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名称： 教育学 

学位授权点代码：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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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主动响应国家对高水平大学培养教育学者、教

育管理者与教师的迫切需求，培养具有教育报国情怀和远大

志向，具备宽厚的人文社科基础理论素养、扎实系统的教育

学学科知识，以及教育事业开拓能力的复合型教育人才。本

学位点强调学术性精英教育，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着力培

育和发展学术苗子，同时通过灵活的职业生涯规划实现自然

分流，鼓励学生进行教育类实习实践，将一部分有志于就业

的学生分流到教学与管理岗位。 

2. 学科布局 

本学位点下设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 2 个硕士点，

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课程思政、医学

教育、新工科建设、大学章程制定、教学质量测评与教师发

展等热点领域的研究成果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3. 师资配备 

本学位点现有专任学术学位导师 15 人，另从发展研究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单位聘用导师 3人，学位点共有导师

18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导师 8 人，副高级职称导师 7 人，

中级职称导师 3 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比 83.3%，具有

博士学位者占比达 100%。目前本学位点从境内外聘请兼职研

究人员 10余人，引进讲座教授 1人。除此之外，本学位点还



有期刊编辑 2人、行政人员 2人、兼职辅导员 4人。 

4.培养规模 

截至 2024年底，本学位点共有在校生 50人（含港澳台

生、留学生），其中 2024年新入学硕士研究生 16人（其中留

学生 1 人、港澳台生 1 人）。2024 年全年毕业硕士生 10 人，

其中授予教育学硕士学位 10 人。 

5.就业情况 

2024 年大陆生源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就业单位涉及

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 4人、中初等教育单位 1人、民营企业

2 人、出国（境）1 人。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1. 生源质量 

2024年本学位点加强招生宣传力度，前移招生节点，以

提升生源质量、锁定优质生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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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等地进行线下面对面答疑；2024 年 7 月，

本学位点继续举办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共有 337名学生报名、

35 名学生入围、7 名学生获优秀学员。在考核过程中，本学

位点注重学生是否扎实的教育相关科研或实践经历，以及是

否具备科研潜力。在本学位点 2024 年入学的 14名大陆新生



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生源占比 35.7%，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生源占比 92.9%。今后将在继续举办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扩

大招生宣传力度的基础上，针对校内部分院系进行宣讲活动，

提升本学位点在本校本科生中的知名度，吸纳更多本校优质

生源。 

2. 培养质量 

本学位点全年共开设研究生专业课程 27 门，并申请新

开课程 1 门。本年度基本实行 15 人以下小班教学，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频繁，并且每学期期中持续自主实施所内课程

教学评价，已长达十余年之久。 

根据本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本学位点制定了详细的

专业课程建设规划，紧紧围绕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优化课程

体系结构，力图构建起“知-行”贯通的课程体系。“知”在

于以高等教育学基本知识结构为主体，通过教育人文经典涵

养思辨能力，开展量化、质性、比较、政策分析等综合的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行”在于从中国教育实践中生发问题

意识，培养洞察力。利用方法课和实践学分引导学生深入教

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获取丰厚一手素材和真实体悟，激活

研究热情。除此之外，为响应复旦大学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建

设的号召，本学位点新开课程“人工智能与学习科学”，致力

于培养 AI跨学科交叉人才。 

2024 年，本学位点一方面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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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修订了本学位

点学位授予标准，并制定了相应的学位论文写作规范；另一

方面加强导师队伍建设，落实导师权责机制，保证导师自身

有扎实的科研能力、良好的师风道德与充足的培养经费，并

将研究生培养质量作为年终考评与职称晋升的重要考量因

素。 

3.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2024 年，本学位点共有 11 名硕士生参与学位论文双盲

评审，共收到 1份异议评阅书，其他均顺利通过。本学位点

将继续严格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环节，加强科学道德与学术

规范教育，严抓学位论文质量，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水

平。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1. 学术规范与师德师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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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训练与国际交流 

本学位点建设的“教育大数据平台”目前已建设起一流

高校学生学情数据库与拔尖人才追踪数据库，已支撑研究团

队产出 8 篇高水平论文、4 本学术专著与 3 份研究报告，帮

助研究生在实际科研项目训练中切实掌握学科方法论，提升

学术写作能力。本学位点主办 CSSCI 期刊《复旦教育论坛》，

依托期刊平台举办了高端学术论坛与博士生论坛，充分支撑

本学位点师生学术交流、学术发表与成果宣传推介。2024年，

本学位点研究生共 6 人次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并作报告，4 名

研究生赴新加坡、瑞典、芬兰等地进行校际间交换学习，本



学位点共有 4名留学生在读，并接收 1名访学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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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