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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401） 

 

所属学科门类：教育学 

所属一级学科：教育学 

所属培养单位：教育学院 

 

学科点简介：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一级学科点获批于 2019 年。现有 7 个本科专业：教育

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心理学、数学教育、艺术教育、教育技术；三个学术

硕士研究生专业：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另有学科教育专业

硕士学位授权点，下设小学教育、英语教育、数学教育、语文教育、思想政治教

育五个领域。现有导师 32人，其中教授 7人，副教授 9人，以及外聘兼职导师 16

人（主要来自中小学），其中，具有博士 12人，硕士 4人，2011年，高等教育

学获批全区重点学科。2017 年，教育学获批自治区优秀教学团队。教育学学科

始终突出民族教育底色，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未来将进一步适应新文科、

新理科发展，突出学科优势与特色，培养更加适应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的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主要面向西藏地区培养能够系统掌握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学

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方法；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创新观念、实践精神；熟练

掌握主要的教育研究方法，具备专业教学能力和教育研究能力，能把熟练地阅读

专业文献和进行学术写作，以便满足中小学、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教学、科研

和管理岗位的工作需要。具体目标包括：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增强“四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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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遵纪守法、诚信公正、学风严谨、追求卓越，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

会责任感，身心健康。 

3.系统掌握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理论和民族教育

理论，全面了解民族地区（主要是西藏地区）教育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4.熟练掌握教学技能技巧，能有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掌握教育研究的基本

方法和知识体系，具有独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较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使用教育专业的外文资料；能够深刻理解学术

活动，恪守学术道德。 

二、研究方向及特色 

1.教育学原理  以问题为中心，运用教育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探讨教育学

领域的核心问题，包括：教育传统与变革、教育现代化、教育政策与决策、学生

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青少年发展、课程与教学改革、教育理论流派、教育经典

著作与教育研究范式等。 

2.课程与教学论  运用课程与教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一线的课程与教学实

践中的主要问题。内容包括教学理论流派、课程标准、教科书、课程与教学的再

开发（学历案设计）、课堂教学分析、学生学习体验、学习评价与管理、教学环

境创设、优化与教育信息化研究、教师教学技能与风格、教研设计与管理。 

3.高等教育学  运用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析高等教育的核心问

题。内容包括：高等教育体系、学科与专业设置逻辑、课程与教学标准、学生事

务工作、校园文化与课外活动、大学生发展指导、高校教师专业生活与专业发展、

高等教育教管理与评价、高校招生与就业。立足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突

出西藏高等教育现代化、特色化的研究之路。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一般为 3—5年。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或延期毕业者，依

据《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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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三个专业总学分为 32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 10学分，学位基础课 14学分，

专业必修课 5学分，专业选修课 4学分，社会实践与学术活动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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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6 1、2 外语学院  

公共必修

课(10 学

分) 
小计 153 9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34 2 1 教育学院 杨小峻 

教育心理学专题 34 2 1 教育学院 唐红娟 

西藏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 17 1 2 教育学院 许亚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17 1 1 教育学院 张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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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68 4 1 教育学院 滕星 

量化研究专题 51 3 2 教育学院 邱婧玲;王德芳 

学位基础

课(14 学

分) 

小计 238 14    

教育哲学专题研究 34 2 2 教育学院 王毅 

教育名家名著专题研究 34 2 2 教育学院 魏兆锋 

中外教育传统与变革专题研究 17 1 2 教育学院 许可峰 

教育

学原

理专

业 小计 85 5    

课程与教学基本问题研究 34 2 2 教育学院 崔珂琰 

中外课程与教学流派专题研究 34 2 2 教育学院 毛红芳 

教科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17 1 2 教育学院 崔珂琰 

课程

与教

学论

专业 小计 85 5    

高等教育基本问题研究 34 2 2 教育学院 魏兆锋 

教育评价研究 34 2 3 教育学院 刘凯 

高等教育发展史专题研究 17 1 2 教育学院 张王勇 

专业必修

课(5 学

分)① 

高等

教育

学专

业 小计 85 5    

本模块小计      

西藏教育史 17 1 4 教育学院 张屹 

教育管理专题研究 17 1 4 教育学院  

教育数字化研究专题 17 1 4 教育学院 张会庆 

藏族文化概览 17 1 3 教育学院 张屹 

课程思政专题研究 17 1 4 教育学院 李新房 

心理健康研究 17 1 4 教育学院 康育文 

教师教育研究 17 1 4 教育学院  

质性研究方法 17 1 4 教育学院 刘德恩、张怡 

教育社会学研究 17 1 4 教育学院  

选修课(2

学分) 

西藏高等教育研究专题 17 1 4 教育学院 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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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学研究 17 1 4 教育学院  

小计 34 2    

社会实践与学术活动②  1 4 教育学院  

总计  32    

      

注： 

①各专业之间可以提前互相选修。 

②参加学校、全国或国际会议并发表学术演讲，或者入藏调研 7 天以上并提交调研报

告，或专业实习半年以上者且考核合格者，可获取此学分。 

 

五、培养方式与考核 

（一）培养方式 

倡导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探究，打破单一的讲授方式，尽可能通过案例分析、

小组讨论、项目探究等多样化教学方式，加深对理论、方法的理解和应用，培养

学生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 

（二）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可采用笔试、口试、撰写课程论文等形式进行。 

2.课程考核采取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撰写文献阅读报

告、实验报告和调查报告等形式进行过程考核，以撰写课程论文等形式进行期末

考核。 

（三）学风建设要求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各培养环节中应严格自律，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

规范。各培养单位应安排系统的、专门的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课程和活动。 

 

六、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研究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的一次综合性考核，由各培

养单位统一组织，重点考查研究生是否掌握较为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

识；能否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否具备一定的创新性研究工作的

能力。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一般应当在入学后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培养

单位应根据《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制定本单位中期考核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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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内容为政治思想、组织纪律、课程学习、学术研究等方面。考核结束后填写

《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表》。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开题报告环节。

中期考核未通过者可按规定申请再次考核，第二次考核仍未通过者予以肄业。 

 

七、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为论证、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及内容而举行的专门报告会，

旨在监督和保障学位论文质量，应由各培养单位统一组织。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一般应当在中期考核结束后两个月内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达到规定的学分，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提交导师审阅同意后，方可申请参加

开题报告答辩。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与不足、参考书目等。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当由开题报告审核小组审核，填写

《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及《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审批表》。 

开题报告通过者，方可开始撰写论文；开题报告未通过者可按规定申请再次

开题。开题报告通过者如因特殊情况提出变更学位论文选题，应重新举行开题报

告会。 

 

八、学位论文撰写 

学位论文是进行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当在指导

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相应形成的创新成果应当以学位论文的

形式完整呈现。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一）学位论文使用语言：必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二）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要求，具体要求见《西藏民族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定》的相关规定。 

（三）学位论文字数：文科类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3 万字，摘要 500-800

字。 

 

九、学位论文答辩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全面完成本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各个环节，在规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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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学位论文，提交论文终稿，经指导教师以及论文评阅人同意，方可申请答

辩。如论文题目出现重大修改，应重新开题后方可申请答辩。学位论文的答辩程

序按照《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西藏民族大学硕士

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 

为保障论文质量，严把论文质量关，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均应参加匿名评

审。具体要求见《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西藏民族

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 

 

十、阅读书目 

（一）必读书目 

教育学原理专业必读书目： 

约翰·S·布鲁巴克. 《教育问题史》.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2 . 

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1-4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年. 

沈灌群等.《中国教育家评传》1-3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9年.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 

卢梭.《爱弥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年。 

约翰•洛克.《教育漫话》.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 

巴格莱.《教育与新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年。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年。 

布鲁纳.《教育过程》.文化教育出版社 1982年。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年。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8年。 

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北京师大出版社 2004年。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年。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人的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年。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年。 

 

高等教育学专业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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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巴比.《社会学研究方法基础》.华夏出版社 2003年。 

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 

伯顿·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 

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杭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陈玉琨.《教育评价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 

克拉克·克尔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  浙江教育出版 2001年. 

吕埃格等.《欧洲大学史》（1-2卷）.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纽曼.《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 

单中惠.《外国大学教育问题史》.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谢安邦主编.《比较高等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年。 

许美德.《中国大学 1895-1995》.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年. 

薛天祥.《研究生教育管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 

 

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必读书目： 

O.F.博尔诺夫. 《教育人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 

单中惠.《外国中小学教育问题史》.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年 .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 

黄甫全.《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学程）（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年。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人民育出版教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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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

学出版社 1996年。 

裴娣娜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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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科学出版社 2004年。 

乔伊•帕尔默.《教育究竟是什么？100位思想家论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石鸥.《教科书评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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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鸥.《新中国教科书图文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5年。 

石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2年。 

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年。 

滕星、王军.《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民族出版社 2002年。 

吴德刚.《西藏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年。 

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6年。 

张楚廷.《教学论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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