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40102） 

（教师教育学院） 

 

一、培养目标 

培养专业功底扎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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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教育研究人才和基础教育学校高层次优秀教师。

具体要求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学风严谨，身心健康，

倾心教育事业，以立德树人为己任，求实创造，为人师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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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博雅教育的理想，具有正确的课程观与教学观，

具有观摩、参与和研究教育实践的经历与体验，具有终身学习和发展的意识和能

力。 

（4）学会教育教学研究的方法和科研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学会运用现代

技术开展研究与教学的技能，学会学科课程开发与有效教学的技能，学会具有发

现、提出、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能力。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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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式与修读年限 

（一）培养方式 

本专业采取导师负责制与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主要采用课程学习、

自学指导、小组研讨、专题研究与论文写作的教学方式；在学习年限内，必须保

证规定的在校学习时间。 

（二）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 年。少数学业优秀的硕士研

究生，在完成培养要求的前提下，可申请提前毕业。 

 



 

 

三、主要研究方向 

1. 语文教学 

2. 数学教学 

3. 英语教学 

4. 物理教学 

5. 化学教学 

6. 生物教学 

7. 社会（含道德与法治）教育 

8. 历史教学 

9. 地理教学 

10. 思政教学 

11. 科学教育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学分要求 

硕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公共课、公共选修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必

修）、学位专业课（选修）、跨学科或跨专业选修课。 

本专业应修总学分至少为 30 分，且分项学分不低于以下要求，方可进入毕

业论文答辩程序。硕士研究生课程类别和学分要求详见下表。 

类别 课程 学分 
最低课程门

数 

必修课 

学位公共课 7 3 

学位基础课 8 3 

学位专业课（必修） 5 3 

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I 2 1 

学位专业课（选修） 6 2 

跨学科或跨专业课程 2 1 

学分合计 30  

 

（二）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研 究 方
向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
分 

开课时间 
任课教
师 

学位公共课 

（必修） 

所 有 方

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第一学期 

研 究 生
院 统 一
开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1 第一学期 

外国语 

Foreign Language 
4 第一学年 

学位基础课 
所 有 方
向 

西方哲学与人的教育 

Western Philosophy and Its Connection 
3 第三学期 

学部开
设 



 

 

（必修） with Education 

教育研究方法 

Methods of Education Research 
4 

第一、二、

三学期 

学部开
设 

含：教育量化研究方法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第一、二、

三学期 
 

教育统计基础(EDU660) 

Fundamentals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2 第一学期  

回归分析(EDU760) 

Regression analysis 
1 第一学期  

实验设计(EDU750) 

Experimental Design 
1 第一学期  

教育与心理测量基础(EDU770)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 第二学期  

准实验设计(EDU850)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1 第二学期  

教育中的因果推断（EDU851） 

Casual Inference in Education 
1 第二学期   

多元统计(EDU860)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2 第二学期  

结构方程建模(EDU866) 

Structural Equational Modelling 
2 第二学期  

多层线性模型(EDU865)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 
2 第三学期  

问卷调查(EDU870) 

Survey Research 
1 第三学期  

高级教育与心理测量(EDU875)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II 

2 第三学期  

量化科研论文写作(EDU890) 

Writing to Publish Quantitative Research 

Paper 

1 第三学期  

含：教育质性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第二、三

学期 
 

质性研究导论(E1) 

Introductory  theor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第二学期  

田野研究(E2-1) 

Field Inquiry Strategies 
1 第二学期  

叙事研究(E2-4) 

Narrative Inquiry in Education 
1 第二学期  



 

 

文化与生活史研究(E2-5) 

Cultural Studies and Researches in Life 

History 

1 第二学期  

质性研究成果撰写(E4) 

Writing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1 第三学期  

案例研究(E2-2) 

Case Study 
1 第三学期  

扎根理论(E2-6) 

Grounded Theory 
1 第三学期  

行动研究(E2-3) 

Action Research 
1 第三学期  

质性分析软件应用(E3) 

Qualitative Analysis Using NVivo 
1 第三学期  

学位基础课 

（必修） 

语文 

语文课程与教材研究 

Studies on Chinese Curriculum & 

Textbooks 

2 第一学期 

区 培

民、 

张心科 

数学 

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Studies on Mathematics Curriculum & 

Textbooks 

2 第一学期 徐斌艳 

英语 

外语课程与教材研究 

Studies on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 Textbooks 

2 第一学期 俞红珍 

物理 
高等量子力学 

Advanced Quantum Mechanics 
3 第一学期 王加祥 

化学 
高等无机化学 

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 
3 第一学期 杨帆 

生物 

生命科学前沿与生物学科教育 

Life Science Frontier and Biology 

Teaching 

2 第一学期 禹 娜 

思政 

社会 

经济与哲学前沿研究 

Frontiers of Moral-political Education 
2 第二学期 郁锋 

历史 

历史课程与教学实践研究 

History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2 第一学期 李月琴 

地理 

地理课程与教材研究 

Studies on Geography Curriculum & 

Textbooks 

2 第一学期 陈昌文 

科学 

科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Studies on Science Curriculum & 

Textbook 

2 第一学期 李雁冰 

学位专业课 

（必修） 
语文 

语文教学设计与实施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2 
第 二 学

期 

叶 丽

新、 

区培民 

语文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2 第一学期 董蓓菲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Learning 

语文教育测量与评价 

Assessment in Chinese Education 
2 第一学期 叶丽新 

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Education 
1 第一学期 朱雁 

数学 

数学教学设计与实施 

Case Study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2 第一学期 孔企平 

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 

Measurements and Assessment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 第二学期 朱雁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 

History & Pedagogy of Mathematics 
2 第一学期 汪晓勤 

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education 
1 第一学期 朱雁 

英语 

外语教育测量与评价 

Foreign Language Assess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2 第三学期 程晓 

外语教师专业能力发展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2 
第 二 学

期 
高惠蓉 

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education 
1 第一学期 朱雁 

外语教育测量与评价 

Foreign Language Assessment — theory 

and practice 

2 第三学期 程晓 

物理 

物理课程与教材研究 

Research of physics curriculum and 

textbook 

2 第一学期 潘苏东 

物理教学设计与实施 

Design and Practice of Physics Teaching 
2 第一学期 陈 刚 

专业外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1 第二学期 朱广天 

化学 

化学实验设计与研究 

Chemical Experiment Design and 

Research 

3 第一学期 丁 伟 

化学教育研究设计 

Chemistry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3 第一学期 王祖浩 

化学课程论专题 

Chemistry Curriculum Theory 
3 第二学期 王祖浩 

专业外语 Chemistry English 1 第二学期 王祖浩 

生物 

生物课程与教学实践研究 

Biology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2 第一学期 郑晓蕙 

生物实验设计与教学研究 

Design and Teaching Research of Biology 

Experiment 

2 第二学期 栾瑞红 

生物教育测量与评价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2 第二学期 张春雷 



 

 

Biological Education 

专业外语 Biological English 1 第一学期 张春雷 

历史 

史学理论与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tudy on History 
2 第二学期 

李孝迁 

王 东 

中国历史通论 

The General Reviews on History of China 
2 第一学期 

牟发松

等 

历史教育测量与评价 

Assessment in History Education 
2 第二学期 金娣 

专业外语 History English 1 第二学期 王燕 

地理 

地理科学前沿与中学地理教育 

Frontiers of Geography Science and 

Geography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s 

2 第一学期 卢晓旭 

信息技术与地理教育 

ICT in Geography Education 
2 第一学期 苏小兵 

地理教学设计与实施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Geography Teaching 

2 第二学期 陈昌文 

专业外语 Geography English 1 第二学期 

苏 小

兵、 

卢晓旭 

思政 

社会 

思政课程与教材研究 

Moral-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extbook Studies 

2 第一学期 

沈 晓

敏、叶

王蓓 

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 

Moral-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2 第一学期 沈晓敏 

思政学科教学专业技能 

Moral-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Professional Skills 

2 第一学期 叶王蓓 

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education 
1 第一学期 朱雁 

科学 

科学教学设计与实施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Teaching 

Science 

2 第二学期 沈甸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 第二学期 安维复 

科技传播导论 

Int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2 第二学期 武志勇 

专业英语 

English for Science Education 
1 第一学期 朱雁 

学位专业课 

（选修） 
语文 

语文教育史与语文教育 

History and Pedagogy of Chinese 
2 第二学期 张心科 

国外母语教育研究 2 第二学期 董蓓菲 



 

 

Research on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语文传统观念史研究 

Hist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deas 
2 第一学期 杨澄宇 

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 

Chinese Edu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第三学期 

周 燕 

徐默凡

等 

数学 

数学学习的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2 第二学期 徐斌艳 

数学教育专题研究与写作 

Special Topic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 第二学期 朱雁 

数学教育国际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 第三学期 徐斌艳 

现代数学与中学数学 

Modern Mathematics &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2 第三学期 汪晓勤 

英语 

外语教育专题研究与写作 

Special Topics on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2 第二学期 俞红珍 

外语校本课程开发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 第二学期 郭宝仙 

英语教学史 

History of English Teaching 
2 第一学期 高惠蓉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2 第二学期 程 晓 

物理 

物理实验设计与研究 

Analysis of Physics Experimentation 
2 第二学期 柴志方 

物理教育评价与测量 

Physic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2 第二学期 赵 强 

中学物理资优问题解决 

High School Physics Olympiad 
2 第二学期 孙 尹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History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 第二学期 安维复 

化学 

化学史与化学方法 

The History and Methods of Chemistry 
2 第二学期 吴 敏 

现代化学与中学化学 

Modern Chemistry and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2 第二学期 占小红 

化学教育测量与评价 2 第一学期 沈 甸 



 

 

Measure and Assessment in Chemistry 

Education 

化学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emistry 

Learning 

2 第二学期 丁 伟 

生物 

生物教育专题研究与写作 

Special Topics in Biology Education and 

Thesis Writing 

2 第二学期 禹 娜 

生物教育科研的实证研究 

Empirical Research of Biological 

Education 

2 第一学期 孙刘海 

基于脑科学的教师专业发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Brain 

Research 

2 第一学期 栾瑞红 

信息技术与科学教育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Education 

2 第一学期 张春雷 

历史 

历史教学设计与实施 

High School History Pedagogy and Case 

Studies 

2 第二学期 李月琴 

世界史研究专题研讨 

Selected Topics on World History 

Research 

2 第二学期 梁志等 

国外历史教育研究 

Foreign Researches in History Education 
2 第二学期 徐继玲 

选一门中国史专业研究生课程 2 第三学期  

 

选一门世界史专业研究生课程 2 第三学期  

地理 

问题式地理学习设计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Geography 

Curriculum 

2 第一学期 苏小兵 

地理教育专题研究与写作 

Topical Studies in Geography Education 

and Paper Writing 

2 第一学期 卢晓旭 

地理实验设计与开发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n 

Geography Education 

2 第二学期 苏小兵 

地理教育测量与评价 

Assessment of Geography Teaching 
2 第二学期 卢晓旭 

思政 

社会 

公民教育国际比较 

A compare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the 

world 

2 第二学期 叶王蓓 

思政教育专题研究与写作 

Moral-political Education Studies and 

Writing 

2 第二学期 叶王蓓 



 

 

国外社会科研究 

The Resarch of Social Studies in the 

world 

2 第二学期 沈晓敏 

学科教学模式及其变革 

Moral-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l 

and Innovation 

2 第一学期 叶王蓓 

科学 

科学教育与科学传播前沿 

Frontier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2 第一学期 裴新宁 

STEM 教育理论与实践 

STEM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2 第二学期 薛耀峰 

 

信息技术与科学教育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Education 

2 第一学期 张春雷 

跨学科或跨专

业选修课 

化学 

高等有机化学 A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A 
3 第二学期 张剑波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 第二学期 傅海辉 

其 他 方

向 
至少选修一门，不少于 2 学分 

公共选修课 I 
所 有 方

向 

“公共选修课 I”指 “计算机应用”、“文献检索技术”、“研究方法

类公共选修课”等，研究生可选修其中一门，2 学分。 

 

五、科研成果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以本人为第一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在

国内公开发行的期刊上发表 1 篇论文，方能提出学位申请。 

六、中期考核 

（一）考核内容 

第二学年末，硕士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在学生毕业前最后一学期，对拟

毕业的学生进行论文答辩资格审核。具体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考核： 

（1）课程审核：审核学生是否修满最低要求学分。 

（2）科研成果审核：审核学生是否达到科研成果要求。 

（3）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审核：本专业研究生在第三学期进行论文开题报

告。开题报告结束后，由研究生本人填写《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表》，导师签署意

见后，交学院审核。开题报告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若第一次未通过，允许在

1-2 个月内再进行一次，仍未通过者，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4）学术活动：学术活动包括各类学术讲座、论坛和竞赛等。硕士研究生

在学期间参加各类学术活动的次数不少于 30 次，同时需认真填写《华东师范大

学研究生学术活动登记表》，并送交导师审核评定。 

（5）实践环节和科研训练：实践环节和科研训练包括教学实习、科研实践

和社会实践。硕士研究生一般在二年级进行各项实践活动。教学实习或科研实

践，需完成至少 40 学时的工作量。社会实践需要完成至少 10 个工作日的工作

量。 

（6）研究伦理与学术规范测试。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需通过“研究伦理

与学术规范”网上测试。测试需在中期考核前完成。考核不通过者，中期考核

无法通过。 

（二）考核评定 

基本文献阅读能力训练、学术活动、实践环节和科研训练的考核结果为通

过和不通过，不计算学分。 

七、学位论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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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学术价值或理论和

实践意义，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要有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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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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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必须保证投入论文写作

的时间不少于 1 年，以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 

（四）论文评阅和答辩 

学位论文完成后，在正式答辩前 3 个月由导师和指导小组进行预审。硕士学

位论文必须经 2-3 位副教授或以上职称的评阅和通过“双盲”评定。“双盲”评定和

评阅合格方能进行答辩。论文答辩一般安排在 4 月至 5 月进行，最迟不超过 5

月底。 

八、基本文献阅读书目 

（一）语文、数学、英语方向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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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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