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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F_9B_E6_95_99_E8_c76_530320.htm 一、 教育硕士在招生

制度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报考条件太高，甚至比全日制

学术性学位研究生的条件还高。这就将绝大部分教师尤其是

初中以下学校的教师排除在教育硕士招考范围之外。现行教

育硕士报考条件是要求获得学士学位且有三年以上基础教育

工作经历。若无此学位要求，则需大学本科学历且有中学一

级教师职务。按照教师法的规定，幼儿园、小学、初中教师

的合格学历分别为幼师、中师和大学专科毕业以上。这些年

尽管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初中

以下学校中能够达到本科学历且具有学士学位的教师还是少

数。而通过成人高考渠道接受成人本科教育，能拿到学位的

也少之又少。一般情况下，一个专科毕业生等拿到本科毕业

证，再评上中学一级教师，大约需要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说

这样的教师想要通过攻读教育硕士来提高自己的业务那得在

十年之后。这一规定无疑将绝大部分中小学教师排除在教育

硕士招生范围之外。而这一部分教师应该说是最需要提高专

业化水平的。二是考试科目不太合理，考试科目多，外语权

重大，使骨干教师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从而影响了社会对教

育硕士的认同度。这既与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不完全相符，

也不符合我国教师的实际。三是招生方式单一，不利于人才

选拔。现在教育硕士招生只有全国联考一种形式，考试分数

成了能否攻读教育硕士的唯一指标。结果出现了真正的骨干

教师、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由于外语等方面的原因考不上



教育硕士，而仅仅由于外语程度好学科教学很一般的人却能

够顺利过关。考试成绩固然应该成为录取的重要标准，但作

为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在重考试分

数的同时，也应该将教师的工作业绩作为衡量能否攻读教育

硕士的标尺。四是招生规定只有统一要求，没有充分注意到

地区差异，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特殊性。 二、改进教育硕士招

生制度的建议 1.适当放宽报考条件限制 招生对象的确定性。

教育硕士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在职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或其他

中等学校文化基础课教师或管理人员，以及政府部门和研究

部门中具有教师职务的教研员和管理人员。也就是说初中、

小学、幼儿园教师都属于教育硕士招生对象。而这部分教师

中的绝大多数只具有大专学历。而从教师任职资格来看，这

部分教师符合法律规定的任职资格。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

现象，能够做一个合法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却不具备进一

步攻读教育硕士的基本条件。可恰恰是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最

需要通过教育硕士这个途径提高其专业化程度。因此，教育

硕士招生中不应该把这大部分教师排除在外。 报考资格的一

致性。专业学位以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为主旨。而学

术性学位是以培养从事学术研究的后备人才为主。“学术性

学位与专业学位在培养目标定位、人才知识结构、人才能力

素养等方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两个方

面”。 “学术性学位是与学科领域紧密相连的，而专业学位

与职业领域密切相关”。但在报考条件中，以培养从事科学

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为主的学术性学位研究生尚且允许“获

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两年或两年以上，达到与大学

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人员报考，而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



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却规定只能本科毕业学士学位获得

者报考，不允许专科学历人员报考。这不仅与设置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的初衷不符，就是在逻辑上也讲不通。既然专科毕

业生有资格报考学术性学位研究生，就同样应该有资格报考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以中小学教师为招生对象的教育

硕士其报考条件不应该比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报考

条件高。目前在我国招收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报考

条件中也只提“大学本科毕业”而没有提学位方面的要求。

我们知道，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专门招收高校教师，

授予的学位是学术性学位。对于高校教师在报考条件方面尚

且不提学位要求，而以中小学教师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硕

士却提出学位方面的要求。这样就出现以从事基础教育的教

师的学位要求要比以从事学术研究为主的高校教师更高的问

题。这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 从现有18种专业学位的报考条

件来看，也不尽一致。有的专业学位要求考生“国民教育序

列大学本科毕业(一般应有学士学位)”，如法律硕士，而教

育硕士要求“具有学士学位⋯⋯只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

学历、未获得学士学位者还需具有中学一级(或相当的)教师

职务”。但也有一些专业学位将学历放宽到专科。这类专业

学位有体育硕士、艺术硕士、农业推广硕士和兽医硕士等。

最终拿到的学位层次是一样的，可进人的门槛却高低不同。

2.重新设计考试科目 在现有各种专业学位中，考试科目和门

数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小的差异。大致有两种模式。其一

，公共科目 专业课。公共科目包括政治理论和外语，专业课

则各不相同，1-3门不等。属于这种考试模式的专业学位有，

法律硕士、教育硕士、体育硕士、艺术硕士、公共卫生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会计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等。其二，GCT 

专业课。GCT即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raduate

Candidate Test，简称GCT)。属于这种考试模式的专业学位有

工程硕士、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风景园林硕士等。高

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和中职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考

试也采取这种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中，外语和部分专业基础

课或专业综合采取全国联考的形式进行，专业课考试由各招

生单位自行命题，考试同全国联考同时进行。政治理论由各

招生单位自行组织，时间自行安排(一般都安排在复试中进

行)。 在所有专业学位中，毫无例外，都将外国语作为必考科

目。其潜在的理论假设大概是，要想获得硕士学位，就必须

精通一门外语。不通过外语考试就不能进入到硕士学位的大

门。因此外语真正成为了攻读硕士学位的敲门砖。外语果真

那么重要吗?外语和学位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没有了外语又会

怎样?专业学位主要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实际工作

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研究生的考试很大程度上成

为外语的较量，能不能考上研究生，不是看你的专业学得如

何，而主要看你外语能不能过关。在每年专业学位录取分数

排名中，除了总分及平均分排名外就是外语最低分的排名了

。 因此，建议在专业学位的入学考试中取消外国语(有特殊需

要的除外)，或者也像政治理论一样放在复试时测试。因为从

这些年教育硕士的考试情况来看，许多学校的骨干教师就是

由于外语而与教育硕士无缘。即使考外语，划一个25分或30

分的分数线其实也没有实际意义。外语已成为形同摆设还限

制了很多人深造机会的考试科目。基于上述认识，教育硕士

招生可以统一采用"GCT 专业课”的考试模式或“教育理论综



合 专业综合”的考试模式。教育理论综合可以包括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学科教学论，所有专业方向都考.专业综合主要

考查考生所报考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种考试模式

，既能考查考生的基本素质，又能考查考生的专业能力，既

有统一要求，又能体现各种专业学位的特殊要求，还能大大

降低考试成本，是一种较好的考试形式。 3.为特别优秀骨干

教师开通入读教育硕士的绿色通道 选拔人才的方式有多种，

采取统一考试是最常用、最易于操作的一种。这种方式有着

其它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如可以在总体上保证公平等。但

统一考试也有不足，那就是不利于特殊人才的选拔。因此，

为了能够真正选拔出优秀人才，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采用多

种辅助形式还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我们这些年来无论是普

通高考招生还是研究生招生，都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采用了

其它灵活的办法选拔人才。如高校普通招生，在统考的同时

，允许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还实行保送生制度，符合国家规定

条件的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不参加统一高考直接免试入学。

在普通硕士研究生招生中，也形成了统考、联考、单考、推

荐免试加复试等多种途径选拔创新人才的研究生招生机制。

推荐免试是经教育部确定的部分高校按规定推荐本校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确认其免初试资格，由招生单位进行复试的

选拔方式。推免比例按学校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别，设立研究

生院的高校可按应届本科生数的巧%推荐，"211工程”建设高

校可按应届毕业生数5%推荐，其它高校可按2%推荐其中初次

开展推免工作的高校可按1%推荐。推免生工作是研究生招生

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提高研究生选拔质量、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的重要保证，这些措施既遵循了研究生招生规律，不



拘一格选拔优秀人才，也确保了公平公正。 在普通高校招生

和普通研究生招生中采用的这些有利于人才选拔的办法为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可为特别优秀的骨

干教师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比如.可以规定省级优秀教师或劳

动模范可以免试或降分录取.长期工作在艰苦地区的为当地教

育撑起一片天、做出特殊贡献的教师免试或降分录取.可以规

定某一学科的带头人或获得某一级别教学科研奖励的教师可

以免试或降分录取.也可以在总体上规定录取这类人员的比例

不得超过当年本校录取人数的5%或10%。这不仅不会影响教

育硕士招生的公平公正，相反，还会非常有利于真正选拔有

发展潜力的优秀骨干教师加人到教育硕士行列中来，提高教

育硕士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声誉，扩大教育硕士的社会影响，

从而有利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4.在教育

硕士招生工作中要充分注意地区差异，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特

殊性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面向全国所实施的一项旨在提

高基础教育师资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化的重要措施。我国是一

个多民族国家，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也应成为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教育工作遵循的基本政策，促进民族地区基础教育

发展，提高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也应成为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必须履行的义务。然而，在现行的教育

硕士招生政策中，除对西部院校的录取分数要求有所降低之

外，基本没有体现出对民族地区特殊性的考虑。比如，用本

民族语言授课的教师如何报考教育硕士的问题，少数民族教

师用本民族语言答卷的问题，等等。因此，应充分考虑民族

地区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的特殊性，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中切实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让教育硕士在民族地区



基础教育发展中也能发挥应有作用。具体建议是:允许少数民

族考生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答卷.对少数民族考生单独划线.赋

予少数民族地区相关高校一定招生自主权，充分发挥这些高

校在本地区民族基础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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