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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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自 2012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教

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该项目以培育学识优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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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教师为培养目标，坚持“小规

模、精品化、高质量”的发展思路，吸引了一批有志于从

事基础教育教学的优质生源报考。学生们经过高质量的课

程学习、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成功地走上了复旦附中、

华师大二附中、交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全国知名重点中学

的讲台，并快速成长为教学和科研骨干，在国家级和省部

级教学竞赛、教学研究取得佳绩。

2019 年，由于高教所的发展定位问题，该项目暂停招

生。2021 年，为响应国家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号召，高教

所申请恢复教育硕士（学科教学方向）的招生和培养，并

发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育人和学术优势，全新构建了

“学科+教育”的学科交叉协同育人模式。

2021 年，本学位点共有在校学生 1 人，授予学位 1 人，

就业 1 人。本学位点现有专任专业学位导师 13 人，其中，

研究员 5 人、副研究员 6 人，助理研究员 3 人，具有博士

学位者占比达 100%。在具有教育硕士指导资格的教师中，

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8 人。另外，本学位点有行

业兼职导师 21 人，均为中学高级教师。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生源质量：从拟录取的 2022 级硕士生来看，大部分来

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水平师范院校，并且

大部分学生具备物理学或历史学的学科背景，符合本学位

点的预期生源情况。下一步本学位点拟加强在复旦大学相

关院系本科生中的宣传，期望发掘作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的复旦大学校园中有志向从事教师职业、有发展潜力的本

科生。

培养质量：本学位点继续严格落实研究生学位论文开

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等各个培养考核环节，通过学术写

作课程、学术伦理规范讲习班、导师个别指导以及 3 名校

内外教师讲评，强化过程管理，保障学位论文质量。随着

学科物理与学科历史招生的重启，本学位点计划精选高教

所与物理系/历史系课程体系中的优质课程，聘请复旦高教

所和物理系/历史系的老师作为学术双导师，以及来自上海

市相关学科的特级教师作为实践导师，共同构成创新培养

模式的培养体系。

学位授予质量：2021 年，共有 1 名学生参与论文送审，

顺利通过教育部平台盲审，无论文异议情况。本年度还制

定了教育硕士学位授予标准，在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学

位授予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关于思想政治、学术活动以

及实践活动的要求，从制度层面建立起高标准、严要求的



学位授予评价标准。今后将进一步落实导师责任制，督促

导师在每一考核环节严格把关。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2021 年，高教所基于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思考，针对

当前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瓶颈问题，即教师的学科视野和

教学研究能力难以适应新时代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的问题，

致力于以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方式培养研究型教师，为基

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高素质师资。具体从以下方

面开展了建设和发展工作：

第一，构建了“学科+教育”的学科交叉协同育人模式。

由高教所联合物理学系、历史学系共同培养具备学科知识

和学科思维、能基于学习科学原理设计和开展学科教学，

具有较强教学研究能力教师。

第二，建设了一支国际化、跨学科、高水平的导师队

伍。引进国际一流学者领衔专业培养方案的设计，建立了

由物理学系、历史学系和高教所教师组成的导师团队协同

推进教学改革。

第三，开发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高质量的课程学习和

实践教学体验。课程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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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由实验性示范性



高中的特级教师给予个性化指导，多元的实践教学体验兼

顾学科研究能力和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

第四，加强招生宣传，吸引高质量生源。在前期全面

调研培养成效和用人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招生视频、B 站招

生直播等方式，大力宣传新的教育硕士项目的特色和竞争

力，以期提高项目的品牌认知度，并吸引更多优质生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