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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提出的“职业性与学术性高度统一”培养要求,教
育硕士培养需兼顾教师本体知识、条件知识和实践知识,让培养对象能够将研究建立在实践之上、将实践提

升到研究水平。审视近五年学科教学(历史)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确实彰显了研究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关系,然
而,学位论文选题并不能完全反映培养的实际情况。在现实的培养过程中,遇到了教育硕士生源基础多元多

样与培养时间捉襟见肘的双重挑战。基于此,导师需要兼顾学术研究与实践取向,在培养全过程中探寻应对

挑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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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教师专业发展历程中,职前教育属于奠定

基础的准备阶段。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中,中学

教师职前教育培养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本科师范

教育,二是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后文简称

“教育硕士”)。其中,全日制教育硕士设置时间仅十

余年,旨在提升本科师范教育成果,为教育强国提供

更高水平师资力量。那么,教育硕士培养究竟如何

体现对本科师范教育的水平提升? 实践情况如何

呢? 本文论述即由此问题而来。

一、政策定位: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要突
显“研究”追求

教育部于2009年3月19日发布的《关于做好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
指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专业

(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

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

型专门人才”[1],2020年9月25日,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教育部发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

(2020—2025)》,规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针

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需要,培养具有较强专业能力

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并指出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是“以
产教融合培养为鲜明特征,是职业性与学术性的高

度统一”[2],相隔十余年发布的两个文件均聚焦培

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就教师培养而言,高层次

应用人才应当不仅熟练掌握基本的教育教学技能,
更要有教育教学实践的创新与研究能力,达到“职业

性与学术性高度统一”。这样便明确了教育硕士培

养的基本取向:一方面是在职业胜任层面强化教育

教学技能培养,即突显“职业性”;另一方面要聚焦教

育教学研究能力培养,为其职后成长为研究性教师

奠定基础,展示“学术性”。简言之,学会教书育人、
学会研究教育教学问题是教育硕士培养目标的基本

定位,二者有机统一,一体两面。



前述定位在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

委员会(下文简称“教指委”)发布的《全日制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修订)》(教指委

〔2017〕04号)中有充分的体现,培养目标中的“了解

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创造性开展教育教学”“发现

和解决问题能力”“熟练运用外文文献资料”等表述

都是对教育硕士研究能力培养的直接要求,此要求

最终落实到了承担培养任务的院校所制订的学科培

养方案中。以笔者所在学校的学科教学(历史)方向

为例,培养方案在明确“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
有较强的中学历史教育教学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能创造性地从事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工作的高素质专

任教师”[3]这一总目标的同时,还从师德规范、专业

知识、课程编制、教学技能、研究能力和外语水平等

六个方面细化了目标,研究能力与教学技能作为同

等重要的目标分别被单列一个方面。为了更清晰地

说明问题,不妨与我校历史学(师范)本科的培养目

标做一个简要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西南大学历史学(师范)本科与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目标比较①

历史学(师范)本科 全日制教育硕士(历史)

目标1: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高尚的师德师

风,坚守职业道德;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富有教育情怀;立
德树人,以生为本,富有仁爱之心,成为综合素质突出的优秀中学教师。
目标2: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熟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内涵;具有宽厚的

相关学科知识储备,能够综合运用跨学科知识于历史学专业能力的进

步;以研究促发展,成为专业能力突出的优秀中学历史教师。
目标3:具备出色的教学能力,熟悉中学历史教学模式,能够结合历史学

科专业知识,胜任中学历史教学工作;能够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不断

提高教学效率,成为教学能力突出的优秀中学历史教师。
目标4:具有科学育人与综合育人能力,掌握科学育人方法,能够自如运

用相关理论与方法于育人工作;具有综合育人意识,熟悉科学育人方法,
能够自如运用学科知识于育人工作,成为育人能力突出的优秀中学历史

教师。
目标5:具有国际视野与协同合作意识,了解历史学科与历史教育研究前

沿,能够进行相关领域的深度研究,撰写专业论文与教研论文,实现教学

能力与教学水平的提升,成为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优秀中学历史教师。
目标6:具备完善的素质与能力,保持高尚的师德师风,熟练运用专业知

识和专业能力,胜任中学历史教学、教研、育人工作,成为综合素质全面

和综合能力突出的研究型优秀中学历史教师。
目标7:具备良好的发展潜力,坚持良好的教育情怀,具备自我反思能力

和持续发展能力,具有进一步成长为中学历史教育领军人物和未来教育

家的潜质。

目标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

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从教信念坚定,遵纪

守法,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目标2:具有扎实的历史专业基础,了解学科前

沿和发展趋势。
目标3:熟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了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方法;熟悉本

学科的课程标准,掌握本学科的课程目标、课
程内容体系和课程实施与评价的体系与策略;
熟悉本学科教材内容及编排意图,能够系统地

分析研究教材。
目标4:掌握现代教育技术,能将现代教育技术

与课程有机整合;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能

力,能胜任新时代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工作,解
决历史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能结合实际开

展创造性的教育教学工作。
目标5:熟悉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研究基本方法,
善于发现问题,理论与实践结合总结教育教学

经验,开展有特色的中学历史学科教育教学

研究。
目标6: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

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观察表1中各项目标,尽管历史学(师范)本科

培养目标也提及研究能力的培养,甚至明确提出培

养研究型优秀中学历史教师的目标,但全日制教育

硕士培养目标中的教育教学研究取向明显更突出:
一是要求基于中外文献资料,了解学科及学科课程

改革的前沿问题;二是要掌握学科教育研究方法,能
够开展学科教育教学专题研究;三是在研究选题上,
本科生的研究大多数是史学研究(毕业论文选题主

要集中在学科领域),而教育硕士的研究则必须在教

育教学范畴内选题。
此外,教育硕士培养目标与学术型的学科教育

学硕士培养目标(限于篇幅,不作具体呈现)相比,尽
管二者都强调学术研究能力———此为研究生阶段学

习的内核,但教育硕士要做的研究更彰显实践性、应
用性特点。

综上,教育硕士培养目标定位同时突出了教育

教学能力和以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为取向的研究

能力,研究服务于教育教学实践,巧妙达成“职业性

与学术性统一”。

二、微观考察:近五年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
题与培养定位的适切性(以历史学科方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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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教育硕士培养目标

达成情况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方面,学位论文的完

成本身即是对研究能力的整体检验;另一方面,学位

论文选题可以折射对教育教学实践真问题的关切情

况。在这里,我们采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作为

分析工具,选择近五年(2017—2022年)的学科教学
(历史)专业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着重根据选

题的关键词来分析其研究的学术性与实践性或应用

性有机统一问题(观察选题的实践性特征),以确定

其与前述教育硕士目标定位的契合度。
2022年11月12日检索“中国知网学位论文

库”,检索条件为(学科专业名称=‘学科教学(历
史)’)AND(年Between(‘2017’,‘2022’)),检索到

符合条件的硕士学位论文476篇,将检索数据导入

CiteSpace做可视化分析研究。
(一)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表,近五年学科教学(历

史)学位论文关注热点是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核心素

养培育

关键词是文献主题内容的表达和提炼,学科领

域中高频次、高中心性的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

常被用于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4]我们对

检索获得的476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生成了关

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见图1)。

图1 2017—2022年学科教学(历史)
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图1中,关键词形状大小所表示的含义是该关

键词出现频率高低,每个关键词节点外围的不同颜

色表示该关键词出现在不同的年份中②,字体大小

代表关键词的中心性,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表示相关

节点的紧密程度与逻辑关系,反映的是节点关键词

在网络图谱中中介的重要作用。同时具备高频特性

和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是这段时期内的关键文献,
表示这段时期的研究热点。

为了更清晰确定研究的关键词和热点,根据

CiteSpace词频统计功能梳理了排在前12位的高频

词(见表2)。
表2 2017—2022年学科教学(历史)
学位论文高频关键词列表 (top12)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66 0.32 高中历史

48 0.38 历史教学

24 0.21 核心素养

16 0.08 史料教学

15 0.05 教学设计

13 0.04 课堂教学

13 0.04 教学策略

13 0.06 初中历史

11 0.04 高中

11 0.08 中学历史

10 0.02 时空观念

10 0.03 策略

  根据上述图表,高中历史、历史教学、核心素养

节点最大、颜色最深、衍生主题最多,具有高中介中

心性,说明这三个方面是我国2017—2022年学科教

学(历史)专业研究生研究的热点话题;此外,初中历

史、课堂教学、教学设计、史料教学、策略与教学策略

等词出现频率也不低。
基本结论:近五年,学科教学(历史)学位论文主

要关注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问题,尤以高中历史教

学设计、高中历史核心素养培养、历史课堂教学策略

为热点话题。其中,对落实整体的核心素养或单项

素养的研究比较多,体现了教育硕士对2017年版高

中课标发布后的理论和实践前沿问题的关注。
(二)从关键词聚类出发,不难发现近五年学科

教学(历史)学位论文聚焦的核心问题是核心素养的

落地落实

关键词聚类是对关键词关系距离远近的分析:
两个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则表

示二者距离越近。按照高频词之间的距离远近划分

为不同的研究子领域,形成一个一个的类团。[5]图2
和表3所呈现的即近五年学科教学(历史)学位论文

关键词的关系。
数值从#0开始,#0代表节点数最多的聚类,

随着编号数值增大,节点数减小。Q>0.3、S>0.5
表示聚类结构显著、合理[6],图2的模块 Q=
0.8539,轮廓值S=0.9593,说明2017—2022年学

位论文关键词聚类结构显著,聚类效果良好,形成显

著的多个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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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7—2022年学科教学(历史)
学位论文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表3 2017—2022年学科教学(历史)学位论文关键词聚类表

聚类

号

聚类

标签

关键

词数
S值

聚类主要关键词

(按与标签词的距离排列)

0
历史

教学
20 1

初中生;高中历史;应用策

略;中学

1
核心

素养
16 0.984

运用策略;对策;历史图片;
初中历史教学

2
高中

历史
16 1

策略;历史教学;课程目标;
全面发展

3
家国

情怀
13 1

高中;历史;史料教学;历史

名师工作室

4
初中

历史
12 0.903

比较研究;课堂教学;北师

大版;结构法

5
史料

实证
10 0.875

教学设计;培养策略;近代

黑龙江地方史资源;素养

6
中学

历史
10 0.877

教学模式;“平板加平台”;
利用;麦格劳—希尔版

7
教学

策略
9 0.97

历史人物;教材分析;深度

学习;主题教学

8 初中 8 0.904
历史教师;历史概念;基层

教研;《中外历史纲要》

9
历史

教育
6 0.982

吕思勉;思想;农村教育;中
学教育

10
时空

观念
6 0.987

历史地图;城镇初中;历史

教学策略;战争史教学

  注:S值是平均轮廓值,S大于0.7表示聚类效果良好,大于0.5
表示聚类合理。

根据图2和表3中的聚类信息,2017—2022年

学科教学(历史)学位论文形成多个聚类,选取其中

关键词聚类最大的可得出11个聚类,其聚类节点由

多到少依次为(#0到#10):历史教学、核心素养、
高中历史、家国情怀、初中历史、史料实证、中学历

史、教学策略、初中、历史教育、时空观念。11个聚

类根据内容的相关性,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包括#1、#3、#5、#10。第二类为

历史教学策略,包括#0、#2、#4、#6、#8、#9。
基本结论:以图2和表3信息为基础,结合相关

文献进一步研究发现,2017—2022年学科教学(历
史)学位论文选题聚焦的最重要问题是“核心素养”
和“历史教学策略”,即尝试探寻落实核心素养的教

学策略,这也正是目前中学历史教学实践极为关切

的问题,凸显学术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三)关键词突现强度分析表明,具有典型实践

特征的关键词突现强度最大

关键词的突变检测主要是从相关领域文献中检

测频次变化高、增长速度快的突现词,这些突现词常

常用来确定某个领域的研究前沿。[7]图3是利用

CiteSpace探测到突变强度排在前11位的列表,展
现了不同阶段研究的侧重点。

图3 2017—2022年学科教学(历史)
学位论文关键词突现图谱

图3数据表明,在2017—2019年,关键词突现

强度最大的词是课堂教学和应用,两词都有强烈的

实践色彩,可见此时学科教学(历史)学位论文的选

题焦点就是课堂实践。在2019—2020年,变化频率

高的词比较多,如对策、中学历史、主题教学、中学生

等词。其中“对策”是突变强度最大的主题词,反映

出学科教学(历史)的研究持续关注实践应用问题。
在2020—2022年,突变词为培养路径和培育,两者

突变强度相当,结合对具体论文的考察,这两个关键

词与此时核心素养取向的高中新课标、新教材推广

使用有关。
基本结论:2017—2022年学位论文关键词突现

强度表明,学科教学(历史)硕士研究生的研究一方

面有着对实践的强烈关怀,“课堂”“应用”“对策”“培
育”等词的高频出现即为明证;另一方面,又立足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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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改革前沿,关注课程发展前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2019年的“主题教学”、2020到2022年的培育核

心素养等。
总体而言,学科教学(历史)硕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教育硕士学位论文选

题应坚持“应用导向和现实价值意义”[2]的基本要

求,突显了学科教育硕士培养的学术性、时代性、应
用性,切合培养定位。学位论文属于规范的学术论

文,其学术性自不待言;时代性表现在研究选题与课

程改革的共振,这从学生主体、主题教育、核心素养

等改革热词成为选题的高频关键词即可见一斑;而
指向改进实践的应用性更是在高频词中得到了充分

展示,此点前已论及,不再赘述。

三、实践难题:学科教育硕士学术性与实
践性相统一的培养面临理想与现实差距

前文关于教育硕士学术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培养

目标达成情况的分析是以学位论文选题为对象所做

的管中窥豹,但仅窥一斑有时候未必能知全豹。不

深入研究每一篇论文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很难判断研

究成效的高低。根据笔者指导教育硕士的经历和评

阅的一些教育硕士论文,教育硕士培养确实在理想

与现实之间存在鸿沟,需要探索弥合之道。
(一)全日制学科教育硕士培养在时间和实践两

方面都面临挑战

有研究者早已指出,专业硕士培养存在两年制

下的课程多、时间短、研究能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培养

等劣势[8]。诚哉斯言。
根据2017年教指委发布的培养方案,教育硕士

需要修完6门共12学分的学位基础课、5门共10
学分的专业必修课和3门专业选修课程③,这些课
程除英语和政治外,涉及教育理论、心理学理论、研
究方法论、学科教育教学专题等内容;另外还有8个

学分的实践教学,内容包括教学实训、教育见习、教
育实习、教育研习,安排时长为一个学期。这样的培

养方案确实兼顾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与动手实

操,无疑是通往学术性与实践性统一培养目标的理

想之途。然而,该方案在实施层面难免遇到时间上

的挑战。根据2017年的培养方案,教育硕士学习年

限是2—3年,培养院校一般选择学制两年,有些考

生也是冲着两年“短平快”报考的。在这两年的学习

期限内,以教育教学理论和学术基本素养为主的系

统学习时间实际上只有第一学年,这一年由于课程

繁多,课时安排很紧,学生基本就是忙于听课,用于

独立阅读与思考的时间非常有限,遑论研究,个别学

生还未完全进入研究生学习状态,便面临选题开题

的任务;第二学年要完成见习、实习、研习等实践课

程学习,还要为就业竞奔于各个招聘现场,我们完全

可以想象培养时间和学生心理的紧张与仓促。
面对教育硕士培养兼顾理论与实践、学术与职

业统一的具体任务,两年的学制确实紧张,使培养过

程各项任务展开不易,难免仓皇。
培养对象实践知识欠缺与培养的实践取向之间

也需要弥合。与学术硕士培养相比,教育硕士培养

强调实践取向,理想状态下,培养对象入学前具有一

定的实践知识,入学后比较系统地在理论水平上审

视、反思、升华实践知识,从而水到渠成实现学术性

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培养定位,最终助力培养对象走

向研究型教师道路,整体提升学科教学质量。然而,
现实却是培养对象入学时的实践知识差异大,总体

比较薄弱。如笔者招收的学科教学研究生,其入学

时的知识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本科所学专

业为历史学师范专业,并进行过教育综合实习,这类

学生理应具有比较好的历史教师本体知识、条件知

识、实践知识;二是本科所学为历史学非师范专业,
没有教育实习经历,这类学生具有不错的历史教师

本体知识,考研复习中获得了一定的条件知识,但实

践知识几乎不具备;三是个别学生本科所学既非历

史学也非师范专业,从事历史教育教学所需要的本

体知识和实践知识均比较欠缺。学生实践知识与培

养取向的差距一目了然,升华实践知识到研究水平

的理想受到挑战,弥补乃至丰富实践知识成为比较

迫切的工作任务。
(二)解决的基本思路:将学术研究与实践积累

融入培养全过程

关于教师职前专业发展相关知识薄弱的问题已

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如朱晓宏等人提出从关注外在

感性教学经验转向关注理论引导的内在教育学意向

性经验,以及将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有效结合[9];马
云鹏等构建了基于专业知识的实践教学路径[10];黄
友初尝试重构重视实践性知识的课程体系[11];一些

高校试行U-G-S培养模式以及作为普遍要求的“双
导师制”;这些探索都极为有益。只是,笔者更关注

的问题是在遵循教指委培养方案的前提下,一线导

师还能如何作为。
第一,指导学生制订同中有异、契合个体实际情

况的学习计划。根据教指委的培养要求,所有学生

培养计划的总体目标和方向是相同的,但在具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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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层面,不同知识背景学生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有

所不同,学习计划也会有差异。对于具有历史学科

和师范专业背景的学生,学习的重点一是阅读经典

教育名著,提升对教育的理解;二是研究课例,设计

有清晰的理论指导、理念引领的教学设计,并撰写教

学研究论文。针对本科阶段虽然是非师范专业但有

较扎实学科基础的学生,第二学期学习计划的重点

是熟悉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然后在大量观察各种教

学案例的过程中,尝试完成教学设计并模拟讲授,增
加实践性知识。针对知识背景为跨专业且非师范的

学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制订学科+教师教育阅

读计划,尽快弥补学科知识的缺陷;同时旁听本科生

教师教育课程,边听课边做经典课例分析,以此逐渐

理解历史教学,进而窥其堂奥。三类学生学习计划

的最显著共同点就是重视对经典教学案例的观察与

研究。观察学习价值不可低估,班杜拉认为,在观察

学习中,观察者会将示范原型行为结构及环境事件

的信息转换成符号表征,作为观察者日后表现这种

行为的内部指导[12]。通过观察经典课例,学生不仅

可以积累间接经验弥补或提升实践性知识,而且可

以在潜移默化中获得能力迁移,塑造行为;此外,带
着研究的思维观摩课例,更是有助于学生基于实践

发现问题,确定基于实践特征的学位论文选题。
第二,科学规划开课顺序,力求实现课程间良性

互动关系,让不同课程教育影响形成合力,相得益

彰。笔者以所在单位学科教学(历史)主干课程的开

课设计为例进行说明(见图4。图中不涉及全校统

筹的政治和外语课)。

图4 学科教学(历史)专业主干课程设置

上图中的课程安排可能与大多数学校的课程安

排类似,说不上创新。但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关

注课程间的整体影响关系:第一学期课程着重于通
过理论学习提升理论阐释能力,为第二学期偏重实

践的课程奠定理论基础;第一学期的课程安排还要

求学生将普通教育教学理论与学科教育教学相结
合,尝试迁移运用理论,发现并解释学科教育教学中

的问题。第二学期的课程突出实践取向,包括一线

教师实践经验传递、典型课例分析、教育技术实践等

都体现此种取向;同时,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确定学

位论文选题。第三学期的教育实习与选题相结合,
既为学位论文写作寻找实践支点,同时提升实践的

理论自觉。影响这个课程安排作用发挥的关键因素

是学生需明了课程设置意图,具有运用综合思维探

索课程联系的自觉意识。因此,入学教育需要专门

针对课程设置进行解读。
第三,专业必修课程教学融理论、实践、研究于

一体,着力提升课程教学的学术性和职业性,启发学

生开展教学专题研究。2017年教指委发布的培养

方案中,“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学科教学设计与实

施”“学科教学典型案例分析”等课程本身就有理论、
实践、研究相统一的意蕴,课程实施需在教学内容和

方式方法上研究如何将“意蕴”转化为现实。以笔者

所负责的课程“中学历史课程与教材研究”为例,本
课程教学基于学生思维方法训练和研究意识培养旨

趣,在课程教学中提出一些选题引导学生展开研究,
诸如:初中历史与高中历史课程设置关系研究(着重

于直线式与循环式课程设置模式的变化)、历史课程

标准发展的逻辑———基于比较的研究、学科核心素

养的水平划分与测评研究(选择其中一项素养)、时
空观念的本质与教学设计、家国情怀素养培育的难

点与对策研究、“史料如何实证”———课堂教学中的

史料实证缺陷与改进研究、基于中学历史课程内容

XX特点的教学设计研究、教科书学本化途径研究

等等,都是与本课程学习关联的可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它们一方面有学理上的深度探索价值,另一方面

又都是中学历史课程发展和课堂教学面临的实践问

题,体现学术性与职业性的统一,有些问题完全可以

作为学位论文选题进行深入研究。
第四,引导学生用好多种资源,拓宽实践研究视

野。研究生学习期间最多姿多彩的学术资源当数学

术讲座,大学里的学术讲座往往具有跨学科性、前瞻

性、开放性、特殊性等特征[13],对听者拓宽视野、提
升学术敏感性的意义自不待言。后疫情时代,借助

直播平台的校际学术交流讲座内容丰富,唾手可得,
确实为学生打开学术视野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听取学术讲座需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有所选择。
就笔者所在的专业而言,学生应重点听三类学术讲

座或相关活动:一是史学与历史教育相结合的讲座,
关注如何将史学内容转化为教育内容,即完成本体

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转换;第二类是关于教育科

学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的讲座,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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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教育研究前沿,积累条件知识,准备向实践知识

转换;第三类是参与专题教研活动,这一类活动往往

既有学术上的专题研究,又有现场课展示,充分展示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学术性与职业性统一”的培养目标要求教育硕

士能够基于实践开展研究、基于研究提升实践,以成

就高层次人才。然而,教育硕士生源多样多元与培

养时间捉襟见肘叠加,使培养过程难免仓促,目标达

成面临显而易见的挑战。因而,抛此引玉之作,寄望

有更多同仁经验助力探索,为基础教育培养更多高

水平教师。

注释:
① 表1中的西南大学历史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为2018级

方案,教育硕士培养方案为2021年修订方案。
② 说明:2017-2022年的颜色分别是紫、蓝、蓝绿、绿、

黄、红。
③ 参见《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修订)》(教指委〔2017〕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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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iefDiscussionontheAcademicandVocationalIntegration-basedCultivationofFull-timeMastersofEducation:
WithSubjectTeaching(History)asanExample

CAOHuaqing,ZHANGYan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accordancewiththetrainingrequirementsof“high-degreeunityprofessionallyandacademically”stipulatedinthe
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DevelopmentProgram (2020-2025),theauthorssuggestthatweshouldtake
intoaccounttheteachers’ontologicalknowledge,conditionalknowledgeandpracticalknowledgewhenwetrainmastersof
education,sothatthepostgraduatestobetrainedcanbasetheirresearchonpracticeandputpracticeintoresearch.After
reviewingthedissertationtopicsselectedbypostgraduatesonsubjectteaching(history)inthepastfiveyears,thisstudyfinds
theorganicunityofresearchandpracticeisindeedobvious.However,thedissertationtopicsselectedcannotfullyreflectthe
actualsituationofthetraining.Intheactualtrainingprocess,wehaveencounteredtwochallenges:oneisthedifferent
educationbackgroundsofthepostgraduatesmajoringineducation,andtheotheristhelimitedtrainingtime.Basedonthis,the
authorssuggestthatsupervisorsshouldgiveconsiderationtobothacademicresearchandpracticeorientations,andexplore
countermeasurestocopewiththechallengesduringthewholeprocessofthetrainingpractice.
Keywords:masterofeducation;academicresearchability;practiceability;cul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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