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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充电器” 从1997年首次招生不足百人，到2007年招

生达到1.2万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为基础教育战线培养

了一大批高水平、高素质、应用型、实践性的骨干教师和管

理干部。目前，教育硕士已由试点转入正式实施阶段，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迈向了新的发展历程。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教育与学术性学位的学习有何不同？学员从中收获了什么？

如何进一步提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办学水平？从探索

经验迈向规范发展，回顾和展望恰逢其时。 好教师得有好“

学问” 为中小学教师开设研究生课程有没有必要？社会上曾

经有这样的观点，当一名中小学教师只需要大学毕业，能够

把中小学课本的内容教给学生就可以了，用不着高深的学问

。 “这是一种偏见，也是一种陈旧的观念。”第一届全国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

长顾明远指出，要当好一名教师，必须有高尚的思想品质、

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还需要懂得教育规律，掌握教育技能

。 2002年，在被要求结合新课程教育理念对一堂公开课进行

点评的时候，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胡学军发现自己

张不开嘴，为什么？教育理论知识还不够用。于是，他选择

“充电”，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习与不学

习大不一样！我发现，在工作中的经验和阅历非常有利于理

解教育硕士阶段的课程内容，同时，我又能将工作中的问题

、案例带到大学里，及时得到专家教授们的指导。” 从上海



市新中中学化学教师，到闸北区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再到

上海市久隆模范中学副校长，3年教育硕士的学习经历让毛东

海的每一段工作经历都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毛东海说：“作

为任课教师，教育硕士的学习有助于我提升化学教学水平；

作为教育研究人员，我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获得了新

的学术理念，提高了科研水平，推进了全区的教育研究工作

；作为学校管理者，教育硕士的经历促进了我对教育教学问

题的反思，提升了管理威信，激励和帮助我向‘专家型领导

’的方向努力。” 10年来，有6万多名中小学教师和基础教育

战线教育管理干部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先后有近3万人获

得学位，其中涌现出近3000名幼儿园园长、中小学校长和各

级教育局局长。目前，在校生规模为3.5万人，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用制度保障学习时间 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一些培养单位在教育硕士培养过程的保障和强化

方面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机制。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教育硕士

的特殊性，引发了突出的工学矛盾。一些中小学领导以学校

师资的缺少为借口，阻止教育硕士的脱产学习，建议边工作

边学习，也有部分学员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缩短脱产时间

，尽可能利用周末或暑假集中授课。 毛东海认为，工学矛盾

是教育硕士培养中的老问题，也是必须面对和妥善处理的问

题，采取半脱产学习的方式对于教育硕士的培养是不够的，

当前教育硕士培养过程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为了强化培养过

程，有关专家认为，中小学教师攻读教育硕士研究生应当脱

产在大学生活一段时间，受大学文化的熏陶，提升文化素质

，培养教育的气质和悟性。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希望教育硕

士的培养能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教育行政部门能为中小学



留出一定的机动编制，以便使学员能够脱产半年到一年时间

专心学习，保证培养质量，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据了解，

上海市采取“1 1”模式保证教育硕士培养时间和培养质量，

通过教育行政部门、培养单位、中小学校、学员多方的协商

合作，上海市的教育硕士学员每周拿出一天工作日和一天休

息日，到校参加专业学位学习，再加上每年的寒暑假集中学

习，教育硕士的培养时间基本能够得到保证。 实践环节需进

一步加强 安徽省祁门县金字牌中学语文教师章德明在上海师

范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位期间，经过了一年半的全脱产学习

和一年半的半脱产学习，在自身理论素养大幅度提高的同时

，他也发现，不少教育硕士的论文空谈一些高深的理论，一

旦做出来就被束之高阁，再也无人问津。“现在一些教育硕

士培养单位重理论、重学术，轻实践、轻经验，在这种思想

指导下，做出来的论文往往是纸上谈兵的‘纯论文’，学术

和实践相脱离，违背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的培养目标。”章德明如是说。 有的教育硕士培养单位习惯

于以学术性硕士的培养规格培养教育硕士，注重相关学科专

业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对运用理论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部分导师对基础教育关注较

少，对新课程改革研究不足，在指导教育硕士解决基础教育

实际问题时，还存在力不从心的现象。 第一届全国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何

艳茹指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必须突破我国现行学术性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关于课程设计模式的限制，强调基础理论

和实用知识的学习，学位论文也应强调选题对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实践价值，强调运用理论解决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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