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教育 

学位授权点代码： 0451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1. 学科概况 

2021 年起，复旦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重构了

教育硕士培养计划，创造性推出“学科+教育”的学科交叉

协同育人模式。本学位点以创新的方式培养师德高尚、兼

具高深的学科知识、学科教学胜任力和研究能力的研究型

教师，注重涵养和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知识视野、思维

品质和教育领导力。在培养模式上，采用“小规模、精品

化、特色化”的培养方式，实行教育学与物理学/历史学

“双导师”制度。本学位点力争以复旦百年积淀反哺基础

教育，培养师德高尚、学识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

钟情教育事业、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有广阔国际视野的新

时代学习型、研究型教师。 

2. 学科布局 

本学位点自 2011 年起，招收学科教学方向的全日制教

育硕士，2012 级和 2013 级招收语、数、英、理、化、生、

史七个学科领域的学科。自 2021 年开始，本学位点将招生

专业进一步调整为学科教学（物理）、学科教学（历史）两

个学科方向，由高等教育研究所分别与物理系、历史系进

行联合培养。 

3. 师资配备 

本学位点共有专职教职员工 18 人，其中专职研究人员



14 人、期刊编辑 2 人、行政人员 2 人，另有兼职辅导员 4

人。专任教师中，5 人具有正高级职称、6 人具有副高级职

称、3人具有中级职称。2024年，本学位点新聘请物理、历

史两系共 5位教师担任导师，共同给予学术指导；新增专业

学位行业导师 6人，均为重点高中优秀高级教师、核心期刊

主编或资深教研员，负责实习实践过程中的带教。 

4. 培养规模 

截至 2024年底，本学位点共有在校生 52人，2023年新

入学硕士研究生 19 人，其中学科教学（物理）方向 6 人，

学科教学（历史）方向 13人。 

5. 就业情况 

本学位点 2024 年度未有毕业生。但截至目前，本学位

点已输送毕业生 83 人。毕业生多数在基础教育行业任教，

受到全国和上海市基础教育名校欢迎，部分毕业生获得了

上海市乃至国家级的教学、科研奖励。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1.生源质量 

本学位点坚持“小规模、精品化、高质量”的招生和

培养理念，通过扩大推免生比例、开展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活动、招生直播等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招生方式，招收到来

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本校的一批综合性大学的优秀毕

业生，且实现了生源质量逐年提高。2024 年 5 月，本学位

点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招生宣传，一方面联

合 360、B 站、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行线上招生直播宣讲，

另一方面奔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与考生线下面对面答

疑。在考核过程中，本学位点注重选拔对基础教育事业怀

有热情与信念的学生、侧重选拔具备教学科研潜力与实践

能力的学生在本学位点 2024年入学的 19名大陆新生中，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生源占比 26.3%，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生源占

比 73.7%。 

2.培养质量 

本学位点 2024年全年开设专业课程 15门，并不断通过

新开知识整合型课程，连续 2年有新课程入选“复旦大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立项课程”。一门课程顺利结题，

一门课程完成了中期考核。 

通过变革课程教学方法，本学位点致力于提高未来教

师“为迁移而教”的胜任力，以教育教学类课程的教学变

革为起点，实施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设计，注重提升学习

者的思维品质、学科知识视野和探究性学习能力，满足未

来教师从基础到高挑战度的多元学习需求。 

本学位点持续探索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培养卓越中小学

教师的创新模式：为响应复旦大学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建设



的号召，2024 年新开课程“人工智能与学习科学”，致力于

培养 AI 跨学科交叉人才；组织教师开展案例教学和案例库

建设重点建设一门案例教学课程，形成了一系列跨学科项

目学习的案例，其中一篇案例入选“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

学案例库”；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和全国的教学基本功比赛，

4 名学生在 2024 年全国“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中获奖，其中 1人获一等奖；全力

支持复旦大学“国优计划”施行，参与策划了复旦大学

“国优计划”启动大会，面向“国优计划”学生专门开设

暑期课程 3 门，全年共 11 门课程接收“国优计划”学生选

课达 186 人次。 

本学位点以提高培养质量为目标，逐渐建立和完善了

覆盖教育硕士培养全过程的培养制度和规范，在内容上涉

及学生学术规范、教师和学生的教和学行为、导师的指导

责任、实践基地管理和学生教育见习实习，以及学位论文

质量管理等。 

3.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2024 年，本学位点未有学生论文参与双盲评审或抽检。

本学位点严格落实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等各

个培养考核环节，严抓学位论文质量。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1. 科学道德与科研规范教育 

2024 年度，本学位点重视引导学生建立严谨的学术伦

理道德规范，共进行 8次科学道德与伦理规范教育，涉及讲

座报告、课程学习、主题研讨、入学测验等形式。2024 年

度，本学位点导师积极参与上海高校研究生导师专业能力

提升学科工作坊、“相辉导师学校”研究生导师培训班，本

学位点荣获复旦大学“三八红旗集体”，“在复旦的日子”

课题组入选复旦大学“相辉课题组”。 

2. 党建引领与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基层党组织建制完整，党员队伍茁壮成长，

共设一个教师党支部，各年级均设有研究生党支部，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学科建设，在政治引领、科研发展、立德树

人和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着生命线的作用。本学位点各党支

部凝聚教育研究力量，服务国家教育强国战略和复旦大学

一流人才培养与一流学科建设。2024 年，本学位点各师生

党支部以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为契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论述，在理论学习层面深挖教育强国思想，

在志愿服务层面聚焦弱势儿童群体，在科研项目层面为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教育改革等议题建言献策，师生党

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加强，进而带动更多的青年

师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3. 科研训练与实习实践 



本学位点一直以培养研究型教师为目标，强化高层次

研究型教学实践在实践教学中的占比。在既有的教育见习

和实习的基础上，通过为学习者提供担任大学基础课程助

教、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等机会，提高

未来教师的高阶学科教学和学科研究能力。2024 年，本学

位点有 1 名研究生赴境外进行校际间交换学习。 

本学位点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

校等学校签订了实践基地共建协议，并正在积极拓展与更

多重点中学的合作关系。每年会向复旦附中、控江中学、

复兴中学、南洋模范中学等重点中学输送实习学生，2024

年共派出 24 人次参与教育见习与实习。 

4. 日常管理与服务效能 

本学位点共有副所长 2名，办公室行政人员 2名，兼职

辅导员 4名，负责学生日常管理、思政、教务、科研、财务、

资料室等管理与服务工作。总体来说，在校研究生对本学

位点专兼职管理人员服务满意度较高。 

本学位点下设有研究生会，是以研究生群体内以“自

我学习、自我发展、自我创新”为理念的群众性组织，是

本学位点研究生权益及话语的忠实代表。研究生会负责策

划并承办本学位点的学术活动、文体活动、实践活动，为

研究生日常学习与生活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