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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小学教育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代码：045115） 

 

专业学位名称： 小学教育 

所属专业类别： 教育学 

所属培养单位： 教育学院 

 

学科简介 

本专业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类别的小学教育领域，2021 年获批，2022 首次招

生，本领域坚持面向西藏、服务西藏，为全面提升小学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全面提

高小学师资的专业发展水平，适应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而设立。本学位点依托教育学院和

校外育人基地的优秀教师，现有导师 5名，实践导师 5名（均来源于中小学一线，具有高

级职称），其中教授 2名，副教授 3名；博士 3名，硕士 1名。 

一、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人

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掌握小学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论，有能力解

决小学各学科教学实践问题，能够独立承担小学教学实践和教科研工作的应用型的高素质

教师。  

具体要求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

为人师表，遵纪守法，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2.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小学教育学科前

沿和发展趋势。 

3.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胜任并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4.具有发现与创新、终身学习与自主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5.能够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较强的现代教育技术及现代信息处理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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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招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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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报考人员前置本科专业要与

所报考的学科教学的学科隶属同一一级学科。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小学教育专业目前采用全日制培养形式，基本学制为 3 年，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含

休学）为 5 年。 

在校研究生如需申请提前或延期毕业者，可依据《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的

相关规定执行。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学分要求 

应修满课程学分 33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 5学分，学位基础课 8学分，专业必修课

10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6学分，实践教学（教育实践研究）8学分。 

（二）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开课单位 
任课教

师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1 马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34 2 2 马院  

研究生公共外语 34 2 1 外院  

公共必修课（6学分） 

小计 85 5    

教育原理 34 2 1 教育学院 许可峰 

课程与教学论 34 2 2 教育学院 崔珂琰 

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 17 1 1 教育学院 
刘德恩、

严戈 

质性研究专题 17 1 2 教育学院 
刘德恩、

张怡 

定量研究专题 17 1 2 教育学院 
邱婧玲、

王德芳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 2 2 教育学院 唐红娟 

学位基础课（9学分） 

小计 153 9    

语文基础 34 2 1 民大附小  

数学基础 34 2 1 教育学院  

小学语文课程与教材研究 34 2 1 教育学院  
专业必修课（10 学分）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34 2 2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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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 34 2 3 教育学院  

小计 170 10    

课堂观察与行动研究 17 1 3 教育学院 刘海红 

心理教育与辅导 17 1 3 教育学院  

校外教育专题研究 17 1 3 教育学院  

家庭教育指导 17 1 3 教育学院 刘海红 

智能教育技术应用 17 1 2 教育学院 陈邦泽 

班队活动设计与实施 17 1 3 教育学院  

教育专业

类（2学分） 

小计 34 2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与教材研

究 
17 1 3 教育学院  

STEAM课程设计与实施 17 1 3 教育学院  

小学艺术教学设计与实施 17 1 3 教育学院  

劳动与户外活动设计与实施 17 1 3 教育学院  

小学科学课程与教材研究 17 1 3 教育学院  

小学节日与大型活动设计与实

施 
17 1 3 教育学院  

学科专业

类（2 学分） 

小计 34 2    

西藏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17 1 2 教育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 
17 1 1 教育学院  

小学生心理辅导 17 1 3 教育学院 康育文 

优秀教师教学观摩与研究 17 1 3 教育学院  

小学生阅读活动设计与实施 17 1 3 教育学院  

特殊儿童教育指导 17 1 3 教育学院 敖勇前 

专业选

修课（6
学分） 

专业特色

类（2学分） 

小计 34 2    

本模块总计 102 6    

校内实训 教学技能训练 2 周 1 4 教育学院  

校外实践 课例分析 2 周 1 4 教育学院  

校外实践 教育研习 2 周 1 4 教育学院  

校外实践 教育见习 2 周 1 4 实习基地  

校外实践 教育实习 15 周 4 4 实习基地  

实践教

学(8 学

分) 

小计  8    

共计 42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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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常教育与主要培养环节 

（一） 培养方式 

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德

树人，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并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全过程。注重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

、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的教育，提倡研究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引导研

究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期调研教育需求，并修订培养计划。 

实行双导师制，通过互选的方式为学生确定双导师，并建立导师组。校内外导师共同

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任课教师需在前一学期末提交教学大纲，经教学委员会审核后，方可正式开课。 

倡导教改实验，持续优化课程与教学，鼓励教师通过案例研究、小组合作探究学习、

现场观摩等多样化学习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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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定期进行教学观摩与反馈，以帮助教师改善教学，提升教学效果。 

（二）主要培养环节及进度要求 

小学教育硕士的具体培养环节包括课程学习、实践教学、社会实践与学术活动、中

期考核、开题报告撰写、学位论文撰写、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审、学位论文答辩

等。培养进度和要求如下： 

1.课程学习 

公共必修课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外语学院开设，专业课程模块由教育学院负责，

并与小学实习学校和选聘的实践导师协商完成。课程学习整体设置在 4个学期内，根据具

体课程目标和要求，可采用课内或课外、校内或校外、考试或考查等不同学习和考核方式。

研究生须在相应时间修完规定课程学分。 

    2.实践教学 

实践环节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对小学教师的工作对象、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工作环境

、专业伦理、专业文化、专业理想等领域进行较为充分的认知与理解，培养学生的综合职

业能力。 

实践环节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两部分。其中，校内实训包括微格教学和教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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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训练。校外实践由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三部分组成。其中，教育见习在第

一学期完成，学生到小学学校及相关机构进行职业感知与体验，获得关于教师教学、学校

管理、学生活动的较为全面的了解，增加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知与对未来工作的理解。教

育实习在第二学年完成，学生到实习基地小学，在实习指导教师引领实际承担班主任工作

、开展学科课堂教学、批改学生作业、参与校本教研活动等，在承担和完成真实工作任务

的过程中培养职业能力。教育研习通常在第二学年完成，具体形式包括教育调查、完成立

项课题研究、参与教育科研项目等。 

3. 学术活动 

    教育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还须参与一些学术活动。学生可根据兴趣和研究倾向至少完

成下列任务中的一项，否则无法申请毕业答辩。 

    （1）参与助研或助教活动 

研究生应积极报名助研、助教、助管和兼职辅导员等职务，完成导师要求的教学辅助、

文献阅读、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等实践工作。学生也可基于导师项目或个人选题方向独立

申请和承担教学科研项目，毕业时须提交必要的证书和成果等证明。 

（2）参加校内外学术活动 

研究生应参加不少于 10次的校内外学术活动，如专题讲座、学术会议、短期培训和

研究生论坛等。鼓励学生尝试做一次教育调查活动和公开学术报告，或在各种学术会议、

论坛上投稿发言，中期考核时须提交相应的听讲座记录、参会邀请函、发言摘要和课件等

作为依据。 

（3）发表科研或教学成果 

研究生独立或与导师合作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包括省级以上报纸理论、学术版及

公开出版的一般期刊理论、学术版）发表一篇与专业方向相关的论文，或其它类型的成果，

如教材、研究报告、论著和译著等。研究生独立发表的教研成果应以本校为第一署名单位，

与导师合作完成的成果。  

六、中期考核 

研究生修完全部课程、取得规定学分并完成相应教学和社会实践后，可进入中期考核。

考核时间一般在第 3学期进行。考核内容主要从思想政治品德表现、课程学习、实践教学

社会实践与学术活动等几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查。考核方式包括学生的自评总结以及

导师对学生思想品德、学习情况和教学科研能力等的评价，最终由本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依据课程成绩单、实践评语和师生双方评价等综合给出评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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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考核通过者，可以进入下一步开题和论文写作环节，考核不通过者，根据具体情

况可允许重考、重修或补充相关材料，待再次审核通过后才能进入后续学习阶段。两次考

核不通过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可取消学生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 

 

    七、学位论文研究 

（一）学位论文选题与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结束后，研究生便可准备书面开题报告和开题答辩，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末

或第四学期初（实习之前）进行。通过对本学科领域的国内外文献研读和实践观察体验，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提出研究主题和整体构想。开题报告的内容一般包括选题来源和依据、

研究题目和关键词、目录提纲、文献整理评述、研究方案设计、研究的可行性、存在困难

和解决方法，以及研究工作计划和时间安排等。书面开题报告字数在 6000-8000字之间，

书写格式以《西藏民族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规定》为依据。 

报告基本写作框架如：1.研究介绍（论述选题背景和意义，学科教学方向的选题应突

出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研究目标和创新点）；2.文献综述

（解释核心概念，系统梳理以往研究脉络和发展趋势，进一步指出研究欠缺、明确选题的

创新之处）；3.研究设计（列出拟解决的研究问题、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确定研究对象，

描述具体研究工具的设计和使用，以及可能采用的分析方法，如量化分析、质性分析

等）；4.参考文献和附录（包括中英文书目、论文和其他参考文献，呈现完整的问卷、观

察表和访谈提纲等研究工具，还可列出已完成的数据分析或案例分析等）。 

开题报告须有至少 3名本学科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的教师评定并签署

通过或不通过的评审意见。审核通过者方能参与开题答辩，一般聘请 3至 5名参与评审的

教师作为答辩小组成员，公开举行开题陈述和答辩活动，对研究生开题情况进行集体协商、

评议并提出修改建议。学生完成修改后进入正式撰写论文的阶段，论文选题一经评议确定，

一般不得任意更改方向。开题报告未通过者，可在 2至 3个月内补充、修改和完善，之后

重新申请开题答辩。如仍未通过评议，则按有关规定处理。 

    八、学位论文撰写 

1.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后方可进入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2.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领域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小学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小学

教育教育实践研究，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查研究报告、实验研究报

告等，论文正文字数不少于 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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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位论文必须由学生独立完成，应符合研究规范，并要体现学位申请人综合运用教

育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突出应用性与实践性。 

九、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经过专业学位点导师组或导师三次审查，一是前期的学位论文选

题和开题报告审查，二是中期的学位论文进展和完成情况检查，三是学位论文基本完成后

的质量和水平审查，以确保学位论文质量。学位论文的撰写可参考本学科公认的学术期刊

上论文的撰写格式。 

学位论文实行校内外专家盲审制度，通过后方能进行答辩。盲审须 3位专家独立进行

，其中至少 1位是具有高级职称的小学或省（或地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教师或教学研究

人员。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位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2位具有高级职称的小学教师或

教学研究人员。 

 

十、阅读书目 

（一）必读书目 

董妍与刘爱书. 2015. 小学生心理学. 儿童青少年心理学丛书. 浙江教育出版社. 

关文信.2011.《初等教育课程与教学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华.2003.《静悄悄的革命：日常教学生活的社会建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甫全.2011.《小学教育学（第 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2022.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编.2013.《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裴娣娜主编.2004.《现代课程与教学研究》丛书：《探究式学习———学生知识的自主建

构》《课程改革的文化研究》《课程知识与个体精神自由———课程知识问题的哲学审

思》.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瞿葆奎.1998.《教育学文集·教学》（上、中、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瞿葆奎.1998.《教育学文集·课程与教材》.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威廉·维尔斯曼著，袁振国主译.1997.《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张华.2000.《课程与教学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二）选读书目 
布鲁纳著，邵瑞珍译.1982.《教育过程》.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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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怡倩. 2017. 统整的力量——直击 STEAM核心的课程设计. 湖南美术出版社. 

傅永曙. 2007. 小组合作学习教学论. 安徽科技出版社.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1999.《大教学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李慧. 2020. STEM+课程设计与实践指导.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林悦. 基于课程标准的 STEM教学设计：有趣有料有效的 STEM跨学科培养教学方案. 中国

青年出版社. 

罗森塔尔、雅各布森著，唐晓杰、崔允潡译.1998.《课堂中的皮格马利翁——教师期望与

学生智力的发展》.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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