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年大事记 

（2022 年） 

 

1月 13日 

◆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组委会 2021 年“田家炳杯”全日制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工

作总结会议在线召开。 

1月 22日 

◆第五届“教指委”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因疫情防控要求，此次会议采用线上会议方式。

31 名教指委委员出席会议。学位办副巡视员唐继卫到会指导并作主旨报告。教指委副主任

委员缪建东教授主持会议。会议期间，钟秉林主任委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教指委”

过去的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唐继卫副巡视员对国家层面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进行了解读，并对开展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行了具体的指

导。教指委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教师司任友群司长和基础教育司吕玉刚司长对“教指委”工

作也寄予希望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其他委员从不同角度，聚焦提升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人

才培养质量、服务国家教育强国发展战略，对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力与水平如何提升分别

发表了真知灼见。 

3月 7日 

◆“教指委”下发“关于成立‘田家炳杯’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专家组织的通知”，

成立大赛专家委员会和各赛项专家组，对大赛开展业务指导工作，旨在促进大赛规范开展，

不断提高办赛水平。 

3月 9日   

◆转发大赛专委会制订的《‘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规

程》。 

3月 13日  

◆公布了首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推荐教材，涉及小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科教学

（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8个领域方向的 8门专业必修课程教材。 



4－11月   

◆“教指委”通过学会平台，先后组织了学科教学（文科）、学科教学（理科）、教育管理和

小学教育 14 个领域（方向）的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论文指导研修活动，全国共有 100 多所

院校的 3000 余名教师出席了研讨会。研修活动通过不断改进做法、完善培训内容，从而提

高培养院校导师的指导水平，进而达到保证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目的。研修活动得到

学会和培养院校的普遍赞誉。 

4月 21日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文件精神，“教指委”拟

通过改革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和提高其培养能力两个方面开展有关工作。

为做好相关工作，秘书处下发《关于开展院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论教学科研的师资

队伍状况调研工作的通知》，开展全国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院校专门从事学科教学论教学科

研师资队伍状况调研。 

6月 28日 

◆秘书处上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全国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院校学科教学论教师队伍状况调

研报告》，教师工作司认为“该报告基于有关培养院校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为加强学科教

学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硕士培养能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7－8月 

◆开展 2021 届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学位论文审核工作，专家对 881 篇学位论文

选题进行审核。 

8月 6日   

◆《首届全国优秀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论文参评论文分析报告》公布。报告充分、准确地反映

了我国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情况、质量水平与主要问题。报告提出的教育博士学位论文

独特属性的四个要求与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标准，对于研制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

求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8月 9日 

◆《2022年我国高校教育博士招生与培养工作研究报告》完成。该报告基于 2022年教育博



士招生录取及学位数据，对我国 2022年教育博士招考及毕业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8月 28日 

◆《博士、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学位办（2022）2号，1.10发文布置】完成上报。 

8月 30日 

◆为了解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开展案例教学的基本情况，更好地推动教育专业学位

案例教学工作，“教指委”开展了一项摸底调查，面向所有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进

行教育专业学位案例教学实施情况普查调研。调研内容包括开设独立案例课程的专业领域

数、开设独立案例教学课程的数量、运用案例教学方法课程的比例、运用案例教学最好的课

程、推进教育专业学位案例教学工作的制度、推进教育专业学位案例教学工作的主要困难等

6个方面，共回收了全国 189所院校填写的调研问卷。 

9月 20-10月 4日   

◆开展新增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院校基本情况摸底工作，旨在根据摸底情况，有针对性

的指出院校在培养目标、师资队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工作努力的方向和改进工作建

议。 

9月 24日   

◆召开首届“全国职业教育强师论坛”，职业技术教育专家小组提供支持，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司长任友群作主旨报告，近四百名师生线上参加。 

10月 6日 

◆委托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有关专家，调研国外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情况，以便适

应和有针对性的指导院校学制由 2年改为 3年调整工作的需要。 

10月 30日 

◆为进一步规范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学活动，“教指委”下设实践教学专家工作组

已经完成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本要求》的修订工作，将提供教指委第三

次年度工作会议审议。 

11月 5—13日   

◆在教育硕士研究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的背景下，为了全面掌握我国教育硕士研究生



教学能力的现状，分析教学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提出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能

力提升的措施与路径，最终为全国教育硕士各培养院校提供科学的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教指委”组织院校开展了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能力调研工作。 

11月 19日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建设工

作的通知》【学位办（2022）22号】的文件精神，推动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加大线上课

程的建设力度，促进线上优质课程资源的共享，切实发挥在线示范课程的示范引领作用，充

分实现线上课程的跨时空性、个性化、共享性等功能，促使线上课程成为发展教育专业研究

生社会责任、创新意识、专业水平、实践能力、职业素养的重要载体。“教指委”组织开展

2022年教育专业研究生在线示范课程评选工作。 

11月 26日 

◆ 经过第四届教学案例征集与评审工作，全国 108 所院校教师提交 682篇教学案例，最终

共有 191 篇教学案例通过了教育部学位中心案例专家委员会审核收录至中国专业学位案例

库，使入库案例总数达到 722个。 

12月 4日 

◆举办教育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改革发展论坛暨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建设研讨会，全国

400多家单位参与，在线参会人数 6000多人。 

12月 18日 

◆全日制培养方案修订课题组已经完成对《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

案》（2022年修订）的修订工作，将提供教指委第三次年度工作会议审议。 

12月 27日 

◆“学位办”正式发文，布置“关于开展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编写/

修订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22〕23号】，开展该项工作的目的是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开展

学科专业管理、质量评价提供依据；为学位授予单位规范研究生培养、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制定培养方案、开展学位授予、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等工作提供参考；为社会各界了解我国

学科专业设置、监督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渠道；为学生报考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提供指导。 



12月 31日    

◆“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今年全年先后开展了 15 个领

域（方向）全国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初赛参赛人数 4808 人，涉及平均参赛院校

74 所；决赛参赛人数 2202 人，涉及平均参赛院校 61 所。由于受疫情影响，所有赛项基本

上均采取线上现场直播或视频播放的方式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