等模块，旨在尽快

提高博士新生的科研水平。学位点积极申报校级和省级研究生教学成

果奖。2021 年度获得校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 2 项。学位点积极申报

教学成果奖。2022 年度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项。

表 7 2020-202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序

号
类型

奖项

级别
项目名称 团队成员 完成单位

1
高等

教育
一等奖

标准引领、机制重塑、

数字赋能：高质量师

范生培养的探索与实

践

周跃良、林一钢、

张家华、舒志定、

牟凌刚、黄 晓、蒋

永贵、陈伟鸿、黄

昌勤、唐恒钧、徐

展斌、徐建华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

范大学、湖州师范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浙江省

卓越教师培养协同创新

中心、浙江省教师教育

质量监控中心

2
基础

教育
一等奖

关键能力导向的孤独

症学生融合教育新范

式及课堂教学实践

曹漱芹、郤玲亚、

林云强、杨 福、金

琦钦、罗才军

浙江师范大学

3
高等

教育
二等奖

思创融汇 专创融合

师创融通——师范院

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的探索与实践

郑孟状、王淑娉、

温建明、魏梦璐、

郑文哲、叶志雄、

马 莉、陈海峰、陈

乃启、朱哲成、徐

展斌、陈佳伟

浙江师范大学

4
基础

教育
二等奖

重构学习场景：幼儿

园整体育人样态的创

新实践

胡 瑛、虞莉莉、张

孟勰、甘剑梅、包

丹丹、郑晓洁

浙江师范大学壹颗幼儿

园

5
基础

教育
二等奖

内生课堂：大面积提

高初中育人质量的实

践探索

高 琼、张 艳、李

云星、孙 婕、郑蔚

玮、余文君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

笕桥实验中学

4.导师指导

2024 年新增教育学博士生导师 3 人。学校于 2023 年出台《浙江

师范大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修订）》，对博

士生导师选聘、培训和招生资格认定做了专门规定。

5.学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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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出台了《教师教育学院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依托浙江省智能教育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设置开放基金。支持博士

生申报课题，常规课题资助额度为 1-3 万元。此外，学院还从其他方

面对博士生从事学术研究给予支持。

6.学术交流

我校不断致力于促进研究生学术交流类型与层次的多样化，促进

赴境内外联合培养（或课程研习）、课题研修、学术访问和参加学术

会议、研究生暑期学校、研究生论坛等多种类型的学术交流共同发展。

出台《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国内学术交流资助办法》，对本学位点学

子继续深造、交流交换、创新创业、学术科研成果等给予激励。近五

年，学位点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共计 295 人，举办学术会议

32场，教师在各类学术会议做大会主旨报告 76场。

表 8 2020-2024 年研究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学年 参加学术会议总人数 境外 省内 省外

1 2020-2021 学年 83 25 28 30

2 2021-2022 学年 68 3 25 40

3 2022-2023 学年 43 5 11 27

4 2023-2024 学年 62 7 18 37

5 2024-2025 学年 39 0 6 33

合计 295 40 88 167

表 9 2020-2024 年举办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年度 会议数量
参加人员（含线上）

总人数 国（境）外参与人数

1 2020 4 518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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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 5 337320 15

3 2022 7 1051950 4

4 2023 5 1484 45

5 2024 11 5575 50

合计 32 1401509 130

表 10 2020-2024 年教师在学术会议做大会主旨报告情况

序号 年度 境内报告 境外报告 小计

1 2020 6 0 6

2 2021 3 5 8

3 2022 15 3 18

4 2023 13 8 21

5 2024 21 2 23

合计 58 18 76

7.学术成果

在论文发表方面，学位点研究生近五年共发表 SSCI/SCI 顶级刊

物 8 篇，SSCI 权威刊物 48 篇，国内一级期刊 59 篇，二级期刊 155

篇。

表 11 2020-2024 年学术论文发表质量情况

序号 年度 数量 顶级期刊 权威期刊 国内一级 国内二级

1 2020 46 1 3 13 29

2 2021 59 2 5 16 36

3 2022 99 2 38 13 46

4 2023 44 2 1 11 30

5 2024 25 1 1 6 14

合计 273 8 48 59 155

8.论文质量

近五年，学位点研究生共获校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151 篇，

并呈现稳步增长趋势。省级优秀硕士论文 5篇，省级优秀博士论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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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奖 2 篇。

表 12 2020-2024 年校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情况

序号 年度 校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数量

1 2020 年 22

2 2021 年 33

3 2022 年 13

4 2023 年 39

5 2024 年 44

合计 151

表 13 2020-2024 年获浙江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清单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一级学

科名称
学位论文题目 毕业年份 公布年份

朱慧敏 林云强 教育学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归纳推理

多样性效应的实验研究
2019 2020

杨晓芳 曹漱芹 教育学
孤独症学生关键能力指标构成

的探索研究
2021 2022

张迅 蔡连玉 教育学
大学中单位制的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2022 2023

周斯炜 黄昌勤 教育学
在线学习中基于情境感知的学

习者情感识别及其干预应用
2023 2024

郑佳妮 曹漱芹 教育学
促进参与的孤独症学生课堂全

支持模式的建构与运用研究
2023 2024

表 14 2020-2024 年获浙江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清单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一级学科名

称
学位论文题目

毕业

年份

公布

年份
备注

陈晨 秦金亮 教育学
早期儿童虐待：发展轨迹、

关联因素与问题行为
2020 2021 提名论文

吴海江 楼世洲 教育学

世界一流大学科技创新力的

比较研究——基于国内外一

流大学数据的实证分析

2021 2022 提名论文

论文抽检情况看，教育学硕士论文抽检情况：23年抽检 9篇合

格，22年 8 篇合格，21 年抽检 9 篇合格，20年抽检 9篇合格；学术

型博士论文抽检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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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质量保证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我校针对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进行培养全过程的监控与质量保

证，先后出台并修订完善《浙江师范大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岗位管理办法（修订）》《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中期考核实

施办法的通知》《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培养督导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检）管

理办法的通知》《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取

得创新性成果要求的通知》等文件，以加强中期考核和取得创新性成

果为抓手，从导师遴选、招生、开题、中期考核、答辩、论文抽查等

多个环节全面监控和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为规范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学术行为，提升其学位论文质量，先

后出台并修订完善《浙江师范大学关于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若

干意见》《浙江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办法》《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

发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暂行办法的通知》《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研

究生学位论文抽查（检）管理办法的通知》《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

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性成果要求的通知》等文件，明确

相关主体责任，强化加强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

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健全奖惩制度，明确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权责，

严格学位的审核与授予，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制

度保障。 本学位点在近 5 年的学位论文抽检中无不合格论文，未发

生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事件，在评估（核验）中抽查论文均符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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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求。

（3）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本学位点不断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先后出台并修订完善

《浙江师范大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修订）》

《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培养督导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等文件，要求指导教师须把立德树人作为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全面

负责所指导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指导博士生制定学习计划及切实可行

的论文工作计划，定期检查博士生课程学习和论文撰写工作，严格保

证培养计划的执行和完成。同时成立督导专家委员会等机构，多方面

监督导师教育质量情况。

10.学风建设

（1）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情况

本学科严格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教育部《关于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有关精神，参照学校研究生道德规范管

理条例，每学年定期为研究生开展学术道德和规范教育。

（2）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情况

根据《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中的规定，

凡是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者，经查实后若情节轻微将分别给予责令改正、

批评教育、延缓答辩、取消相应奖励和取消学位申请资格等处理；对

于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规范、影响恶劣者，根据《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

违纪处分条例》，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处分、留校察看、勒令退学

直至开除学籍处分。在每年的研究生论文复制比检测中，会出现因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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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复制比过高而被延迟答辩处分的情况，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出现因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而被处分的情况。

11.管理服务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为保障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的基本权益，学位点通过设置研究生班

级管理制度来维护学术博士研究生的日常学习和管理工作，并配有 4

名专职管理人员。

（2）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教育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的相关权益保障制度较为完善，是依据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而成的。具体而言包括：

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

源；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勤工助学、文娱体育及科技文化创新

等活动，获得就业创业指导和服务；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及助学贷款；

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科学、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

业后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

以适当方式参与学校管理，对学校与学生权益相关事务享有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学校基于给予的处理或者处分有异议，

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工侵犯其人身权、财

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及

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3）在学研究生满意度情况

浙江师范大学所有研究生都能够享受助研政策，保障了研究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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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活需求，从而可以静心跟着导师从事研究。浙师大的图书资源丰

富，数据库较多，基本上能够满足研究生查阅文献资料的要求。学位

点师资力量较为雄厚，教师的教学与科研能力较强，教学认真负责，

且能够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较多，可以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学习要求。

从日常与研究生的谈话中了解到，在学研究生对浙师大生活、学习、

教学和科研的满意度较高。

12.就业发展

近五年，教育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95 %以上。我校

已就业的博士研究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

表 15 2020-2024 年学术型博士就业情况

年度

党

政

机

关

高

等

教

育

单

位

中

初

等

教

育

单

位

科

研

设

计

单

位

医

疗

卫

生

单

位

其

他

事

业

单

位

国

有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三

资

企

业

部

队

自

主

创

业

升

学

其

他

2020 0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21 0 11 1 0 0 0 0 0 0 0 0 0 0

2022 0 15 0 0 0 0 0 0 0 0 0 0 3

2023 0 6 3 0 0 0 0 0 0 0 0 0 0

2024 0 27 4 1 0 2 0 0 0 0 0 0 0

（四）服务贡献

1.科技进步

自主研发了首个面向省域的教师教育智能化服务和监测平台“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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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智慧教师教育平台”，服务浙江省内外 8 万余名师生，并在浙江、

四川两省省委书记见证下对口捐赠阿坝师范学院助力民族地区教师

教育改革。该平台确保了浙江省师范生实践教学改革的“标准化”和

“协同化”理念的全面落实。目前该平台已成为一个面向全省高校实

习师生的工作平台、教务人员的管理平台、教师发展学校的评价平台

和教研人员的研究平台。

2.经济发展

本学位点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高端优秀教育人才，不断提

升人才培养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教育力量。

依托学校力量，成立浙江省山区 26县教育发展联盟，设立地方教育

研究院，召开浙江省山区 26县教育共富发展论坛，为乡村振兴提供

人才、技术、智慧支持，积极服务浙江山区 26县教育改革发展，全

面助力浙江教育现代化先行省打造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浙江师范大学自 2015 年起承办商务部援外学历学位教育项目，

积极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推动中非教育合作深入开展。至今，本学位

点已成功招收了 2015-2023 级共八届学员，累计 184 人，这些学员分

别来自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纳米比亚等多个非洲国家。项目开展

以来，已有多批学员顺利毕业，他们返回本国后，成为中小学、政府

教育部门和教师培训机构的重要骨干，为非洲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学位点依托的浙江师范大学教育援外基地系教育部全国首批四

个援外基地之一（2004 年），商务部“中国基础教育援外研修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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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截至 2024 年底，共承办援外培训项目 262 期，培训发

展中国家政府官员、大中小学校长、教师等近 6565 人次（副部级及

以上官员 40余人）。其中援非教育类项目 143 期，培训非洲教育类

人才 3925 人次。近三年培训非洲教育官员、校长和教师 21批次 757

人。

3.文化建设

本专业对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

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该培养模式在进行实践导向的研究引领的同时，

也能很好地服务于国家和地方对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需求。本学位点

所在学院成立了全国首个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建成了一个高水平的

教师德育能力研究团队，推出了 100 门课程思政精品课，引领浙江省

课程思政建设，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了浙师力量。

二、自我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工作的通知》（学位〔2020〕26 号）的精神，根据相关要求，结合

学位点实际情况，成立了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眭依凡教授为组长的教

育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院

学位授权点的评估工作。

（一）自我评估时间与组织机构

1.时间：2024 年 12 月 18 日（周三）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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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机构：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二）评估工作流程

内容 时间 地点 负责人

情况汇报 9:00-9:30 17-401 会议室
林一钢

王占军

资料查阅和质询 9:30-10:00 17-401 会议室 林一钢

召开师生座谈会 10:00-10:30 17-401 会议室 王占军

现场考察 10:30-11:00 17 幢全省重点实验室 张家华

专家反馈评议意见 11:00-11:30 17-401 会议室
林一钢

王占军

（三）选聘的外单位同行评估专家名单

眭依凡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教所所长，第

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组长）

袁振国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八

届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张斌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五届全国

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吕立杰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五

届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卢晓中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五届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四）评估同行专家对本学位授权点的意见

专家组通过听取研究生院李文博副院长对评估要求的说明、教育

学院分管副院长作的情况汇报、浙师大副校长、教育学院院长林一钢、

苏煜书记作的情况补充与交流、师生座谈、资料查阅和质询、现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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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等环节的考察与交流，从 4 个一级指标，21 个二级指标对学位点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评议与反馈，专家组对学位点建设的成绩作了充分

肯定，指出了突出优势特色方向和加快学科带头人引育等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学位点建设的建议：学校应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学科

建设的投入，并在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优势特色方向建设等方面

予以优先考虑；二是深化内部资源整合，加强教育学科整体统筹力度；

三是应进一步整合校内外资源和人才队伍，努力争取高端人才、科研

成果、教学成果、社会服务、国际化建设的突破。

专家组一致认为：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提供的资料规范齐

全、数据丰富翔实，符合评估要求；学位点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完整，

人才培养效果突出，取得的科研成果比较显著，综合实力较强，建设

成效显著，发展潜力较大，已达到相关要求，自评合格。

专家组提出本学位点未来五年需要改进的方面：一是注重学科团

队建设；二是继续凝练优势特色方向，加强智能教育、非洲教育与社

会发展交叉学位点和科学教育自设二级方向建设；三是引育人才队伍，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持续改进计划

深入推进教育学优势特色学科建设，聚焦“面向基础教育现场的

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着力打造国内重要的教育科学研究基地学科

建设目标，实施教育学科“智能化、国际化、协同化、特色化”战略，

全面助推教育学博士点建设。

第一，深入推进学科平台建设，为博士生培养创造良好科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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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创新高层次人才引育机制，聚焦高水平科研团队建设。

第三，探索面向基础教育现场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培育高质量教

学改革成果。

第四，围绕国家战略与关键领域，促进标志性科研成果孵化。

第五，启动“学术交流推进计划”，全面提升博士生研究能力。

第六，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提升学科的国际科研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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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Education Science

（一级学科代码：0401）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概况】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科 2009 年获博士学位点立项建设授权，

2013年获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于2014年开始招收培养首届博士生。

本学科共有学术型博士生导师 48 人，形成了由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教指委成员、省“151 人

才工程”入选者、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等组成的优秀团队。一级

学科负责人黄晓教授，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院长，科学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入选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国际 ISO 校企合作国际

标准 TC/286/WG 4 专家，科技部科技专家、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教师、

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

省 151 人才工程。

现有教职工 163 人，其中教授 35人、副教授 46人、博士 89 人。

拥有 1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现代教育技术）、2 个浙江省高等学校创

新团队（教师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教育学学科是浙江省一流学

科（A类），在“2023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教育学位列全国

第 8 位，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为 B+等级。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在全国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中获评 A-等级。建有教育学一

级学科博士点、智能教育和教师教育神经科学交叉学科博士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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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博士点、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学一级学科硕

士点、9个二级学科硕士点以及教育硕士专业硕士学位点。

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教育实训中心）、省级重点

实验室（浙江省智能教育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教育学）、浙江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浙江省“2011 协

同创新中心”（卓越教师培养）、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浙江省大学

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等 8个省级创新平台。拥有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院、智慧教育研究院、田家炳德育研究中心、科学教育研究中心等研

究平台。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忠诚和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品行

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德才兼备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

交流能力、学科专业基础扎实、科研创新能力强，胜任教育学科教学、

研究和教育管理的高素质人才。具体素质能力要求如下：

1．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诚信负责的科学道德，不断求知

创新的科学精神，善于合作包容的学术品格；

2．具有本学科方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

掌握本学科方向国内外理论发展前沿，熟练运用科学研究方法；

3．具有独立思维和独立从事本学科方向重大研究课题的能力，

在本学科方向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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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和应用本学科理论及研究成果为教育改

革、教育实践服务的能力；

5．至少熟练掌握一门专业外语，具有熟练查询外语文献、撰写

外语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及计算机运用能力。

二、研究方向

本学科设高等教育学、比较教育学、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技术学、学前教育学、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教师教育、德育理

论与方法及智能教育 10个方向。

序号 学科方向 研究方向

1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原理

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

2

比较教育学

非洲教育

教育战略与政策比较

国际教育援助研究

3

教育学原理

教育基本理论

教育哲学

教育政策研究

道德教育研究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

4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

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地理等)

5
教育技术学

信息化教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数字化学习环境的设计研究

6
学前教育学

早期儿童发展与教育

学前教育原理

7
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

非洲教育与中非发展合作

非洲教育与非洲社会发展

8
教师教育

教师教育政策研究

教师专业发展（课程、信息化、心理与脑神经机制）

9 德育理论与方法 德育基础理论研究

中外德育比较研究

大学德育研究

10 智能教育 智能教育理论和方法研究

智能教育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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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教育学

研究内容：高等教育原理、区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主要特色：高等教育原理主要聚焦于高等教育哲学、教师教育与

教师发展、学生学习投入；区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集中探讨高等教

育发展区域平衡与空间正义的理论及实践，探索大浙江湾区高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战略和路径，构建大浙江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智力支持系

统。

2．比较教育学

研究内容：非洲教育、国际教育援助、教育战略与政策比较。

主要特色：本方向的鲜明特色是非洲教育研究——主要探索非洲

各级各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路径与策略等。

我们在非洲教育研究队伍、科研项目和成果、政策咨询与服务、人才

培养等方面，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影响大。

3．教育学原理

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教

育政策研究，道德教育哲学。

主要特色：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道德教

育理论研究、教育哲学研究、教育政策研究。各个研究方向主要针对

教育学理论与教育实践中涉及到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共同

体、道德教育与时代变革等基础问题进行研究。本学科点的马克思主

义研究、道德哲学研究、教育哲学研究、教育政策分析的相关学术成

果在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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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与教学论

研究内容：课程与教学论基础理论研究、课程哲学研究、基础教

育课程与教学的改革与发展研究、学校教育创新与基础教育未来发展

的新特征研究等。

主要特色：对课程与教学论本体问题、价值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

理论研究，在汉语文课程改革、语用哲学、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以及

体育、音乐、地理课程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公认的学术影响。

5．教育技术学

研究内容：信息化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数字化学习资源与环境、

现代远程教育等。

主要特色：本方向在我国高中人工智能课程设计开发、教育信息

化进程中的信息不平等、“数字鸿沟”、数字化学习资源和环境的有

机结合及实践应用等方面的系列研究成果目前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6．学前教育学

研究内容：早期儿童发展与教育、学前教育学原理、儿童艺术与

教育等。

主要特色：本方向的早期儿童发展与教育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

平，在所涉及的儿童说谎研究、儿童记忆的研究、儿童情绪研究、儿

童注意的眼动研究、儿童媒介识读能力的研究、儿童发展认知神经科

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重大研究成果。

7．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

研究内容：非洲教育与中非发展合作、非洲教育与非洲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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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色：该学位点为我国高校首个设立的以非洲研究为主题的

交叉学科博士点。我校非洲研究院学术团队和师资力量雄厚，研究成

果丰硕，有国内唯一一位教育部“非洲研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

内外影响广泛。目前在人才培养方面已涵盖本科、研究生（硕士、博

士）、留学生、研修生等多个类别。我校非洲研究学科拥有国家教育

部区域国别研究重点基地、浙江省 2011 计划协同创新中心、浙江省

首批双一流重点学科建设的 A 类建设学科、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

等多个学科高端平台，同时还获得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

工人先锋号、浙江省高校首批创新团队等荣誉称号，与几十所非洲大

学和智库机构建有良好合作关系与协同培养人才机制，并聘请多名非

洲知名教授担任客座教授与研究生导师。

8.教师教育

研究内容：国内外有关教师教育政策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的课程

设置与实施、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研究、教师专业

发展心理与脑神经机制。

主要特色：教师教育是师范院校的根本，也是我校最大的特色。

历经 20 多年的探索，取得了系列成绩。如 2010 年、2014 年“现代

教师 RPT 能力培养的创新与实践”与“对接与重构：地方师大师范生

培养体系探索”分别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15 年教育部简报报

道我校深化实践导向的教师教育改革，以及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体系建

设等多项改革举措，教师教育实训中心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卓越教师协同培养”获批浙江省协同创新中心；2018 年学校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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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师范教育创新工程建设项目 4项。近年来，学校推进建立特级

教师工作流动站、教师发展学校等建设工作，积极探索“互联网+”

环境下的教师教育体制创新、模式创新、课程创新和理论创新。我校

教师教育的实践探索引领浙江并影响国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

9.德育理论与方法

研究内容：立足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标，开展当代德育基

础理论、德育方法创新、中外德育理论比较、大学德育实践等方面的

研究

主要特色：在中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德育是教育的核心内容，

是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方向以伦理学科研

团队为主体，注重当代德育的基础理论研究，率先提出“道德学”的

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注重充分顺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德育

方法的创新，以开放的视野进行中外德育比较研究，以大学德育作为

实践战略的主要突破口，形成“理论-方法-比较-实践”的完整的现

代德育体系。

10.智能教育

研究内容：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教育理论与方法，课堂与在线

环境的智能感知、科学测评、智能辅助教学管等技术，面向典型教育

场景的提质增效应用等。

主要特色：以人工智能与现代教育全过程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新兴

交叉学科，研究与借助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通过建构

智能化教育支持工具与环境，创新智能化时代教育理论和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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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赋能人类学习与发展的新型教育形态，通过教、学、管、测、

评多个方面的智能化推动全方位教育变革，最终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教

育智能，有力促进教育公平性、终身性、创新性、开放性、个性化等

重要目标的获得。

三、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基本学制为 4 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7年；全

日制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在 1 年内完成，研究并撰写学位

论文时间 2-3 年；学习年限实行弹性学制，允许成绩优秀的博士生在

完成所要求的学分及相应的科研任务和学位论文后，经导师和学院领

导同意，提前进行论文答辩和提前毕业。

四、课程设置与考核

本学科课程由学位课、非学位课和必修环节三大部分构成（见课

程设置表）。

博士生毕业总学分不低于 17学分，课程学习总学分不少于 15学

分。其中学位课程 13 学分，包括学位公共课 5 学分，学科平台课 4

学分，学科方向（必修）课 4 学分；非学位课程（包括方向选修课、

跨学科选修课）不低于 2 学分；必修环节 2学分，是构成答辩的必备

条件，包括参加学术活动、教育服务实践、文献综述及学位论文开题

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和考核、学位论文答辩等。

非本专业或同等学力录取的博士研究生，须补修 2 门本专业硕士

阶段专业课程，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课程考核包括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其中，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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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为考试项目，学位平台课、学科方向必修课和选修课均为考查项

目，两大类课程均采用百分制评定成绩，60 分为合格；学科课程考

查成绩由平时成绩（占 40%）与期终考查（占 60%）两部分构成；考

查形式根据课程及任课教师要求，可提交课程论文、读书报告、调研

报告、课题研究成果或专题演讲答辩等构成；必修环节视不同环节的

要求采用五级制（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评定。

五、培养与管理方式

1．指导导师与导师组制度

博士生培养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和导师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制

度，建立以一级学科负责人任主席、学科各方向负责人为委员的学科

指导委员会，统一组织、实施本学科博士生的招生、中期考核和学位

论文答辩等工作；教育学院统一负责不同方向一年级博士生的课程学

习和日常管理工作，二年级起博士生培养及其日常管理工作由各方向

导师及导师所在学院负责；导师负责具体培养工作，制订博士生个人

培养计划，组织读书报告、开题报告，指导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等；

在学科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导师依据博士生的培养方向组建由具有

博士学位、副高以上职称教师组成的 3～5 人博士生指导小组，协助

导师开展培养工作。

2．课程教学

博士生课程教学采用教师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为主，辅以学生

自学、专题讨论、学术报告等多种方式；学科必修课和选修课均采取

主讲教师负责与课程教学团队共同授课的启发式、研讨式、专题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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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学中充分调动和发挥博士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既要

使博士生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又要使他们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和技能。

3．个人培养计划制订

博士生入学二个月内，在导师及导师小组的指导下，根据本专业

博士生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课题研究方向与博士生的个人特点，制

定出个人培养计划，并报所在学院备案。个人培养计划对课程学习、

必修环节、中期考核、科研工作、开题报告和学位论文等项目的要求

和进度做出具体规定并严格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若因特殊原因

需要修改的，须经导师和学院同意。

4．课程学习

在规定的学制内，研究生入学后的第 1~2 学期为课程学习阶段。

研究生需根据一级学科培养方案和个人课程学习计划，及时、认真地

做好网上选课工作，积极修读研究生课程。选入个人课程学习计划的

课程，必须修学并获得相应学分（同等学力或跨学科招录生须修学“补

修课程”但不计学分）。

5．中期考核

博士生课程学习阶段结束后（第三学期开学初），由学科指导委

会组织安排，成立由学科指导委员会负责人担任组长、由指导教师和

导师组成员构成的考核小组对其进行中期考核；考核的内容主要针对

博士生课程学习，以了解该生在本方向领域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及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基本素质和发展潜能等。



35

6．文献综述及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通过中期考核后进入论文开题阶段，在导师指导下博士生确定学

位论文选题，针对选题在充分掌握文献资料(要求至少阅读与选题相

关的学术著作 10 部以上，文献论文 30 篇以上)并完成文献综述的基

础上撰写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经导师审查同意后参加由学科指导委员

会组织安排的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会（第四学期完成）；开题报告通过

并修改完善后，博士生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7．学位论文中期考核

博士研究生在第五、六学期参加由学科指导委员会统一组织的，

以论文中期考核为目的的预答辩。考核的主要内容为：论文是否按开

题报告预定的目标及进度进行；审核评论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结果；

提出并讨论目前存在的或可能出现的问题；评估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

性等。博士研究生在论文中期考核时应提交：（1）论文研究进展报

告和学位论文初稿；（2）1篇以上 CSSCI 检索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

8．学术活动

（1）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应参加 15次以上有正式记录的本学

科举办的或与本学科相关的高水平学术讲座，并积极参与提问和讨论；

至少提交 10 篇千字左右关于参加学术报告的体会文章，经导师签字

后本人留存，作为导师评定博士生“学术交流与学术报告”成绩的依

据；博士生至少必须参加若干次其他专业举办的前沿学术讲座；

（2）在学期间至少参加 2 次以上全国性学术会议并提交论文，

在一定规模的学术会议至少 1 次以上做主旨学术发言，或在学校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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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范围内做 1 次以上学术报告；

（3）协助导师或导师组成员指导 1--2 名本科生，对其进行从选

题到毕业论文的全程指导工作；

（4）在国内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开展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研修

活动 1-3 个月；

（5）鼓励博士生积极参加导师的课题研究或独立申报承担科研

项目，以培养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尤其是独立从事创造性科研

工作的能力。

9．学位论文

详见“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六、科研能力基本要求

1．必须研读与研究方向相关的主要经典著作和最新研究成果 20

部以上、专业学术论文 60 篇以上，以及导师指定学习的相关领域的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并能够恰当分析概括学科前沿状况；

2．能够独立寻找或提出具有较重要学术意义和一定研究难度的

课题，能够正确确立自己的突破方向、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3．具有独立从事本领域研究工作的能力，明确所研究课题的重

点难点，能够实施和完成研究计划，并能形成论证严密、研究结果可

靠、水平较高的学术论文。能够围绕一个主攻方向有计划、分阶段地

完成有一定难度的系列研究工作。能够完成导师布置的其它研究任务；

4．能够熟练地检索、阅读本专业的中、外文资料，能够很好地

分析、评价和利用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中外文资料，在从事某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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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例如在完成学位论文时）不遗漏重要文献；

5．熟悉并掌握学术规范，熟悉相关的研究方法，掌握科研论文

的写作规范，不把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他人的发现、观点、数据、材料

相混淆，尊重他人成果，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

6．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富于学术勇气和学术敏感性，敢

于向有重要意义的难题挑战；具有较强的把握问题的能力，在研究中

能够做到问题集中、突出，主题明确、具体；学术兴趣广泛，善于学

习、吸收并综合各方面的知识；表达能力较强，能够最终将自己独立

的发现与创造性总结出来，形成让同行专家乃至更广泛的范围理解的

研究成果；

7．在学期间至少应完成具有一定学术水平 2 篇的课程论文、2

篇学年论文，并符合《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取

得创新性成果的要求》。

七、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博士研究生按时完成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任务，达到修读

所需的最低学分，参加学科综合测试且考核合格后进入学位论文撰写

阶段；

2．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前确

定论文选题。论文选题应选择学科前沿或切中我国教育实际问题对教

育改革发展有重要意义，具有一定的学术难度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应

体现创新性和先进性；

3．博士研究生用于课题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的时间一般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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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目的必须明确，问题集中，材料详

实，能反映出作者掌握了深厚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能反映出作者熟练检索、阅读、分析、评价和利用本专业外文文献资

料的能力；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有创造性成果，达到国内或国际

同类学术领域或学科方向的先进水平，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

景，能表明作者具有独立科学研究的能力；

4．学位论文字数应在 10万字左右，主要内容包括中英文摘要、

文献综述、正文、附录、注释、参考文献、致谢等。其中论文正文（不

含文献综述、）字数须在 6 万以上；

5．学位论文涉及的背景知识、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准确无误，所用

概念、术语、符号、公式等符合学术规范，没有严重错译或使用严重

错译的译文；对问题的论述完整、系统，推理严密，关键词得当；语

言精练，文字表达准确，语句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错别字、标点符号

错误、外文拼写错误、笔误和校对错误等总计不超过论文的千分之三

（按排版篇幅计）。

6．博士研究生必须高度重视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凡引用他人的

研究成果以及非本人调研获得的数据均必须按学位论文规范标注出

处，绝不允许学位论文出现抄袭剽窃问题。凡在学位论文中存在弄虚

作假、无视学术道德问题者均予以一票否决，取消其参与学位论文答

辩资格。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1．本学科专门成立以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负责人为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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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二级学科均有导师或相关学院负责人参加的教育学博士学位评

定委员会，专门负责本学科的博士学位评审工作。

2．博士研究生在规定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修满规定学分，通

过思想品备考核与学位论文审查、答辩，准予毕业。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有关规定，达到我校学位授予标准，并通过学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教育学博士学位。

3．国际生毕业时语言能力要求：国际生毕业前必须达到国家规

定的汉语能力标准等级水平。以中文为专业教学语言的硕士、博士研

究生毕业时，中文能力至少应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五级水平；

以外语为专业教学语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时，中文能力至少应

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三级水平。如有新标准出台，则以新标准

作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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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一级学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课程计划表
（代码：040100）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

时

学

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学
位

公
共
课

10345011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1 32 2 考试
中国学生必
修

1034501102 博士综合英语 1 48 3 考试

1034502153 高级汉语阅读 2 36 1
考试 中文授课国

际生必修

1034502154 高级汉语写作 2 36 2
考试 中文授课国

际生必修

1034502145 初级汉语综合（上） 2 36 1
考试 英文授课国

际生必修

1034502146 初级汉语综合（下） 2 36 2
考试 英文授课国

际生必修

1034502147 中国概况 2 36 1
考试 中、英文授

课国际生必

修

1034502148 当代中国 2 36 2
考试 中、英文授

课国际生必

修

学
科

平
台
课

0401001201 教育研究方法论 2 32 2 考查
必修

0401001202 教育名著选读 1 32 2 考查

学
科
方
向
课
（
按
方
向
必
修2

门
）

0401001301 高等教育基本理论 2 32 2 考查

高等教育学
0401001320

高等教育制度、政策与行政管理

专题
1 32 2 考查

0401001303 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 1 32 2 考查

比较教育学
0401001304 比较教育前沿问题 2 32 2 考查

0401001305 教育基本理论专题 1 32 2 考查
教育学原理

0401001306 教育哲学 2 32 2 考查

0401001C06 课程教学论专题研究 1 32 2 考查 课程与教学

论0401001C07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题 2 32 2 考查

0401001315 学前教育理论专题研究 1 32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
0401001316 早期儿童发展科学研究专题 1 32 2 考查

0401001317 技术与教育专题研究 1 32 2 考查

教育技术学
0401001318 数字化学习原理 2 3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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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

时

学

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0401001319 信息技术新进展 2 32 2 考查

0401001325 教师教育政策研究 2 32 2 考查
教师教育

0401001326 智慧教育与教师发展 1 32 2 考查

0401J21301 非洲教育通论 2 32 2 考查 非洲教育与

社会发展0401J21302 非洲社会发展 2 32 2 考查

0401001329 当代德育前沿问题研究 1 32 2 考查
德育理论与

方法0401001330 中外德育比较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001C01 学习科学基础 1 32 2 考查

智能教育0401001C03 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实践融合 1 32 2 考查

0401001C02 智慧教育概论 1 32 2 考查

非
学
位
课
程

方

向

选

修

课

（

按

方

向

至

少

修

1

门）

0401001501 高等教育哲学 2 32 2 考查

高等教育学

0401001537 区域高等教育 2 32 2 考查

0401001538 大学领导与大学治理 2 32 2 考查

0401001539 高等学校课程与教学 2 32 2 考查

0401001540 高等教育评估 2 32 2 考查

0401001541 大学教师发展 2 32 2 考查

0401001542 大学文化与学术文化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001508 非洲教育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比较教育学

0401001543 教师教育政策比较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001510 教育政策与制度比较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001544 中国教育走向非洲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001545 国际教育援助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001546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 2 32 2 考查

教育学原理0401001513 教育政策分析 2 32 2 考查

0401001547 道德教育研究 2 3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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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

时

学

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0401001548 教育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001E03 学科教育实验研究 2 32 2 考查

课程与教学

论方向

0401001E09 学科课程改革与发展 2 32 2 考查

0401001E04 学科教育评价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001E07 学科教育研究前沿 2 32 2 考查

0401001E05 学科史 2 32 2 考查

0401001E06 学科教育研究方法 2 32 2 考查

0401001E08 学科课程资源与环境建设 2 32 2 考查

0401001528 信息化教学研究 1 32 2 考查

教育技术学

0401001529 教学系统设计专题研究 1 32 2 考查

0401001530 学习环境设计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001531 教育软件工程 2 32 2 考查

0401001532 学前课程与教学专题 2 32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

0401001533 儿童发展理论专题 2 32 2 考查

0401001534 早期儿童政策与管理专题 2 32 2 考查

0401001535 早期儿童艺术教育专题 2 32 2 考查

0401001536 发展认知神经科学专题 2 32 2 考查

0401J21501 中非教育发展与合作 2 32 2 考查

非洲教育

与社会发展

0401J21502 教育政策与制度比较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J21503 国际教育研究专题 2 32 2 考查

0401J21504 中非人文交流 2 32 1 考查

0401001558 教师教育课程比较研究 2 32 2 考查

教师教育0401001559 教师教育信息化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001560 教师发展内在机制研究 2 32 2 考查

0401001564 道德学专题研究 2 32 2 考查 德育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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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

时

学

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方法0401001565 伦理思想史研究 1 32 2 考查

0401001E02 数据科学与教育 1 32 2 考查

智能教育
0401001E01 计算教育学概论 2 32 2 考查

公
共
选
修
课

103450110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2 16 1 考查

暂不开课
1034501104 第二外国语 2 32 2 考查

必修环节 1034501803 学术交流与学术报告 1-6 2

补修课程

（非本专

业或同等

学力入学

者，必选）

0401001901 多媒体与网络技术

/ 0401

0019

01 教育技术学
方向补修

0401001902 教育基本理论

/
04010

01902

应修总学分 不低于 17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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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术学位）

学科代码 ： 0401

学科名称 ： 教育学

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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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Pedagogy

（学科/专业代码：0401）

【学科/专业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从 1998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课程与

教学论专业），2006 年获教育学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本学科是浙

江省属高校中唯一的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十个二级学科

硕士点全部招收硕士研究生。迄今为止，已经招收 2481 名硕士研究

生，获得硕士学位 1384 人，在读 1097 人；本学科兼职博士生导师指

导培养博士 27人，其中在读 13人。

本一级学科拥有国家特色专业 2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教育援外基地各 1 个，3个浙江省级重点 A

类学科、在 2个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基础上，获

批教育学一级学科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 个省级教学团队、2

个省级创新团队等。

我校教育学一级学科教学与研究团队目前由 84 名成员构成的，

其中教授42人，副教授25人；69人具有博士学位，博士比率为78.3%；

博士生导师 10人。本学科已经形成由国务院学科评议专家组成员、

长江学者、双聘教授、杰出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省高校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省“151 人才工程”第一 、二层次入选者、校特

聘教授等组成的优秀团队。一级学科带头人眭依凡和徐辉教授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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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和比较教育领域国内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分别

为比较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国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顶尖学者之一。据

“基于 CNKI 中国引文数据库高等教育专题高被引论文分析”（《高

等教育研究》2010 年第 2期），1978—2008 年改革开放 30年间，发

表高被引论文前 20 位学者中，眭依凡教授排名全国第 2，仅次于潘

懋元教授。

近几年来本学科发展迅速，在 2004、2008 年教育部学位中心的

一级学科评估中，我校的教育学学科名列第 11（共 20 所学校参评）、

14 位（共 34 所学校参评，其中 16 所学校具有教育学一级或二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2012-2013

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2012 年我校研究生教育综

合实力排名位居全国 486 所高校第 101 位，全国省属师范大学第 7位

及浙江省属高校第 2 位。比较 2008-2012 年以来的评价排名，我校研

究生教育综合实力呈持续跃升态势，从 2008 年的第 148 位跃至 2012

年的第 101 位，年均增幅 9.4 位。在这项排名中，我校教育学门类（包

括心理学和体育学）研究生教育竞争力在 204 所高校中排名第 38位，

教育学一级学科研究生教育竞争力在 159 所高校中排名第 30 名，均

在优秀学科门类和优秀一级学科之列。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较强的事

业心、身心健康的；有较为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具体各方向的目标

和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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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教育学原理方向

1．掌握扎实、精深的教育科学基础知识，了解教育科学相关学

科的前沿理论。

2. 具有系统、严谨、科学的教育科学研究的思想体系、原理、

方法论。

3. 能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一般要求达到国家 6 级（PETS-6）。

4. 积累教育科学相关学科的知识和过硬的技术手段，如教育史、

哲学、SPSS 等方面的知识。

5. 具有独立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形成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

色，并且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6. 具备基本的知识获取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学术

交流能力，成为高校或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或者是中小学教育

教学及管理人员。

02 课程与教学论方向

培养适应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遵纪

守法、品行端正、学风正派，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开拓创

新精神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高级人才。

1．掌握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的基本理论与思想，熟悉相关学科、

专业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技术。

2．能够关注与发现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能



48

够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相应的问题。

3．熟悉中小学课堂，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课堂教学与研究指

导。

4．毕业后可以胜任中小学教学、研究与培训工作；能够从事本

学科的相关研究。

03 教育史方向

1. 掌握扎实、精深的教育科学与历史学基础知识。

2. 具有系统、严谨、科学的教育科学研究的思想体系、原理、

方法论。

3. 了解教育学、历史学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

4. 积累教育科学相关学科的知识和过硬的技术手段，如教育基

本理论、哲学、SPSS 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

5. 具有独立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形成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

色，并且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04 比较教育学方向

本专业主要面向高等院校、中小学校、教育出版机构和教育行政

管理部门，培养教育研究人员、教学人员、教育编辑人员和教育管理

人员。

1．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系统掌握本专业基本知识、基本科

研方法，形成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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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全球视野，了解全球教育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善于运

用比较方法研究国际教育问题；

3．养成独立从事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研究或管理能力，研究方

向明确，且要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4．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能熟练掌握外文专业文献搜索渠道，

准确理解和熟练翻译相关外文文献，能比较流利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05 学前教育学方向

1．培养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开拓、勇于创新，综合素质好；

2．掌握学前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视野开阔，善于运用理论分

析与回应学前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并有良好的学习、研究和实际工作

能力；

3．具备在学前教育相关机构胜任研究、教学与管理服务工作的

能力，并能起积极的引领与带动作用的高素质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具体要求：

1．专业态度要求

（1）健康、好学、守法，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与品格行为。

（2）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与敬业精神。

（3）恪守专业伦理，注重持续的专业发展，勇于改革与创新。

2．专业知识要求

（1）熟悉学前教育学术前沿及发展趋势。

（2）系统掌握学前教育学的专业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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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淀宽厚的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知识。

3．专业能力要求

（1）掌握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形成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

具备独立设计与实施研究的能力。

（2）具备良好的学术交流与表达能力.能够熟练运用一门以上外

语进行文献阅读与学术交流。

（3）具备分析与回应学前教育相关理论、政策与实践议题的能

力。

（4）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组织协调与沟通管理能力。

06 高等教育学方向

培养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能力，并胜任高校相关教学、

研究与管理工作的人才：

1．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精神，具备良好社会交往与

沟通能力，身心健康。

2．系统掌握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具有合理知识结构，具备良

好学术素养与专业志向。

3．熟练掌握从事高等学校学生事务管理、一般行政事务管理、

院校研究等工作所需的专门知识与相关技能，具备独立开展相关实务

或研究工作的能力，较高水平的教学素养与教学能力。

4．具有教育与高等教育国际视野，具备国际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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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成人教育学方向

培养热爱成人教育事业、德智体和谐发展、能适应现代终身教育

发展需要、具有宽厚的成人教育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创新精神和科

研能力的人才。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类成人院校、教育科研机构、社区

教育机构、远程教育机构、老年大学以及其它教育行政机关。

1．具有良好的开拓创新精神，身心健康。

2．掌握扎实的现代教育发展基本理论和系统的成人教育理论知

识，熟悉现代成人教育思想，了解国内外成人教育理论的发展进程和

最新成果。

3．熟练掌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一门外国语。

4．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能结合成人教育实践发展，

开展成人教育的相关研究，具有独立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

成较强的成人教育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形成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

特色，并且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08 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

1．具有扎实的职业教育理论基础，系统掌握职业教育的专业知

识。

2．掌握国内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动态和最新成果，了解我国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实践。

3．能够运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独立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和研究。

4．有明确的研究方向，能围绕研究主题产生一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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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特殊教育学方向

1．专业德行与理想。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较强的

事业心，热爱特殊教育事业，身心健康，认同专业，恪守专业伦理；

尊重儿童，有高度责任感；汇聚专业智慧，勇于创新。

2. 专业知识与视野。具有扎实的特殊教育学学科专业理论知识，

包括各类特殊教育需要儿童心理发展与评估、教育与康复等方面的理

论知识；了解特殊教育学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包括心理学、康复医

学、认知科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

3．专业能力与实践。掌握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相关临床手段，

如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诊断评估、发展及运动障碍的康复训练，自闭

症谱系障碍的早期干预、认知发展与行为问题的积极支持、特殊儿童

的教育安置与教学方法等；掌握相应的科研方法和一门外语，具有独

立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形成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并且有一定

数量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10 教育技术学方向

1. 掌握教育技术学专业领域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洞悉教育技术

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技术

2. 能够关注与发现教育技术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备教育

技术的研究能力。

3. 能够设计与开发数字化学习资源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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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毕业后可以胜任高等学校、中小学、相关企事业单位的信息

技术课程的教学与培训工作；能够从事数字化学习资源和环境的设计

与开发工作；能够指导信息技术在教育与培训中的应用工作。

Z1 教师教育方向

1．掌握扎实、精深的教师教育学科基础知识。

2. 具有系统、严谨、科学的教师教育研究的思想体系、原理、

方法。

3. 了解教师教育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掌握开展教师专业发展

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4. 具有独立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形成明确的研究方向，并且有

一定数量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Z2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1．注重培养从事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的良好职业精神。对党的事

业、对少年儿童、对民族未来的发展有强烈责任心。

2．具有坚实的学科基础理论和系统的学科知识；了解少年儿童

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课程与教学学科的当前状况和发展前沿；具有严

谨、求实的学风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应有新的

见解；掌握一门外国语，并具有一定的笔译能力及阅读与本学科有关

的文献能力；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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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非洲教育方向

1．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较强的事业心，身心健康。

2．具有扎实的非洲学和教育学专业基础，具备非洲教育研究基

本素养，包括专业阅读、学术写作、学术表达和交流等素养。

3．培养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事业的专业性人才，能为中非教育

交流与合作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议等。

4．能熟练阅读和翻译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较好的运用外

语写作和交流的能力；

5．具有参与中非教育交流和合作事业的实践能力，并具备进一

步深造的潜质。

二、学习年限

本专业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特别优秀的研究

生，可申请提前毕业。

三、研究方向
序号 学科方向 研究方向

1

教育学原理

Principle of Pedagogy

040101

主要研究特色是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特别侧重教育哲

学、教科书社会学、教育正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

师伦理、学校德育等的研究）、教育文化与政策研究。

2

课程与教学论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040102

本方向积极服务于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实践，在教师培

训、科研指导、课堂质量提升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历经多年的发展，本方向逐步形成了课程与教学基本理

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两大方向。

3

教育史

History of Pedagogy

040103

主要研究教育发展史，为教育理论的发展提供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历史的经验。主要研

究特色是区域教育史研究（侧重于区域近现代教育发展

与区域社会变革的互动影响研究、各区域教育发展历史

的比较研究）、教育制度与管理变迁的研究、教育思想

与文化的历史研究。

4
比较教育学

Comparative

依托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

研究中心”和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教育学一级学科重点

研究基地，在国外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实务、非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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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040104

研究、印度教育研究、教师教育国别比较、大学教学理

论译介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5

学前教育学

Early-child

Educatio

040105

主要关注儿童发展与教育、儿童政策与管理、学前教育

原理 、幼儿园课程与教学、儿童文化与艺术教育等方

面，在在儿童面孔认知与亲子交流、动画绘本认知、儿

童诚实说谎与心理理论、儿童跨感觉认知与感统、早期

儿童公共政策，学前教育质量评估、幼儿教师伦理、儿

童品格教育研究、健康、语言、艺术、科学、社会五领

域的课程教学研究已形成了基本特色，儿童隐喻、儿童

综合艺术教育、儿童音乐、美术教育等领域已形成基本

优势。

6

高等教育学

The pedagogy of

higher education

040106

主要关注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教师教育等领

域，研究高等教育的组织性质、历史变迁和建制形态，

探索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理念与制度、分化与

流变；高等学校内外部治理结构及善治条件；基于教育

与学科教学专家的新型教师培养目标，探索符合时代要

求的教师教育理论体系及教师教育新模式等领域。

7

成人教育学

Andragogy

040107

主要研究成人教育基本理论、成人教育管理与评价、人

力资源培训与开发和比较成人教育等领域。涉及成人教

育的基本理论问题、成人教育宏观与微观管理方面的问

题、企事业等微观组织的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的主要内

容、欧美等发达国家成人教育的基本模式、成功经验研

究。

8

职业技术教育学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040108

主要研究比较职业教育（中外职业教育的现状和特点,

梳理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现状特征与未来趋势

等）、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围绕职业教育中“学什么”

和“如何教”两个基本领域开展研究）、职业教育管理

（职业技术教育管理理论与政策）、农村职业教育（研

究和探索当今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农村职业教育状况及

其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伦理体系的建

构、城市和农村职业教育统筹的途径方法和机制、职业

伦理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等）

9

特殊教育学

Special education

040109

主要研究特殊教育基本理论、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特

殊教育政策与管理、特殊教师教育、特殊学校文化研究、

特殊儿童的认知、语言、行为等方面的发展，研究相关

心理教育评估、康复与教育训练的方法、特殊儿童的课

程与教学、特殊需要儿童的早期发展与临床特点、融合

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早期干预策略与技术手段等特殊教

育原理、特殊儿童发展与教育、特殊儿童融合教育与早

期干预工作三大领域。

10

教育技术学

Educational

Technology

040110

主要研究信息化教与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信息技术课

程与教学、信息技术在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中应用的基

本理论与方法等）、数字化学习资源与环境的设计和开

发（包括数字化学习资源与环境的基本理论、设计方法

和开发技术等）、现代远程教育（包括以多媒体与网络

技术为支撑的现代远程教育基本理论、模式和方法等）。

11

教师教育

Teacher Education

0401Z1

本学科主要研究教师教育的基本原理，为教师教育理论

的发展和教师教育改革提供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主要研

究方向是教师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职前教师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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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后教师教育研究。

12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

Young children's

organization and

ideology education

0401Z2

主要研究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原理（包括少年儿童公

民意识形成的生活基础、影响因素和教育途径等）、少

年儿童组织生活与管理（如何建设有教育功能的组织制

度与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方法、历史、发展趋势以及改

革管理创新）、少年儿童辅导员专业发展（少年儿童辅

导员队伍专业发展的内容、方法和途径等）。

13

非洲教育

African Studies of

African Education

学习掌握非洲高等教育的历史变迁、发展现状与趋势，

研究非洲国别与地区的高等教育重点与热点问题；了解

非洲职业教育现状、趋势与历史变迁，研究非洲国别与

地区的职教重点与热点问题；了解非洲教师教育现状、

趋势与历史变迁，突出典型国别与地区的教师教育、分

析非洲教师教育重点与热点问题；了解中非教育关系的

历史和现状，重点突出中非教育援助与合作，研究中国

教育在非洲的影响与传播。

四、课程设置计划

详见本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课程计划表。

1．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研究生新生在入学后三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根据本专业的“培

养方案”制定出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研究生在《研究生培养手

册》中填上培养计划的相关内容，经导师同意并签字后，在“研究生

信息管理系统”中提交。

个人培养计划是研究生本人对自身有关培养信息进行管理的开

端，而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是环环相扣的，因此，在个人培养

计划制订上务必严谨、严肃。

2．课程学习和学分要求

在规定的学制内，研究生入学后的第 1~3 学期为课程学习阶段。

研究生需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及时、认真地

做好网上选课工作，积极修读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和学分要求，源头上既与培养方案有关，更与



57

个人培养计划相关，后续还与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开题环节管理、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和毕业与学位管理等，因此，研究生本人、研究生

管理工作人员和任课教师等相关人员须按有关规定合理安排、规范操

作、认真核对。

选入个人培养计划的课程，必须修学并获得相应学分（同等学力

或跨学科招录生须修学“补修课程”但不计学分）。

3．研究生中期考核

研究生中期考核是课程学习基本结束后，以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

人培养计划为依据，对研究生的课程修学情况进行的考核。学术型研

究生的中期考核时间安排在第三学期或第四学期论文开题前进行。中

期考核的结果管理是：（1）中期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二个等

级；（2）一般中期考核合格后才能进入学位论文开题与写作阶段；

（3）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可在学院公布考核结果的一年内向

所在学院申请重新考核（即二次考核），重新考核仅限一次。

4．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主要包括专业实践、学术活动、本科课程助教三部分：

（1）专业实践。（详见专业实践安排）

（2）学术活动。（详见学术活动的标准和要求）。

（3）本科课程助教。正式注册的学术型硕士（中国学生）在校

期间必须担任助教工作满一学期，考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依据研究生参与专业实践和学术活动的实际情况作考核，相关的



58

纸质材料由学院保存归档，并在“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中给予审核。

非洲教育专业必修还包括：0302002B01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必修环节纳入“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中管理，并作为学位论文

答辩申请的审核条件之一。

5．学位论文开题

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范围一般不超出本专业的研究方向（交叉学

科除外）。研究生一般应在第三学期结束前确定学位论文选题，提交

学位论文工作计划，并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证。开题报告应包含

选题的来源、依据与意义、研究目的与问题、研究方法与研究计划等

内容。）

“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开题环节的信息管理内容有：

（1）研究生本人录入“开题申请”信息，并由研究生秘书作出

审核；

（2）研究生本人录入“开题结果”信息，并由研究生秘书作出

审核；

6．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在第五学期初进行，由导师组根据论文开题情

况，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进展和完成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

问题加强指导。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时研究生须提交论文初稿。

7．科研活动与成果要求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参与一定数量的科研活动，包括承担导师

或导师组的部分科研任务。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应公开发表一篇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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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研究领域相关的科研成果（含学术论文、论著、译著、专

利等，教材除外）；若无相关成果，论文盲审评阅成绩均需在 80 分

及以上。

具体按《浙江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和《浙江师范大学研

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

8．学位论文答辩

研究生须在申请答辩所在学期结束前 3 个月前完成论文终稿，送

审合格后，需在该学期结束前 1个月前完成论文答辩。

在申请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前，研究生须按规定在“研究生信息

管理系统”中提交“答辩申请”信息，并由研究生秘书作出审核。

详见《浙江师范大学关于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环节的

说明》。

具体时间节点与要求见表 1。

表 1 时间节点与要求

序

号
内 容

学

分

时 间 安

排
考 核

1 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入 学 后 三

个月内

在《研究生培养手册》中填上培养计划的

相关内容，经导师同意并签字后，在“研

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中提交

2 课程学习
≥

27
第1-3学期 课程成绩

3 中期考核
第3学期或

第4学期初

中期检查专家组（以培养方案和研究生个

人培养计划为依据，对研究生的课程修学

情况进行的考核）

4 专业实践
2 第4或5学

期 10 周

5 学术活动

1

在学期间

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参加与所学学科、专业

有关的学术会议或学术讲座不少于 10 个，

且在公开报告会上做学术报告或研究进展

报告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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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课程助教
1 第3学期或

第 4 学期

7
开题报告（含论文开题报

告审核表，报研究生院）

第4学期前

4周
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证

8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第 五 学 期

初
中期检查专家组

9 论文答辩 第6学期末

答辩委员会（研究生须在申请答辩所在学

期结束前 3 个月前完成论文终稿，并在该

学期结束前 1 个月前完成论文答辩）

10

成果（至少发表或录用学

术论文 1 篇，参照《浙江

师范大学期刊定级标准》）

学 位 评 定

分 委 员 会

审 核 学 位

前

研究生学院

六、培养方式与方法

1、培养措施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

合的培养方式。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

则，采取系统的理论学习与自主阅读相结合、系统讲授与专题研讨相

结合、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在科研训

练上通过举办学术沙龙、学术报告、组织学术调研与研讨会等方式，

为学生提供学术交流与讨论的平台，培养学生的学术交流与表达能力。

2.学术活动环节的基本要求

（1）至少参加各类学术讲座（含学术会议）10场，提交各场讨

论或会议主要内容记录。

（2）至少面向本科或研究生同学作公开报告两次（可以是经典

阅读报告或是研究进展报告），提交报告 PPT.

学术活动各项材料致迟在学位论文中期考核前提交研究生信息

管理系统，由导师审阅考核。

3.专业实践环节的具体要求



61

为帮助研究运用理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须结合

专业学习、论文写作积极参与各类专业实践。学前教育学术硕士的实

践要求如下：

（1）实践的目的：通过各类实践，促进学生专业成长，培养学

生专业核心能力，提升就业竞争力。

（2）实践的组织形式：导师自主、导师组合作、学院集中安排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实践的单位的选择：个人与导师自主选择、学院安排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原则上，选择指导经验丰富的单位作为实践基地。实

践单位可以是与学习及研究方向一致的各类机构。

（4）实践的指导形式：实践基地导师与学院教师共同指导，指

导可据情况选择电话、网络或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

（5）实践的内容和程序：根据学生专业学习需求实践内容可分

为教育见习、实习、教育调研、助教、社会服务（社会调查）等。

教育见习结合相关专业课程内容分散进行；教育实习由学生或导

师结合学习自主灵活安排；教育调研结合导师或导师组课题研究进行；

社会服务是指承担志愿服务的实践，包括会议服务，或运用专业知识

服务相关实践部门。学生各类实践时数的安排视专业方向可各有不同

侧重，但各类实践时数累积不少于两个月（60天）。

（6）实践的考核标准：实践考核依实践任务完成与目标达成情

况分不合格、合格、中等、良好、优秀五个等级。实践考核详细标准

参见实践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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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践材料归档：各学生的实践材料于研究生论文中期考核

前上传研究生信息系统，由各研究生导师审阅考核。

非洲教育专业的“专业实践”环节如下：

(1)实践的目的

专业实践以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为目标。实践内容具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包含必要的技能

训练，体现所学的专业知识，达到职业性与专业性的统一。实践形式

丰富多样，包括参与导师课题研究、完成自主申报科研课题、参与实

践单位和学科研究基地研究项目、各类学术调研活动等。

（2）实践的组织形式

在学研究生可在第 4或 5 学期安排为期 2-3 个月的专业实践，特

殊情况下可申请采取以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交叉的方式进行。专业实

践的组织工作体现“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和现

场实践”相结合、“专业实践与论文创作”相结合的原则。研究生在

开始实践前，按照所在专业类别或领域的专业培养方案要求，与导师

一起制订专业实践计划，列出专业实践的具体内容和预计成果。

（3）实践单位

在学位点的整体规划下，统筹协调，自主选择，导师监督，广泛

吸纳社会资源，主动与企事业单位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着力建设好

一批高水平的专业实践单位。学生如选择学术调研项目，则实践单位

为相关正规大学。

（4）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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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导师制，即学校教师与实习或实践单位教师相结合的指导形式。

加强对研究生的安全教育，增强其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参加实

践的研究生认真积极地投入实践或实习工作，服从导师及实践单位的

工作安排，随时保持同导师的联系。

（5）实践考核

实践环节的考核采用学分制，考核合格方可取得相应学分。研究

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参加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

论文答辩。研究生在专业实践工作结束后，由导师根据硕士生承担的

科研任务完成情况及取得的科研成果综合评定。

（6）实践材料

研究生参加专业实践活动，应记录专业实践工作笔记（包括项目

名称、规模、工作内容、本人承担的具体任务、执行情况、遇到的问

题、实践体会等等）。实践结束后，填写《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专业

实践报告》，由学位点组织导师进行审核和评分。

七、科研能力与水平

1、了解国内外前沿的学前教育理论发展情况；

2、能够准确查找、收集、处理和运用中外文研究资料；

3、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研究，并承担一定的任务；

4、具备一定的学术敏感性，能在学前教育领域中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并能对问题的发展、现状、趋势形成方向性判断；

5、检验标志：，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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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公开发表相关论文 1 篇（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人第

二作者，署名浙江师范大学）或学位论文盲审成绩均在 80分以上；

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是全面训练研究生从事教育科研工作、培养创新能力和

综合素质的主要环节。基本要求如下：

1、选题

分准备、调整和确定三个阶段：

（1）准备阶段：要求根据研究方向，广泛收集、整理和阅读专

业文献和相关资料；并在全面了解国内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状况的基

础上，初步拟定学位论文方向。

（2）调整阶段：在导师指导的基础上，集中筛选材料，广泛听

取意见，确定学位论文题目。但可根据可行性原则对学位论文题目做

必要修改。

（3）确定阶段：学位论文选题经导师同意后，须撰写开题报告，

并由院学位委员会指派导师组织开题报告会，报告会结果交院学位委

员会审核。经审核通过后转入研究工作。如果审核不合格，须重新修

订选题。

2、学位论文

（1）学位论文要求在导师或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

独立完成。

（2）学位论文写作应对研究主题相关文献有较全面深刻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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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与评析；内容方面要求具有一定的新意，有较好的理论与实践意

义；形式方面要求格式规范，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论文语言流畅、

观点明确、逻辑清晰；数据可靠、结论可信；参考文献应有科学代表

性和一定广泛性。

（3）论文字数不少于 3万字。

（4）学位论文一般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并考核合格后开始进行。

一般要求在第 3 学期末前通过开题论证。第 4～5学期进行论文数据

或资料收集，撰写论文初稿；第 5 学期结束前一个月进行论文中期检

查或预答辩；论文送审合格后，第 6学期结束前一个月进行论文答辩。

如学位论文撰写延期，时间顺延。

九、国际生毕业时语言能力要求

国际生毕业前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汉语能力标准等级水平。以中

文为专业教学语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时，中文能力至少应达到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五级水平；以外语为专业教学语言的硕士、博

士研究生毕业时，中文能力至少应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三级水

平。如有新标准出台，则以新标准作为参照。

十、须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1．必读书目

01 教育学原理方向

[1]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

[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 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1~5）. 北京:教育科

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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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6]华东师大比较所译. 学会生存.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7]勝大春.外国教育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8] A.C.奥恩斯坦著,刘付忱译.美国教育学基础.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9] 筑波大学教育学会编,钟启泉译.现代教育学基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10] 博尔诺夫著,李其龙译.教育人类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1] 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2] 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3]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4] 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5]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16] 杜威著,姜文闵译.我们怎样思维.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7] W.F.康内尔著,张法琨等译.20 世纪教育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8] 刘佛年主编.回顾与探索——若干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海:华东师大出版

社,1991.

[19] 瞿葆奎主编.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厦门: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20]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 世纪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济南:山东教育出版

社,1997.

[21]保罗·弗莱雷著.被压迫者教育学(第 2版) .顾建新, 赵友华, 何曙荣译.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2] 马克斯.范梅南著.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

版社，2003.

[23] 内尔·诺丁斯著.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03.

[24]第斯多惠著.德国教师培养指南.袁一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5]Linda Darling-Hammond 主编.有力的教师教育:来自杰出项目的经验.鞠玉翠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02 课程与教学论方向

[1]王策三.教学论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2]李秉德、李定仁.教学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施良方.课程理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4]裴娣娜.现代教学论（共三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5]单丁.课程流派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6]钟启泉、张华，课程与教学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黄甫全，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本）

[8]王维臣，教学与课程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9]黄甫全、王本陆，现代教学论学程，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10]李秉德、李定仁，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1]何志汉，教学论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12]石鸥，教学别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3]田慧生、李如密，教学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4]熊川武，反思性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5]张汉昌、赵菡，开放式课堂教学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16]教学导论，原版，Lynda Fielstein,Patricea Phelps,2005

[17]单文经等译，当代教育理论译丛，教学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8]潘洪建，教学知识论，甘肃教育出版社，

[19]靳玉乐，中国新时期教学论的进展，重庆出版社

[20]靳玉乐，探究教学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1]靳玉乐，案例教学原理，西南师大出版社

[22]王斌华，校本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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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崔允火，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4]陈扬光，课程论与课程编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25]陈玉琨、代蕊华，课程与课堂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6]李雁冰，课程评价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27]李臣，活动课程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28]高峡、康健、丛立新、高洪源，活动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7

[29]张华，经验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30]应俊峰，研究型课程，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

[31]任长松，走向新课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32]熊梅，当代综合课程的新范式：综合性学习的理论与实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33]钟启泉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4]严淡如、金卫雄，新型活动课程指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5]钟启泉，比较课程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

[36]Allan C.Ornstein,当代课程问题，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37][美]艾伦·C·奥恩斯坦，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8]李定仁，徐继存，课程论研究二十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39]小威廉姆 E·多尔等，课程愿景，教育科学出版社

[40][美]威廉 F·派纳等，理解课程（上、下），教育科学出版社，

[41]《21 世纪人类学习的革命》译丛：A 美国课程与教学案例透视——贾斯珀系列，B

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C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D创设联结：教学

与人脑，E情景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2][美]艾伦·C·奥恩斯坦，当代课程问题，浙江教育出版社

[43]徐学福，科学课程的探究教学案例，西南师大出版社

[44]靳玉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重庆出版社，

[45]靳玉乐，活动课程与学生素质发展研究，重庆出版社

[46] 泰勒著，施良方译.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7] 【美】小威廉姆 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03 教育史方向

[1] 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上、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 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

[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

[6]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8]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9]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10]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11]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2] 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5.

[13]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言、上、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7]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古代、近代、现代）,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8]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0] 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1]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 7 册）.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22] 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1-8 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23]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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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5]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26] 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04 比较教育学方向

[1] [美] 康德尔．教育的新时代——比较教育．王承绪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2] [英] 埃德蒙·金．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王承绪等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 [西班牙]何塞·加里多．比较教育概论．万秀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 [美] 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赵宝恒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华

东师

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7] 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8] [美国]菲利普·G·阿特巴赫. 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

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9] 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0] 顾明远．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1] 吴文侃、杨汉清.比较教育学（修订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90 年代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报

告( 修订版 ）. 赵中建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3] 赵中建、顾建民．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

出

版社，1994．

[14] [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顾建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5] 贝磊，鲍勃，梅森. 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李梅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6] 于尔根·施瑞尔. 比较教育中的话语形成. 郑砚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1.

[17] Shavit, Y., Arum, R., Gamoran, A., & Menahem, G. (Eds.).

(2007). Stratif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Sykes, G., Schneider, B., & Plank, D. N. (Eds.). (2009). Handboo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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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学前教育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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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劳拉·E 贝克．儿童发展．吴颖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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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illiam Crain．Theories of Development．Pearson Education．Inc．2005．

[17] Charles A． Nelson etc．Neuroscience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The Role of

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ing Brain． Wiley Publish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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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Psychological Bulletin. 自 1990 年起.

06 高等教育学方向

[1]高等教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自 1990 年起.

[2]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北京大学．自 1990 年起.

[3]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清华大学．自 1990 年起.

[4]复旦教育论坛,复旦大学．自 1990 年起.

[5]教育发展研究.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自 1990 年起.

[6]教师教育研究.北师大．自 1990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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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高教研究.中国高教学会．自 1990 年起.

[8]《高等教育》（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人民大学．自 1990 年起.

[9]中国高等教育.教育部．自 1990 年起.

[10]大学教育科学.湖南大学．自 1990 年起.

[11]现代大学教育.中南大学．自 1990 年起.

[12]江苏高教. 江苏省教育厅．自 1990 年起.

[13]高教探索 .广东省教育厅．自 1990 年起.

[14]教育科学 .辽宁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15]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16]课程 教材 教法.教育部．自 1990 年起.

[17]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18]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自 1990 年起.

[19]高教发展与评估.武汉理工大学．自 1990 年起.

[20]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自 1990 年起.

[21]教育与经济.华中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22]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厦门大学．自 1990 年起.

[23]Higher Education Springer．自 1990 年起.

[24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Routledge．自 1990 年起.

[25]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Wiley-Blackwell．自 1990 年起.

[26]Sociology of Education Sage．自 1990 年起.

[27]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Routledge．自 1990 年起.

[28]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Routledge．自 1990 年起.

[29]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Method in Education

Routledge．自 1990 年起.

[30]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outledge．自 1990 年起.

[31]Comparative Education Routledge．自 1990 年起.

[32]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自 1990 年起.

07 成人教育方向

[1]《教育发展研究》．自 1990 年起.

[2]《全球教育展望》．自 1990 年起.

[3]《中国成人教育》．自 1990 年起.

[4]《成人教育》．自 1990 年起.

[5]《成人高教学刊》．自 1990 年起.

[6]《继续教育研究》．自 1990 年起.

[7]《继续教育》．自 1990 年起.

[8]《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自 1990 年起.

[9]《开放教育研究》．自 1990 年起.

[10]《外国教育研究》．自 1990 年起.

[11]《教师教育研究》．自 1990 年起.

[12]《清华大学教育研究》．自 1990 年起.

[13]《电化教育研究》．自 1990 年起.

[14]《中国培训》．自 1990 年起.

[15]《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自 1990 年起.

[16]《当代继续教育研究》原《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自 1990 年起.

[17]《教育与职业》．自 1990 年起.

[18]《职业技术教育》．自 1990 年起.

本方向还需要浏览以下专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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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www.edu.cn/index.shtml

2.http://www.eschina.bnu.edu.cn/index.html

3.http://www.moe.edu.cn/

4.http://www.eol.cn/

5.http://www.zgjsw.com/

6.http://www.ynjy.cn/

7.http://www.scrtvu.net/thesis/lwk.htm

8. http：//www.cvae.com.cn/

9.http://iee.gse.pku.edu.cn/

10.http://www.xinhuanet.com/edu/

11.http://www.ep-china.net/

12.http://www.eaea.org/

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1]教师教育研究．月刊．北京师范大学．

[2]职教论坛．半月刊．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3]职业技术教育．旬刊．吉林职业师范学院．

[4]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旬刊．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5]教育与职业．半月刊．中华职教社．

[6]中国培训．月刊．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

[7]比较教育研究．月刊．北京师范大学．

[8]全球教育展望．月刊．华东师范大学．

[9]教育发展研究．月刊．上海教育科学院．

[10]课程教材教法．月刊．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本方向还需要浏览以下专业网站

[1]http：//www．cvae．com．cn/（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

[2]http：//www．tech．net．cn/（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3]http：//www．edu．cn/（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4]http：//www．osta．org．cn/（国家职业资格工作网）

[5]http：//www．unevoc．unesco．org/

[6]http：//www．cedefop．europa．eu/

09 特殊教育学方向

[1]心理学报.季刊.中科院心理所．自 1990 年起.

[2]心理科学.月刊.华东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3]心理发展与教育.月刊. 北京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4]应用心理学.月刊.浙江大学．自 1990 年起.

[5]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月刊．自 1990 年起.

[6]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 月刊.中国聋儿康复中心．自 1990 年起.

[7]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月刊.华东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8]全球教育展望.月刊.华东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9][课程·教材·教法].月刊.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研究所．自 1990 年起.

[10][教育研究与实验].双月刊.华中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11][教育发展研究].月刊.上海．自 1990 年起.

[12][教师教育研究].月刊.北京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13][教育理论与实践].月刊.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自 1990 年起.

[14][中国教育学刊].月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自 1990 年起.

[15][上海教育科研].月刊.上海教育科学研究所．自 1990 年起.

[16][中国特殊教育].月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自 1990 年起.

[17][学前教育研究].月刊.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湖南长沙师范专科学校．自 1990 年

http://www.edu.cn/index.shtml
http://www.eschina.bnu.edu.cn/index.html
http://www.moe.edu.cn/
http://www.eol.cn/
http://www.zgjsw.com/
http://www.ynjy.cn/
http://www.scrtvu.net/thesis/lwk.htm
http://iee.gse.pku.edu.cn/
http://www.xinhuanet.com/edu/
http://www.ep-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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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18][幼儿教育].月刊.浙江教育报刊社、杭州幼儿师范学院．自 1990 年起.

[19][现代特殊教育]（高教版）.月刊.江苏省教育报刊社．自 1990 年起.

[20]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自 1990 年起.

[21]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自 1990 年起.

[22]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自 1990 年起.

[23]Assessment for Effective Intervention．自 1990 年起.

[24]Autism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自 1990 年起.

[25]Behavioral Disorders．自 1990 年起.

[26]British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自 1990 年起.

[27]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自 1990 年起.

[28]Education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自 1990 年起.

[29]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Difficulties．自 1990 年起.

[30]Exceptional Children．自 1990 年起.

[321]Exceptionality Education Canada．自 1990 年起.

10 教育技术学方向

[1] 电化教育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2] 开放教育 上海广播电视大学．自 1990 年起.

[3] 中国电化教育教育 中央电化教育馆．自 1990 年起.

[4] 现代教育教育技术 清华大学．自 1990 年起.

[5]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ECT（美国教育传播与技

术协会）．自 1990 年起.

[6] British Journal of Instrutional Technology.( 英 国 教 育 技 术 杂 志 )

Wiley-Blackwell．自 1990 年起.

Z1 教师教育方向

[1]教师教育研究.自 20005 年起.

[2]全球教育展望.自 2005 年起.

[3]教育发展研究.自 2005 年起.

[4]北大教育评论.自 2005 年起.

Z2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向

[1] 中国少年儿童.中文核心期刊.团中央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自 1990 年起.

[2] 中国教育学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学会．自 1990

年起.

[3] 教育研究.中文核心期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自 1990 年起.

[4] 外国中小学教育.中文核心期刊.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自 1990 年

起.

[5] 比较教育研究.中文核心期刊.北京师范大学．自 1990 年起.

[6]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中文核心期刊.高等教育出版社．自 1990 年起.

[7] 青少年研究.山东省团校、山东省少年研究所主办．自 1990 年起.

[8]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文核心期刊.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自 1990 年

起.

[9] 中国青年研究.中文核心期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自 1990

年起.

[10] 南方青少年研究.广东青少年研究会、广东青少年研究协会．自 1990 年起.

[11] 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自 1990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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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非洲教育

[1]比较教育研究 国内期刊 北京师范大学

[2]全球教育展望 国内期刊 华东师范大学

[3]外国教育研究 国内期刊 东北师范大学

[4]非洲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刊

[5]Comparative Education 国际刊物

[6]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国际刊物

[7]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国际刊物 南非大学

[8]African Affairs 国际刊物

[9]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国际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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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一级学科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课程计划表

（系统代码：040100）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方

式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学位

公共

课（7

学

分）

1034502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2 36 1 考试 必修

1034502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2 考试 必修

1034502118 研究生公共英语 2 36 1 考试 必修

1034502119 研究生专业英语 2 36 2 考试 必修

1034502147 中国概况 2 36 1 考试

留学生必修
1034502148 当代中国 2 36 2 考试

1034502153 高级汉语阅读 2 36 1 考试

1034502154 高级汉语写作 2 36 2 考试

学科

平台

课（6

学

分）

0401002B0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2 36 2 考查 必修

0401002201 教育研究方法 2 36 1 考查

3选 20401002202 教育原理 2 36 1 考查

0401002207 中外教育名著选读 2 36 2 考查

学位

专业

课（6

学

分）

0401002203 中外教育思想史 2 36 2 考试
教育学原理方

向必修
0401012301 教育哲学 2 36 1 考试

0401012302 德育原理 2 36 2 考试

0401002203 中外教育思想史 2 36 2 考试

课程与教学论

方向必修0401002301 课程与教学论 2 36 1 考试

0401002302 教学设计 2 36 2 考试

0401002203 中外教育思想史 2 36 2 考试
教育史方向必

修
0401032301 教育制度史 2 36 1 考试

0401032302 教育文献 2 36 2 考试

0401042301 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 2 36 1 考试
比较教育学方

向必修
0401042302 国外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2 36 2 考试

0401042303 外国教育史专题研究 2 36 2 考试

0401052301 儿童发展理论 2 36 1 考试

学前教育学方

向必修

0401052501 儿童教育哲学 2 36 2 考试

0401052302 学前教育前沿专题 2
3

6
1

考

试

0401062301 高等教育学 2 36 1 考试 高等教育学方

向必修0401062302 高等教育管理学 2 36 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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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方

式
备注

0401062303 高等教育专题研究 2 36 2 考试

0401072301 成人教育学 2 36 1 考试
成人教育学方

向必修
0401072302 继续教育专题研究 2 36 1 考试

0401072303 成人教育国际比较和趋势展望 2 36 1 考试

0401082301 职业教育原理 2 36 1 考试

职业技术教育

学方向必修

0401082302 职业教育专题研究 3 54

2

～

3

考查

0401082505 比较职业教育 2 36 3 考试

0401002301 课程与教学论 2 36 1 考试

0401052301 儿童发展理论 2 36 3 考试

特殊教育学方

向必修
0401092301 特殊儿童心理研究专题 2 36 1 考试

0401092302 特殊教育基本理论 2 36 2 考试

0770012301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研究 2 36 1 考试

教育技术学方

向必修
0401002302 教学设计 2 36 2 考试

0770012302 数字化学习资源和环境研究 2 36 2 考试

0401Z12301 教师专业成长理论 2 36 1 考试
教师教育方向

必修
0401Z12302 教师教育改革与政策分析 2 36 2 考试

0401Z12506 校本培训研究 2 36 1 考试

0401J12508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 36 1 考查

非洲教育方向

必修
0401J12301 非洲教育通论 2 36 1 考查

0401042301 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 2 36 1 考查

0401J12304 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 2 36 2 考查

非

学

位

课

程

专业

选修

课（6

学

分）

0401012501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2 36 1 考试

教育学原理方

向至少修 3门

0401042302 国外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2 36 2 考试

0401002302 教学设计 2 36 2 考试

0401032302 教育文献 2 36 2 考试

0401002301 课程与教学论 2 36 1 考试

0401022303 课程论专题研究 2 36 1 考试

课程与教学论

方向至少修 3

门

0401022304 教学论专题研究 2 36 2 考试

0401012301 教育哲学 2 36 1 考试

0770012302 数字化学习资源与环境研究 2 36 2 考试

0401032302 教育文献 2 36 2 考试

0401032501 教育社会学 2 36 3 考试 教育史方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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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方

式
备注

少修 3门0401032502 教育文化学 2 36 3 考试

0401032503 专门教育史（高等/中等/小学） 2 36 2 考试

0401002301 课程与教学论 2 36 1 考试

0401012301 教育哲学 2 36 1 考试

0401042301 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 2 36 1 考试

0401042501 比较高等教育 2 36 1 考查

比较教育学方

向至少修 3门

0401042502 非洲教育专题 2 36 2 考查

0401062507 教师教育研究 2 36 3 考查

0401042504 教育管理与领导力专题 1 18 2 考查

0401042505 教育研究工作坊 3 54 2 考查

0401042506 印度教育研究 2 36 3 考查

0401042507 乌克兰教育研究 2 36 3 考查

0401052503 学前课程与教学专题 3 54

1

或

2

考查

学前教育学方

向至少修 3门

0401052510 早期儿童政策与管理 2 36 2 考查

0401052504 发展认知神经科学专题 2 36 2 考查

0401052513
融合教育与特殊儿童早期干预专

题
2 36 2 考查

0401052511 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研究专题 2 36 2 考查

0401052514 幼儿游戏与环境专题 2 36 2 考查

0401052515 学前儿童语言文学专题 2 36 2 考查

0401052509 幼儿教师伦理专题 2 36 2 考查

0401052516 幼儿教育心理学 2 36 2 考查

0401052517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 2 36 2 考查

0401052505 学前教育量化研究专题 2 36 2 考查

0401052506 学前教育质性研究专题 2 36 2考查

0401052502 专业英语 2 36 2考查

0401062501 高等教育评估与评论 2 36 2 考查

高等教育学方

向至少修 3门

0401062507 教师教育研究 2 36 3 考查

0401062508 高等教育社会学 2 36 1 考查

0401042303 外国教育史专题研究 2 36 2 考查

0401042505 教育研究工作坊 3 54 2 考查

0401072501 成人教育名著选读 2 36 2 考查
成人教育学方

向至少修 3门
0401072502 成人教育组织与评价 2 36 1 考查

0401072503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2 36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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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方

式
备注

0401072504 数字化学习资源开发 2 36 2 考查

0401012301 教育哲学 2 36 1 考查

1204032302 教育管理与政策 3 54 2 考查

0401082501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 2 36 3 考试

职业技术教育

学方向至少修

3门

0401082502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 2 36 2 考试

0401082507 社会转型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 2 36 3 考试

0401082503 职业教育管理 2 36 3 考试

0401082504 职业教育心理学 2 36 2 考试

1204032301 教育经济学 2 36 1 考试

0401052513
融合教育与特殊儿童早期干预专

题
2 36 3 考查

特殊教育学方

向至少修 3门

0401092506 特殊教育个案研究设计 2 36 3 考查

0401092503 特殊教育需要儿童康复训练 2 36 3 考查

0401092504 自闭症儿童的发展与教育 2 36 3 考查

0401092507 儿童积极行为支持 2 36 3 考查

0770012501 现代远程教育与移动教育研究 2 36 2 考试

教育技术学方

向至少修 3门

0770012502 教学媒体与传播专题研究 2 36 2 考试

0770012503 电子化学习专题研究 2 36 3 考试

0770012504 教育软件开发技术专题研究 2 36 3 考试

0401002301 课程与教学论 2 36 1 考试

0401012301 教育哲学 2 36 3 考查

教师教育方向

至少修 3 门

0401Z12502 教师教育比较研究 2 36 2 考查

0401Z12503 教师伦理学 2 36 2 考查

0401Z12504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 2 36 2 考查

0401Z12505 教师评价理论 2 36 1 考查

0401012301 教育哲学 2 36 3 考查

非洲教育方向

至少修 3 门

0401J12510 教育学理论与运用 2 36 2 考查

0401J12507 非洲高等教育评价 2 36 2 考查

0603J12201 非洲学导论 2 36 1 考查

0401J12E01 国际教育与质性研究设计 2 36 2 考查

跨学

科选

修课

按“浙江师范大学跨学科选修课程

汇总表”中修读
2

2或

3
考查

至少修 1 门，2

学分

公共选修

课
1034502199 研究生公共体育 1 18 1-3 考查 选修

必修

环节

0302002B01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1 18 1 考查

1034502801
专业实践（累计时间在三个月以

上）
2

4或

5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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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

课

学

期

考核方

式
备注

1034502802
学术活动（参加学术讲座及学术研

讨 10 次，且作学术报告 2 次）
1

1-6
考查

1034502803 本科课程助教 1 3-4

1034512H01 始业教育 1 18 1
仅限国

际生

补修

课程
0401042901 教育学 /

1

或

2

考查

跨学科或同等

学力入学者须

补修

应修总学分 不低于 3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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