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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轨迹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分析

杜成宪 李世宏

摘要 首先
,

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一 年 年间的 多篇博士
、

硕士学位论文
,

就完成数

量
,

专业 方 向和主要领域进行 了总的分析
。

然后
,

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三 个阶段

一 年为恢复起步期
, 一 年为发展转型期

,

年为深化创新期 再分阶段对这

多篇论文
,

按论文数量
、

选题
、

方法运用的变化进行 了分析
。

分析的结果折射出我国研 究生教育和教育科学

研 究的成长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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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创建于 年 月
,

年开始培养研究生
,

年开始招收授予学位

的研究生
,

至今已经 年
。

在此期间
,

学科专业屡经

分合调整
,

先后在教育学系存在过的博士和硕士专

业点有 教育学原理
、

教育史
、

课程与教学论
、

高等教

育学
、

教育经济与管理
、

学前教育学
、

职业与技术教

育学等
,

现有教育学原理
、

教育史两个博士点专业
,

均为国家重点学科
,

另有教育政策学
、

教育伦理学
、

中外教育关系等三个 自主设置博士学科点
。

年

中
,

教育学系培养了一批有较高学术素养
、

科研能力

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

形成了 自身特色
,

为我国教

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

我们尝试以 年来研究生学位

论文完成情况作为切人点
,

探讨教育学系研究生教

育的成长过程及特色
,

并从中透视我国教育专业研

究生教育和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轨迹
。

一
、

总的分析

学位论文完成数量

据不完全统计
,

从 年到 年
,

教育学系

共完成 篇研究生学位论文
。

其中有 篇硕士

学位论文 以下简称
“

硕士论文
” ,

占论文总数的

篇博士学位论文 以下简称
“

博士论

文
” ,

占总数的
。

依据研究生学位论文数量增长情况
,

可将 年

划为三个阶段 一 年
,

共完成学位论文

篇
,

年均 篇
,

这一时期教育学系研究生教育规模

较小
,

处于起步阶段 一 年
,

共完成学位论

文 巧 篇
,

年均 篇
,

论文总数和年均数呈逐步

增长态势
,

这一时期研究生教育规模保持稳定发展

势头 一 年
,

共完成学位论文 篇
,

年均

完成学位论文达到 篇
,

其中
、

年每年完

成 篇
,

论文总数和年均数呈激增态势
,

反映出研

究生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大
,

这一趋势与我国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相一致
。

学位论文的专业方向

硕士论文数量居前四位的专业是 教育学原理
,

占论文总数的 教育史
,

占 课程与教

学论
,

占 高等教育
,

占
。

博士论文则

集 中在三个专业
,

教 育学原理
,

占论 文 总数 的

教育史
,

占 高等教育
,

占
。

总

体上看
,

论文数量居前四位的专业分别是教育学原

理
、

教育史
、

高等教育
、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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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教学论
,

四个专业方向的论文占论文总

数的
。

上述情况真实反映了华东师范大学教

育学系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 教育学原理
、

教育史是

国家重点学科和上海市重点学科
,

有较高的研究水

平和较强的师资队伍
,

在全国有一定影响 课程与教

学论和高等教育专业在与教育学系分离之前
,

也都

是具有优势的专业
。

学位论文的主要领域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包括教育人物及思

想
、

教育基本理论
、

基础教育
、

教师教育
、

教育管理
、

教育制度
、

教学
、

课程
、

学生
、

德育
、

教育评价
、

教育机

构
、

课堂管理
、

教材研究等数十个方面
,

涉及了教育

研究绝大部分领域
。

硕士论文研究领域居前三位的是 教育人物及

思想
,

占总数的 教育基本理论
,

占

基础教育
,

占
。

居博士论文研究领域前三位

的是 教育基本理论
,

占总数的 基础教育
,

占 教育人物及思想
,

占
。

从整体上看
,

居前三位的研究领域是 教育基本理论
、

教

育人物及思想
、

基础教育
,

这三个

方面占论文总数的
,

是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

题重点
,

表现出教育学系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特

点 既关注教育基本理论
,

也关注基础教育改革 既

关注教育的历史
,

也关注教育的理论
,

形成了理论研

究与历史研究
、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研究生

教育和教育研究取向
。

比较硕士和博士论文选题也

可以看出差异 博士论文更多关注基本理论和基础

教育
,

既反映了教育学系重视基本理论的传统优势

和关注现实问题的取向
,

也反映了我国教育学学术

发展的一般走势
。

、孺摄彝拳巍撰燕霍
一

井

二
、

分阶段的分析

以下
,

我们综合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完成数量
、

研

究领域
、

研究方法
、

选题变化等因素
,

分三个阶段分

析华东师范大教育学系的发展
,

以求透视我国研究

生教育和教育研究事业 年来的成长轨迹
。

恢复起步期 一 年

年 月
,

《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

见 》公布
,

标志着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恢复
。

年

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获得通过 年

月
,

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

办法 》
。

这两部法律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走上依法建设轨道
。

年 月
,

教育

部又颁布 《关于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

定 》
。

在此背景下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于 年

招收第一届硕士生 年招收第一届博士生
,

年有了第一届博士毕业生
。

这一时期学位论文多为硕士论文
,

博士论文数

量极少 研究内容以中外人物教育思想为重点
,

以介

绍具体流派
、

理论为主要取向
,

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

为主
,

同时也开始了新方法的学习和探索
。

以 介 绍 中外 人物 教育思想为重点
。

这一时

期
,

完成了一批重在介绍西方近现代教育人物
、

反映

当时教育发展潮流的论文
,

涉及人物有赫青黎
、

加

涅
、

布拉梅尔德
、

柯尔伯格
、

怀特海
、

班图拉
、

伊里奇
、

蒙台梭利
、

罗杰斯
、

罗素等
。

如 年第一篇硕士论

文即为 赫管黎的教育思想 》
。

此外如《布拉梅尔德

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述评 》
、

现代西方激进

主义教育改革思想 —伊里奇
“

非学校化社会
”

思想

探析 》
、

《人格教育的旗帜 —罗杰斯教育思

想初探 》 等
。

对中国教育人物的研究也注重

介绍性和发掘性
,

涉及人物有张载
、

阮元
、

叶适
、

朱之

瑜
、

韩婴
、

黄宗羲等古代
、

近代教育家
。

上述特点反映了当时我国教育的发展状况
。

粉

碎
“

四人帮
”

后
,

教育事业百废待兴
。

年
,

邓小平

提出教育的
“

三个面向
” ,

引导理论工作者放眼世

界
。

而 世纪 年代在全国兴起的
“

文化热
”

则强

化了人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和反思意识
。

反映

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方面
,

就表现出对国外人

物思想的引介和对传统的发掘
,

由此形成对中外古

今教育人物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热点
,

同时也表现了

重新起步阶段的教育科研特点
。

偏重文献研究
,

研究类似于综述 但也逐渐

开始研究方法的探索
。

如 《试论柯尔伯格课堂道德

讨论模式的特点与作用 》
、

《试论班图拉社会学说及

其教育意义 》
、

《罗素教育思想初探 》
、

《赫钦斯教育

嘴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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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述评 》等论文就是代表
。

但从 世纪 年代中

后期开始出现研究方法探索的趋 向
。

如硕士论文

《普通高中实行选科制的比较研究 》
、

《中学历史学科

学业评价的现状与改革 》 引人了比较研究的

方法
,

并开始关注基础教育实践 第一篇博士论文

《早期儒家学习范畴研究 》 尝试引进中国哲学

范畴研究的方法重新梳理传统教育思想
,

以求突破

按教育学的范畴和框架构思教育思想史的习惯做

法 硕士论文《小学生识字量表研究 》 则是运

用实证方法的尝试 《学业成绩差异的社会学分析 》
、

《课堂研究 一种社会学取向》
、

《知识的旨趣

与教育知识 》
,

将社会学研究引人课堂和教

学
,

并尝试了知识社会学研究
,

开风气之先 《试论我

国重点中学的发展 》
、

《学业不 良问题的课堂教学对

策探讨 》
,

则更明确地参与到中小学校改革中

去
。

这些研究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趋向 ①注重研究

方法的探索 ②开始更深地进人教育问题 自身
,

关注

学校
、

课堂
、

教学
、

知识诸问题
,

对进行中的中国教育

和学校改革给予了关注
。

这表明
,

在经过十年恢复
、

重建后
,

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引进和

介绍
,

而是深人到对研究方法的思考
、

探寻和移植
,

研究的关注点也进人到教育内部问题
、

教育实践问

题和本国教育问题
。

转型发展期 一 年

这一时期
,

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文件
,

对研究生

教育作了具体规划
。

年 月中共中央
、

国务院

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
,

促发了全国性
、

全

方位
、

多层面的教育改革
。

与此同时公布了《关于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 年

月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研究生

工作的若干意见 》 年 月
,

教育部长陈至立

在全国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上作 《建立充满生气和

活力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的讲话
,

要求充分认识研究

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

推进素质教育
,

突出研究生创

新精神
、

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培养
。

教育理论研究

随之形成热潮
,

并逐渐从学习
、

引进走向注重本土

化
、

原创性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研究生教育

反映了时代发展脚步
,

由此进人转型阶段
。

尸 等幼乡与研尖域球七盲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

出现了一些具有探索性

特点的学位论文
。

世纪 年代中后期
,

教育学系

一些教师开始教育学
“

元研究
”

和中国教育学科反思

的探索
,

以教育学研究 自身为研究对象表征着教育

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理性水平的提高
。

与此相呼应
,

一批具有一定深度的相关主题研究生学位论文先后

出现
。

如硕士论文《关于
“

实践教育学
”

理论研究问

题 》
、

《试论教育研究的内在特性 》
,

博

士论文 面对实践的教育理论 》 等
。

教育哲

学
、

教育伦理学
、

教育史研究向来是教育学系的学术

强项
,

在此期间也出现一些学位论文的探新之作
,

如

博士论文《教师专业伦理研究 》 是国内首篇从

伦理学角度探讨教师
“

专业
”

问题的学位论文 硕士

论文 《回归本真之境 —王阳明教育哲学的精神意

蕴 》
、

博士论文《传统教育哲学的初步转换 明末清前

期的启蒙教育哲学 》 则意味着教育史研究新

领域 —中国教育哲学史的开拓
。

研究生与教育学

系教师们一起
,

引领了研究潮流
,

也体现出始终注重

基础理论研究和在传统研究领域中出新的学术传

统
。

研究领域拓宽
,

更关注教育实践问题
,

呈现

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重的走势
。

在此时期
,

教育

学系的教育管理
、

课程与教学论
、

学前教育等专业迅

速成长起来
,

年建立了全国首个研究教师教育

问题的师范教育研究所
,

从 年代中期起更多的教

师走进中小学
。

专业建设的发展在研究生学位论文

中留下深刻烙印
,

形成学校管理
、

教育评价
、

基础教

育等几个论文选题热点
,

如硕士论文《论组织文化与

学校管理 》
、

博士论文《变革的资源 论有效的

课堂管理 》 等从不同视角
、

不同层面考察了教

育 学校 管理问题
,

甚至深人到课堂 硕士论文《英

语听力理解测验结构效度之研究 》
、

《标准参

照测验分界分数的确定及效度 》 等
,

分别从理

论和操作方面探讨了教育评价的实施
。

同时
,

应对

教育中国化
、

本土化的呼唤
,

关注中小学校教育改

革
,

也出现了一些力图沟通理论和实践
、

具有探索性

特点的论文
,

如博士论文《跨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鸿

沟 —关于教师及其行动理论的思考 》
,

在全

嗽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李拉与研宾麟月统育 尸

国较早引进国外行动研究理论探讨教师专业发展问

题
,

至世纪之交
,

教师专业发展问题成为学位论文选

题的热点 博士论文《论反思性教学 》 提出
“

反

思性教学
”

的新命题
,

对教学理论作了独到探讨
,

丰

富了对教学的理解
,

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
。

此外
,

有关中小学校课堂教学
、

课程教材
、

德

育
、

班级管理等问题的论文也逐年增加
。

研究视角

进一步下移至教育实践第一线
,

由关注理论到理论

与实践并重
,

教育学系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新趋

势
,

既表现了本系学术建设和研究生教育的转型
,

也

呼应了从 世纪 年代开始的全国范围内教育改

革和教育理论的发展
。

方法运用的意识加强
,

形成主动探索局面
。

秉承教育学系重视探索
、

勇于尝新的学风
,

研究生积

极尝试了各种研究方法
,

主要体现为 ①社会学方法

越来越多地受到青睐
,

如硕士论文《中小学生成绩性

别差异的社会学分析 》
,

博士论文《学业失败

的社会学研究 》
、

《小班秩序的社会学研究 》
、

《教师专业社会化研究 》
、

《当代西方
“

新教育

社会学
”

进展评析 》 等
,

较之前阶段
,

研究的问

题更广泛
、

更深人
,

方法运用更熟练
。

②更多地采用

定量研究方法
。

除了教育统计
、

测量
、

评价专业的论

文外
,

更多其他专业 包括教育史专业 的论文尝试

了量化研究
,

如硕士论文《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差

异的形成 》 通过对全国各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

历年人 口
、

高校和学生数的统计分析
,

论述了

年以来 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变迁及其原 因
,

堪为代

表
。

③出现了以某个学校
、

地区为对象的个案研究
。

如硕士论文 《关于湖南枚县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探

讨 》
、

《关于 民办中小学教师问题的定性研究

—民办启智学校的个案调查 》
、

博士论文 《湖南省

义务教育阶段师资队伍建设调查与研究 》 等
,

希望通过典型地区
、

典型学校的个别研究来表现中

国教育改革的进展和现状
,

以为更普遍的理论研究

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

深化创新期 一 年

年 月国家发布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战略报告 一 》征求意见稿
,

对我

、 东
一 、、

姚庵兼瘫旗

国研究生教育深人发展作了前瞻性设计
,

指出研究

生教育要从培养学术型人才转向多类型并举
,

以应

用型
、

复合型人才为主
。

同时
,

为落实素质教育
,

全

国性的中小学校课程改革经过方案设计
、

标准制定
、

教材编写
,

进人试点实施阶段
。

教育学术界也表现

出关注社会生活
、

解决实际问题和注重原创性研究

的发展态势
。

这一阶段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研

究生学位论文在教育基本理论和中小学校改革实践

两个领域继续深化
,

更注重研究的探索性和实际问

题的解决
,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理论和历史的结

合
,

完成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学位论文
,

尤其

是出现了一些优秀博士论文 而教育史专业学位论

文勇于进行方法探索也是一个亮点
。

学位论文更注重探索性
,

深化了教育基础理

论研究
。

具有代表性的是一批博士论文 《关怀生命

—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新取向 》
,

从
“

生

命教育
”

的理论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学校教育的价值

取向
,

为学校教育深人改革提出了新价值标准 而

《教育生活中的表演 》 从
“

生活
”

和
“

表演
”

的独

特视角
,

对教育本质问题作了新的理论探讨
,

具有开

创性
。

两篇论文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奖 《 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和反思 》

从教育学史角度
,

首次对 世纪上半叶中国

教育学发展作了深人研究
,

共同促成 世纪初教育

学科反思和对中国教育学科百年研究的热潮 《教育

研究重心的转移 》 通过对美国权威教育理论

刊物《哈佛教育评论 》创刊以来刊文的统计研究
,

展

现了美国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及其对世界教育理论

和实践发展的影响
。

这一研究具有象征意义
,

它表

明我国学者对待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在态度和视角

方面发生 了变化
。

上述论文更深人地研究了教育理

论问题
,

对教育学科 自身发展的反思也更深人
,

追随

和顺应了教育学科发展的时代潮流
。

研究视角进一步下移
,

更加关注教育热点问

题
,

贴近教育实践
。

如博士论文《幼儿园转制问题的

研究 》
、

《论校本课程的开发 》
、

大中城市加强

薄弱初中政策研究 》
、

《发展地市县高等学校是农村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等
,

以下三方面又更突

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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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螂褥嚼擒
出

。

①对教师教育问题的关注
。

随着中小学课程改

革的推进
,

教师教育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

呼应理论发展和改革实践的需要
,

进入 世纪后有

关教师教育问题的学位论文大量产出
,

如 年

有 篇博士论文
,

年有 篇硕士论文
,

年

则有 篇硕士论文
、

篇博士论文研究该问题
。

如博

士论文 《自我更新 —教师专业发展 的新取 向 》

论述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哎教师个人

实践理论的叙事研究 》 更是将叙事方法运用

于教师专业成长的研究
。

这些论文的研究领域涉及

教师培训和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
、

教师资格证书

制度
、

教师法规
、

教师与课程教学
、

教师 自我发展
、

教

师生存状况
、

教师专业化和社会化
、

对教师教育研究

的研究等问题
,

形成了教育学系理论和实践研究结

合的一个特色领域
。

②对学生生存状况的研究有明

显增加
。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深人
,

学生问题

与教师问题一样也越来越受关注
,

学生研究成为新

热点
。

年中
,

教育学系先后完成近 篇有关学生

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学位论文
。

如博士论文 《理解学

生 文 化 —上 海 市一 个 初 中班级 的个 案研究 》
,

以一个初中班级作为个案
,

运用质的研究方

法对学生 文 化作 了探讨 《学生 学 习生 活研究 》

则对学生的学习生活进行了全面思考 硕士

论文 《初 中生 闲暇生活现状研究 —
以对上海市

名学生的调查研究为例 》 对上海初中生

课余生活作了分析
。

这些研究涉及到学生群体和学

生文化
、

学生在学校中的地位
、

学生的学习生活
、

学

生的政治生活
、

学生的闲暇生活
、

学生的价值观
、

网

络对青少年的影响
、

学生的厌学情况等
,

反映了这一

时期社会
、

教育界对于学生生存状况的普遍关注
,

反

映出教育学系研究生更加注重深人教育生活
、

解决

实际问题的自觉意识
。

③教育史研究的现实意识更

趋强化
。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基础学科
,

教育史学科近年来表现 出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趋

势
,

也反映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
,

如博士论文《当代

中国农村教育改革发展史研究 》 旨在总结我

国农村教育改革历程及其经验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财政研究 》
、

《新中国教师教育法规研

尸 粤切彝与研劣减赚交亨

究 一 》 也是立足于现实教育问题

的历史探索之作 《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

文化路向 》 则从课程文化的视角
,

解读百年中

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深层蕴含和内在路向
。

教育史

专业研究生的上述研究
,

反映了教育史学科积极应

对现实挑战
、

拓宽研究领域
、

寻找学科新生长点的努

力
。

研究方法的探索更加多元和
“

前卫
” 。

表现

为 ①更加坚决地走进实际生活
,

走进现场
,

人种志

研究
、

田野调查等方法和手段都有尝试
。

如硕士论

文 《大学参与企业培训的分析 —一个人种学的解

读 》
、

《学校升旗仪式的人种志研究 —对一

所中学的田野调查 》
、

《中部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筹措问题研究 —
以河南省某县为例

》 等
。

上述论文都通过大量访谈
、

问卷

调查
、

实地研究等方法来获得资料和数据
,

研究生更

加注重深人实际
,

研究实际问题
。

②教育史专业学

位论文注重方法探索是一大亮点
,

多种研究方法都

有尝试者
。

如 口述史学方法
,

口述史学方法通过发

掘
“

历史的声音
”

让历史的亲历者共同参与了历史的

研究
,

博士论文 《民 国时期上海女子教 育研究
一 》 是教育史研究中运用 口述史

学方法的最早尝试 《职员阶层的兴起 —上海近代

职员阶层的生活与教育 》 有着同样追求而方

法运用更为熟练
。

这些研究拓宽了教育史研究领

域
,

丰富了研究方法
,

也在改变着教育史观和史料

观
。

又如历史语言学
、

解释学
、

知识考古学等方法
,

博士论文《知识
、

教化与欲望 —中国十一世纪的教

育话语 》 运用历史语言学
、

知识考古学方法研

究理学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

别开生面 《传承与嫁

接 中国教育基本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

则综合运用传统训话学和文字学
、

现代解释学方法
,

梳理了中国基本教育概念和话语系统的现代转换
,

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教育学的形成和未来建设问

题
。

再如叙事研究方法
,

博士论文《女大学生与中国

现代教育 一 年代 》
,

《抗战以前中

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研究 》 均采取了

叙事研究方法
,

以图摆脱以往教育史研究宏大叙事

耀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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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切立与研劣麟赚交育 尸

的案臼
,

引导人们进人历史现场
,

个性化地表现历史

细节
。

此外如计量史学方法
,

博士论文《清末民国中

学教育研究 》 通过大量数据论证了中国现代

中学教育的发生
、

建立过程及其成就与问题 《中国

古代教育周期研究 》 更进一步尝试了计量史

学方法
,

通过对历代教育人物的出现
、

教育思想和教

育制度的创新进行数据转化和处理
,

揭示 中国古代

教育的周期性变化
,

并分析其特点
,

解释其原因
。

粼窦
一

羹舜瘫渗
二

粼咦

三
、

结语

通过以上叙述和分析
,

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一些

印象

年来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研究生

学位论文走着一条不断成长的道路
。

从 年第一

篇硕士论文
、

年第一篇博士论文
,

发展到近年

每年 多篇硕士
、

博士论文 从对教育人物的单一

理论性
、

介绍性研究
,

发展到近年无论是内容还是方

法都有探索尝试的研究
,

研究生学位论文无论是数

量还是质量都有显著提高
。

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研

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

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发展
,

总体上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

研究事业发展相一致
,

但也表现出 自己的鲜明特色
,

即在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传统优势的基础上
,

积极探

寻新的专业生长点
,

作出了一些开风气之先尝试
。

如

世纪 年代的教育社会学研究
,

年代的教育

学元研究
、

教育行动研究
、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

教育

政策研究
,

世纪之交的教育学科反思
,

中国教育史研

究中的概念 范畴 史研究
、

口述史研究
、

叙事研究
、

知识考古学研究
、

计量研究等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研究生学位论文表

现了教育学系学术取向的发展变化
,

即 从偏重理论

研究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
,

从理论研究与历

史研究各自为政到史论结合
,

从长于历史研究到历

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结合
,

从注重引进国外教育到

引进与致力于本土研究并重
,

从研究内容的探索创

新到内容与研究方法的探索创新并重
,

等等
。

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研究生学位论文

可以看出
,

研究生是校院系和整个国家教育学术发

展的生力军
,

大量的新选题
、

新成果
、

新方法都是出

自他们之手
,

研究生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研究

生教育和教育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
,

也是中国教育

理论和改革事业的未来
。

从上述学位论文的分析中

可以看到中国教育事业的新生代已经成长起来
。

一 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研究

生学位论文完成数量是一个逐步增长的过程
,

尤其

是 世纪之前的研究生培养规模总体上表现出渐

进特点
,

这也是学位论文质量得到保证的重要原

因
。

然而进人 世纪以来
,

学位论文增长速度显著

加快
,

年夏季完成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数量已经

超过 篇
,

年将超过 篇
,

年将逾百

篇
。

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必将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选题
、

指导和质量保证带来挑战
,

如何应对是一个严

峻课题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研究生学位论文
,

无

论在选题
、

内容还是方法运用上
,

都还存在很多问

题
,

如 选题的随机性和适宜性问题
、

主题与方法运

用的恰适问题
、

方法运用的规范问题
、

选题与方法越

来越新而基本问题和基本规范越来越被忽视的问题

等
,

有待于引起注意并不断改进
。

责任编辑 周玉清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年学术年会召开

本刊讯 年 月 日
,

湖南省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年学术年会在长沙理工大学举行
,

湖

南省教育厅有关负责同志和学会会 员单位代表共 人参加 了会议
。

北京大学研 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王仰麟

教授到会做 了学术报告
。

中南大学等 所高校代表做 了专题发言
。

与会代表就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评

估
、

鼓励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活动
、

推进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等进行 了讨论与交流
。

宋招权
雄

嘴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