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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教学（地理） 

培养单位：教师教育学院 

 

一、培养目标 

培养专业功底扎实、教学技能出色、注重人格修养、擅长教育研究、具有跨

学科和国际化视野、拥有教育理想和情怀、负责任有担当的基础教育学校高层次

优秀教师。具体要求为：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倾心教育事业，以立德树人为己

任，为人师表，包容博爱，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循循善诱，兢兢业业。 

（二）优化知识结构，积淀真才实学。既有扎实的学科基础，又有丰富的教

学知识，既了解学科文化，又了解学科前沿。 

（三）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胜任并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博采众长，

追求卓越。 

（四）具有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

力，能针对学科课程教学与改革开展学科教育实证研究，不断推动自身的专业发

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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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外

学科课程改革以及学科教育教学研究的现状，拓宽课程资源，汲取思想养料。 

二、学制与学习方式 

学制为 2 年，培养年限最长不超过 5 年。原则上不受理提前毕业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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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方式 

（一）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与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案例教学、研讨式授课、模拟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方法的运

用。 

（二）注重课内与课外学习相结合，关注学生的主动学习与创新学习；充分

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三）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促进实践和课程教学与学位论文工作的紧

密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四）建立健全校内外“双导师制”，构建由校内导师和校外学科教育专家

共同参与的双导师指导体系，共同承担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研究生修读的课程分为公共课、学位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实

践教学。研究生在校期间至少应完成 37 学分。其中，公共课 5 学分，学位基础

课 8 学分，专业必修课 10 学分，专业选修课 6 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具体课

程与相应学分如下。 

（一）公共课（5 学分） 

1．公共英语（2 学分）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 学分） 

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 

（二）学位基础课（8学分） 

1. 教育原理（2 学分） 

2. 课程与教学论（2 学分） 

3. 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4. 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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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必修课（10学分） 

1. 地理课程与教材研究（2 学分） 

2. 地理教学设计与实施（2 学分） 

3. 地理科学前沿与中学地理教育（2 学分） 

4. 地理教育测量与评价（2 学分） 

5. 信息技术与地理教育（2 学分） 

（四）专业选修课（6学分） 

    1. 学科教育研究前沿（2 学分） 

2. 科学与人文综合讲座（2 学分） 

3. 地理教育专题研究与写作（2 学分） 

4. 地理实验设计与开发（2 学分） 

5. 问题式地理学习设计（2 学分） 

6. 学科德育与班级管理学（1 学分） 

（五）专业实践（8学分） 

针对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实践教学，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部分。实践教

学时间上不少于 1学年，其中校外集中实践不少于 1学期。具体安排如下。 

1. 微格教学（1 学分） 

依托专业必修课“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或“学科

课程与教学实践研究”，开展微格教学，时间不少于一周。微格教学在第一学年

内完成。 

2. 教学展示（1 学分） 

    依托院级或院级以上教学技能大赛，精心设计并展示一节完整的课，并制作

相应的微课。教学展示在第一学年内完成。 

3. 教育见习（1 学分） 

去中学参加教学观摩和研讨，集中安排一周，或分散安排，不少于四次。学

生需要整理有关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撰写听课心得。教育见习应在第一学年内
                                                        
 其中带的课程为教师教育学院公共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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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4. 教育实习（4 学分） 

教育实习安排在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时间为一学期。实习单位以华东师范

大学教育实习基地学校为主。 

5. 教育研习（1 学分） 

依托教师教育学院的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计划，在校内指导教师的指导下，

开展教育教学课题研究，撰写一份研究报告或一篇学术论文。  

五、学位论文要求 

学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一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一）学位论文选题应与专业领域和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基

础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凸显实践性和应用性。 

（二）学位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究报告、实验

研究报告和案例研究报告等。 

（三）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应符合规范。学生可以采用观察、访谈、问卷、

文献记录分析、视频采集等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并运用定量分析和质性分析方

法对有关资料进行处理，据此提炼研究结论。 

（四）学位论文应该有完整、合理的结构，一般包括绪论（或问题的提出）、

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或资料与数据分析）、结论与启示等章节。正

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 万字。 

六、论文答辩 

在研究生参加论文答辩之前，培养单位必须对其课程修读、专业实践、学分

完成情况及论文开题情况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才能申请论文答辩。 

论文通过检测和评审之后，研究生方可参加答辩。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

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基础教育学校的教师或教学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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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授予 

研究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符合学校学籍管理相关

规定的，准予毕业并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经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评定小组审

核、校专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授予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并颁发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