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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发端于 2006年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两个二级

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现

在六个培养方向上招收培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这六个培养方向分别

是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教育

技术学和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本学位授权点建设是主要依托教育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教师教

育学院、海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进行的。现有专任教师 35人，其

中教授 22人、副教授 13人，有博士生导师 5人、硕士生导师 33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 33人；45岁以下教师共 20人，占比 57.1%。

在专任教师中，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人，中宣部马克思

主义工程专家 1人，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1人，教育部“国家

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 1人，教育部“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

学名师 7人，教育部职业院校教育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教育

专门委员会委员 1 人，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国培计划”专家 2 人，海南

省“南海系列”育才计划人选 13人，海南省“515人才工程”人选 3人，

海南省领军人才 5人，海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 6人；有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教学团队 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学团队 2个、国

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团队 1 个和海南省“双百”人才团队、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教学团队、一流本科课程或高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

学团队等省级教学科研团队 10个。

本学位授权点（即教育学学科）是海南省特色重点学科、海南省

立项建设博士点学科，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较高级别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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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有“数据科学与智慧教育”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兄弟学院共建）、

海南省重点新型智库“海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海南省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海南省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基地”等省部级科

研平台。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2024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35人，授予教育学硕士学位 32人，现有在校硕士研究生 110人。同年，

研究生获批海南省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 3项，获得海南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 1篇，发表省级以上学术论文 5篇（含第二作者），获得海南省

基础教育实践与研究论文奖 3项，参加全国性或区域性学术会议 8场，

参加学科竞赛 5次（含校赛）并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1项。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工作。2024 年，专任教师获批

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含教改项目）8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项，部委

级项目 1项，省级项目 6项；发表学术论文 30篇，其中 CSSCI（含扩

展版）、SSCI、ESSCI论文 8篇，北大核心 4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全文转载 2篇；出版学术著作 2部，获得海南省基础教育实践与研究

论文奖 1项。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社会服务工作。2024 年，专任教师承担

横向科研项目 5项，合同经费 19.6万元；向省内外党政机关提交并被

采纳的咨询报告或研究报告等有 4篇；专任教师团队主要以项目为依

托，向省内中小学幼儿园提供了多种形式、内容多样的服务。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简介

1.培养目标

本学位授权点的现行培养方案对培养目标作了如下规定：

努力使硕士研究生具有优良思想政治素质、高尚道德情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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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和事业心，具备宽广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扎实全面教育专业知

识，具有较好创新意识和学术素养，具有较高从事教育研究和教育教

学改革实践能力，具备较高从事教育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研究、

培训、管理和服务等工作的能力，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遵纪守法，为人诚信，学风严谨，追求卓越，具有高尚的道

德情操，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具有严谨求实的科

学态度，具有为教育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3）具备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较高的综合素养；掌握

坚实宽广的教育学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教育专业知识，具有从事教

育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改革、教育专业及相关专业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的能力。

（4）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教育专业的外文文献，

能使用外国语进行学术交流。

（5）身心健康，具有健康体魄和良好心理素质。

2.培养方向

2023年 6月，本学位授权点将原来的九个培养方向凝练为教育学

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教育技术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等六个培养方向
①
。这六个培养方向的简

① 2023年 6 月，本学位授权点研究决定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自 2024年开始，停止学前教育学、高

等教育学、特殊教育学三个培养方向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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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情况如下：

（1）教育学原理。本培养方向有教育基本理论、德育原理、教育

社会学三个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方向主要研究教育学基础理论问

题、当代教育改革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实

现教育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与咨询服务。德育原理方向主要立足于国

内外学校德育研究基础，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传承演变的基础

上，结合中小学德育实践，开展德育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教育

社会学方向主要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教育社会学中的基础理论

问题，对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进行社会学分析和研究，探索教育与社会

发展的关系。

（2）课程与教学论。本培养方向有课程论、教学论、学科课程与

教学论三个研究方向。课程论和教学论方向的突出特点在于面向基础

教育，积极建构有效支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课程与教学理论，其

中，课程论方向系统深入地研究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课程

改革服务；教学论方向系统深入地研究教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教学改革服务。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方向包括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数

学课程与教学论、英语课程与教学论、物理课程与教学论，主要研究

这些学科的课程与教学中的问题。

（3）比较教育学。本培养方向有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东南亚区

域教育比较研究、比较教师教育三个研究方向。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

方向主要研究比较教育、国际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探究国

际与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理论流派、重大实践问题，探索世界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为国家和地方教育改革与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东南亚区域教育比较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东盟 10

＋3”框架中的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聚焦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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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制、机制问题，探索中国或日本、韩国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

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问题。比较教师教育方向主要研究国际教师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研究国际教师教育发展与教育发

展的关系、国际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等问题，探索国际教

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及规律性。

（4）职业技术教育学。本培养方向有职业教育经济、职业教育与

成人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经济方向主要研究职业教育与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职业教育经费来源及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

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职业教育如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及其他

投入主体如何保证职业教育有足够的经费投入及其使用与分配效率及

均衡等基本问题，揭示职业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及其财政投入保

障的规律和原理。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管理方向主要研究职业教育培

养与培训体系建设问题、如何通过成人教育及培训等完善现代职业教

育与培训体系问题，同时关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转型、职业院校管理

等问题，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保障其经费投入提供决策

与咨询服务。

（5）教育技术学。本培养方向有信息化教育理论与实践、信息技

术课程与教学论、智慧教育集成创新与示范应用三个研究方向。信息

化教育理论与实践方向主要研究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本原理、基

本理论和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实践问题、教育信息资源设计

与开发等。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论方向主要研究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

的基础理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方法、模式与案例、常见问题

与解决策略、实施与评价等。智慧教育集成创新与示范应用方向主要

研究 5G移动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智慧教育理论与实践

应用创新，数字化资源开发与评价机制创新，智慧教室环境创设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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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台架构设计，智慧教学与智慧学习设计创新，大数据支持的学习

评价模型建构等。

（6）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本培养方向有少年儿童思想

意识教育体系与层次、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理论、少年儿童组织的

活动理论与实践三个研究方向。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体系与层次方

向主要研究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的总体目标、基本内容、层次结构，

具体包括：少年儿童的精神信仰、政治意识、道德品质、价值观与人

生观的形成特点与规律；社会、学校与家庭整体教育影响与教育立体

化网络构建。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理论方向主要研究少年儿童思想

意识教育的基础理论问题、发展历程、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比较，

其目的在于推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研究体系，丰富教育学理

论研究，指导少年儿童思想教育实践。少年儿童组织的活动理论与实

践方向主要研究少年儿童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以及相关理论基础与实践

问题，具体包括少年儿童组织的活动形式、内容等理论问题以及具体

活动的设计与开展等，力图建立融合儿童生理学、心理学、游戏理论

等理论基础的、富有实效性的少年儿童组织活动体系，指导少年儿童

组织活动的开展。

（三）研究生规模及结构

本学位授权点的研究生规模较大，自 2020年至 2024年，共招收

硕士研究生 172 人，其中，2020 年 30人，2021年 34人，2022年 37

人，2023年 36人，2024年 35人；在此期间，共授予教育学硕士学位

124人，其中，2020年 20人，2021年 19人，2022年 23人，2023年

30人，2024年 32人。截止到 2024年底，在校硕士研究生共有 110人。

近五年，各培养方向的招生人数、毕业并授予学位人数和在校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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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参见表 1。

表 1 近五年研究生招生人数、毕业并授予学位人数、在校研究生人数

培养方向

2020年
招生人

数/毕业

并授予

学位人

数

2021年
招生人

数/毕业

并授予

学位人

数

2022年
招生人

数/毕业

并授予

学位人

数

2023年
招生人

数/毕业

并授予

学位人

数

2024年
招生人

数/毕业

并授予

学位人

数

2024年
底在校

研究生

人数

近五年

毕业并

授予学

位人数

教育学原理 8/5 10/6 8/7 9/8 8/10 25 36

课程与教学论 10/11 12/8 12/8 10/10 11/12 33 49

比较教育学 5/4 5/2 5/3 3/5 7/3 17 17

学前教育学

（自 2024年停

止招生）

- - 1/0 1/0 - 2 -

高等教育学

（自 2024年停

止招生）

3/- 3/1 2/2 4/3 -/3 6 9

职业教育技术学 - - 3/0 3/0 5/- 11 -

特殊教育学

（自 2024年停

止招生）

- 1/0 1/0 1/0 -/1 2 1

教育技术学 3/- 2/1 4/2 4/3 -/2 8 8

少年儿童组织

与思想意识教

育

1/- 1/1 1/1 1/1 4/1 6 4

合 计 30/20 34/19 37/23 36/30 35/32 110 124



8

目前，本学位授权点仅招收培养硕士层次的研究生，所招收培养

的研究生均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1.加强思政课程建设

学校高度重视思政课程建设，出台了《海南师范大学关于加强思

想政治理论课工作的方案》。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报告（2023年 7月）强

调，“进一步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和实效

性”。学校在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研究生教育全过程，重视加强研究生思政课改革，优化课程内容，创

新教学方式，努力将研究生思政课建设成为精品示范课程。学校开设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1学分）2门面向全校硕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必

修）。本学位授权点的全体研究生均须修习这两门课程。

2.加强课程思政建设

学校出台《海南师范大学“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确定了“课程

思政八个一工程”建设目标。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报告强调：“……促进

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实现课程思政高质量全覆盖，构建课程

思政育人大格局。”学校在开展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大力推

进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支持各一级学科至少建成 1门“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打造 1支“课程思政”示范教学团队、培育 1名“课程思政”优秀

教师。本学位授权点大力支持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与教学

论》和校级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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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的专职思政教育队伍由所在学院的党委书记、副书

记、专职研究生辅导员各 1 人组成，配备齐全。此外，把导师和研究

生任课教师作为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兼职队伍，把研究生党支部委

员、研究生会干部、研究生党员打造成研究生思政教育队伍的基础力

量。

（三）研究生党建工作

本学位授权点不断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根据《海南师范大学研

究生示范党支部建设规范》，积极推进研究生党支部建设。高度重视发

展研究生党员工作，2024年新发展研究生党员 8名。实行“党员导师制”，

即：建立“教师党员——研究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双向互动机制，

以教师党员为主体，通过指导研究生党员带动研究生中的入党积极分

子。

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党支部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党组织

活动：（1）“意识形态安全知识学习”和“国家安全观教育”。这两项活动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取得了良好效果。（2）“党纪学习教育”和“保

密法培训学习”活动。（3）“毕业生欢送暨毕业生最后一次党课”，支部

书记王博同志向毕业生党员详细介绍了党的纪律的基本范畴、党员违

反党纪的主要行为类型，同时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

修订的部分条款，讲解了违纪的危害性与严重性。（4）《中华人民共和

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学习活动，号召大家勿忘国耻、致敬先烈，牢固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中汲取

不畏困难、勇于进取的正能量。（5）“光影育人，培根铸魂”爱国主义

教育主题观影活动，组织观看了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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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园文化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的研究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建设，牢记并践行“崇德

尚学、求是创新”校训；在开学典礼、毕业仪式等重大典礼仪式上，师

生同唱校歌；同时，还积极参与学院文化建设，传承“尊重教育”的学

院文化，积极为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

三、研究生培养与教学工作

（一）师资队伍

本学位授权点有一级学科带头人 1人；各培养方向有二级学科带

头人 1人、学术骨干 2-5人不等；每个培养方向有不少于 5位专任教师。

各培养方向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情况参见表 2。

表 2 各培养方向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培养方

向一
教育学原理

专任教师

人数
8

正高级职

称人数
6

副高级职

称人数
2

序号
教师

类型
姓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务
所在院系

1 学科带头人 李伟言 1976.09 博士 教授 教育学院

2 学术骨干 赖秀龙 1977.11 博士 教授 教育学院

3 学术骨干 任仕君 1979.02 博士 教授 教育学院

4 学术骨干 赵秀文 1982.09 博士 教授 教育学院

5 学术骨干 周春花 1979.12 博士 教授 教师教育学院

6 学术骨干 魏凤云 1981.04 博士 副教授 初等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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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

向二
课程与教学论

专任教师

人数
7

正高级职

称人数
5

副高级职

称人数
2

序号
教师

类型
姓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务
所在院系

1 学科带头人 王 标 1981.10 博士 教授
海南教育改革与

发展研究院

2 学术骨干 张 睿 1979.07 博士 教授 教师教育学院

3 学术骨干 王 聪 1980.02 博士 教授 初等教育学院

4 学术骨干 张所帅 1978.01 博士 教授 教师教育学院

5 学术骨干 崔友兴 1986.10 博士 副教授 教育学院

6 学术骨干 高 静 1994.10 博士 副教授 教育学院

培养方

向三
比较教育学

专任教师

人数
5

正高级职

称人数
2

副高级职

称人数
3

序号
教师

类型
姓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务
所在院系

1 学科带头人 金红莲 1980.03 博士 教授 教育学院

2 学术骨干 段会冬 1983.01 博士 教授 教育学院

3 学术骨干 易 然 1986.08 博士 副教授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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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

向四
职业技术教育学

专任教师

人数
5

正高级职

称人数
2

副高级职

称人数
3

序号
教师

类型
姓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务
所在院系

1 学科带头人 沈有禄 1976.10 博士 教授 教育学院

2 学术骨干 聂永成 1978.05 博士 教授 教师教育学院

3 学术骨干 莫丽娟 1979.08 博士 副教授 教育学院

培养方

向五
教育技术学

专任教师

人数
5

正高级职

称人数
3

副高级职

称人数
2

序号
教师

类型
姓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务
所在院系

1 学科带头人 蔡宝来 1965.09 博士 教授 教育学院

2 学术骨干 李翠白 1974.02 博士 教授 教育学院

3 学术骨干 王 觅 1983.10 博士 教授 妇女联合会

4 学术骨干 刁均峰 1988.03 博士 副教授 教育学院

培养方

向六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

想意识教育

专任教师

人数
5

正高级职

称人数
3

副高级职

称人数
2

序号
教师

类型
姓名

出生

年月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务
所在院系

1 学科带头人 赵欣欣 1981.06 博士 教授
基础教育办学

管理部

2 学术骨干 李尚卫 1967.10 博士 教授 教育学院

3 学术骨干 周金山 1985.02 博士 副教授 教育学院



13

（二）课程教学

1.开设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开设三门核心课程（即培养方案中的学位基础课），

分别是《教育基本理论》《中外教育史》和《教育研究方法》，均为必

修，每周 3学时，共 48学时，3学分。

《教育基本理论》课程由李伟言教授牵头组织实施，以团队形式

进行授课，各培养方向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组成教学团队，共同

承担教学任务，每人承担一部分教学内容。

《中外教育史》课程由金红莲教授牵头组织实施，采取团队教学

形式，其教学按专题推进，每位任课教师承担三、四个专题的教学任

务。

《教育研究方法》课程由蔡宝来教授主讲，其授课采取线上线下

混合式方法，充分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具有翻转课堂性质，教学效果

好。

2.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制

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提高研究生课程的教学质量，不但重视提

高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必修课的教学质量，还重视提高学位专业选

修课的教学质量，有计划地推进学术研讨必修环节。

为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本学位授权点采取的持续改进机制

主要有：（1）为避免团队教学出现教学内容松散的状况，教学团队采

取了共同研究课程教学目标、共同设计专题内容、共同探讨教学方法

的机制；（2）对课程教学质量进行过程性监控，学期初、学期中进行

教学检查，学期末进行教学成果抽查；（3）为强化研究生课程教学的

深度，促进研究生的研究性学习，鼓励开展研究生学术论坛，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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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利用课程平台，公开发表自己的课程学习和研究成果。

3.教材建设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重视研究生用教材建设。近五年出版的研究生用参

考教材共有 10部，2024年未出版教材（参见表 3）。

表 3 近五年出版的主要研究生用参考教材

序号 作者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备注

1 彭正文
教育学案例教学：理论与

实践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020年 1月

2 阳利平 作文教学理论与实践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20年 8月

3 王 标 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 9月 百佳

4 易连云 教育学原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 11月

5 叶 芸 教育法学（2021年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 4月 百佳

6 张所帅

基于标准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能力评价工具开发研究——

以义务教育阶段八年级为例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21年 12月

7 王明明
“整本书阅读”支架式教学

研究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21年 12月

8 王明明 阅读教学管理与思考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21年 12月

9 李翠白 E-STEAM科创课程设计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 12月

10 赵欣欣 小说文本解读教学论 吉林教育出版集团 2023年 9月 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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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导师指导

1.导师选聘、培训和考核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按照《海南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海南

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选聘办法》《海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招生资格确

认办法》《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24 年新增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实

施细则》《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24 年硕士生导师招生资格确认工

作实施细则》等文件规定，开展导师（任职资格）选聘和导师招生资

格确定。2024年度，本学位授权点新增补了 4名硕士生导师；同年，

本学位授权点的全部硕士生导师都取得了招生资格。

本学位授权点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

责的意见》《海南省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实施意见》等

文件精神，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的培训工作。2024 年共组织了“2024

年寒假教师研修”“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和师德素养提升培训”2场教

师培训。

本学位授权点根据《海南师范大学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实施办法》

《海南师范大学 xx年度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方案》《海南师范大学教

育学院 xx年度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方案》《海南师范大学教师师德考

核办法（试行）》等文件规定，对包括研究生导师在内的教职工进行年

度工作考核和师德师风考核。2024年度，在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中，5

名导师获得了“优秀”等次；在教师师德考核工作中，6名导师获得了“优

秀”等次。

2.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与执行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对导师指导研究生有如下制度要求：（1）实行导师

负责制，明确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2）实行导师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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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制度；（3）把立德树人作为导师的首要职责，明确导师立德树人

工作任务；（4）明确导师全过程指导职责，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

从制度执行情况看，首先，导师个人负责制执行得好，导师组集

体指导制度在关键环节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其次，绝大多数导师能

够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第三，绝大多数导师能够在研究生培养全过

程中进行有效的指导。

（四）学术训练

本学位授权点十分重视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在硕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中明确规定：“对硕士生进行全面的学术训练，使其掌握基本的研究

方法，培养其学术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对“学术实践”环节（必修）

提出了学分要求（2学分），其形式主要是学术研讨（Seminar）（即专

题报告），要求“……硕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完成 4次以上的专题报告，

且获得‘通过’以上成绩不少于 4次”，还要求“学术研讨的内容应反映硕

士生的专业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工作情况，围绕本培养方向的前沿动

态、最新进展、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等展开”。

1.研究生参加学术训练情况

（1）主持和开展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的研

究。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 3名研究生牵头申报的海南省研究生创新

科研课题获得了立项（参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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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4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立项一览表

序号
课题

负责人
课题组成员 培养方向 课题名称

课题

类别

1 韩杉杉

姜 珊、杨叶芝、

崔林怡然、瞿 园、

肖慧林、方明珠

教育学原理
教育惩戒中的教师情感

研究
硕士

2 周 冯
罗秋凤、邱思梅、

张 凡
课程与教学论

海南乡村教师文化回应

性教学能力研究
硕士

3 谭 玲

吴 祥、丁肖双、

井冬英、郑淑惠、

胡玉鑫、吴 晶、

陈汉思、井晨旭

比较教育学
新加坡基础教育阶段社

会情感学习项目研究
硕士

（2）发表学术论文。本学位授权点鼓励和支持研究生积极发表学

术论文。2024年，3名研究生独立或与导师合作发表省级以上期刊论

文 5篇（参见表 5）。

表 5 2024年研究生发表论文一览表

序号 作者 名称 发表刊物 时间 备注

1 彭 丹
基于实践的幼小衔接目标

设置合理性反思

河南科技学院

学报
2024年第6期

第二（导师

第一）

2 彭 丹
幼小衔接视角下幼儿社会

性游戏开展策略研究

中文科技期刊

数据库（文摘

版）教育

2024年第5期
第二（导师

第一）

3 陈萌萌
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以

听促说”教学策略研究

商丘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2024年第23期 第一

4 黄世聪
基于语义波理论的英语跨

学科作业设计的探索

新教育时代电

子杂志（教师

版）

2024年第9期 独撰

5 黄世聪
VR技术支持下初中英语口语

课程设计的探索
基础教育论坛 2024年第8期 独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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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得科研奖励。本学位授权点鼓励和支持研究生积极申报科

研奖励。在海南省教育学会举行的 2024年度全省基础教育实践与研究

论文评选中，3名研究生的论文获奖，其中一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参

见表 6）。

表 6 2024年研究生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奖励一览表

序号
获奖人

姓名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组织单位

名称

组织单

位类型

1 徐梦奇

2024年度

全省基础教

育实践与研

究论文评选

“教师—技术”关系

的悖离困境和应然

样态——基于伊德

技术现象学的角度

一等奖 2024.12
海南省教

育学会
学会

2 刘晓涵

2024年度

全省基础教

育实践与研

究论文评选

我国特殊职业教育

政策量化研究——

基于 49项政策文本

的NVivo编码研究

一等奖 2024.12
海南省教

育学会
学会

3 丁肖双

2024年度

全省基础教

育实践与研

究论文评选

美国乡村教师队伍

建设的经验
三等奖 2024.12

海南省教

育学会
学会

2.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

本学位授权点利用“数据科学与智慧教育”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

南省重点新型智库海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海南省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海南省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基地等部省级科研平

台，组建有关学科服务团队（大中小幼教研协作共同体等），以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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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科研项目为抓手，立足海南基础教育、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发展

实际，在各类项目经费支持下，教师（导师）和研究生联手进行研究，

注重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一体化发展，重视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融合

发展，在研究生培养上取得了较大成效，主要表现为开阔了研究生的

学术视野，扩大了研究生的社会认知，提升了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在

这方面，段会冬教授团队为五指山市某中心学校开发“五指课程”、刁

均峰副教授团队开展的学校数字化转型规划服务具有典型性。

（五）学术交流及学科竞赛

1．学术交流

（1）参加学术会议。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的研究生参加学术会

议情况如表 7所示。

表 7 2024年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参会人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地点 备注

1 刘晓涵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特殊教育研究分会

与中国教育学会特

殊教育分会 2024年

联合学术年会

天津理工

大学

2024年 11月

2日

天津市

提交会议论文

题目：《我国特

殊职业教育政

策文本量化分

析——基于 49

项政策文本的

NVivo编码分

析》

2 田 敏

海南省教育学会

2024年学术年会暨

第二届自贸港基础

教育改革与发展论

坛之“自贸港校长分

论坛”

海南省教

育学会

（承办单

位：海南

师范大

学）

2024年 11月

29日

海南•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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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会人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地点 备注

3

杨梦怡

等 78

人

弘扬教育家精神 推

动基础教育高质量

发展高峰论坛

海南师范

大学

2024年 11月

8日

海南•海口

本次高峰论坛

是庆祝海南师

范大学建校 75

周年的重要学

术活动之一，包

括一个主论坛

和三个分论坛

4

朱艺欣

等 66

人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

学科系列研讨会/座

谈会之二：教育学科

期刊编辑中的学术

表达（座谈会）

海南师范

大学教育

学院

2024年 5月

18日

海南•海口

5

陆惠欣

等 74

人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

学科系列研讨会/座

谈会之三：教育学科

期刊编辑眼中的学

术表达（座谈会）

海南师范

大学教育

学院

2024年 6月

29日

海南•海口

6

井冬英

等 68

人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

学科系列研讨会/座

谈会之四：教育学科

期刊编辑视角下的

学术选题与表达（研

讨会）

海南师范

大学教育

学院

2024年 9月

28日

海南•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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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会人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地点 备注

7
谭玲等

75人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

学科系列研讨会/座

谈会之五：教育学科

科研论文写作与学

科建设经验交流（研

讨会）

海南师范

大学教育

学院

2024年 10月

19日

海南•海口

8

丁肖双

等 72

人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

学科系列研讨会/座

谈会之六：教育学科

科研论文写作指导

与学科建设经验交

流（研讨会）

海南师范

大学教育

学院

2024年 11月

16日

海南•海口

（2）倾听校外专家学者所作的学术报告。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

先后邀请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开放大学等单位

的 8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举办学术报告会 5场，共有 355人次的研

究生倾听了他们的学术报告。

（3）举办“教育强国建设”研究生学术论坛。2024年 12月 29日，

本学位授权点举办了“教育强国建设”研究生学术论坛，78名研究生参

加了本论坛。

2．学科竞赛

本学位授权点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加各种学科竞赛。2024年，研

究生参加的学科竞赛主要是第五届全国师范生微课大赛、中国国际大

学生创新大赛（2024）（校赛），在参赛中的获奖情况如表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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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24年研究生获得的学科竞赛奖励

序号 姓名 获奖名称 获奖作品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组织单位

1 刘金瑛

第五届全国

师范生微课

大赛

Who is the

thief?
二等奖 2024年 7月

教育部陕西师

范大学基础教

育课程研究中

心、西部师范大

学教师教育创

新与发展联盟

2 徐梦奇

中国国际大

学生创新大

赛 2024（校

赛）

智师论坛——

促进教师与新

兴技术自在交

互的平台

银奖 2024年 6月 海南师范大学

3 丁肖双

中国国际大

学生创新大

赛 2024（校

赛）

琼鹿-助力黎苗

文创产品的研

发和推广

三等奖 2024年 7月 海南师范大学

4 井冬英

中国国际大学

生创新大赛

2024（校赛）

基于图神经网

络检测区块链

平台上的钓鱼

诈骗

三等奖 2024年 6月 海南师范大学

（六）论文质量

1.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与执行情况

（1）学位论文规范的制定与执行情况。本学位授权点没有制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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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学位论文规范，而是按照《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

执行。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对该规范的执行情况良好。

（2）评阅规则的制定与执行情况。本学位授权点没有制定自己的

学位论文评阅规则，而是按照《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管

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该文件对“学位论文评阅”作出了明确规

定，即：所有学位论文均实行“双盲评审”（简称盲审）〕。2024年，本

学位授权点对该办法中规定的评阅规则的执行情况良好，所有学位论

文均实行了盲审。

（3）核查办法的制定与执行情况。本学位授权点没有制定自己的

学位论文核查办法，而是按照《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管

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该文件对学位论文的“相似性检测”作出

了明文规定，要求学位论文在送审前，必须通过相似性检测）。2024

年，本学位授权点对学位论文核查办法的执行情况良好，所有学位论

文在送审前均进行了相似性检测。

2.学位论文抽检、评审情况

2024年，在海南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教育厅组织的硕士

学位论文抽检中，本学位授权点未出现不合格论文。同年，在海南省

教育厅组织的海南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中，本学位授权点

的 1篇学位论文被评选为 2023年海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参见表 9）。

表 9 获得 2023年海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作者

姓名

培养

方向

授予学位

日期
论文题目

导师

姓名

1 HNS2023-61 王雨果
比较教育

学

2022年

7月 1日

日本准大学教师

培养项目研究
李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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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位论文质量分析

通过各类论文抽检、优秀论文评审的结果可知，本学位授权点的

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比较高。

（七）质量保证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根据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规定，对研究生培养进

行全过程管理，不断加强质量监督检查。

首先，制定个人培养计划。研究生入学后，在 3个月内，通过双

向选择，为每一名研究生配备 1位导师。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按照

培养方案和学位论文工作有关规定，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其次，加强研究生课程学习管理。本学位授权点围绕课程学习环

节，加强培养过程监控，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主要做法是：（1）每学

期都编制研究生课程教学安排表，指导各培养方向的研究生依照课程

表上课；（2）为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每学期期初、期中、期末都进行

教学检查；（3）重视对研究生用教材的审核。

第三，加强学术研讨管理。本学位授权点每学期都制定“研究生实

践教学计划”，按计划进行学术研讨活动。

第四，加强学位论文管理。本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学位论文开题、

预答辩（中期考核）、论文评阅和答辩各环节的落实，各环节落实后填

写表格备案。

第五，加强学位评定管理。本学位授权点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

通过答辩的每一篇学位论文都进行审核，评定其是否达到了申请硕士

学位的水平。

通过培养全过程管理与监督，有效地提高了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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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质量。

2.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情况

（1）加强学位论文管理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通过以下四个环节强化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管

理：

第一个环节是论文开题。在举行开题报告会之前，让研究生确定

学位论文的选题，围绕论文题目系统地收集、整理、研读国内外文献

资料，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和评述，撰写文献

综述报告。要求研究生在开题时要把文献综述报告提交给评委审核。

在确定论文选题和撰写文献综述报告后，研究生要制订论文工作计划，

撰写论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会在第三或第四学期末进行。按照《海

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暂行规定》的要求，开题报告会

由各培养方向的学术带头人组织，评审专家由 3-5人组成，对研究生的

学位论文设计进行审核。开题报告合格的，准予通过；不合格的，在

两个月内重新进行开题。开题报告通过后，研究生正式开展学位论文

的撰写工作。

第二个环节是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第五学

期末或第六学期初），公开举行论文工作中期进展汇报会。研究生向评

审专家作论文中期报告，汇报论文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研究计

划和改进措施。与会专家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作出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与否的结论。

第三个环节是论文评阅。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并经导师指导修

改后，要将其提交给研究生学院进行“相似性检测”。对于符合标准（重

复率在 25%以内）的论文，准予送交外审；对于超过标准的论文，责

成导师指导研究生进行修改并再次进行相似性检测，达到标准后，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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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送交外审。本学位授权点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全部实行“双盲评审”，

由研究生学院提交给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通过“教育部

学位中心学位论文质量检测服务平台”进行评阅，两名评审专家通过评

阅认为“良好”（75分）以上并同意答辩的论文，才允许进入答辩环节。

第四个环节是答辩。在答辩环节，各培养方向组织由 5-7人组成的

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委员至少有一位校外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

一般由校外专家担任。学位论文答辩会以公开方式进行，答辩委员按

照“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的原则开展工作，对

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进行评价。答辩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学

位论文是否合格、是否通过答辩并提出是否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同

时对需要做进一步修改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并督促修改，对符合优秀

标准的论文给予“优秀”认定。

（2）加强学位授予管理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不断加强学位授予管理工作。所采取的主要举措是

严格实行学位授予的两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评定。

首先，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全面审核研究生提交的学位申请材

料，全面审核答辩委员会的投票情况和所作出的决议，对学位论文答

辩通过并申请授予学位的硕士研究生，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是否同

意其学位授予申请。

其次，在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层面，按照应到会委员 2/3以上出席

方可开会原则进行会议审议，经无记名投票，出席会议委员半数以上

同意才通过研究生的学位授予申请。

3.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情况

为强化指导教师的质量管控责任，本学位授权点主要采取了以下

几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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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落实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要求指导

教师学习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

意见》精神，严格执行《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研

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严格履行立德树人职责，尽到督促指导研究

生学习、研究职责，创新研究生指导方式，积极参与导师组的指导。

其次，加强对指导教师的考核。考核主要以年度考核的方式进行。

在年度考核中，把坚持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同时突出教育教学业绩的考核，对指导研

究生进行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实习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都进行考核。

再次，采取奖励机制。对于指导研究生在学科竞赛等赛事中获得

省级以上奖励或者获得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按照规定

的工作量标准，进行绩效工资奖励。

4.分流淘汰机制情况

首先，通过实行弹性学制分流淘汰学生。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在校期限不超过 5 年。对于提前完成规定的全部学业、成绩

特别优秀者，经专家推荐和严格考核，允许提前毕业，但学习年限最

低不少于 2年。3年学习期满、不能按期毕业者，可申请延期毕业。在

校期限达到 5年但仍不能正常毕业者，按《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

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并注销学籍。

其次，通过中期考核分流淘汰学生。中期考核是组成考核委员会

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研究报告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对

研究生是否具备学位论文写作能力进行评判。中期考核合格者方可进

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第一次中期考核未通过者，可申请再次进行考

核；第二次中期考核仍未通过者，中止其学业。

再次，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分流淘汰学生。在学位论文答辩中，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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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过答辩者，授予其硕士学位。对于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者，作结

业处理；但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申请答辩 1

次，重新答辩通过者，换发毕业证书，答辩仍未通过者，不再受理其

答辩申请。

（八）学风建设

1.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学校和本学位授权点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内容丰富的科学道德和学

术规范教育。

首先，通过入学教育开展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在研

究生入学教育中，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内

容。特别是通过研究生入学教育，让研究生新生了解《海南师范大学

规范研究生学术道德规定》《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有关文件

的规定。

其次，通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

学校、研究生学院、本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研究

生辅导员等通过作思想政治教育专题报告、与研究生谈话等形式，向

研究生宣讲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方面的内容。

第三，通过课程教学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本学位授权

点在《研究生发展与教育》《教育研究方法》及各培养方向开设的有关

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中，或者开设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方面的专题，

或者渗透性地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

第四，通过学院文化建设开展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

本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根据《海南师范大学学风建设实施细则》《海南

师范大学关于加强学院环境治理与文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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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强研究生的学风建设，注重让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2.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重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教育、学术诚信教育，注意预防研究生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对研究生

的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系统检测。近五年，本学位授权点没有

出现因学术行为不端而受处理的研究生。

（九）就业发展

1.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

本学位授权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较高，就业去向较好。2024年，

毕业研究生数为 31人，其中，初次就业人数为 30人，初次就业率为

96.8%。在 30名初次就业者中，在初等与中等教育单位工作的有 7名，

在高等教育单位工作的有 3 名，在事业单位或机关工作的有 2名，其

余的 18名毕业生在企业等单位工作。

2.用人单位对毕业研究生的意见反馈情况

在用人单位意见反馈方面，在入职一个月后向用人单位征求意见

中，得到的反馈是：本学位授权点的毕业研究生能够认真地完成工作，

教学能力或管理能力较强，得到用人单位的充分认可。

3.毕业研究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在毕业研究生的发展质量方面，用人单位的反馈是：本学位授权

点的毕业研究生在就业半年到一年内，能基本适应工作岗位，工作能

力得到明显提升，理论联系实际较好，人际关系处理得比较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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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

（一）科学研究

1.2024年度科学研究情况

（1）科研项目立项

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的专任教师获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包

括教改项目）共 8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项，部委级项目 1项，省级

项目 6项（参见表 10）。

表 10 2024年获得立项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含教改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批号） 项目类别 起讫时间

资助

经费

（万元）

1 张欢
教科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研究(XEZ2403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西部项目教育学类

202408-

202908
20

2 王 聪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海南省乡镇

小学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

训项目（231001282095421）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

202404-

202504
5

3 王 标

基于海南“红绿蓝”地方文化的

中小学课程开发与设计研究

（HNSK（YB）24-61）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

202408-

202708
3.5

4 李伟言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民俗文

化的学校教育传承研究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

202408-

202708
0

5 赵秀文
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师范生教育

信念的铸育路径研究

海南省教育科学规

划重点项目（2024

年立项）

202501-

2027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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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批号） 项目类别 起讫时间

资助

经费

（万元）

6 阳利平
教育学类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

体系与机制研究

海南省高等学校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重

点项目

202401-20

2612
3

7 崔友兴
教师教育者循证教学能力提升

的研究与实践

海南省高等学校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重

点项目

202401-20

2612
3

8 聂永成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的专

业硕士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海南省高等学校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一

般项目

202401-20

2612
1.5

另外，2024年，本学位点共承担了 5项横向课题，获得经费共 19.6

万元（参见表 11）。

表 11 2024年承担的横向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起讫时间

资助经费

（万元）

1 刁均峰
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

研究规划课题

中华职业教育

社年度项目
202402-202508 1

2 刁均峰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和福建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化转型

规划服务

清华大学委

托项目
202405-202410 4

3 王 标

昌江黎族自治县2024年民办

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

机构年检评估

（RH2400002405）

昌江县教育

局委托项目
202407-202410 7.1



32

序

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起讫时间

资助经费

（万元）

4 段会冬
琼海市实验小学校园文化体

系的构建与阐释

琼海实验小

学委托项目
202407-202501 5

5 王 聪
海南省社区家庭教育精准服

务示范项目

海南省妇女

联合会委托

项目

202410-202412 2.5

（2）发表学术论文

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专任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学术论文 30篇，其中 CSSCI来源期（集）刊（含扩展版）、SSCI收录、

ESSCI收录论文 9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2篇，中文核心

期刊论文 3篇（参见表 12）。

表 12 2024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一览表

序号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期刊
发表

时间

期刊收

录情况

署名

情况

1 沈有禄
中小学教师职称与工资

收入的性别差异分析
教育与经济

2024年第

4期
CSSCI 第一

2 沈有禄
“三州”地区高中普及攻

坚问题与建议
教育科学

2024年第

9期
CSSCI 第一

3 段会冬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释

义——基于人类学视角

的分析

广西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24年第

6期
CSSCI 第一

4 刁均峰
欧盟教育数字化政策审

视：执行过程和影响因素
现代教育技术

2024年第

10期
CSSCI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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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期刊
发表

时间

期刊收

录情况

署名

情况

5 刁均峰

Teaching competence of

TVET teachers in the

digital ag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a training

program in China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2024年第

1期
SSCI 第一

6 周金山

How ChatGPT

Transformed

Teachers:The Role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in Enhancing

Digital Competenc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4年第

10期
SSCI 第一

7 王 聪

The impact of online

lesson study on

students’achievement in

mathematics in China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2024年 3

月

ESSCI

三区

通讯

作者

8 沈有禄

“趋普避职”：谁不愿意

让孩子上职校？——基

于对“三州”地区 15428

名初三学生家长的调查

教育科学研究
2024年第

9期

CSSCI

扩展版
第一

9 沈有禄

职业启蒙教育：必要性

与实施状况——基于

“三州”地区的调查

教育学术月刊
2024年第

7期

CSSCI

扩展版
第一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RguDcq0jw7WMCIX5zGQCaOGBFtSwAHuQBbUDPFbaNnZmHbTAy93spdyRZbmAyyr5pXSEq0PfWYDyl13bo0xoLNehHYia2Vxrr5R1SYr5n6T2oT09e2rWK3DbKUmMGS27&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guDcq0jw7WMCIX5zGQCaFWcggIjxJeX-9D1og-x49bhypPTBIgNIjPrEnHU7tXSgr52X5_7cl9y72KT9Sp8udSz-WChc17NaZ8S8LBpXQNVoTrNBzUZyaxoILrEfg1UulEOpXcz6tGk5GJ0qnuT_sCiH5JRbzaVqBjGqWOUkaSPYtZvmjIgSutZ9v9fYRPJ&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guDcq0jw7WMCIX5zGQCaFWcggIjxJeX-9D1og-x49bhypPTBIgNIjPrEnHU7tXSgr52X5_7cl9y72KT9Sp8udSz-WChc17NaZ8S8LBpXQNVoTrNBzUZyaxoILrEfg1UulEOpXcz6tGk5GJ0qnuT_sCiH5JRbzaVqBjGqWOUkaSPYtZvmjIgSutZ9v9fYRPJ&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guDcq0jw7WMCIX5zGQCaFWcggIjxJeX-9D1og-x49bhypPTBIgNIjPrEnHU7tXSgr52X5_7cl9y72KT9Sp8udSz-WChc17NaZ8S8LBpXQNVoTrNBzUZyaxoILrEfg1UulEOpXcz6tGk5GJ0qnuT_sCiH5JRbzaVqBjGqWOUkaSPYtZvmjIgSutZ9v9fYRPJ&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guDcq0jw7WMCIX5zGQCaFWcggIjxJeX-9D1og-x49bhypPTBIgNIjPrEnHU7tXSgr52X5_7cl9y72KT9Sp8udSz-WChc17NaZ8S8LBpXQNVoTrNBzUZyaxoILrEfg1UulEOpXcz6tGk5GJ0qnuT_sCiH5JRbzaVqBjGqWOUkaSPYtZvmjIgSutZ9v9fYRPJ&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YANG/detail?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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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期刊
发表

时间

期刊收

录情况

署名

情况

10 莫丽娟
择校治理的理论反思与

路径选择
当代教育科学

2024年第

6期

北大

核心
第一

11 沈有禄

中小学教师对其孩子接

受职业教育意愿的差异

分析

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
202403

北大

核心
第一

12 易连云
基于道德实践智慧的终

身德育意识与能力建构
当代教育科学

2024年第

5期

北大核

心，AMI

扩展版

第一

13 赵欣欣

巴赫金对话理论视角下

的小学语文单元整体阅

读教学研究

现代教育科学
2024年第

2期

人大复

印报刊

资料全

文转载

第一

14 沈有禄
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内

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福建教育

2024年第

4期

人大复

印报刊

资料全

文转载

第一

（3）出版学术著作

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专任教师出版学术著作 2部，其中在“全国

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出版 1部（参见表 13）。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guDcq0jw7Xd8xygSqv8ij87whDDFBZNBAECoAig835Eh-_X0-Fn8qsHgLC7CAuMFsVZCDW1G-ZrlIDV2_yf6iUnTULUPMcgnZy1etR_g_7B0d73Yo98BEfPVfgheY5fF0bjnIc-SVCDkFjAfVoeOCBbainWLDP0VEBhz8DOye6DloLKx-_D2Nwz_wlK_sXV&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guDcq0jw7Xd8xygSqv8ij87whDDFBZNBAECoAig835Eh-_X0-Fn8qsHgLC7CAuMFsVZCDW1G-ZrlIDV2_yf6iUnTULUPMcgnZy1etR_g_7B0d73Yo98BEfPVfgheY5fF0bjnIc-SVCDkFjAfVoeOCBbainWLDP0VEBhz8DOye6DloLKx-_D2Nwz_wlK_sXV&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SDJK/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guDcq0jw7XfTsNFbFz32n43KufX98VUPeRfkvdFmeXUuUk1t-1h6t3Z1cE9T5na2YffJoXPRf3u3I_8Lkp4OuHVVg7Ps34wn3-_QX2nDAXiMs_TLGlrZoAqbxzk4lYq71GibY_YqZQBc6cXfoSXpnaOHfW59gcHC6OZjkPDJTjLmiP7dRLBWDGerFg1Ykd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guDcq0jw7XfTsNFbFz32n43KufX98VUPeRfkvdFmeXUuUk1t-1h6t3Z1cE9T5na2YffJoXPRf3u3I_8Lkp4OuHVVg7Ps34wn3-_QX2nDAXiMs_TLGlrZoAqbxzk4lYq71GibY_YqZQBc6cXfoSXpnaOHfW59gcHC6OZjkPDJTjLmiP7dRLBWDGerFg1Ykd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guDcq0jw7XfTsNFbFz32n43KufX98VUPeRfkvdFmeXUuUk1t-1h6t3Z1cE9T5na2YffJoXPRf3u3I_8Lkp4OuHVVg7Ps34wn3-_QX2nDAXiMs_TLGlrZoAqbxzk4lYq71GibY_YqZQBc6cXfoSXpnaOHfW59gcHC6OZjkPDJTjLmiP7dRLBWDGerFg1Ykd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ZONE/detail?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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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24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一览表

序号 作者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

时间
备注

1 张建国
教育学的地位：一种马克

思主义的解释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24年

4月

“全国百

佳图书出

版单位”

出版

2 张 欢

春风化雨 培根铸魂——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

理论与实践探索

海南出版社
2024年

11月

（4）获得科研奖励

2024 年，本学位授权点专任教师在海南省教育学会组织的 2024

年度全省基础教育实践与研究论文评选中，获得二等奖 1项（参见表

14）。

表 14 获得 2024年度海南省基础教育实践与研究论文奖一览表

序号 完成人 成果名称
奖项类型与等

级
获奖时间 备注

1 王明明

非婚生子女心理健康状

况调查——以H市W校

为例

2024年度全省

基础教育实践

与研究论文评

选，二等奖

2024年 12

月
第一

2.近五年已完成主要科研项目和在研主要科研项目情况

近五年，本学位授权点主要已完成和在研的国家级、部委级科研

项目共有 16项，其中，已完成的有 8项，在研的有 8项（参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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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近五年已完成和在研的主要科研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批号） 项目类别

起讫

时间

资助

经费

（万元）

备注

1 段会冬

黎族民俗文化传承的

人类学研究

（17CMZ021）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 2017年度青年

项目

201707-

202211
20 已完成

2 沈有禄

“三州”地区高中普及攻

坚与普职协调发展研

究（18BMZ076）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 2018年度一般

项目

201808-

202310
20 已完成

3 张 睿
黎族合唱指挥艺术人

才培养

国家艺术基金

2019年度艺术人

才培养资助项目

201904-

202011
70 已完成

4 周春花

中小学传统美术文化

素养的理论模型建构

研究（BLA190222）

全国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 2019年

度国家一般课题

201907-

202407
19 已完成

5 金红莲

日本综合学科高中发

展路径研究

（16YJC880024）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201607-

202110
8 已完成

6 李伟言

独立教师形成与规范

化发展研究

（17YJA880045）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201707-

202209
8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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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批号） 项目类别

起讫

时间

资助

经费

（万元）

备注

7 赵秀文

黎族地区中小学教师

跨文化教学能力研究

(EHA150395）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教育部项目

201512-

201712
2 已完成

8 周春花
教育部“体育美育浸润

行动”计划项目

海南师范大学对

口支持文昌市联

东中学美育建设

201911-

202312
110 已完成

9 李翠白

南海区域特色 STEAM

教育与教师跨学科素

养培育（BHA190133）

全国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 2019年

度国家一般课题

201908-

202412
19 在研

10 崔友兴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教

师获得感测评与提升

研究（20CMZ026）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 2020年度青年

项目

202009-

202412
17 在研

11 张 睿

海南黎族民俗音乐的

抢救、整理及数据库构

建研究（21BMZ168）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 2021年度一般

项目

202109-

202412
19 在研

12 张欢

教科书筑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

（XEZ240330）

国家社科基金西

部项目教育学类

202408-

202908
20 在研

13 张建国

汇通与分歧：马克思和

杜威教育思想比较研

究（BAA230054）

全国教育科学“十四

五”规划2023年度

国家一般项目

202308-

202709
20 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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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批号） 项目类别

起讫

时间

资助

经费

（万元）

备注

14 丁金霞

幼儿生态素养培育的

多元联动模式研究

（DHA200326）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202001-

202412
8 在研

15 杨晓峰
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

原理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201903-

202412
10 在研

16 高静

社会理性视域下卓越

乡村教师道德发展的

内在机制与实践策略

研究（21YJC880019）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202108-

202412
8 在研

（二）支撑平台

本学位授权点所拥有的支撑研究生培养的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

（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等）主要有 7个（参见表 16）。

表 16 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等支撑平台

序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数据科学与智慧教育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与数学等三个

学科共建）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
2019年 5月

2

海南省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海南

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

示范基地

海南省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

研究基地

海南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

2006年 4

月；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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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3

海南省省级教育智

库；海南省重点新型

智库

海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海南省教育厅；

海南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

2017年 10

月；2021年

11月

4 海南省省级研究中心
海南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

海南省民族事

务委员会
2023年12月

5

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省级特色重点学科

（B类）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一级学科 海南省教育厅

2017年 9月

（第四轮）；

2021年 9月

（第五轮）

6

海南省教师教育改革

与创新试验区

海南师范大学与儋州市人民

政府共建海南省教师教育改

革与创新试验区

海南省教育厅 2019年10月

7

海南师范大学与定安县人民

政府共建海南省教师教育改

革与创新试验区

海南省教育厅 2020年12月

（三）奖助体系

1.研究生奖助体系制度建设

本学位授权点所在学校建立了一整套研究生奖助体系，包括研究

生奖学金（含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和专项奖

学金）、研究生助学金（含国家助学金、助研助教助管与学生辅导员“三

助一辅”岗位助学金、特殊困难救助金）和研究生荣誉称号（含先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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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先进个人）。在研究生奖助制度建设上，学校制定了《海南师范大

学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办法（试行）》和《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助研、

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本学位授权点在评审研

究生奖学金、助学金时，制定了实施细则，即《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海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评分细则（试行）》。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的选聘按照学校

文件规定执行。

2.研究生奖助水平、覆盖面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的研究生奖助水平较高，覆盖面广。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硕士研究生的奖励标准为 2万元/生•年。

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有 2名研究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共获得奖学

金 4万元（参见表 17）。

（2）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的标准为：一年级新生分两

等，一等 0.6万元/生•年，二等 0.4万元/生•年；二、三年级老生分三等，

一等 1万元/生•年，二等 0.6万元/生•年，三等 0.4万元/生•年。对于一

年级新生，一志愿录取生源获一等学业奖学金；其他符合条件的一年

级新生获二等学业奖学金。2024年度，一年级新生获得学业奖学金的

情况如表 17所示。对于二、三年级老生，一等奖的比例为获奖总人数

的 10%，二等奖的比例为获奖总人数的 30%，三等奖的比例为获奖总

人数的 60%。2024年度，共有 108名二、三年级研究生获得学业奖学

金（参见表 17）。

（3）优秀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学校一次性给予第一志愿报考且录

取综合总成绩在培养单位学科排名前 20%的硕士生新生 0.4万元奖励。

2024年度，共有 3名研究生新生获得“优秀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参见

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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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生专项（含社会资助）奖学金。这是学校利用教学维持

费等设立或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为支持我校研究生教育而出资设立

的奖项。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没有研究生获得这项奖学金。

（5）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硕士研究生的资助标准为 0.6万元/生•

年（每年发放 10个月，每月 0.06万元），其覆盖面为 100%。2024年，

本学位授权点共给 110人发放国家助学金，其中向 2021级 2人发放 5

个月，2022 级 37 人发放 10 个月，2023 级 36 人发放 10 个月，2024

级 35人发放 5个月，发放国家助学金共 66万元（参见表 17）。

（6）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助学金。这项助学金用于资助研究生

从事助教、助研、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工作。助教、助管岗位由学校聘

任，津贴标准为 600元/生•月，该津贴由学校发放（每年发放 10个月）；

助研岗位由导师或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任务情况进行设置，津贴标准

为不低于学校规定的 300元/生•月（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生辅导员岗

位的津贴标准为 700元/生•月，该津贴由学校发放。2024年向 10名在

助管岗位工作的研究生发放津贴 60000元；向 5名在学生辅导员岗位

工作的研究生发放津贴 35000元（参见表 17）。

（7）研究生特殊困难救助金。这项资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因个人发

生重大疾病、家庭出现重大变故或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等导致生活出现

困难的情况。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没有研究生申请特殊困难救助金。

（8）研究生荣誉称号（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包括优

秀研究生会、优秀研究生班集体等。先进个人包括优秀研究生、优秀

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研究生、优秀毕业研究生干部、志愿服务先进

个人等。2024年有 9名研究生获得优秀毕业研究生称号，7名研究生

获得优秀毕业研究生干部称号（参见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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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2024年研究生奖助情况

研

究

生

奖

助

体

系

类别 奖励标准 奖助水平 覆盖面 备注

研

究

生

奖

学

金

国家奖

学金
2万元/生•年

2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奖励

金额为 4万元。
-

学业奖

学金

一

年

级

新

生

一等（一志愿

录取生源）：

0.6万元/生•年

17名研究生获得一等学业奖学

金，奖励总金额为 10.2万元

占比

48.6%

二等：0.4万元

/生•年

2024年 18名研究生获得二等学

业奖学金，奖励总金额为 7.2万元

占比

51.4%

二

、

三

年

级

老

生

一等：1万元/

生•年

2024年 8名研究生获得一等学业

奖学金（2022级 4人，2023级 4

人）奖励总金额为 8万元

占比

10.7%

二等：0.6万元

/生•年

2024年 23名研究生（2022级 12

人，2023级 11人）获得二等学业

奖学金，奖励总金额为 13.8万元

占比

30.7%

三等：0.4万元

/生•年

2024年 44名研究生（2022级 23

人，2023年 21人）获得三等学业

奖学金，奖励总金额为 17.6万元

占比

58.6%

研究生

新生奖

学金

向优秀的一年级新

生（一志愿录取生

源中的优秀者）追

加奖励，标准为：

0.4万元/生•年

2024年共有 3名研究生新生获得

“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奖励总金

额为 1.2万元

-

专项奖

学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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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生

助

学

金

国家助

学金

资助标准为 0.6万

元/生•年，每年发

放 10个月，每月

0.06万元

110名研究生〔2021级 2名（发

放 5个月），2022级 37名（发放

10个月），2023级 36名（发放 10

个月），2024级 35名（发放 5个

月）〕获得国家助学金 66万元

100%

“三助

一辅”

岗位助

学金

助教、助管岗位的

津贴标准为 600元

/生•月；助研岗位

的津贴标准为不低

于 300元/生•月；

学生辅导员岗位的

津贴标准为 700元

/生•月。每年发放

10个月

为 10名（春季学期、秋季学期各

10名）在助管岗位工作的研究生

发放津贴 6万元；为 5名（春季

学期、秋季学期各 5名）在学生

辅导员岗位工作的研究生发放津

贴 3.5万元。

-

特殊困

难救助

金

- -

研

究

生

荣

誉

称

号

先进

集体
- -

先进

个人

2024年有 9名研究生获得优秀毕

业研究生称号，7名研究生获得优

秀毕业研究生干部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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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服务

1.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研究生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教育学院院长负总责，分

管副院长具体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学院党委书记和主管学生工

作的副书记负责。学院配有研究生教学秘书 1人，学历为本科；配有

专职研究生辅导员 1人，学历为硕士研究生。

2.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重视研究生权益保障工作，相应建立了有关组织与

制度。其一，建立健全研究生党支部，学院党委对研究生党支部工作

进行监督和指导，确保研究生党支部有关工作公平公正。其二，建立

健全研究生会，通过研究生会向学位点反映研究生的权益诉求。其三，

在制定研究生教育重大政策，如在制定研究生评优评奖实施细则时，

邀请研究生代表出席会议，倾听来自研究生们的心声。其四，在有关

评审活动中，如评审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邀请校外专家对研究生的

申报材料进行评审，以确保课题立项的公平公正。其五，采取公示制

度，在研究生评优评奖等活动中，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其六，建立

约谈机制，如果研究生对某人或某事有意见，约见当事研究生和其他

相关人员面谈，了解情况和说明处理意见。其七，从学院学科建设经

费中拿出一部分，支持研究生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以保障研究生的学

术权利。

3.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通过进行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和举行座谈会等形式，

向研究生了解人才培养情况。从调查结果来看，研究生对学校、学院

（学位点）的条件保障比较满意，对师资队伍和指导教师的评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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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各培养环节没有意见，对支持研究生从事科

学研究、学术活动评价很高。

五、学位点服务贡献

本学位授权点立足海南、服务自贸港，在服务海南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

案例一：充分发挥智库作用，为海南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教

育政策和解决教育领域中的难题建言献策

本学位授权点会同“数据科学与智慧教育”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

南省重点新型智库“海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海南省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海南省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基地”和海南师范大

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的力量，积极为海南教育

现代化事业发展服务，积极为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为加快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教育力量。近五年，本学位授权点教师以海

南省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重点难点问题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为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决策、处理疑难问题提供专业化的思想、方略支

持。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教师提交并被采纳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

等情况如表 18所示。

表 18 2024年被厅级以上行政部门采纳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等一览表

序

号
完成人 成果名称与形式

成果

类型

报送时间、单位、批示/

采纳等情况

1 李伟言

海南省义务教育教

师培训质量现状与

提升研究

研究

报告

2024年1月，被海南省委

主要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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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完成人 成果名称与形式

成果

类型

报送时间、单位、批示/

采纳等情况

2 段会冬
海南省民族地区教育

发展状况调研报告

咨询

报告

2024年 1月，被全国政

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

主席批示

3 冯国平

进一步深化“留学海

南”品牌建设的对策

建议

咨询

报告

2024年7月，被海南省委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采纳

4 王 聪

关于提高我省高校

国际化课程建设水

平的建议

调研

报告

2024年 11月被海南省政

协办公厅 2024年第 115

期《社情民意》专报采用

案例二：服务海南基础教育，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本学位授权点积极致力于服务和引领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作出教育贡献。主要事迹如下：

1．学前教育学教师团队在海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在连续十

年对口帮扶省内市县学前教育发展的基础上，自 2024年承担为期 3年

的“海南省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实验区 1+N项目”（第一期）的实

施，打造了 3个省级研究团队，分片区指导省内 7个市县（区）的幼

儿园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工作，先后举办分层培训活动 14期（线上 9期、

线下 5期），参与的园长、教师达 4万人次；组织了 11个实验区的区

域教研培训与入园指导活动 120次、各区域之间的跨区域交流学习研

讨 40多次，参与的园长、教师 2000余人次；组织了与西藏、广西、

江苏等地的跨省（自治区）交流活动 5次；还组织了省级实验区园长、

教师同读一本书活动，全省共有 948人参与，坚持连续阅读打卡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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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提交读书反思 35314篇。

2．教育技术学教师团队坚持以数字化赋能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深入省内各市县（区）20多所中小学，开展信息技术大中小学协

作教研、教育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

平台深化应用实施、智慧校园建设等研究与实践。特别是在海南省国

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实施工作方面，2024年，在两个片区

（东片区、西片区）三个市县（万宁、琼海、昌江），通过校长擂台赛、

专题研讨会、专家指导会等形式指导中小学应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

平台。

3．本学位授权点教师认真研究海南省乡村地区人才发展瓶颈，以

推动基础教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比如，段会冬教授团队连续三年深

入五指山腹地，以系统性工作助推水满中心学校发展。他们用共生教

育理念，帮助水满中心学校围绕“山”“水”“天”“地”“人”5个核心元素建

设“五指课程”；以义务支教形式为当地“送课”，指导该学校教师申报市

级课题；推动水满中心幼儿园与该学校联合开展幼小衔接教育；帮助

该学校组建了山间童声合唱团（后更名为“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

积极参与了国家乒乓球队队员林诗栋的启蒙教练关艳在当地山区支教

期间组建的乒乓球队建设，助力水满乡打造“乒乓小乡”品牌。

4．此外，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团队自 2015年开始连续十年承办海

南农村小学兼教学科（小学英语、音乐、信息技术等）教师培训；教

育学原理团队积极参与了海口市教育局、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的《走

进田园课堂》实验项目；特殊教育学团队联合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的专

家，连续三年先后在屯昌县特殊教育学校、定安县特殊教育学校、陵

水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了“医教康”融合发展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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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1.研究生招生规模较小，难以满足海南为教育强国作贡献、海南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南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教育类高层

次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

2.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研究生赴国（境）外参加国

际学术交流存在扩大的空间，接收来华留学生攻读硕士学位需要取得

突破。

（二）改进措施

1.在国家和海南省的大力支持下，逐步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切实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努力满足区域教育现代化、海南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需要。

2.努力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和支持指导教师和研究

生赴国（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活

动；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研究生培养能力建设，提高国际影响力，促

进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扩大、质量提升。

3.加大经费支持力度，有效利用学科建设经费和研究生教育维持

费，做大做强教育学学科，努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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