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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3/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7_A1_95_E5_c67_293433.htm 设立教育硕士专业学

位，曾被有关专家认为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然而，近日我国首批教育硕士的“新鲜出炉”，并未引起预

期的轰动 7月是教育收获的季节。记者注意到，近日我国首

批教育硕士的毕业，并没有引起社会传媒的广泛关注；更让

人不解的是，尽管教育硕士已问世3年，但在许多中小学的知

名度并不高。同为专业硕士学位的工商管理硕士（MBA）、

法律硕士等，其一举一动往往会成为社会传媒的热点，为什

么教育硕士却受到如此的冷遇？原因之一：宣传力度不够 教

育硕士教育在我国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据了解，1996年

，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正式批准在我国设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1998年9月，第一批不到200名学员开始入学；到1999年，当

年就读教育硕士的学员就已超过2000人，培养院校也由开始

时的16所发展到29所。短短3年的时间里，教育硕士学位教育

向前跨了一大步。 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认为，目前教育

硕士不为社会所了解，甚至连许多中学教师对此也了解不多

，与宣传力度不够很有关系。单就招生宣传而言，每年招生

旺季，MBA的招生广告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而教

育硕士的招生广告却很少见诸媒体。 许多师范院校寄希望于

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宣传和支持，有的师范院校将招生广告

径直寄往中学，但据记者了解，通过上述途径，中学教师能

否获得这一信息很难预料。在缺少教育行政部门支持的许多

地方，中学教师对教育硕士知之甚少，对报考条件更不甚明



了。于是，教育硕士的生源出现了危机。原因之二：预期收

益不高 读专业硕士学位，许多人都怀有“丑小鸭变为美天鹅

”的梦想，但据记者了解，教育硕士的梦却现实得多。 目前

的教育硕士都属于定向培养性质，学员们毕业后必须回原中

学任教，“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教育硕士毕业后，能否发

挥自己的学术特长，能否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优秀教师、优

秀校长，与其所在学校的关系极大。并且，由于目前教师自

由流动仍受到诸多限制，许多教师似乎只能是“从一而终”

，很难有什么想法。 教育硕士3年的学费在8000元至19000元

之间，比MBA的学费要少得多，但大多数中学教师还是觉得

有些“不值得”。 记者还发现，MBA学员普遍认为毕业后工

作性质和待遇等方面会得到较大的改善，而教育硕士学员却

少有这样的自信，个中缘由颇耐人寻味。原因之三：没有形

成品牌 据记者了解，有许多教师不愿考教育硕士，却对师范

院校开设的研究生课程班情有独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呢？据一位知情者介绍，许多学校开设的研究生课程班得到

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课程班毕业后可享受硕士待遇

，与教育硕士差不多。上研究生课程班不需要考试，费用较

低，学习时间也短，很合某些中学教师的胃口；许多中学出

于工作上的考虑，也很支持这种“费时短、见效快”的培养

方式。但无论是在学员本身素质上，还是在学校的培养要求

上，教育硕士与研究生课程班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另据记

者了解，标着“可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课程班，其实想

申请到硕士学位是很难的。但受各种各样的利益驱使，许多

中学和教师本人并不在乎这其中质的区别。 和教育硕士遭到

“冷遇”相反，研究生课程班这几年却办得红红火火。据西



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李明介绍，西南师大目前在读的研究生课

程班学员达2000人左右，而去年150人的教育硕士招生名额却

没有招满，只完成了60％左右。在其他一些师范院校，记者

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可以说，目前教育硕士还没有形成自

己的品牌。 教育界的许多人士都认为，虽然目前教育硕士教

育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专业学

位教育，还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教育界更多的关心和支持。教

育硕士对于中国基础教育的价值，不久就会在他们的教育教

学实践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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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