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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999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江西师范大学学科

教学（语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获批建设，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培养工作随即开始。2017 年，招收培养第一届非全

日制研究生。目前，本学科点全日制与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招

生规模为 70 人以上，毕业生遍布全省和珠三角地区，已成为

江西省乃至全国较大区域内语文教师的培养摇篮。 

（二）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

状况 

2023 年，本学位点招收新生 67 人，全部为全日制研究

生。目前在读研究生共 214 名，其中全日制研究生 202 名，

非全日制研究生 12 名。2023 年 75 名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

位，毕业去向为省内中学和深圳、东莞地区中学，就业率达

100%。 

（三）研究生导师状况 

语文教育教研室现有专任教师 5人，其中具有博士学历

的教师 3 人，同时形成了一支由文艺学、语言学、现当代文

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各专业方向骨干教师和校外实践

导师组成的语文教育导师团队。目前学位点共有硕士生导师

27 人，校外实践导师 50 人。学科点负责人欧阳芬教授任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詹艾斌教授

与苏勇副教授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理

事。詹艾斌教授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语文教学指导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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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2023年，本教师团队申报的“基于教育高质量发展要

求的省域中小学语文学科名师培养探索与实践”获省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团队教师两位教师获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

项，出版“强师计划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丛书”。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本学位点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研究生工作管理服务团队，

包括：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副院长 1名，党委副书记 1名，

研究生秘书 1 名，专职辅导员 2 名。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建立了以学院书记牵头、研究生导师和专职辅导员为主体的

工作队伍，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首要责

任人作用，要求导师及时掌握研究生思想动态，对其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同时发挥辅导员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骨

干力量作用，通过组织入学教育、党史教育、诚信教育、主

题班会等多种形式，树立研究生的责任心和自豪感，激发其

爱国、爱党之情，培养其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观念。 

三、学位点建设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本年度开设了 6门专业必修课（《语文课程与教材研究》

《语文教学设计与实施》《语文教师学科核心素养》《语文

教学评价与反思》《语文教育技术与应用》《论文写作指导》）

和 7 门专业选修课，同时组织实施了 2021 级学科语文教学

专业硕士教育实习和 2022 级学科语文教学硕士见习和微格

教学训练工作。学位点延续了本院的特色学术活动 “语文名

师大讲堂”，采用线上讲座的形式邀请语文基础教育界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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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高等师范院校语文课程专家开展主题讲座，开拓了学

生学术视野，树立了学生职业信仰，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学位点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完善师德师风建

设培养机制，规范年度师德师风考核机制。 

通过研究生入学教育加强研究生思想道德教育，在开展

研究生学术论坛和学术讲座等场合注重对研究生学术道德

和思想品德的教育。通过必修课教学、学术讲座把研究生学

术道德教育与日常培养工作相结合。 

学院在职称评定、岗位聘任时，将教师的师德师风表现

作为重要条件，对不合格者实行一票否决。 

（三）学术训练情况 

学位点一直注重培养研究生的教学技能，一直坚持举办

院级“木铎金声”教学技能系列比赛，其中包括“群英荟萃

瑶台争辉”片段教学比赛、“研桑巧思师心竞展”教案比赛、

“师道芳华论技杏岭”课件制作比赛。同时学位点定期举办

读书沙龙活动，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2023年学院承办了第十二届“华文杯”师范院校语文专

业师范生教学设计能力测试与教学能力测试大赛，学院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竞赛，赛前对学生精心指导、多轮训练，取得

一等奖 13 项、二等奖 4 项的可喜成绩。同时学院鼓励学生

走出去，参加各种全国性教学技能大赛。21级学生肖倩、刘

晓婕在第十八届全国语文教师“四项全能”竞赛中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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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级学生肖若琳在第十八届全国语文教师“四项全能”竞赛

中获二等奖。22级学生彭宗珍、梁苗第六届“语文报杯”全

国语文微课大赛中分别获得特等奖与一等奖。22级学生黄俊

卿、余攀月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诗教中国”获优秀

奖。21 级学生罗仁慧在全国“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教

学技能大赛中取得三等奖。 

2023 年学院承办了江西省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创

新论坛，论坛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詹丹教授与《教育学术月

刊》主编曾艳作论坛主题发言。学科语文教学方向共有 44名

来自省内不同高校的研究生宣读了论文，展示了当代研究生

的学术风采。在专家点评下，学生在学术严谨、创新意识、

研究思路等方面都受益良多。 

学位点导师不仅狠抓学生基本功，注重学生教学技能的

训练，还注重学生学术素养的提升，培养研究型教师，鼓励

学生广泛阅读的同时，也要积极输出，在学生学术论文写作

方面给与帮助与指导，多位同学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 

（四）学术交流情况 

学位点多位教师担任“华文杯”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语

文教学专业教学技能大赛评委，通过与兄弟院校教师交流，

在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方面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学位点联合省内其他师范院校重新改选了江西省语文

学习科学分会工作领导小组，欧阳芬任理事长，邹花香、刘

衍军、黄鹤任常务理事。学会凝聚了全省语文教育的中坚力

量，为高校语文师范教育与中小学语文教育交流合作搭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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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在教材编写、学术研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合力，今

后将更好助力于江西省语文基础教育发展。2023 年 12 月在

赣州厚德外国语学校召开第一次年会，举办“真实语境写作：

模型建构与实践探索”研讨会，邀请国内语文教育界学者专

家王荣生教授做讲座，探索语文写作教学新模型。 

（五）研究生奖助情况 

根据省教育厅及学校有关规定，本年度学位点开展了奖

助学金评选工作，71 人获得省政府学业奖学金，共计 56.8

万元，2 人获得国家奖学金， 共计 4 万元，1 人获得爱国·同

心奖学金，共计 0.5 万，82 人获得校级学业奖学金，共计

32.8万。 

四、学位点建设情况 

（一）人才培养 

作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本专业教育硕士的培养

采用双导师制，依托校外教育实践基地，开展教育见习、教

育实习、教育研习实践教学环节。研一至研二上学期学生主

要在学校进行理论课和专业课学习，研一下学期参加教育见

习和微格教学，研二下学期参加教育实习和研习，研三完成

学位论文撰写，申请学位，完成答辩。 

（二）社会服务 

学位点历年来一直通过研究生教育实践、参与承担国培

项目等方式，服务于地方基础教育，以专业优势引领教育改

革，促进一线教师专业发展。2023 年，学位点承担了“国培

计划——脱贫县乡村中小学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帮扶培训（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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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语文）”工作，助推基础教育师资培养，促进语文课程新

理念落地生长。 

五、学位点质量评估与分析 

问题 1：学位点师资出现断层 

2023 年 8 月欧阳芬教授已退休，2024 年邹花香教授即

将退休，而受学校人才引进政策限制，一直无法补充新鲜血

液。学位点现有的硕士生导师大部分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

专业理论素养高，但缺乏基层教育的实践经验，影响学位点

持续发展。  

问题 2：基础教育研究项目和高水平成果较少 

近两年学位点在课题申报与著作出版方面虽然取得不

错成绩，但与基础教育实践的关联度不高；另外研究生课程

建设还很薄弱，需争取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问题 3：学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现有的教学资源无法

适应变化。 

目前研究生班级人数过多，大部分课程采用大班制授课，

无法顾及学生之间的差异。同时上课场所也受到限制，学科

语文教学专业没有自己固定的教学场所，无法保证学生微格

教学的时长。  

六、改进措施 

针对目前学科教学（语文）教育硕士专业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我们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与基础教育领域的联系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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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基础教育一线特级教师进课堂，为学生开设课堂教

学艺术与教学设计原理等课程，鼓励学位点导师深入基础教

育现场，充实行业经历，提升导师对基础教育的指导作用和

研究能力。同时开拓一批院级实习基地，规范研究生教学实

践环节培养。 

（二）建立学院层面的电子资源库 

学科教育（语文）学位点具有研究生人数多、跨学科报

考人数多的特点，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夯实学生专业基础，积

极开展系列活动提升学生学科专业素养，购买电子资源和建

立教学案例库来充实课程建设资源。 

（三）实行“双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模式 

充分发挥实践导师的作用，为每位学生配备实践导师，

通过“结对子、帮传带”的形式来促进学生的教学实践水平

提升，通过实践促反思，提升学生教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