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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教育硕士（教育管理） 

一、专业（领域）代码 

045101 

二、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具备较高理论素养、较好教师职业道德水准

与基础教育管理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教育管理人员。 

具体培养规格如下： 

1、拥护共产党领导，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有献身教育事业热情和社会

责任感。思想品质好，能够为人师表。 

2、掌握较宽厚的现代教育管理理论，熟悉现代教育管理和学校管理基

本规律、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较好的教育理论思维品质，具备一定的对

教育管理实践进行理论反思与提炼的能力。  

3、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基础教育或职业教育领域相关教

学和管理工作；能自觉运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教育管理实践，能够根据学

校特色、学生实际和教师素质水平科学开展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4、具有一定的外语应用水平，具备阅读教育管理领域外文资料和初步

运用外语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 

5、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身心健康。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2年，可实行 2至 4年的弹性学制。 

四、培养方式 

采用“三段式”培养模式，即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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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全日制进行，一般在 1 年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实习单位完成，一般在课程学习结束后进行，时间不少于半年。学

位论文工作可与专业实践有机结合，并同时进行，自选题报告通过后，时

间不少于 10个月。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校内导师是硕

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五、总学分要求 

硕士生要求至少修满 39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 学分、专业实

践不少于 8学分、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1学分。 

六、课程设置 

由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教育实践四大模块

组成，各模块的课程及学分要求如下： 

（一） 学位基础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设学期 

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S030504200000 2 考试 一 

研究生英语 S050202200000 2 考试 一 

教育学原理 S040101200002 2 考试 一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S040102200002 2 考试 一 

课程与教学论 S040103200002 2 考试 一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S040201200002 2 考试 一 

（二）专业必修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设学期 

教育管理学 S120401204012 2 考试 二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S081201204012 2 考查 一 



 

 5 

教育测量与评价 S071401304012 3 考试 二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S040104204012 2 考试 二 

教育管理案例分析 S120402304012 3 考试 二 

（三）专业选修课(要求 6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设学期 

教育社会学 S030301204012 2 考查 二 

教育公文写作 S040105204012 2 考查 二 

教育政策与法规 S030201204012 2 考查 二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S040202200002 2 考查 二 

公共艺术教育专题 S010101204012 2 考查 二 

职业教育专题 S040106204012 2 考查 二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题 S020201204012 2 考查 二 

德育与班主任工作实务 S040107204012 2 考查 二 

（四）教育实践（要求 8学分，全程一学年）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设学期 

教育管理实践 S040111804012 8 考查 三至四 

    教育管理实践包括教育管理实习、教育管理见习、教育调查、管理案

例调查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务实等实践形式。教育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

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原则上为 1 年，其中在学校或教育管理部

门顶岗实习时间不少于半年；要提交教育实践计划和实践工作记录，撰写

教育实践的总结报告，经专业实践报告交流会考核小组考核合格后方可取

得相应学分。 

补修课程： 

本科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生，须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补修 2 门本科阶段

教师教育专业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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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考核方式 

教育学 S040112000000 考查 

心理学 S040113000000 考查 

补修课程须考核合格，计成绩，不计学分。 

硕士生须严格按照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取

得培养计划确定的所有课程的学分。课程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专业硕士

研究生课程（环节）管理及考核暂行办法》实行。 

教育实践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

要求及考核办法》（校政发[2014]36号）实行。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教育现实问题，要有明确的教育

管理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可将研究报告、规划设计、案例分析、管理方

案等作为主要内容，以学位论文形式表现。 

学位论文必须独立完成，论文内容应突出反映作者综合运用现代教育

管理知识技能解决学校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表明作者能够承担教育管

理工作、具有良好教育管理职业素养。 

学位论文内容与格式参阅《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二）论文工作选题报告（要求 1 学分） 

选题报告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工作条

件 (经费、设备等)、预期达到的目标、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生对学位论文

拟选课题及工作计划在选题报告会上作全面汇报，并当场回答评审专家的

提问。 

选题报告由选题报告会评审组负责考核，通过者，记 1 学分，并准予

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选题报告未通过者，可在三个月后重新进行一次，

若仍未通过者，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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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报告会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内完成。选题报告经审查通过，必须

严格执行。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如果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做选题

报告。 

（三）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硕士生在通过选题报告后 6个月内，由学位点组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主要检查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论文按时完

成的可能性。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四）论文答辩 

硕士生应按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和工作，考核列入培养计划的所有

课程和专业实践，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环节并达到要求，方能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和要求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

施细则（试行）》(校政发[2014]37号)实行。 

八、学年考核 

每学年末，对硕士生一学年来的德、智、体情况进行年度总结与综合

考核，考核结果将存入硕士生个人业务档案，并作为评定奖学金和学籍管

理的依据。考核结果设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具体考核办

法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年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5

号）执行。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可按培养计划继续攻读学位。考核不

合格的，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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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教育硕士（学科教学•思政） 

一、专业（领域）代码 

045102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

质的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专任教师和从事相关工作的教育教学管理人员。

具体要求为：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

纪守法，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2、具有良好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

沿和发展趋势。     

3、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在现代

教育理论指导下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熟练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解决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能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自身优势，创造性地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     

4、熟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前沿，掌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

内容和新方法。     

5、能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2年，可实行 2至 4年的弹性学制。 

四、培养方式 

采用“三段式”培养模式，即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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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全日制进行，一般在 1 年内完成。专业实践

主要在中小学完成，时间不少于半年。学位论文工作自选题报告通过后与

专业实践有机结合进行，时间不少于 10个月。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校内导师是硕

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五、总学分要求 

硕士生要求至少修满 39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 学分、专业实

践不少于 8学分、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1学分。 

六、课程设置 

由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教育实践四大模块

组成，各模块的课程及学分要求如下： 

（一）学位基础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S030504200000 2 考试 一 

研究生英语 S050202200000 2 考试 一 

教育学原理 S040101200002 2 考试 一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S040102200002 2 考试 一 

课程与教学论 S040103200002 2 考试 一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S040201200002 2 考试 一 

（二）专业必修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教材分析 S040114204012 2 考试 一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S040115304012 3 考试 二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前沿专题 S040116304012 3 考试 一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480-1.html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126-1.html
http://www.freekaoyan.com/politics
http://www.freekaoyan.com/politics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1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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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测量与评价 S040117204012 2 考试 二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S081201204012 2 考查 一 

 

（三）专业选修课（要求 6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学科学习理论与方法 S040118204012 2 考查 二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S040202200002 2 考查 二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S040104204012 2 考试 二 

中外教育史 S040120204012 2 考查 二 

教育政策与法规 S030101104012 1 考查 二 

学科文化 S040121104012 1 考查 二 

学科发展史 S040122104012 1 考查 二 

中小学教材哲学基础知识专题 S010102204012 2 考查 二 

中小学教材伦理学常识专题 S010103204012 2 考查 二 

中小学教材经济学常识专题 S020202204012 2 考查 二 

中小学教材法律常识专题 S030102204012 2 考查 二 

（四）教育实践（要求 8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思政教育实践 S040123804012 8 考查 三至四 

教育实践一般包括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微格教学、教育调查、课例

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等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年。教育实习采用顶岗实习的方式

进行，时间不少于半年，教育调查、课例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在教

育实习中进行。教育实践之前，硕士生须制定教育实践学习计划；教育实

践完成后，硕士生须提交工作记录和总结报告，经学院教育实践考核小组

考核合格后方可取得相应学分。 

http://www.freekaoyan.com/politics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1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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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课程： 

凡非师范类考生或跨专业考生，须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补修 2-5门教

师教育课程或学科专业基础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考核方式 

教育学 S040124000000 考查 

心理学 S040125000000 考查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学论 S040126004012 考查 

政治学 S030201004012 考查 

社会学 S030301004012 考查 

补修课程须考核合格，计成绩，不计学分。 

硕士生须严格按照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取

得培养计划确定的所有课程的学分。课程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专业硕士

研究生课程（环节）管理及考核暂行办法》实行。专业实践考核按《湖南

理工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及考核办法》实行。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须紧密联系基础教育实践，研究课题须来源于中小学思

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如调研报告、案例

分析、校本课程开发、教材分析、教学案例设计等。  

学位论文必须独立完成，论文内容应突出反映作者综合运用知识技能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表明作者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

有良好职业素养。 

学位论文的内容与格式参阅《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二）论文工作选题报告（ 1 学分） 

选题报告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工作条

件、预期目标、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生对学位论文拟选课题及工作计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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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报告会上作全面汇报，并当场回答评审专家的提问。 

选题报告由选题报告会评审组负责考核，通过者，记 1 学分，并准予

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选题报告未通过者，可在三个月后重新进行一次，

若仍未通过者，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处理。 

选题报告会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内完成。选题报告经审查通过，必须

严格执行。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如果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做选题

报告。 

（三）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硕士生在通过选题报告后 6个月内，由学位点组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主要检查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论文按时完

成的可能性。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四）论文答辩 

硕士生应按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和工作，凡完成列入培养计划的所

有课程和专业实践、学位论文工作环节并经考核达到要求者，方能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和要求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授予

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实行。 

八、学年考核 

每学年末，对硕士生一学年来的德、智、体情况进行年度总结与综合

考核，考核结果将存入硕士生个人业务档案，并作为评定奖学金和学籍管

理的依据。考核结果设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具体考核办

法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年考核暂行办法》执行。考核结果为合

格及以上的可按培养计划继续攻读学位。考核不合格的，视其具体情况参

照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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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文） 

一、专业（领域）代码 

045103 

二、培养目标 

1、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良好

的政治素质，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信公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敬

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2、掌握语文学科教学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较

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语文教学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3、具有健康的体格和良好的心理素养。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2年，可实行 2至 4年的弹性学制。 

四、培养方式 

采用“三段式”培养模式，即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研究三

个阶段。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全日制进行，一般在 1 年内完成。专业实践

在现场或实习单位完成，也可结合导师的横向研究课题完成，一般在课程

学习结束后进行，时间不少于半年。学位论文工作可与专业实践有机结合，

并同时进行，自选题报告通过后，时间不少于 10个月。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校内导师是硕

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五、总学分要求 

硕士生要求至少修满 39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 学分（凡非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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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类或跨专业考生课程学习不少于 32 学分）、专业实践不少于 8 学分、学

位论文选题报告 1学分。 

六、课程设置 

由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教育实践四大模块

组成，各模块的课程及学分要求如下： 

（一）学位基础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S030504200000 2 考试 一 

研究生英语 S050202200000 2 考试 一 

教育学原理 S040101200002 2 考试 一 

课程与教学论 S040103200002 2 考试 一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S040102200002 2 考试 一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S040201200002 2 考试 一 

（二）专业必修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语文课程与教材分析 S040128205012 2 考试 一 

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S040129305012 3 考试 二 

语文学习理论与方法 S081202204012 2 考试 二 

语文学科基础与前沿问题 S040131305012 3 考试 二 

语文教育史研究 S040132205012 2 考试 二 

（三）专业选修课（要求 6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语文教育名家研究 S040133205012 2 考查 二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S060301204012 2 考查 二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S050131204012 2 考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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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专题 S050132204012 2 考查 二 

现代汉语专题 S050133204012 2 考查 二 

外国文学专题 S050134204012 2 考查 二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S040104204012 2 考试 二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S040202200002 2 考查 二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S081201204012 2 考查 一 

语文学科教育测量与评价 S040130205012 2 考查 二 

（四）教育实践（要求 8学分，全程一学年）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语文教育实践 S040125804012 8 考查 三至四 

语文教育实践的内容包括教育见习、课堂教学实践、微格教学、语文

教育调查、语文教学案例分析等。实践教学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时间不少于半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

少于 1 年；要提交专业实践学习计划和专业实践工作记录，撰写专业实践

总结报告，经专业实践报告交流会考核小组考核合格后方可取得相应学分。

专业实践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

及考核办法》（校政发[2014]36号）实行。 

补修课程：（补修课程计成绩，不计学分） 

凡非师范类或跨专业考生，需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补修 2-4 门教师教

育类或本科核心课程。补修课程须考核合格，计成绩，不计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考核方式 

古代汉语 S050135004012 考查 

现代汉语 S050136004012 考查 

古代文学 S060302004012 考查 

教育学 S040112000000 考查 

心理学 S040113000000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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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论 S040134007012 考查 

 

任选课程 

根据个人兴趣选修所在专业要求以外的课程，必须征得指导教师的同

意。任选课程计成绩，不计学分。 

硕士生须严格按照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取

得培养计划确定的所有课程的学分。课程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学术硕士

研究生课程（环节）管理及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7号）实行。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强化应用导向，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要

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行业应用价值。可将研究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

案例分析、管理方案、发明专利、文学艺术作品等作为主要内容，以学位

论文形式表现。 

学位论文必须独立完成，论文内容应突出反映作者综合运用知识技能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表明作者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

有良好职业素养。 

学位论文的内容与格式参阅《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二）论文工作选题报告（要求 1 学分） 

选题报告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工作条

件 (经费、设备等)、预期达到的目标、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生对学位论文

拟选课题及工作计划在选题报告会上作全面汇报，并当场回答评审专家的

提问。 

选题报告由选题报告会评审组负责考核，通过者，由评审组负责人签

名同意，记 1 学分，并准予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选题报告未通过者，

可在 3 个月后重新进行一次，若仍未通过者，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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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报告会一般安排在第 3 学期内完成，选题报告经审查通过，必须

严格执行。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如果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做选题

报告。 

（三）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硕士生在通过选题报告后 6个月内，由学位点组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主要检查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论文按时完

成的可能性。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四）论文答辩 

硕士生应按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和工作，考核列入培养计划的所有

课程和专业实践，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环节并达到要求，方能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和要求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

施细则（试行）》(校政发[2014]37号)实行。 

八、学年考核 

每学年末，对硕士生一学年来的德、智、体情况进行年度总结与综合

考核，考核结果将存入硕士生个人业务档案，并作为评定奖学金和学籍管

理的依据。考核结果设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具体考核办

法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年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5

号）执行。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可按培养计划继续攻读学位。考核不

合格的，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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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教育硕士（学科教学•数学） 

一、专业（领域）代码 

045104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

的中小学数学课程专任教师。具体要求如下：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创业精神，有志于教育和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成为具有现代教

育观念和较高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中小学数学教学的业务骨干。 

2．具有广泛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3. 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相关的教育教学工作，比较系统

地了解和掌握教育学、心理学以及数学教学的专业知识、教育教学法则、

技能技巧和管理知识并正确应用于实践；能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自身优势，

开展创造性的教育教学工作。 

4．熟悉基础教育改革进展，掌握基础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

方法。掌握科学研究方法，能写出较高质量的教学研究与改革的科研论文。 

5．较好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够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2年，可实行 2至 4年的弹性学制。 

四、培养方式 

采用“三段式”培养模式，即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研究三

个阶段。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全日制进行，且一般在一年内完成。实践教

学包括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微格教学、教育调查、课例分析、班级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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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管理实务等实践形式，其中到中小学进行顶岗实习的时间不少于半年。

学位论文工作采取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方式，并同时进行，自选题报告通

过后，时间不少于 10个月。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校内导师是硕

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五、总学分要求 

硕士生要求至少修满 39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学分、专业实

践不少于 8学分、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1学分。 

六、课程设置 

由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教育实践，四大模

块组成，各模块的课程及学分要求如下： 

（一）学位基础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S030504200000 2 考试 一 

研究生英语 S050202200000 2 考试 一 

教育学原理 S040101200002 2 考试 一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S040201200002 2 考试 一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S040102200002 2 考试 一 

课程与教学论 S040103200002 2 考试 一 

（二）专业必修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S081201204012 2   考查 一 

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 S040135207012 2   考试 一 

数学课程与教材分析 S040136307012 3   考试 二 

数学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S040137307012 3   考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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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数学与中学数学 S070103204012 2   考试 二 

 

（三）专业选修课（要求 6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奥林匹克数学研究 S070104204012 2 考查 二 

数学思维与数学方法 S070105204012 2 考查 二 

数学教育心理学 S040203204012 2 考查 二 

数学教育史 S040121204012 2 考查 二 

数学教学专题研究 S040138204012 2 考查 二 

名师课堂鉴赏 S040139204012 2 考查 二 

数学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S040122204012 2 考查 二 

（四）教育实践（要求 8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数学教育实践 S040140804012 8 考查 三至四 

数学教育实践包括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微格教学、教育调查、课例

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等实践形式，其中到中小学进行顶岗实习的时

间不少于半年。实践教学采用集中实践（教育实习）和分段实践（教育见

习、微格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实践教学总时间不少于 1年；其中教育实

习（含课堂教学、班主任工作及教育调查）须提交教育实习学习计划和教

育实习工作记录，撰写 1篇不低于 5000字的教育实习总结报告，经教育实

习报告交流会考核小组考核合格后方可取得相应学分。 

补修课程：（补修课程计成绩，不计学分） 

本科为非师范类专业或跨专业毕业生入学后，须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补

修 2～5门教师教育类课程或数学专业基础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考核方式 

教育学 S040112000000 考查 

心理学 S040113000000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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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学论 S040143004012 考核 

数学分析（1） S070106004012 考试 

空间解析几何        S070107004012 考试 

补修课程须考核合格，计成绩，不计学分。 

任选课程： 

根据个人兴趣选修所在专业要求以外的课程，必须征得指导教师的同

意。任选课程计成绩，不计学分。 

硕士生须严格按照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应

取得培养计划确定的所有课程的学分。课程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学术硕

士研究生课程（环节）管理及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7号）实行。 

硕士生在学期间须完成实践教学项目学习。教育实习考核按《湖南理

工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及考核办法》（校政发

[2014]36号）实行。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联系基础教育实践，来源于中小学数学教育教学

或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如调研报告、

案例分析、校本课程开发、教材分析、教学案例设计与分析等。 

学位论文的内容与格式参阅《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二）论文工作选题报告（1学分） 

选题报告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工作条

件 (经费、设备等)、预期达到的目标、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生对学位论文

拟选课题及工作计划在选题报告会上作全面汇报，并当场回答评审专家的

提问。 

选题报告由选题报告会评审组负责考核，通过者，由评审组负责人签

名同意，记 1学分，并准予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选题报告未通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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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 3个月后重新进行一次，若仍未通过者，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

处理。 

选题报告会一般安排在第 3学期内完成。选题报告经审查通过，必须

严格执行。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如果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做选题

报告。 

（三）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硕士生在通过选题报告后 6个月内，由学位点组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主要检查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论文按时完

成的可能性。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四）论文答辩 

硕士生应按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和工作，考核列入培养计划的所有

课程和专业实践，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环节并达到要求，方能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和要求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

施细则（试行）》(校政发[2014]37号)实行。 

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教师职称的中

小学教师或教学研究人员。 

八、学年考核 

每学年末，对硕士生一学年来的德、智、体情况进行年度总结与综合

考核，考核结果将存入硕士生个人业务档案，并作为评定奖学金和学籍管

理的依据。考核结果设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具体考核办

法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年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5

号）执行。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可按培养计划继续攻读学位。考核不

合格的，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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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教育硕士（学科教学•物理） 

一、专业（领域）代码  

045105 

二、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遵纪守法，积极

进取，勇于创新，诚信公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

感。 

2、具有良好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物理专业基础，了解物理学科前沿和

发展趋势。 

3、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物理教育教学工作；能在现代教

育理论指导下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物理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能

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创造性的物理教育教学工作；

能熟练使用现代教育技术。 

4、熟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掌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

和新方法。 

5、能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物理教育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6、具有健康的体格和良好的心理素养。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2年，可实行 2至 4年的弹性学制。 

四、培养方式 

采用“三段式”培养模式，即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研究三

个阶段。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全日制进行，一般在 1 年内完成。专业实践

在现场或实习单位完成，也可结合导师的横向研究课题完成，一般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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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结束后进行，时间不少于半年。学位论文工作可与专业实践有机结合，

并同时进行，自选题报告通过后，时间不少于 10个月。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校内导师是硕

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五、总学分要求 

硕士生要求至少修满 39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 学分、专业实

践不少于 8学分、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1学分。 

六、课程设置 

由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教育实践四大模块

组成，各模块的课程及学分要求如下： 

（一）学位基础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研究生英语 S050202200000 2 考试 一 

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S030504200000 2 考试 一 

教育学原理 S040101200002 2 考试 一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S040102200002 2 考试 一 

课程与教学论  S040103200002 2 考试 一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S040201200002 2 考试 一 

（二）专业必修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物理课程与教材分析 S040145207022 2 考试 二 

物理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S040146307022 3 考试 二 

物理教育测量与评价 S040147207022 2 考试 二 

物理学发展前沿专题 S070201304012 3 考试 二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S081201204012 2 考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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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选修课（要求 6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S040104204012 2 考试 二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S040202200002 2 考查 二 

普通物理（力热部分）专题研究 S070202204012 2 考查 二 

普通物理（电光原部分）专题研究 S070203204012 2 考查 二 

物理学习理论与方法 S070204204012 2 考查 二 

物理学发展史与物理学文化 S070205204012 2 考查 二 

物理教育研究及文献研读 S070206204012 2 考查 二 

物理实验教学研究 S070207204012 2 考查 二 

（四）教育实践（要求 8学分，全程一学年）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物理教育实践 S040148804012 8 考查 三至四 

物理教育实践包括物理教育实习、物理教育见习、物理微格教学、物

理教育调查、物理课例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等实践形式。物理教育

实践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为 1年，其中到中小学

进行物理教育实践活动的时间不少于半年，并尽可能采取顶岗实习的方式

进行；要提交物理教育实践学习计划和物理教育实践工作记录，撰写物理

教育实践总结报告，经物理教育实践报告交流会考核小组考核合格后方可

取得相应学分。 

补修课程： 

凡非师范类毕业生或跨专业毕业生，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补修 2—4

门教师教育课程或物理本科专业基础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考核方式 

教育学 S040112000000 考查 

心理学 S040105000000 考查 

物理学科与教学论 S04014900702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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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 S070108004012 考查 

大学物理（含力热电光原）  S070208007022 考查 

补修课程须考核合格，计成绩，不计学分。 

硕士生须严格按照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取

得培养计划确定的所有课程的学分。课程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专业硕士

研究生课程（环节）管理及考核暂行办法》实行。教育实践考核按《湖南

理工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及考核办法》（校政发

[2014]36号）实行。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强化应用导向，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要

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行业应用价值。可将研究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

案例分析、管理方案、发明专利、文学艺术作品等作为主要内容，以学位

论文形式表现。 

学位论文必须独立完成，论文内容应突出反映作者综合运用知识技能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表明作者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

有良好职业素养。 

学位论文的内容与格式参阅《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二）论文工作选题报告（1 学分） 

选题报告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工作条

件 (经费、设备等)、预期达到的目标、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生对学位论文

拟选课题及工作计划在选题报告会上作全面汇报，并当场回答评审专家的

提问。 

选题报告由选题报告会评审组负责考核，通过者，由评审组负责人签

名同意，记 1 学分，并准予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选题报告未通过者，

可在三个月后重新进行一次，若仍未通过者，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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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习年限为 2 年的，选题报告会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内完成；基

本学习年限为 3 年的，一般安排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基本学习年限为 4 年

的，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内完成。选题报告经审查通过，必须严格执行。

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如果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做选题报告。 

（三）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硕士生在通过选题报告后 6个月内，由学位点组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主要检查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论文按时完

成的可能性。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四）论文答辩 

硕士生应按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和工作，考核列入培养计划的所有

课程和专业实践，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环节并达到要求，方能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和要求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

施细则（试行）》(校政发[2014]37号)实行。 

八、学年考核 

每学年末，对硕士生一学年来的德、智、体情况进行年度总结与综合

考核，考核结果将存入硕士生个人业务档案，并作为评定奖学金和学籍管

理的依据。考核结果设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具体考核办

法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年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5

号）执行。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可按培养计划继续攻读学位。考核不

合格的，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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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化学） 

一、专业（领域）代码 

045106 

二、培养目标 

1、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良好

的政治素质，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信公正，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

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2、具有现代教育观念，较高教育理论、化学专业素养和教师职业道德

水准；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和教育研究方法，能独立从事化学学科教学和教

育研究工作。 

3、熟悉化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方法；熟悉中学

化学实验教学，具有独立指导教育实习和进行实验教学改革的能力。 

4、熟练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5、具有健康的体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2年，可实行 2至 4年的弹性学制。 

四、培养方式 

采用“三段式”培养模式，即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研究三

个阶段。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全日制集中进行，一般在 1 年内完成。专业

实践在现场或实习基地集中或单独完成，也可结合导师的横向研究课题完

成，一般在课程学习结束后进行，时间不少于半年。学位论文工作可与专

业实践有机结合，并同时进行，自选题报告通过后，时间不少于 10个月。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校内导师是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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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五、总学分要求 

硕士生要求至少修满 39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 学分、专业实

践不少于 8学分、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1学分。 

六、课程设置 

由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教育实践四大模块

组成，各模块的课程及学分要求如下： 

（一）学位基础课程（要求 12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S030504200000 2 考试 一 

研究生英语 S050202200000 2 考试 一 

教育学原理 S040101200002 2 考试 一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S040102200002 2 考试 一 

课程与教学论 S040103200002 2 考试 一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S040201200002 2 考试 一 

（二）专业必修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高等无机化学 S081733208172 2 考试 一 

高等有机化学 S081701208170 2 考试 一 

化学学科发展前沿 S040134308172 3 考查 二 

化学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S040135308172 3 考查 二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S081201204012 2 考查 一 

（三）专业选修课（要求 6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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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S040104204012 2 考试 二 

优秀教师成长个案研究 S040152104012 1 考查 二 

教育公文写作 S040105204012 2 考查 二 

素质教育专题 S040153104012 1 考查 二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S040154204012 2 考查 二 

德育与班主任工作实务 S040110204012 2 考查 二 

化学教学设计与实践 S040136208172 2 考查 二 

化学教育测量与评价 S040137208172 2 考查 二 

化学实验设计与教学研究 S040138208172 2 考查 二 

（四）教育实践（要求 8学分，全程一学年）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化学教育实践 S040139808172 8 考查 三至四 

实践教学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不少于半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年；实践教学包括化

学教育实习、教育见习、微格教学、教育调查、课例分析、班级与课堂管

理实务等实践形式，其中在学校顶岗实习时间不少于半年；要提交专业实

践学习计划和专业实践工作记录，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经专业实践考

核小组考核合格后方可取得相应学分。 

补修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考核方式 

教育学 S040112000000 考查 

心理学 S040113000000 考查 

化学教学论 S040140008172 考查 

中学化学实验研究 S040141008172 考查 

凡是非师范类考生或跨专业考生，需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补修 2-4 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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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育类课程或本科专业核心课程。补修课程须考核合格，计成绩，不计

学分。 

任选课程 

根据个人兴趣选修所在专业要求以外的课程，必须征得指导教师的同

意。任选课程计成绩，不计学分。 

硕士生须严格按照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取

得培养计划确定的所有课程的学分。课程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学术硕士

研究生课程（环节）管理及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7号）实行。专

业实践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及

考核办法》（校政发[2014]36号）实行。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强化应用导向，选题应来源于相关教育研究课题或实际

应用问题，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行业应用价值。可将研究报告、规划设

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管理方案、发明专利、文学艺术作品等作为主

要内容，以学位论文形式表现。 

学位论文必须独立完成，论文内容应突出反映作者综合运用知识技能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表明作者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

有良好职业素养。 

学位论文的内容与格式参阅《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二）论文工作选题报告（要求 1 学分） 

选题报告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工作条

件 (经费、设备等)、预期达到的目标、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生对学位论文

拟选课题及工作计划在选题报告会上作全面汇报，并当场回答评审专家的

提问。 

选题报告由选题报告会评审组负责考核，通过者应由评审组负责人签

名同意，记 1 学分，并准予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选题报告未通过者，

可在三个月后重新进行一次，若仍未通过者，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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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选题报告会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内完成。选题报告经审查通过，必须

严格执行。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如果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做选题

报告。 

 

（三）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硕士生在通过选题报告后 6个月内，由学位点组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主要检查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论文按时完

成的可能性。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四）论文答辩 

硕士生应按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和工作，考核列入培养计划的所有

课程和专业实践，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环节并达到要求，方能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和要求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

施细则（试行）》(校政发[2014]37号)实行。 

八、学年考核 

每学年末，对硕士生一学年来的德、智、体情况进行年度总结与综合

考核，考核结果将存入硕士生个人业务档案，并作为评定奖学金和学籍管

理的依据。考核结果设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具体考核办

法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年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5

号）执行。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可按培养计划继续攻读学位。考核不

合格的，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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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英语） 

一、专业（领域）代码 

045108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

质的中小学英语教师。具体要求是：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

守法，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2、具有良好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3、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相关的教育教学工作，在现代教

育理论指导下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熟练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解决教育教

学中的实际问题；能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创造性的教育教

学工作。 

4、熟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掌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

和新方法。 

5、能运用外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2年，可实行 2至 4年的弹性学制。 

四、培养方式 

采用“三段式”培养模式，即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研究三

个阶段。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全日制进行，一般在 1 年内完成。专业实践

在现场或实习单位完成，也可结合导师的横向研究课题完成，一般在课程

学习结束后进行，时间不少于半年。学位论文工作可与专业实践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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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时进行，自选题报告通过后，时间不少于 10个月。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校内导师是硕

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五、总学分要求 

硕士生要求至少修满 39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 学分、专业实

践不少于 8学分、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1学分。 

六、课程设置 

由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教育实践四大模块

组成，各模块的课程及学分要求如下： 

（一）学位基础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S030504200000 2 考试 一 

汉语语言文学基础 S050140205012 2 考试 一 

教育学原理  S040101200002 2 考试 一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S040102200002 2 考试 一 

课程与教学论 S040103200002 2 考试 一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S040201200002 2 考试 一 

（二）专业必修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英语课程与教材分析   S040160204012 2 考试 一 

英语教育测量与评价   S040161204012 2 考试 一 

英语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S040162304012 3 考试 二 

英语教学发展前沿专题   S040163304012 3 考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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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S081201204012 2 考查 一 

 

（三）专业选修课（要求 6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S040104204012 2 考试 二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S040202200002 2 考查 二 

英语学习理论与方法   S050205204012 2 考查 二 

英语学习策略研究    S050206204012 2 考查 二 

跨文化交际研究    S050207204012 2 考查 二 

语言统计学       S050208204012 2 考查 二 

英美文学名篇鉴赏     S050209204012 2 考查 二 

教育政策与法规     S030110104012 1 考查 二 

（四）教育实践（要求 8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英语教育实践  S040165804012 8 考查 三至四 

硕士生在学期间须完成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微格教学、教育调查、

课例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等实践教学项目学习。教育实践采用集中

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不少于半年。教育实习采用顶岗实习

的方式进行，教育调查、课例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在教育实习中进

行。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 1 年；要提交专业实践学习计

划和专业实践工作记录，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经专业实践报告交流会

考核小组考核合格后方可取得相应学分。专业实践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及考核办法》（校政发[2014]36

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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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课程 

非师范类考生或跨专业考生需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补修 2-4 门教师教育

类课程或本科英语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考核方式 

教育学 S040112000000 考查 

心理学     S040113000000 考查 

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1） S050203004012 考查 

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2） S050204004012 考查 

补修课程须考核合格，计成绩，不计学分。 

硕士生须严格按照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取

得培养计划确定的所有课程的学分。课程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学术硕士

研究生课程（环节）管理及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7号）实行。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联系基础教育实践，研究课题需来源于中小学英

语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如调研报告、案例分析、

校本课程开发、教材分析、教学案例设计等。论文字数不少于 1.5万字。 

学位论文必须独立完成，论文内容应突出反映作者综合运用知识技能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表明作者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

有良好职业素养。 

学位论文的内容与格式参阅《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二）论文工作选题报告（要求 1 学分） 

选题报告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工作条

件 (经费、设备等)、预期达到的目标、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生对学位论文

拟选课题及工作计划在选题报告会上作全面汇报，并当场回答评审专家的

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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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报告由选题报告会评审组负责考核，通过者，由评审组负责人签

名同意，记 1 学分，并准予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选题报告未通过者，

可在三个月后重新进行一次，若仍未通过者，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

处理。 

选题报告会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内完成。选题报告经审查通过，必须

严格执行。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如果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做好选

题报告。 

（三）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硕士生在通过选题报告后 6个月内，由学位点组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主要检查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论文按时完

成的可能性。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四）论文答辩 

硕士生应按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和工作，考核列入培养计划的所有

课程和专业实践，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环节并达到要求，方能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和要求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

施细则（试行）》(校政发[2014]37号)实行。 

八、学年考核 

每学年末，对硕士生一学年来的德、智、体情况进行年度总结与综合

考核，考核结果将存入硕士生个人业务档案，并作为评定奖学金和学籍管

理的依据。考核结果设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具体考核办

法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年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5

号）执行。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可按培养计划继续攻读学位。考核不

合格的，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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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教育硕士（学科教学•体育） 

一、专业（领域）代码 

045112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

质的中小学体育课程专任教师。具体要求为：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

守法，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2、具有良好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体育学科前沿和发展

趋势。 

3、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体育教育教学工作，在现代教育

理论指导下运用所学理论与方法，熟练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解决体育教育

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能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创造性的教育

教学工作。 

4、熟悉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掌握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

新内容和新方法。 

5、能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2年，可实行 2至 4年的弹性学制。 

四、培养方式 

采用“三段式”培养模式，即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研究三

个阶段。课程学习主要在校内全日制进行，一般在 1 年内完成。专业实践

在现场或实习单位完成，也可结合导师的横向研究课题完成，一般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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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结束后进行，时间不少于半年。学位论文工作可与专业实践有机结合，

并同时进行，自选题报告通过后，时间不少于 10个月。 

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校内导师是硕

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五、总学分要求 

硕士生要求至少修满 39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 学分、专业实

践不少于 8学分、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1学分。 

六、课程设置 

由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教育实践四大模块

组成，各模块的课程及学分要求如下： 

（一）学位基础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S030504200000 2 考试 一 

研究生英语 S050202200000 2 考试 一 

教育学原理 S040101200002 2 考试 一 

课程与教学论 S040103200002 2 考试 一 

中小学教育研究方法 S040102200002 2 考试 一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S040201200002 2 考试 一 

（二）专业必修课（要求 1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体育与健康课程与教材分析 S040101204032 2 考试 一 

体育与健康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S040102304032 3 考试 二 

体育专业技能方法 S040301204032 2 考试 一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S081201204012 2 考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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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学科前沿专题 S040302304012 3 考试 二 

 

（三）专业选修课（要求 6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S040202200002 2 考查 二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S040104204012 2 考试 二 

中外教育史 S040120204012 2 考查 二 

教育政策与法规 S030101104012 1 考查 二 

体育学习理论与方法 S040303204012 2 考查 二 

体育文化论 S040304104012 1 考查 二 

学校体育发展史 S040305104012 1 考查 二 

体育与健康测量与评价 S040306204012 2 考查 二 

学校体育研究 S040307204012 2 考查 二 

人体运动机能发展与评价 S040308204012 2 考查 二 

健康与体能训练 S040309204012 2 考查 二 

学生体质测定与评价 S040310204012 2 考查 二 

（四）教育实践（要求 8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体育教学实践 S040167604012 8 考查 三至四 

说明：体育教学实践包括体育教育教学实习（尽可能采取顶岗实习的方式）、

微格教学、教育见习、教育调查、课例分析、班级与课堂管理实务等实践

形式。 

补修课程：  

凡非师类考生或跨专业考生须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补修 2-4 门教师教

育类课程或本科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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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学 S040311004012 考查 

运动生理学 S040312004012 考查 

教育学 S040112000000 考查 

心理学 S040113000002 考查 

补修课程须考核合格，计成绩，不计学分。 

硕士生须严格按照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取

得培养计划确定的所有课程的学分。课程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学术硕士

研究生课程（环节）管理及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7号）实行。 

硕士生在学期间须完成学校认可的实践教学项目学习。教育实践可采

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不少于半年；应届本科毕业生

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年；要提交专业实践学习计划和专业实践

工作记录，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经专业实践报告交流会考核小组考核

合格后方可取得相应学分。专业实践考核按《湖南理工学院全日制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及考核办法》（校政发[2014]36号）实行。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强化应用导向，选题应紧密联系基础教育实践，来源于

中小学体育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可将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教学案例

设计、教材分析、校本课程开发等作为主要内容，以学位论文形式表现。

学位论文必须独立完成，论文内容应突出反映作者综合运用知识技能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表明作者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

好职业素养。 

学位论文的内容与格式参阅《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二）论文工作选题报告（ 1 学分） 

选题报告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工作条

件 (经费、设备等)、预期达到的目标、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生对学位论文

拟选课题及工作计划在选题报告会上作全面汇报，并当场回答评审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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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选题报告由选题报告会评审组负责考核，通过者，由评审组负责人签

名同意，记 1 学分，并准予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工作。选题报告未通过者，

可在 3 个月后重新进行一次，若仍未通过者，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

处理。 

选题报告会一般安排在第 3 学期内完成。选题报告经审查通过，必须

严格执行。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如果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做选题

报告。 

（三）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硕士生在通过选题报告后 6个月内，由学位点组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主要检查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论文按时完

成的可能性。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四）论文答辩 

硕士生应按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学习和工作，考核列入培养计划的所有

课程和专业实践，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环节并达到要求，方能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和要求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

施细则（试行）》(校政发[2014]37号)实行。 

八、学年考核 

每学年末，对硕士生一学年来的德、智、体情况进行年度总结与综合

考核，考核结果将存入硕士生个人业务档案，并作为评定奖学金和学籍管

理的依据。考核结果设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具体考核办

法按《湖南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年考核暂行办法》（校政发［2014］15

号）执行。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可按培养计划继续攻读学位。考核不

合格的，视其具体情况参照相关规定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