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15年修订）

（学科专业代码：040102）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专业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应达到下列目标：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具有

一定的教育理论素养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较为系统地掌握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论，了解与应用相关

的教育技术手段，掌握一门外国语，关注国内外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最新动态；在本学科

前沿问题的探索中，有积极参与的意识、学术对话的能力、科研合作的精神；德才兼备，身心健康，

毕业后能够从事相关领域的课程设计、开发与研究以及教学、培训等工作。

二、研究方向

（一）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是隶属于“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其主要任务是认

识课程与教学规律，解释课程与教学现象和指导课程与教学实践。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方向主要探

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问题。

（二）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方向则直接为中小学的教育教

学服务，解决课程建设、教学改革、考试制度改革、课程管理改革等课程与教学一系列的实际问题。

（三）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方向（含语文、数学、思想政治、体育、英语、历史、物理、化学、

地理、生物等）。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方向涵盖了基础教育所有学科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研究工作，它

们以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为基石，又指向于具体的学科，为课程与教学原理提供丰富的学科营养。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点培养具有良好思想品德，扎实的课程与教学论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学科知

识，了解国内外课程与教学研究历史、现状和改革实践，熟练掌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立从

事教育科学研究尤其是课程与教学研究能力，从事课程与教学研究、教学、管理及其他相关工作的

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学习年限

学制 3年，培养年限最长不超过五年。在完成培养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学业优秀的研究生，

可申请提前毕业。

四、培养方式

（一）硕士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和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既要充分发挥导师的

主导作用，又要发挥指导小组的集体培养作用。

（二）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多方面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学术特长、研究兴趣、能力

基础等具体情况，据此制定出研究生培养计划。

（三）采取课程学习和论文撰写并重的培养方式。既要使研究生深入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又要使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能，研究生的课程学习阶段为一年半。硕士研究生通过

开题报告答辩方能进入学位论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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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培养过程中，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多地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

方式，提高硕士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五）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三至五次的学术讲座、学术报告和研讨活动；论文工作期间必

须有一年的时间参加科研实践。学生在科研实践中的表现将由指导小组给出评价意见（一年一次，

中期评估一次、申请学位前一次），合格者记入 1个学分。

（六）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学风教育贯穿到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加强教书育人的工作，

指导学生积极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和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一）课程设置及学分

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型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是否

学位课

考核方式

（考试/考查）
开设学期

合计

学分

必

修

课

学位

公共

课

所 有

专业

9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7

9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任选一

门）90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非英

语专

业

1068100003 综合英语（一） 54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1068100004 综合英语（二） 54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英语

专业

1068100005 第二外语（一）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1068100006 第二外语（二） 36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学位

基础课

150401022001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54 3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9150401022002 课程与教学论 54 3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150401022003 教育心理学 54 3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学位专业课

（课程与教学

基本原理、基础

教育课程与教

学改革）

150401023001 比较课程与教学论 36 2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6150401023002 课堂教学策略与技术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150401023003 课程与教学评价 36 2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学位专业课

（语文课程与

教学论）

150401023004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6150401023005 语文教材研究 36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150401023006 语文教育发展与前沿问

题研究
36 2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学位专业课

（数学课程与

教学论）

150401023007 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6150401023008 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 36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150401023009 数学学习论 36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学位专业课

（地理课程与

教学论）

150401023010 地理课程与教学论 54 3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6

150401023011 地理教育测量与评价 54 3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学位专业课

（历史课程与

教学论）

150401023012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 54 3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6
150401023013 历史学科教育测量与评

价
54 3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学位专业课 15040102301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

究
54 3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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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与教学

论）

15040102301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54 3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150401023016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

法研究
54 3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学位专业课

（体育课程与

教学论）

150401023017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6150401023018 体育原理导论 36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150401023019 专业方向课 36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学位专业课

（生物课程与

教学论）

150401023020 现代生物技术 54 3 是 考试
四门课选

两门在第

二和第三

学期≥6

6
150401023021 现代教学与模式研究 54 3 是 考试

150401023022 青春期性教育与研究 54 3 是 考试

150401023023 分子生物学 54 3 是 考试

学位专业课

（物理课程与

教学论）

150401023024 物理实验设计与研究 36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6150401023025 物理教学论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150401023026 普通物理专题研究 36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学位专业课

（化学课程与

教学论）

150401023027 高等无机化学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6150401023028 高等有机化学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150401023030 化学教学论与教学设计 36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学位专业课

（英语课程与

教学论）

150401023031 语用学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6150401023032 社会语言学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150401023033 外语教学科研统计方法 36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学位专业课

（小学教育）

150401023034 小学语文教学论 36 2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6（6选 3）

150401023035 中国语文教育史 36 2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150401023036 小学语文教学案例研究 36 2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150401023037 小学数学教育概论 36 2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150401023038 小学数学教育心理学 36 2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150401023039 小学数学教学与案例研

究
36 2 是 考试 第三学期

学位专业课

（应用化学）

150401023040 高等无机化学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6150401023041 高等有机化学 36 2 是 考试 第一学期

150401023043 化学教学论与教学设计 36 2 是 考试 第二学期

选

修

课

校级选修课

（各学科方向

必选）

150401024001 教育心理测量与统计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2（2选 1）

150401024002 当代教育流派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专业方向选修

课（课程与教

学基本原理、

基础教育课程

与教学改革）

150401024003 教育名著精读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4（4选 2）
150401024004 专业英语阅读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05 西方心理学史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06 课程理论与实践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专业方向选修

课（语文课程

与教学论）

150401024007 新课程语文教学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4（4选 2）
150401024008 文学名著研读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09 语文名师教育思想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10 语用视域下的语文教学

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专业方向选修

课（数学课程

与教学论）

150401024011 数学教育科研方法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4（5选 2）150401024012 教育统计与测量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13 数学教育技术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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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01024014 数学教育发展前沿专题

选讲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15 数学史选讲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专业方向选修

课（地理课程

与教学论）

150401024016 人文地理学原理与方法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4（选修课程
＞2，人文地
理学原理与

方法，自然地

理学原理与

方法两门为

限定性选修

课）

150401024017 自然地理学原理与方法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18 中学地理教学改革与研

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19 环境教育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专业方向选修

课（历史课程

与教学论）

150401024020 当代重大国际问题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4（4选 2）
150401024021 中国史基本问题与前沿

问题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22
世界史基本问题与前沿

问题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23 史学理论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专业方向选修

课（思想政治

教育课程与教

学论）

150401024024 思想政治课程与教学论

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一学期

4150401024025 学校法律问题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26 学校学生管理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27 形势与政策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专业方向选修

课（体育课程

与教学论）

150401024028 学校体育改革与研究进

展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4

150401024029 中小学体育教材教法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30 体育教育的基本理论与

方法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31 体育多元统计与 SPSS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32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33 问卷设计与数理统计 18 1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34 体育教师教育理论与实

践
18 1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专业方向选修

课（生物课程

与教学论）

150401024035 高等植物多样性 36 2 否 考查 第四学期

4
150401024036 生物学实验设计与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37 生物教育统计及实验 54 3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38 青春期性教育活动研究 54 3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专业方向选修

课（物理课程

与教学论）

150401024039 教育统计与测量 54 3 否 考查 第一学期

4（5选 2）

150401024040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研究 54 3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41 大学物理与中学物理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42 学科论文写作 18 1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43 物理学方法论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44 信息技术与物理教学 36 2 否 考查 第一学期

专业方向选修

课（化学课程

与教学论）

150401024045 化学实验设计与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一学期

4（7选 2）

150401024046 现代化学前沿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47 多媒体与化学教学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48 数理统计与正交设计 36 2 否 考查 第一学期

150401024049 化学教育研究方法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50 现代化学化工前沿进展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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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01024051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专业方向选修

课（英语课程

与教学论）

150401024052 外语教学方法论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4（10选
2）

150401024053 跨文化交际学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54 外语课程设置理论 36 2 否 考查 第一学期

150401024055 高级翻译理论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56 认知语言学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57 功能语言学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58 二语习得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59 应用语言学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60 语料库语言学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61 理论语言学 36 2 否 考查 第一学期

专业方向

选修课

（小学教育）

150401024062 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4

150401024063 语文名师教育思想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64 小学语文专题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65 小学数学课程改革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66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67 小学数学专题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68 教育测量与评价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150401024069 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写作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专业方向

选修课

（应用化学）

150401024070 化学实验设计与研究 36 2 否 考查 第一学期

≧4

150401024071 现代化学前沿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72 多媒体与化学教学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73 化学教育研究方法 36 2 否 考查 第二学期

150401024074 化学化工软件在教学中

的应用
36 2 否 考查 第三学期

实践环节

（各学院安排）
150401025001 教学实践、科研实践、社

会调查
2 否 考查

第一至五

学期
4

学术活动

（各学院安排）
150401025002 专题讲座、学术报告和研

究生论坛等
2 否 考查

第一至五

学期

补修课
150401026001 中外教育史 36 否 考查 考查

不计学分
150401026002 教育基本原理 36 否 考查 考查

（二）学习要求与考核方式

1. 课程学习要求

对于跨学科考入的硕士生，如未修过本专业低一级学位的基础课程，需补修 3门以上的学位基

础课。学分另计，但不能顶替所攻读学位的课程学分。硕士生攻读学位的课程学分要求在课程设置

与学分中已经明确说明。考核方式采取笔试/口试和开卷/闭卷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主要通过提交学

术论文、研究报告、读书报告来考核其学业成绩，修满 32学分即可毕业，其中学位课程学分不低于

22学分。

2. 实践环节要求

硕士研究生参与教育教学实习或社会实践或参与课题研究，累计不少于 4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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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训练与能力培养要求

本专业高度重视研究生的科研训练与科研能力的培养，鼓励硕士研究生参与系所和指导教师的

科研课题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等，鼓励硕士研究生积极申请各类科研基金，在导师的指导下，尽早进

入有关课题的研究。

（四）科研成果数量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署名第一作者）文科方向 2篇、理科方向 1篇以上。

六、中期考核

课程学习阶段结束后，硕士生最迟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之前接受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合格者

方可继续攻读学位。

本硕士点的中期考核工作将严格按照《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筛选试行办法》的要求，

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内进行。首先由参加考核的研究生开展自我总结，然后填写《云南师范大学硕

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表》，由指导教师对研究生进行综合评定。最后由学院指定的考核小组对每个研

究生进行综合评议，按照“合格”，“跟踪培养”与“不合格”三个等级提出筛选意见报研究生处

审核。

考核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政治思想：包括政治态度，思想品德，组织纪律，学习与工作态度，尊师爱友，团结协

作等。

（二）课程学习：包括培养计划执行情况，已修学位课程，成绩及所获学分情况，课堂出勤率

及课堂表现情况等。

（三）科研能力：包括阅读本专业要求的文献资料完成情况，文献资料综述，概括及报告能力，

对国内外课程与教学论及学科教学研究最新发展动态了解程度，课程与教学论教学、研究能力，硕

士论文选题与开题报告情况等。

（四）健康状况：包括生理状况与心理状况。特别要注意研究生的心理状况，要了解研究生的

心理状况是否有异常的征兆，做到胸中有数，防患于未然。

每学期有一门以上课程补考或一门课程中旷课达 15学时以上者给予课程学习黄牌警告一次。

思想品德好，遵纪守法，培养计划执行良好，学习成绩好，具有较强的本学科科研能力、文献

综述概括能力，身体健康，心理状态正常的研究生中期考核评为合格。

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表现不够好或课程学习黄牌警告次数在二次（含二次）以上之一者，且在

文献阅读与开题论证中表现出科研能力，综合分析能力不强，中期考核评为跟踪培养对象。

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表现差；或课程学习黄牌警告次数在三次（含三次）以上，或在文献阅读

与开题论证中表现出科研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很差，开题论证第一次未通过且按规定要求重做后仍

未通过的研究生，中期考核评为不合格。

被列合格的研究生即可进入硕士学位论文阶段；被列为跟踪培养的研究生，硕士点将按照学校

要求，加强学术教育和纪律管理，对他们在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阶段的各项工作进行监控，检查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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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指导（包括论文匿名送审合格后方可答辩等措施）；被列为不合格的研究生，学校将终止学籍，

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七、学位论文

（一）论文选题

研究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了解研究方向的历史、

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

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学术价值或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对

所研究的课题要有新的见解。

（二）论文开题

在中期考核结束后，最迟在第四学期期末进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论证会。“课程与教学论”

硕士授权点的所有研究方向不进行统一部署，由导师和指导小组根据学生人数、学科需要等组织论

文开题论证。研究生必须撰写完整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包括课题研究选题缘由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内容框架、撰写计划、核心观点和创新环节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较为系统

的文献综述。论文开题书面报告须在开题前一个星期送交各位导师手中。

（三）论文撰写

开题报告通过后，研究生进入论文的独立研究和撰写阶段。研究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应定期向

导师做阶段报告，并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完善论文的结构、思路和观点，硕士研究生必须保证投入

论文写作的时间不少于 1年，以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

（四）论文评阅和答辩

论文完成并由导师审定定稿后，在答辩前最少一个月，由指导小组推荐并经院系及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主席批准，分送至少两名相关专家评阅（其中至少 1名为校外专家），评阅人认为论文符合

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同意举行论文答辩后，方可组织论文答辩。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由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答辩委员会成员由导师推荐 3－5名副高职称以上的

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1名校外专家。答辩委员会主席要由正高职专家担任。硕士生导师采取回避

制度，不担任本人指导的硕士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等职。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前要采用海报的形式公布答辩的时间、地点、论文题目、答辩人及导师等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