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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专业教育成效显著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具有特定教育职业

背景的专业性学位，主要培养面向基础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

需要的高层次人才。1996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4次会

议决定在我国设置和试办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并确定了16所

高师院校为全国首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单位。地处

民族边疆地区的广西师范大学作为全国首批举办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的高校之一，十年来，该校秉承坚持为地方基础

教育服务的办学宗旨和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办学

理念，充分认识到教育硕士的培养应立足于基础教育可持续

发展对教师素质提出的新要求，着眼于教育硕士教育创新和

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把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作为教师教

育的品牌来抓。该校本着求实、创新的精神，努力构建科学

管理平台，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初

步形成了适合民族地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管理机制和

培养机制。 作为具有悠久师范教育历史的广西师范大学一贯

重视基础教育研究，积极组织、整合学校资源，申报教育科

研课题和基础教育重大培训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9

年该校成为 “广西21世纪园丁工程”的技术支撑单位，2000

年被教育部确定为中小学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基地，2001年

教育部广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成立，这些机构

承担了不少国家级和广西基础教育的培训任务和科研课题，

这为该校创建教育硕士教育科研实践基地，构建适应民族地



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平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该校依托

“广西21世纪园丁工程”等优质项目资源，加强教育硕士师

资队伍建设。“广西21世纪园丁工程”是广西依据教育部中

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计划启动实施的基础教育人才建设工程。

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中，广西师范大学充分利

用这一资源，为加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提供平台。近年来，该校先后有46名教育硕士导师被聘为 “

广西园丁工程”A类（省级）学员导师，通过对“园丁工程

”学员的指导，他们对基础教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累积了丰富的基础教育实践经验，为指导教育硕士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该校44名外聘教育硕士导师中有24名为“园丁工

程”A类学员，他们都是国家级中小学骨干教师，其中80%以

上为特级教师。聘请他们为外聘导师，试行双导师制，用他

们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指导教育硕士，促使教育硕士将所学

理论与中小学教育实际进行衔接，使教育硕士的培养更具针

对性、实践性。 在教育硕士培养工作中，广西师范大学立足

边疆民族地区，加强民族教育、边境教育和薄弱学校教育，

努力培养优秀教师。广西总人口4800多万，有11个世居的少

数民族，是全国唯一的既沿边、又沿海的少数民族地区，少

数民族人口占全区人口总数的38.4%；全区有28个国家级贫困

县，12个少数民族自治县，200多所独立建制的民族中小学。

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经济、教育相对滞后，基础

教育高层次人才缺乏。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广西师

范大学坚持为地方基础教育服务的办学宗旨，注重服务于民

族地区、边境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如该校在教育硕

士的招生录取时优先考虑这些地区的生源，并在学费收缴上



给予适当照顾。至今，该校为河池、百色、钦州、防城港等

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培养了近百名教育硕士，他们

已成为这些地区基础教育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该校在教

育硕士培养的过程中，鼓励引导教育硕士关注广西基础教育

的发展，积极引导教育硕士将学位论文选题的眼光落在广西

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边境教育及薄弱学校教育，在近三

届教育硕士314篇教育硕士学位论文中有61篇选题与民族地区

基础教育研究相关，占近三届论文总数的19%。 该校鼓励教

育硕士积极申报与广西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边境教育

及薄弱学校教育相关的科研课题。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该

校教育硕士承担地市级以上的160项科研课题中，有39项与广

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边境教育、及薄弱学校教育相

关。这些研究与相关科研成果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

的改革和发展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案例、素材和方法。 教育

硕士通过学习，教育理念得到了更新，充分认识到现代学校

的教师不能仅仅是传递知识的“教书匠”，还必须成为学者

型、知识型、研究型的教师。他们带着教学中的问题进行高

层次的学习研究，对于教育理念、教育内涵、教学方法和技

能等方面都有了更深入的反思、总结和研究，这对广西基础

教育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

了广西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如该校2001届教育管理方向教育硕士毕业生、广西师范大

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刘新来于2003年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

区特级教师，2006年成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外聘导师、

国家跨世纪骨干教师、广西“21世纪园丁工程”A类人才、全

国外国语学校优秀外语教师。刘新来科研成果显著，他承担



了四个省级以上课题的研究；独著和主编英语教学专著48部

，字数达300多万字；在国家及省市级刊物上发表论文10多篇

，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开拓创新能力的领导者和新型的专家

型优秀教师，其管理的广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成为全

国18所示范性外国语学校之一。又如数学教学论方向2003级

学院黄红樱是南宁市第十三中学教师，2003年论文《重视初

中数学概念教学》获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学会主办的广西

教育学会第八次优秀教育论文评比二等奖；2004年教学案例

《制作一个尽可能大的无盖长方体》获南宁市中小学第二届

教学案例评比一等奖；2005年12月论文《浅谈新课程初中生

的统计观念》在中国教育教学研究会主办的“2005中国教育

系统（基础教育）年度论文评选”活动中获二等奖；2006年1

月论文《浅谈新课程背景下初中生的统计观念》在全国教育

教学“课改杯”比赛中获二等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