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级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培养方案 

教育管理学系（教育经济研究所） 

 

一、培养目标 

（一）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贯彻科

学发展观，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

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二）具备教育理论和一般公共管理理论素养；扎实地掌握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理论

知识，了解国内外教育经济与管理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发展趋势；能够熟练运用教育

经济与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技术，具备较好的探究理论问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实践问题的

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能够用外语阅读专业文献、进行初步的论文写作和学术交流。

有在该领域与国内外同行进行沟通、对话和交流的能力。毕业后能够胜任教育管理领域的教

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德才兼备，身心健康，有开拓创新意识和能力。 

二、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一）培养方式 

实行导师负责制和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国家及学校规定条件者，也可

采取在国内外学术单位访学或研修的联合培养的方式。课程学习由导师小组统一安排，教学

内容注重前沿性，教学过程注重自主性、互动性，注重学生探究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四年，最长不应超过六年。 

三、主要研究方向 

1. 教育管理 

2. 学校领导 

3. 教育评价 

4. 教育经济与财政 

5. 教育政策与法规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学位公共课包括政治理论、

外国语等公共必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至少修读 6 学分；学位基础课为学位必修课程；学

位专业课包括以学科群为单位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和指向研究方向的专业选修课程，学位基

础课与学位专业课（必修）课程的学分之和不少于 5学分，学位专业课（选修）课程至少选

修 1门，不少于 2学分。跨学科或跨专业选修课程至少选修 1门，不少于 2学分。博士研究

生课程学习至少应取得 15学分。 

导师可根据专业培养需求和博士研究生已修读课程的情况，要求博士研究生补修一些先

修课程。 

（二）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分 开课时间 

学位公共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World 
2 第一学期 

外国语 

Foreign Language 
4 第一学年 

学位基础课 

中国教育管理问题研究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3 第一学期 

西方教育管理理论进展 

The Theory Progress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3 第一学期 

学位专业课 

（必修） 

教育政策评论 

Educational Policy Review 
2 第二学期 

教育经济学 

Educational Economy 
2 第二学期 

学位专业课 

（选修） 

教育质量保障研究 

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 
2 第三学期 

学校经营管理 

School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2 第三学期 

数字化时代学校治理 2 第三学期 

教育财政问题研究 2 第三学期 

教育研究中的制度主义 2 第三学期 

国际比较视野中的教育治理 2 第三学期 

跨学科或跨
专业选修课 

至少选修 1 门，不少于 2 学分 

五、科研成果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

者单位，在 SSCI、A&HCI收录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二）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

者单位，在文科一级学科权威期刊发表 1篇学术论文； 

（三）本人为第一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 CSSCI 收录期刊（含扩展版）

上发表 2篇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科研成果达到规定要求后，方能提出学位申请。 

六、培养环节考核 

博士研究生培养环节考核分为年度报告、研究生伦理与学术规范、资格考试、论文开题、

科研成果要求等。 

（一）年度报告。每学年末，博士研究生向导师及指导小组汇报一年来的学习与科研进

展，并填写《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习与科研年度报告表》，经研究所、指导教师签署

意见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二）研究生伦理与学术规范考核。该考试以博士生自学为主，网上考核，一般需在第

三学期结束后完成。 

（三）资格考试。博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结束，修满本专业规定的学分后，方可申请参

加资格考试。参照《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在本

专业博士资格考试委员会的组织和指导下完成研究生博士资格考试。 

具体分审核和考试两部分，审核内容包括：思想品德审核（以导师与辅导员的共同评价



 

 

为准）；课程成绩审核（要求课程成绩优良，无学术伦理问题）；两次年度报告成绩审核（报

告通过并成绩优良）。考试以笔试加面试（答辩）的形式进行，内容涵盖本专业领域的基础

理论知识、前沿理论动态、以及相关研究方法及技能。具体考试题目由导师小组负责确定并

实施评价，重点考核学生是否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出众的科研潜力，要对学生是否具有成

为本领域高水平研究型人才的潜质进行综合评估。学生拿到题目后，在一个月内完成答卷并

提交，随后在指定时间进行答辩。资格考试合格者，将作为博士候选人正式进入博士论文写

作阶段。 

 

（四）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参加不少于 30 次的学术讲座，其中包括在本所范围内公开作一

次学术报告。 

（五）论文预答辩 

预答辩的具体实施按《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预答辩实施办法》执行。 

（六）科研成果审核 

对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进行审核，科研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

答辩程序。 

七、学位论文 

（一）论文选题 

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了解研究方向

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 

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站在学科的前沿，具有开创性，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要有创造性的见解。 

（二）论文开题 

在中期考核结束后进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论证会。研究生必须撰写完整的学位论文开

题报告，包括课题研究和撰写的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内容框架、撰写计划、核心观

点和创新环节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 

（三）论文撰写 

研究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应该定期向导师和指导小组作阶段报告，并在导师的指导下不

断完善论文的结构、思路和观点，博士研究生必须保证投入论文写作的时间不少于 2年，以

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 

（四）论文评阅和答辩 

本专业实行学位论文的预答辩制度（正式答辩前三个月）。在预答辩合格或通过修改合

格后方可申请正式答辩。在举行答辩会前，必须通过“双盲”评定和评阅。“双盲”评定和评阅

合格方可举行正式答辩会。  

八、基本文献阅读书目 

1. 欧文·E·休斯著, 明等译.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赫尔雷格尔等著, 俞文钊译. 组织行为学.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 版. 

3. 吴志宏著. 教育行政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4. 陈玉琨著. 教育评价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5. 陈玉琨著. 课程改革与课程评价.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6. 吴志宏等主编. 新编教育管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 萧宗六著. 教育管理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 吴志宏主编. 教育管理学（案例教材）.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9. 冯大鸣、吴志宏主编. 教育管理教学参考读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0. 李伟胜著.学校文化建设新思路——主动生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1. 葛大汇著. 升学考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对应试教育的剖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 

12. Fred C. Lunenburg and Allan C. Ornstein 著, 孙志军等译. 教育管理学：理论与实践. 中国

轻工业出版社，2003. 

13. 萨乔万尼著，冯大鸣译. 道德领导.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14. Daniel L. Stufflebeam et al. Education Models Viewpoints on Educational and Human 

Services Evaluation Second Edition. 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2000.  

15. 金娣, 王钢编著. 教育评价与测量.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16. 冯大鸣主编 . 沟通与分享：中西教育管理领衔学者世纪汇谈 .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17. 俞文钊著. 管理心理学.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18. 孔祥勇著. 管理心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 学会生存

——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Learning to Be: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20. [加拿大]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著,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加拿大多伦多国际学

院译. 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Changes Forces: Probing the Depths of Educational Refor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1. [美]菲利普·库姆斯（Philip H. Coombs）著, 赵宝恒, 李环等译. 世界教育危机（The World 

Crisis in Education: The View from the Eightie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2. [美]罗伯特·G·欧文斯（Robert Owens）著, 窦卫霖等译. 教育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School Reform）》（第七版）. 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1. 

23. [挪威]达林, P. （Per Dalin）著、范国睿主译. 理论与战略：国际视野中的学校发展（School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24. [美]托马斯·J·萨乔万尼（Sergiovanni, T.J.）著. 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Moral 

Leadership: Getting to the Heart of School Improvement）.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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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鸣主译. 以问题为本的学习在领导发展中的运用（Implementing Problem Based Learning i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26. [美]约翰·E·丘伯（John E. Chubb）, 泰力·M·默著，蒋衡等译. 政治、市场和学校（Politics, 

Markets and America’s Schools）.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7. [英]杰夫·惠迪（Geoff Whitty）, 萨莉·鲍尔（Sally Power）, 大卫·哈尔平（David Halpin）

著, 马忠虎译. 教育中的放权与择校：学校、政府和市场（Devolution and Choice in Education: 

The School,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8. [美]Fred C. Lunenburg, Allan C. Ornstein 著, 孙志军等译. 教育管理学：理论与实践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Concepts and Practices）.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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