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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有着重要的意义，它面向基础教育教学和

管理工作领域培养高层次人才，正如教育界专家所指出：“

这在我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

里程碑”。 1996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始设置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历经10年的实践和探索，为基础教育战线教育工

作者获得研究生学位开辟了一条有效渠道。 去年3月，教育

部副部长吴启迪在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换

届大会上宣布：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在我国的试点工作顺利结

束，转入正式实施阶段。面向未来，要把专业学位作为学校

的重要品牌来建设，避免边缘化、培训化、营利化的倾向。

今后将在提升专业学位层次、拓宽学科领域、拓展培养模式

、构建质量保证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 试点单位扩大

，招生对象不断扩展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得到了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领导及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普遍关注。

从1996年到现在，招生单位的规模由最初批准的16所院校，

到目前为止已达到57所。 招生对象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

过程：由最初只招收普通高中现职教师或管理人员，到1997

年招收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或教育管理人员；1999年至2001年

，增加了其他中等学校文化基础课专任教师和有中学教师职

务的教研员、小学教师，以及省、市、区、县有中学教师职

务的教研员或干部；2002年批准幼儿园和幼教工作者报考

；2003年招生对象又扩展到政府机关教育部门中具有中学、



小学、幼儿园教师职务的管理人员。至此，一个全方位涵盖

了基础教育战线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体系已经形成。 教

育硕士的招生专业领域 虽然我国早已建立教师进修制度和机

构，但是这种进修方式往往是零星的、不系统的，开设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教师可以系统地学习新知识，掌握学科的前

沿，得到教育研究的培养。 10年来，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的招生学科专业领域共分4批增设，即1997年设置了教育管理

、学科教学两个专业，学科教学含有6个专业方向；2002年增

设了现代教育技术专业和学科教学的6个专业方向；2004年增

设了小学教育专业；2007年又增设了科学技术教育、心理健

康教育两个专业。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了我国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专业设置框架。 据了解，教育硕士的招生人数也在

不断增加。由1997年的不足200人，到2001年达到6262人；再

到2004年突破万人大关，达到10422人，2005年、2006年稳定

在1.1万余人；截至2007年3月，累计录取约6万人。获得学位

人数也连年增加，从1999年的100余人，到2000年的1183人，

再到2005年的6206人。据统计，2006年获得教育硕士学位人数

已达2.5万人。 录取分数线东西部地区有所不同 据了解，2006

年在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录取中，东西部地区招生

院校的录取分数线有所不同。按照有关规定，西部地区院校3

门联考科目考试总成绩不低于130分，包括内蒙古师大、广西

师大、西南师大、四川师大、重庆师大、西华师大、贵州师

大、云南师大、陕西师大、西北师大、青海师大、新疆师大

和宁夏大学，以及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延边大学，共14所院

校。东部地区招生院校3门联考科目考试总成绩不低于140分

，东部地区招生院校是指除了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



院校以外的其他35所院校。 教育硕士与教育学硕士有区别 作

为一种新型的学位教育，教育硕士学位是一种具有教师职业

背景的专业性学位，它在学位设置依据、具体培养目标、培

养模式与规格以及培养方式等方面，与教育学硕士学位有明

显的不同。 教育硕士与教育学硕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位，

前者是职业性学位，在我国被称为专业学位，后者是学术性

学位。专业学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与学术性学位有所不同

。学术性学位的培养方式以研究性为主，学位课程只要求学

习3至4门，最后以研究论文为主要成果；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则以课程为主，同时也要求撰写论文，一般需要学习12门必

修课和选修课。课程分为公共课和专业课两大部分，公共课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原理、教育心理学、现代教育

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外国语。专业课依学科教学方向

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学科教学语文”的专业课为：语文教

学论、语文教育改革与研究、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汉语言

文学研究。 教育硕士论文体现实践性 作为实践型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其学位论文具有特殊意义，应对开题、写作

、答辩诸环节予以特别关注。学位论文不仅应具有相当的理

论基础水平，有一定的理论建设和探究价值，同时必须体现

实践型特点，即选题应与研究生所从事的工作(管理或课程教

学)紧密结合，在本学科方向内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点。 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撰写要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着

重体现教学改革与实验。开题尽量由指导教师群体共同指导

。撰文应与论文的实践价值相关联。论文答辩可采用多种方

式，扬长避短。可以考虑在学员所在地市，把答辩与教育科

学普及相结合，也可考虑把答辩与观摩课、示范课相结合，



突出实践型特色。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至少有一名“实践型

”专家。 链接：教育硕士培养单位名单 第一试点院校（16所

）：北京师大、天津师大、华东师大、哈尔滨师大、辽宁师

大、南京师大、广西师大、福建师大、华中师大、湖南师大

、华南师大、西南师大、陕西师大、山东师大、西北师大、

东北师大。 第二批试点院校（13所）：首都师大、内蒙古师

大、河北师大、河南师大、山西师大、曲阜师大、上海师大

、浙江师大、安徽师大、江西师大、四川师大、云南师大、

沈阳师院。 第三批试点院校（12所）：新疆师大、青海师大

、徐州师大、贵州师大、西华师大、杭州师院、宁夏大学、

渤海大学、扬州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 第

四批试点院校（8所）：重庆师大、烟台师院、聊城大学、延

边大学、山西大学、湖北大学、广州大学、湖南科技大学。 

第五批试点院校（8所）：河北大学、宁波大学、湖南大学、

深圳大学、中山大学、西藏大学、吉林师大、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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