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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0/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7_A1_95_E5_c76_530301.htm 1996年4月13日，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置和试办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的报告》。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不仅是

调整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完善我国学位制度的需要

，还是加速我国教师专业化进程，优化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

伍结构，培养高素质教师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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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位设置的依据、具体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与规格、培

养的途径和方式方面与教育学硕士学位有明显的不同。其培

养目标坚持硕士学位教育的质量，坚持教师教育理论与教师

教育实践的有效结合，对教育硕士研究生进行专门的、高水

平的教师职业专门训练，使其树立科学的现代教育观，具有

较高的教育学科的理论素养及从事基础教育教学的能力，并

掌握现代教育教学技术与方法，成为面向基础教育教学和管

理工作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为基础

教育战线教育工作者获取研究生学位开辟了一条有效渠道，

正如教育界的专家所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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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6年到现在

，试点单位的规模由最初的国务院学位办（1996）25号文件

发布的第一批16所，到国务院学位办（1998）87号文件发布

的第二批增加13所，到国务院学位办（2003）99号文件发布

的第三批增加12所，到国务院学位办（2005）3号文件发布的

第四批增加8所，再到学位办（2007）28号文件发布的第五批



增加8所，目前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已达到57所院校。它

覆盖了我国除海南、澳门、香港、台湾以外的各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招生对象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由

最初1996年的只招收普通高中现职教师或管理人员，到1997

年的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或教育管理人员，1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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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又增加了小学教师以及省、市、区、县有中学教师

职务的的教研员或干部，2002年又准许幼儿园和幼教工作者

报考，到2003年招生对象又增加了政府机关教育系统中具有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务（或相当于）的管理人员报考。

至此，一个全方位涵盖了基础教育战线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招生体系已经形成。招生学科领域，共分四批增

设，即1997年设置了教育管理、学科教学2个专业，学科教学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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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教育管理

、学科教学、现代教育技术、小学教育、科学技术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六个专业，17个专业方向。招生人数，由1997年

的不足200人，到2001年突破5000人，达到6262人；再到2004

年（05年入学）突破万人大关，达到10422人，2005、2006年

稳定在1.1万余人；截止到2007年3月，累计录取约6万人。获

得学位人数，从1999年的100余人，到2000年的1183人，再

到2005年的6206人，到2006年，获学位人数已达约2.5万人。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办公室下属的专家组织，其前身是专家指导小组，它的宗旨



在于指导、协调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监督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推进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和管理干部

队伍的建设，加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促进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十

年来，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直接领导及培养院校的

大力支持下，教育指导委员会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认真履

行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有关文件中所确定的专业学

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职责，在开创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方面，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科建设、探讨教育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的规律及指导培养院校的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与各院校的认可，并以其鲜明

的职业性、应用性和针对性而受到了广大基础教育战线教师

的热烈欢迎。 十年来，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不仅在中国大地上

扎下根来，而且经过多年的沐风沥雨，它已从一株破土而出

的稚嫩幼苗，逐渐生长为一棵充满生机的参天大树。2006年3

月21日，教育部吴启迪副部长在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指导委员会换届大会上郑重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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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

求要采取措施促进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较快发展。为此，要

把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作为学校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工作予以

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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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指导委员会将在提

升专业学位层次、拓宽学科领域、拓展培养模式、构建质量

保证体系和反映教育新观念及适应教师职业发展需要的课程

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开创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

新局面。百考试题编辑100test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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