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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特殊教育专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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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代表我国特殊教育专业发展高水平的4所部属院校和有代表性的4所地方院校特殊教育专

业硕士课程计划为参照,分析目前我国特殊教育专业硕士课程设置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第一,8所样本院

校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硕士课程设置中,有7所院校的学位基础课课程设置与全国教育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关于教育硕士专业课程的指导性规定要求相吻合,有3所院校

的专业必修课中两门课程的设置与教指委的要求大致吻合,有5所院校课程设置自成体系;第二,有2所样

本院校对实践教学课程的设置与教指委要求基本一致,有5所样本院校对实践教学课程的要求自成体系;第

三,8所样本院校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硕士选修课程设置的学分,均超过教指委规定的6个。由于

特殊教育专业的特殊性,各院校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差别较大,课时分布不均,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特

殊教育专业硕士课程设置的相关标准。新标准要加强本科是特殊教育(教育学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文化学

科的课程设置建设,加强本科是非教育学类专业的教育学类、心理学类及特殊教育学类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课

程设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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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决议

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1],并于1997年开始招

生试点工作[2]。至今,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的设立已有20多年。20多年来,教育硕士的

培养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仅为教育一线

提供了大量掌握教育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实践

人才,还丰富了我国学位教育的类别,为我国

学位制度的完善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都

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硕士培养领域越来

越多、分类越来越细,教育硕士的培养工作出

现了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学术硕士和专业

硕士之间、在职研究生与非在职研究生之间、全
日制研究生与非全日制研究生之间以及不同学

科领域之间的类别培养未能完全实现,跨专业或

非师范背景的研究生培养缺乏针对性等[3]。

随着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这3个与传统教育学类本科专业关系密切的专

业硕士领域开始招生,在硕士培养上,如何既

遵守教指委指导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又体现出

自己的特色,就成为各招生单位非常重视的问

题。本文以代表我国特殊教育专业发展高水

平的4所部属院校和有代表性的4所地方院校

(以上院校依次设定为1-8号)的2017年或

2018年特殊教育专业硕士课程计划为参照,分
析目前我国特殊教育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情况。

  一、教指委关于教育硕士课程的指导

性规定

  (一)教指委对课程的具体规定要求

为了提高教育硕士培养质量、规范各地教

育硕士培养过程,教指委于2017年又重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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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课程设置的相关要求。该规定要求,教育硕

士的学业总学分不少于36个[2]。

1.学位基础课

规定要求学位基础课修满12个学分,除了

外语、政治理论,还有4门基础课,各2个学分,
分别为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研究方

法、心理发展与教育。

2.专业必修课

规定要求专业必修课修满10个学分,主要

包括3部分内容:一是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2
个学分;二是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2个学分;
三是自设3门课程,6个学分。规定表明,自设

课程由培养院校根据培养目标和学科特色自

行安排,既可开设提高学生学科素养的课程,
又可开设提升学生教学评价与实践反思能力

的课程,还可开设增强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的课程。

3.专业选修课

规定要求专业选修课修满6个学分,主要

包括3类课程:一是专业理论知识类课程;二是

教学专业技能类课程;三是教育教学管理类课

程。规定要求每类专业选修课至少设置2门课

程,每门课程1至2个学分。

4.实践教学

规定要求实践教学修满8个学分,其中:校
内实训2个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

学、课例分析等;校外实践6个学分,包括教育

见习的1个学分、教育实习的4个学分和教育

研习的1个学分。
(二)实施现状分析

教指委对教育硕士的这些规定,对本科是

学科教育(如语文教育、数学教育等)专业的学

生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而言,具有

教育学定性的规范意义。但是,对本科属于教

育学类的9个专业,尤其对本科是小学教育、学
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攻读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而言,如果再要求其修满上

述教育硕士的学分,这样的课程设置在实施过

程中应当根据实际状况进行具体分析。

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明确规定教

育学类有8个专业[4]78,各专业的基础课程就

有类 似 教 指 委 规 定 的 (专 业)学 位 基 础 课

程[4]78。2018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

员会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规定,教育学类的9个专业硕士学

位基础课包括教育学原理、教育研究方法、中
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普通心

理学、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现代教育技

术、特殊教育概论等[5],基本涵盖了攻读教育硕

士专业学位所要求的4门学位基础课,即教育

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研究方法、心理发展

与教育[3]。这对教育硕士领域一些专业(如小

学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等)的课程设置

提出了挑战。

  二、样本院校特殊教育专业硕士课程

设置分析

  (一)样本院校特殊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基

础课分析

在8所招收特殊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院

校中,有7所院校是完全按照教指委关于教育

专业硕士的要求设置学位基础课的,即均设置

了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研究方法、心
理发展与教育这4门课程;有1所院校的课程

设置遵循了自己的模式,即该校所有二级学科

统一设置课程,未在学位基础课中列出“课程

与教学论”科目。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在样本院校中,绝大多数院校均按照教指

委关于教育专业硕士课程的要求开设了学位

基础课。这样设置学位基础课,对本科专业是

非师范类的学生而言,其教育学和心理学类的

课程学习明显不足;而对本科专业是特殊教育或

是教育学类其他专业的学生而言,这些基础课程

又与本科阶段的课程有重复。
本科是非教育学类专业的专业硕士研究

生,其培养方案的制订建议着重补足教育学类

和心理学类方面的主要课程;本科是教育学类

专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其培养方案的制订,
建议调整基础课内容结构或改变基础课的课

程设置,使之适应学生知识、能力水平提高的

需求。
以笔者所在单位而言,院校研究生管理部

门要求严格按照教指委关于教育硕士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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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与要求设置课程。如果要想解决本科是

教育学类专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重复学习课

程的矛盾,就只能改变这4门学位基础课程的

内容和讲授方法。但是,这种改变是否有效,
考验着各培养单位教师的水平。

(二)样本院校特殊教育专业硕士专业必

修课分析

1.样本院校专业必修课与教指委规定一

致的情况

教指委规定的教育硕士专业必修课,包括

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和

自设课程,前两门课程属于课程与教学法的内

容,自设课程是各院校自行开设的其他特殊教

育专业课程。
从样本院校对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学科

教学设计与实施类的课程设置情况来看,只有

4号、8号院校开设了与之类似的两门课程,2
号、7号院校有1门课程是与之类似的。1号、3
号、5号和6号院校则未按教指委的要求开设。
按照教指委要求开设类似上述两门课程的院

校不足50%。

2号院校设置的专业必修课科目名称是:
“特殊教育课程与教材分析”“特殊教育教学设

计与案例分析”“特殊儿童测量与评价”“特殊

儿童问题行为干预”“特殊院校教育技能理论

与实践”。从中可以看出,有两门课程与教指

委的规定吻合。

4号院校设置的专业必修课科目名称是:
“特殊教育学校课程与教材研究”“特殊教育学

校教学设计与实施”“特殊教育学”“特殊儿童

的测量与评价”“特殊教育研究方法”。从中可

以看出,有两门课程与教指委的规定相吻合。

8号院校设置的专业必修课科目名称是:
“特殊教育学校的课程与教材研究”“特殊教育

学校教学设计与实施”“特殊儿童的测量与评

价”“融合教育理论与实践”“特殊教育发展前

沿专题”。从中可以看出,有两门课程与教指

委的规定相吻合。

7号院校设置的专业必修课科目名称是:
“特殊教育院校课程与教材改革”“特殊儿童的

测量与评估”“特殊教育学科发展前沿专题”
“特殊教育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特殊儿童早

期干预的理论与实践”。从中可以看出,只有

第4门课程与教指委的规定相吻合。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与教指委规定课程吻

合程 度 较 高 的 有 两 所 院 校,占 样 本 总 数 的

25%。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8所样本院校特殊教育专业硕士课程设置与教指委规定的吻合情况

院校代号

学位基础课(4门)

名称相
同门数

名称不
同门数

专业必修课(2门)

2门课
程类似

1门课
程类似

未按教指委
要求开设

专业选修课数量

要求6个学分**

实践教学

基本
相同

不同

1号院校 4 √ 10 √
2号院校 4 √ 10 √
3号院校 3 1 √ -*** - -
4号院校 4 (特教*)√ 8 √
5号院校 4 √ 14 √
6号院校 4 √ 4 √
7号院校 4 √ 14 √
8号院校 4 (特教*)√ 14 √
院校数合计 8 1 2 2 4 7 2 5

  注:资料来自8所院校的教育硕士教学计划,下同

*指“特殊教育的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特殊教育的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两门课程

**本列指各院校选修课的数量(门数)

***3号院校的课程设置自成体系,未按教指委的规定开设,是故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课程未统计

√表示该院校符合该列内容

  在样本院校中,有4所部属院校,这些院校

不仅是我国最早招收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生的

院校,也是最早招收特殊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包括学术硕士研究生和专业硕士研究生)的

78



院校。这些院校往往是全国招生,在特殊教育

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中,采取的是宽口径、厚
基础的模式,基本上遵循了教育部公布的《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6]和《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5]

文件所要求的开设特殊儿童的生理与病理、特
殊教育导论、盲童心理与教育、聋童心理与教

育、智障儿童心理与教育、发展障碍儿童教育、
行为矫正技术、小学语文教学法、小学数学教

学法等相关课程的规定。因此,这些院校在特

殊教育专业本科阶段是开设了有关教材、教法

课程的。
在样本院校中,有4所地方院校,其中:8

号院校是传统的招收特殊教育专业的院校,其
本科专业招生已有20多年的历史;5号院校虽

然中间中断过特殊教育本科专业招生,但也是

招收特殊教育专业较早的院校;6号、7号院校

特殊教育本科专业招生晚于其他样本院校,但
其本科的课程设置并未超出《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所规定的范

围,也开设了课程与教法的课程。这就是说,
这些地方院校本科特殊教育专业是开设了有

关教材、教法课程的。
无论是部属院校还是地方院校,在特殊教

育专业本科阶段均开设了有关教材、教法的课

程。如果攻读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在本科

阶段学习的是特殊教育专业,那么在硕士阶段

不学习有关教材、教法课程也并无不可。

2.样本院校专业必修课设置特点

从统计的7所院校的35门专业必修课看,
课程设置差别很大。35门课大致分属于16个

学科。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首先,开设特殊

儿童测量与评估类课程的院校最多,共有5所,
如果加上选修课则有7所院校开设了这门课

程。其次,开设教指委规定的特殊教育教学设

计类课程的院校居第2位,共有4所。最后,开
设特殊教育课程与教材类课程的院校较少,共
有3所,与开设特殊教育概论类课程的院校数

量一样。此外,有1所院校开设了特殊教育原

理,有两所院校开设了特殊教育概论课程,其

中1所院校还同时开设了特殊儿童心理课程,
有两所院校开设了其余12门课程。

这35门课程分布于16个科目中,样本院

校之间开设的学位必修课差异很大,无规律可

循。各所院校是按照自己的特点来开设相关

的专业必修课的。
(三)样本院校特殊教育专业硕士专业选

修课分析

根据教指委的规定,特殊教育专业硕士的

专业选修课不低于6个学分。
从样本院校开设的74门课程看,单科类开

设频率排第1位的是前沿类课程和随班就读类

课程。有5所院校开设了5门类似课程。就前

沿类课程而言,除2号、4号、8号院校开设了

“特殊教育前沿研究”科目之外,1号院校还开

设了“特殊教育国际研究前沿”科目,7号院校

开设了“特殊儿童病理学研究进展”科目;就随

班就读类课程而言,1号、4号、7号院校都开设

了“融合教育”科目,5号、8号院校则开设了“资
源教室运作”科目。

单科类开设频率排第2位的是有关特殊教

育政策与法规的课程,这也是教指委建议开设

的课程内容。有5所院校共开设了7门有关特

殊教育政策与法规的课程,而2号、6号、7号、8
号都是只开设了1门类似课程,5号院校则开

设了3门类似课程,除此之外,5号院校还开设

了特殊教育管理类的课程。
单科类开设频率排第3位的是各类特殊儿

童教育类的课程。有6所院校共开设了10门

类似课程。具体包括:1号院校开设的“感官障

碍儿童教育”和“发展障碍儿童教育”2门科目;

2号院校开设的“自闭症儿童教育”1门科目;4
号院校开设的“特殊儿童教育专题”1门科目;6
号院校开设的“自闭症儿童教育”1门科目;7
号院校开设的“自闭症儿童教育”和”学习障碍

儿童教育“2门科目;8号院校开设的“智障儿

童教育”“情障儿童教育”和“自闭症儿童教育”

3门科目。共有4所院校开设了自闭症儿童教

育类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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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8所样本院校开设的35门专业必修课科目分布情况

院校序号

课程科目名称

儿童
心理
学 

教育
康复

课程
改革
研究

学科课
程与教
材研究

课程
设计

健康
教育

特殊教
育研究
方法 

教学
法 

儿童测
量与评
估  

行为
矫正

特教
概论

特教
前言

早期
干预

融合
教育

教学
技能

学习障
碍儿童
教育 

合计
门数

1号院校 1 1 1 1 1 5

特殊
儿童
康复
学 

特殊
儿童
健康
教育

特殊
儿童
评估

特殊
儿童
行为
管理

特殊
儿童
早期
干预

2号院校 1 1 1 1 1 5

特殊
教育
课程
与教
材分
析 

特殊
教育
教学
设计
与案
例分
析 

特殊
儿童
测量
与评
价 

特殊
儿童
问题
行为
干预

特殊
院校
教育
技能
理论
与实
践 

4号院校 1 1 1 1 1 5

特殊
教育
学校
课程
与教
材研
究 

特殊
教育
学校
教学
设计
与实
施 

特殊
教育
研究
方法

特殊
儿童
的测
量与
评价

特殊
教育
学 

5号院校 1 1 1 1 1 5

特殊
教育
课程
改革
研究

个别
教育
计划
的拟
定与
实施
研究

特殊
儿童
诊断
与评
估研
究 

特教
发展
与趋
势研
究 

融合
教育
理论
与实
践研
究 

6号院校 1 1 1 2 5

儿童
发展
心理
学 

特殊
儿童
健康
教育

特殊
学校
课程
与教
学 

个别
教育
计划

特殊
教育
概论

特殊
儿童
心理
学*

7号院校 1 1 1 1 1 5

特殊
教育
院校
课程
与教
材改
革 

特殊
教育
学科
教学
设计
与实
施 

特殊
儿童
的测
量与
评估

特殊
教育
学科
发展
前沿
专题

特殊
儿童
早期
干预
的理
论与
实践

8号院校 1 1 1 1 1 5

培智
学校
的教
材研
究 

培智
学校
的教
学设
计 

特殊
教育
原理

融合
教育
理论
与实
践 

学习
障碍
儿童
教育
研究

合计 1 2 2 3 4 1 1 2 5 2 4 2 2 2 1 1 35

  注:*6号学校实际开设了两门课程,统计时归于特殊教育概论类,算作1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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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科类开设频率排第4位的是方法类课

程。有7所院校共开设了20门方法类课程。
具体包括:1号院校开设的“特殊教育教学案例

分析”和“盲文手语研究与应用”2门科目;2号

院校开设的“感统训练”1门科目;4号院校开

设的“个别教育计划”“行为矫正技术”和“现代

信息技术”3门科目;5号院校开设的“行为管

理与积极行为支持研究”“特殊儿童家庭支持

研究”“知动教育与治疗研究”“沟通教育与治

疗研究”“辅助技术相关研究”5门科目;6号院

校开设的“儿童游戏设计”1门科目;7号院校

开设的“特殊儿童认知能力干预研究”“积极行

为支持”“特殊儿童言语治疗”3门科目;8号院

校开设的“特殊儿童康复训练”“IEP的制定”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行为功能分析与行为支

持”和“运动与感统治疗技术专题”5门科目。
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8所样本院校开设的74门专业选修课科目分布情况

院校序号

课程科目

心理
健康

特殊
儿童
咨询

教法
特教
职教

康复
类

测量
评估

特教
前沿

学科
教育

课程
改革

家庭
支持

研究
方法

法规
政策

早期
干预

各类特
殊儿童
教育

融合
教育

其他

合计
门数

1号院校 1 2 1 1 1 1 2 1 10

特殊教
育教学
案例分
析  

案例
盲文手
语研究
与应用

儿童
创造
力测
量 

特殊教
育国际
研究
前沿

特殊学
校课程
改革
研究

单一
被试
研究
方法

感官障
碍发展
障碍儿
童教育

融合
教育

2号院校 1 1 1 1 1 1 1 1 2 10

感统
训练

特殊
教育
前沿
研究

特殊学
校学科
教育专
题研究

特殊
儿童
家庭
支持

特殊儿
童发展
与教育
研究
方法

特教
政策

早期
干预

自闭
症儿
童教
育 

专业英
语论文
写作学
校管理
新理念

4号院校 3 1 1 1 1 1 8

现代
信息
技术

行为
矫正
技术

特殊教
育前沿
研究

早期
干预

个别教
育计划

融合
教育

5号院校 5 1 2 1 2 1 1 1 14

行为管理
与积极行
为支持 
研究  

特殊儿
童家庭
支持研
究  

基础教
育课程
改革研
究教改
研究 

教育与
心理统
计及 
SPSS
应用

特教
法律
政策

知动教
育与治
疗研究

资源
教室
运作

学校
管理

6号院校 1 1 1 1 4

儿童
游戏
设计

特殊儿
童测量
与评估

特教
法规

自闭症
儿童
教育

7号院校 1 3 1 1 1 1 1 2 1 2 14

心理
健康
教育

特殊儿童
认知能力
干预  
积极行为
支持  
特殊儿童
言语治疗

特殊
儿童
病理
学研
究进
展 

特殊
教育
学校
校本
课程
开发

特殊
儿童
家庭
支持

实验
设计
与数
据处
理 

特教
法规

自闭
症 

学习
障碍
儿童
教育

融合
教育

学校
管理新
理念 

专业英
语论文
写作 

8号院校 1 5 1 1 1 1 3 1 14

特殊儿
童康复
训练 

IEP的
制定 

特殊儿
童测量
与评估

特殊
教育
前沿
研究

特教
政策

早期
干预

现代教
育技术
应用等

资源
教室
运作

合计 1 2 20 1 1 3 5 1 4 2 4 6 4 10 5 5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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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3可知,有4所院校开设了课程改革、
特殊教育研究方法和早期干预训练方面的课

程。有3所院校共开设了4门课程改革类课

程,具体包括:1号院校开设的“特殊学校课程

改革研究”1门科目;5号院校开设的“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研究”和“基础教育改革研究”2门

科目;7号院校开设的“特殊教育学校校本课程

开发”1门科目。有4所院校开设了4门研究

方法类课程,具体包括:1号院校开设的“单一

被试研究方法”1门科目;2号院校开设的“特
殊儿童发展与教育研究方法”1门科目;5号院

校开设的“教育与心理统计及SPSS应用”1门

科目;7号院校开设的“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1门科目。有4所院校开设了早期干预训练方

面的课程,具体包括2号、4号、5号、8号院校

各开设了1门“早期干预”科目。此外,有3所

院校开设了3门关于特殊儿童测量类的课程,
具体包括:1号院校开设的“儿童创造力测量”1
门科目;6号、8号院校开设的“特殊儿童测量

与评估”各1门科目。有两所院校,即1号和8
号院校各开设了1门“特殊儿童和特殊教育咨

询”科目。有两所院校,即2号院校和7号院校

各开设了1门“特殊儿童家庭支持”科目,以及

“专业英语”“论文写作”和“学校管理新理念”3
门科目,7号院校还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科
目,2号院校还开设了“特殊学校学科教育专题

研究”科目。
(四)样本院校特殊教育专业硕士实践教

学环节分析

根据教指委规定,实践教学分为校内实训

和校外实践两个部分。校内实训包括教学技

能训练、微格教学、课例分析等;校外实践包括

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从样本院

校教学计划看,各所院校均有实践教学环节,
但具体内容安排不尽相同。

从表3可以看出:1号院校开展了小学教

师职业技能训练、微格教学、教育见习、教育实

习和教育研习等实践活动;2号院校开展了课

例分析、教育见习(班级与课堂实务管理)和教

育实习等实践活动;4号院校开展了教育实习、
教育见习、微格教学、教育调查、课例分析、班
级与课堂实务管理等实践活动;5号院校开展

了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课例分析、教育见

习、教育研习和教育实习等实践活动;6号院校

未明确实践教学的相关内容;7号院校开展了

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实践活动;

8号院校开展了校内集中实训的教育研究实习

活动、校外集中实践的教育实习和学术活动。

三、特殊教育专业硕士课程改革的建议

(一)特殊教育专业硕士培养定位

从我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发展历史,尤
其是从我国1996年以来教育硕士培养的发展

轨迹看,教育硕士的培养定位先是培养务实性

专门人才,即一线教师,继而是培养教育家[3]。
也就是说,教育专业硕士的基本培养定位是培

养高水平的教师,即专业硕士毕业生成为优秀

的教师是专业硕士培养的必然要求。
随着教育学的学科门类越来越细,不仅出

现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类别,还
出现了以内容为划分标准的基础教育的数学

教育、语文教育等类别,更有以儿童身心状况

为划分标准的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等类别。
毫无疑问,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师培

养、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教师培养、特殊教

育和普通教育的教师培养,都既有共性又有个

性,这些个性特点在培养定位、课程设置、培养

过程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目前的特殊教

育不仅包括残障儿童的教育,也包括智力超常

儿童的教育,还包括轻微违法犯罪儿童的教

育。仅从当下教育部公布的基础教育阶段的

2288所特殊教育学校看,其类别既有盲人学

校,也有聋人学校,还有培智学校;在培智学校

中不仅有智力落后学生,还有脑瘫、孤独症和

多重障碍的学生[7]。特殊教育内部身心状况发

展程度不同的学生之间,其教育差别之大要远

远高于普通教育类的学生。所以,特殊教育专

业硕士的定位应该是培养能针对不同的特殊

教育对象开展教学的高水平一线教师。
(二)特殊教育专业硕士课程设置的特殊性

特殊教育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应该遵循

硕士培养的基本要求,但也要有自己的特点。
特殊教育专业硕士课程设置的特殊性至少要

考虑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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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科阶段课程设置情况

特殊教育专业硕士课程应以特殊教育本

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为基础。当然,由于特殊教

育本身的复杂性,目前脱胎于教育学框架下的

特殊教育,其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不一定适应特

殊教育一线教师的需要,如目前特殊教育本科

专业的课程设置就缺少对数学、语文等学科素

养的基本要求,但却成为硕士课程设置的基本

参照。例如:全国特殊教育本科专业均设有教

育学、教育学原理、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

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研究方法等相关课

程,那么,就可以不再要求特殊教育专业硕士

培养开设这些课程,或即便开设这些课程,也
要增加其难度或深度,以提高培养水平。

2.高水平教师培养要求

高水平教师主要体现在良好的态度、高水

平的学科知识和高水平的特殊教育教学能力

上。良好的态度主要是指专业理念先进与师

德高尚[8];高水平的学科知识是指特殊教育院

校对语文、数学等优秀学科教师要求拥有较高

的学科素养[9-11];高水平的特殊教育教学能力

是指教师在获得特殊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知

识后所形成的高超的教育特殊儿童的能力[12]。
按照目前我国教师培养的现状,教育硕士

阶段对高水平特殊教育教师的要求主要是对

特殊教育教学能力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主要

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拓宽学习内容、提高培

养要求,即除了要拓宽传统教育学、心理学等

学习内容,体现教师知识框架的广度,还要加

强针对不同特殊教育对象教育教学方法的新

颖性和科学性,体现教师知识框架的深度。二

是深化相关学习内容、提高培养质量,即除了

要加深普通教育学、普通心理学、特殊儿童教

育等传统类别的学习内容,还要加强特殊教育

的前沿领域研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是提

升教育哲学素养,即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和世界

观把握教育。教师如果缺乏哲学素养,那么很

难成为高水平的教师,更难成为教育家。因

此,教育哲学、特殊教育原理等相关课程应该

成为特殊教育专业硕士的必设课程。

3.不同特殊教育对象的特点

高水平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还必须考虑

不同特殊教育对象的特点。教育硕士培养单

位要根据自己教师团队的优势,开设针对不同

特殊教育对象的高水平教育类课程。针对不

同特殊教育对象,其教育手段差别极大,一个

硕士点的团队教师很难对所有不同特殊教育

对象的教育以及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极深的

研究,因此,各培养单位要重点发展不同特殊

教育对象某个方面的教育,并在课程设置中体

现出来,这是在高水平特殊教育教师培养中需

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三)特殊教育专业硕士培养建议

特殊教育专业硕士培养有其复杂性,主要

体现在特殊教育对象复杂、特殊教育教学方法

多样、特殊教育专业硕士培养特色不同等方

面。基于样本院校的培养情况,笔者建议国家

有关部门出台更具针对性的特殊教育硕士培

养指导方案,或者针对特殊教育本科专业的课

程设置方案,并适当提高特殊教育专业硕士学

位基础课和学位必修课的要求,以满足培养高

水平特殊教育专业硕士的现实需要。具体而

言:如果本科阶段学习的是特殊教育专业,那
么专业硕士阶段应重点加强语文、数学等文化

学科的学习,同时加强特殊教育的理论学习和

实践能力提升;如果本科阶段学习的是学科教

育专业,如语文教育、数学教育等,那么专业硕

士阶段的课程设置应倾向有关教育学、心理学

等学科的内容,同时提升特殊教育理论素养和

实践素养。
目前我国特殊教育专业脱胎于传统教育

学专业,具有明显的教育学专业特点[13],其培

养重心不在于学科教育,而在于对教育学和心

理学等相关内容的学习,因此,特殊教育院校

的数学、语文等学科教师对学生开展的学科训

练明显不足。未来理想的特殊教育教师培养

模式是:本科阶段主要是学科知识的学习和学

科教学能力的训练,硕士阶段则主要是教育

学、心理学等特殊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特殊教育

实践素养的提升。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高水

平的适应现实需要的特殊教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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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ProgramandCurriculumofMasterofSpecialEducationinChina

LIUQuanli
(CollegeofSpecialEducation,BeijingUnionUniversity,Beijing100075,China)

Abstract:Basedonthecurriculumplansoffouraffiliatedcollegesandfourrepresentativelocalcolleges
whichrepresentthehighlevelofspecialeducationinChina,thispaperanalyzesthecurrentsituation
ofthecurriculumsettingofspecialeducationinChina.Itcanbeseenthat:First,thecurriculum
settingofbasicdegreecoursesofsevencollegesanduniversitiesareinlinewiththeguiding
requirementsfor masterofeducationofNationalSteering CommitteeofEducation Degreein
Education(hereinafterreferredtoasSteeringEducationCommittee),andtwooftherequired
professionalcoursesofthreeinstitutionsareroughlythesameastherequirementsoftheSteering
EducationCommitteewhilefiveinstitutionshavetheirowncurriculum;Secondly,therequirements
forpracticalteachingoftwoinstitutionsareroughlythesameastherequirementsoftheSteering
EducationCommitteewhilefiveinstitutionshavetheirownsystemsofrequirementsforpractical
teaching;Thirdly,theelectivecoursesofmastersdegreeinspecialeducationinthespecialeducation
collegesoftheseeightuniversitiesallexceedthe6creditsstipulatedbytheSteeringEducation
Committee.Duetothestrongparticularityofspecialeducation,compulsorycoursesandelective
coursesvarygreatlyamongcollegesanduniversities,andtheunevendistributionofclasshours,itis
suggestedthattheSteeringEducationCommitteeestablishrelevantstandardsformastersdegreesin
specialeducation.Thenewstandardshouldstrengthenthecurriculumsettingofculturalsubjectsin
specialeducation(pedagogy)majors,andstrengthenthecurriculumsettingofpedagogy,psychology,
andspecialpedagogyinnon-pedagogymajors.
Keywords:specialeducation;professionalmaster;masterofeducation;masterprogram;curriculumde-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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