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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培养具有鲜明特色:培养目标突出跨学科素养,致力于教育硕士掌握跨

学科知识、形成批判性反思能力和成为教育变革的领导者;课程设置以实现跨学科培养为主线,通过跨学科

课程、选修课程、选修性质的集中课程实现教育硕士的跨学科培养;教学方式聚焦提升跨学科素养,主题式教

学和问题式教学贯穿教育硕士培养全过程。以此为鉴,我国综合大学教育硕士培养可以从培养目标、课程设

置和教学方式上着力,进一步优化教育硕士培养路径,提升教育硕士培养质量。具体而言,综合大学的教育

硕士培养应:(1)树立“整合”教育理念,聚焦教育硕士跨学科培养目标;(2)完善课程设置,构建教育硕士跨学

科培养课程体系;(3)创新教学设计,倡导主题式教学和问题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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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许多现代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都得益于

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跨学科研究与教育

已经 成 为 世 界 范 围 内 的 改 革 和 发 展 趋 势。

2010年7月,我国教育部在《国家中长期发展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

提出基础教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和教学”

综合发展的任务要求[1]。2022年4月,教育部

在其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

中,提出要“基于核心素养发展要求,遴选重要

观念、主题内容和基础知识,设计课程内容,增

强内容与育人目标的联系,优化组织形式。设

立跨学科主题学习,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

动课程综合化实施,强化实践性要求”[2],紧紧

围绕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加强跨学科内容的教

学,增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学科素养与

跨学科素养互为补充构成支撑学生发展的整

体素养框架,并且当前核心素养也被认为是超

越学科界限、能应用于问题解决的通用能力[3]。

跨学科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培养教师

的跨学科能力已成为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刻不

容缓的议题。

当下,广大中小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广泛开展了跨学科教学实践,但成效参差不

齐,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主题拼盘现象

突出、教学目标游离不定、“跨越”流于浅表学

习、华而不实虚假“跨越”、中小学教师缺乏跨

学科教育的知识和经验等[4]。因此,如何有效

培养具有跨学科教学能力的高质量教师,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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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课题。2022年,教育部等

八部门联合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

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实施高质量教师人才培育

计划,扩大教育硕士培养规模[5]。作为我国教

师教育重要主体的综合大学,培养教育硕士已

经成为其开展教师教育的重点。

综上,开展综合大学教育硕士跨学科能力

培养是我国教师教育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也是

提高我国基础教育教师质量的关键。目前,我

国对教育硕士的培养仍停留在以单学科课程

为逻辑前提的发展阶段,如何让培养目标、课

程设置、教学方式更好地服务于教育硕士的跨

学科能力培养,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美国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已经成为美国

教师教育的主体。有数据显示,美国94.4%的

教师都出自综合性大学[6]。美国一直拥有学科

互涉研究之“黄金国度”的美誉,其跨学科教育

与研究走在世界前列,率先完成了跨学科教育

硕士培养的体系化建设,高质量教师人才的培

养成效也赢得广泛赞誉。在教师教育大学化

的国际趋势下,综合大学已成为美国教师培养

的主角,一流综合大学更是代表了美国教育硕

士培养方向。基于此,本研究以2023年“教育

与培训”学科位居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的5
所美国一流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为例,从培养目标、课程设

置、教学方式维度剖析美国一流大学在教育硕士

跨学科培养方面的先进经验,以期为我国高水平

综合大学的教育硕士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培养目标:
突出跨学科素养

  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强调

跨学科素养,致力于以教育硕士掌握跨学科知

识为基点,以培养教育硕士的批判性反思能力

为核心,最终目标是使教育硕士成为教育变革

领导者。

(一)掌握跨学科知识

美国一流大学培养教育硕士的基础性目

标是使其掌握跨学科知识。美国著名学者罗

伯特·斯滕伯格(RobertJ.Sternberg)认为,综

合大学注重多学科知识的组织与联合,通过学

习促使学生形成多学科知识,使其能够认识与

处理广泛的复杂问题[7]。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和环境问题需要跨学科知识,单靠某一门学科

知识无法正确和有效地认识与解决问题,需要

其他学科知识的助力[8]。因此,教育硕士要克

服单一学科线性思维惯习,将不同学科知识体

系融会贯通,形成跨学科知识体系。斯坦福大

学教师教育计划秉持多领域学科知识与多学

科知识领域的整合是达成有效教学的基础这

一理念,致力于为教育硕士提供具有深度的多

学科知识以及教学观[9]。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

士的跨学科培养强调兼具深度与广度的跨学

科知识,辨别多学科的优势与劣势,善于将各

学科知识整合起来,使教育硕士能获得对问题

解决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如哥伦比亚大学

的教育硕士培养目标凸显了多学科性质,强调

教育硕士应获得对教育理论、历史和哲学的广

泛而深刻的理解以及对社会正义的坚定承诺。

具体以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课程为例。该校要

求教育硕士在完成数学和数学教育课程之外,

还要学习教育史、人类发展、包容性教育、英语

语言习得和多元文化课程[10],通过掌握不同学

科领域的知识,超越单一学科理论和思维,突

破多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多学科之间建立联

结,进而对多学科知识进行整合和内化,形成

跨学科知识体系。数学教育硕士通过学习历

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内容可以增加跨学

科知识储备,更好地整合多学科知识,应对复

杂的教育情境。如其中的科学教育计划。该

计划强调科学教育工作者应接受全面的学科

内容教育,为教育硕士提供科学教育理论、科

学学科(包括其历史、哲学和认识论)和专业教

育,近年来还将神经认知、多元文化和创新学

习理论方面的知识融入教学之中,从而进一步

拓宽了学习内容的学科领域和范围[10]。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育硕士培养也强调将教

育领域的知识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相结合,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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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深度的跨学科专业知识。该校认为,“知

识是 在 多 学 科 中 产 生 的”这 一 理 念 极 为 重

要[11],基于此,其培养教育硕士注重让学生在

广泛的学科领域知识学习中获得具有深度的

跨学科知识。

美国一流大学对教育硕士的培养不仅注

重本学科内的知识,同时也注重不同学科知识

之间的渗透,最终目标是使教育硕士掌握能覆

盖多个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知识,期待教育硕士

能够在不同情境下通过筛选、整合和创新跨学

科知识解决复杂教育问题,强调跨学科知识是

发展教育硕士跨学科能力的基础。

(二)培养批判性反思能力

批判性反思能力是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

士培养的又一重要目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在其“学习框架2030”中指出,未来

的学生需要广泛的专业知识,但还需要跨学科

思维和“联结”的能力[12]。美国一流大学对教

育硕士的跨学科培养以解决复杂的教育问题

为出发点,通过跨学科培养使教育硕士形成批

判性反思能力,进而能够进行知识的筛选、整

合和创新,激发质疑、批判、反思、调整等行为,

同时通过筛选符合问题情境的多学科知识建

构多种问题解决策略。美国一流大学为教育

硕士提供了自我批判与反思的环境,在培养的

各个环节都注重发展教育硕士的批判性思维

和反思能力,强调教育硕士作为实践者的主动

性、能动性和自觉性,重视知识、能力、信念的

动态平衡,要求教育硕士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

不断进行行动前的反思、行动中的反思和行动

后的反思,成为知识重构与经验提升的“反思

者”。如斯坦福大学的教师教育计划以主题研

究为基础,致力于使教育硕士获得探究与反思

能力、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获得较

高的学术成就[13]。批判性反思思维是指通过

一定的标准评价思维进而改善思维,是一种合

理的、反思性的思维,它既是思维技能也是思

维倾向。批判性反思能力的培养需要在不同

的领域进行大量的学习,因此必须打破培养批

判性思维的边界,通过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的学

习和实践实现批判性反思思维的运用。

美国一流大学培养教育硕士强调将真实

世界中的复杂议题和任务作为养成批判性反

思能力的载体,使教育硕士能够在真实问题的

解决过程中综合运用批判性反思思维的相关

策略和方法,从而促进其批判性反思能力的跨

情境迁移与运用。哥伦比亚大学在教育硕士

整个培养过程中贯穿批判性反思能力的养成,

希望教育硕士能够通过不断批判与反思正确

评估自身对学生、家庭和社区的影响[14]。批判

性反思能力是哥伦比亚大学培养职前教师的

核心,要求教育硕士通过学习获得以下能力与

素养:探究与反思;自我批评与反思;解决课

堂、学校和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课程规划、实

施与评估反思;专业成长的规划实施与评估反

思;整合各种研究与探究方法并将其运用于教

学实践。其中每一项能力与素养都指向教育

硕士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不断地批判反

思自身的学习和教育实践,强调在培养过程中

获得批判性反思能力。

(三)成为教育变革领导者

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培养的目标定位

是培养教育变革的领导者。教师作为领导者

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课堂和班级,而且更多地

体现于引领全校、学校社群以及教育行业发展

的专业能力,因此美国一流大学所倡导的教育

变革领导者是指能够影响并推动学校和社会

整体发展的领导型教师[15]。教育变革领导者

在教育时空环境扮演着多重角色:组织管理

者、教学领导者、人际关系促进者、冲突协调

者、变革代理人,角色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必须

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和能力以确保顺利完成具

有综合性、多样性特征的任务。教育变革领导

者的知识广度与深度决定其领导水平和教育

视野,也决定学校变革的方向和高度。因此,

教育领导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多种能力,除

本专业知识外,还应具备法律、种族文化、哲

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领导学以及问题

解决等多方面的知识与能力[16]。跨学科培养

能够让教育硕士有效地获得多学科知识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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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由此成为美国一流大学实现教育硕士培养

目标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样本学校的教育硕

士培养项目中多次出现“领导者”这一词语。

5所学校在其教育硕士招生目录中均提出教育

硕士培养各类项目的总体目标是使教育硕士

获得能够成为本专业领域领导者的一系列经

验。如斯坦福大学在教育硕士培养项目中明

确表示,“提高知识和技能,使教育硕士成为积

极推进课堂变革的领导者”。其中,“课程研究

与教师教育”项目旨在让教育硕士能够在各种

教育情境下成为教育变革领导者,强调提高教

育硕士在教学、学习、课程、教师教育和学校改

革等方面的理论修养与实践能力;“教师教育

计划”则明确表示是为培养教师领导者而准

备,致力于培养专家型教师在课堂内外的领导

能力[17]。哈佛大学的教育硕士培养项目则是

专门为有抱负的教育工作者、领导者和创新者

而设计的,旨在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提供教育

变革所需的技能,促使其挖掘领导潜力、养成

教育变革能力,并为有意义的学习和发展创造

条件,积极推动教育变革。简而言之,该校的

教育硕士培养项目旨在培养教育领域所需的

领导者———致力于社会正义、为学生创造更好

的发展结果、能够促进教育变革[18]。
教育变革领导者是美国一流大学在教育

硕士培养中非常强调的重要教师角色之一。

具体而言,要求教育硕士必须具备以下素质和

能力:推动课堂变革和教育发展的知识与能

力;创设公平的学校环境和课堂教学实践的能

力;课堂内外的领导力;成功开发和设计课程

的能力;通过教育教学实践影响整个学校、社
会乃至改变世界的志向与能力。概而言之,样
本学校所强调的教育变革领导者需要有广阔

的教育视野、变革社会的高远志向与强大能

力、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及领导力等,而要

实现以上教育硕士培养目标需要跨学科培养

这一重要途径。

  三、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培养课程

设置:以实现跨学科培养为主线

  美国一流大学基于系统理论对相关学科

进行整合,形成一个更优的科学的课程体系,

通过灵活设置跨学科课程,培养具有跨学科知

识、能力和思维的教育硕士。

(一)通过跨学科课程实现教育硕士的跨

学科培养

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的跨学科课程(综

合性课程)本质上是课程整合的结果。课程整

合是跨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础,跨学科学习必

然通过课程整合来实现,跨学科课程整合有利

于培养学科知识丰富、适应能力强、素质全面

发展的复合型创新人才[19]。关于课程整合,黄

甫全教授指出:“课程整合是使分化了的学校

教学系统的各要素及其各成分形成有机联系,

成为整体的过程。”[20]美国学者詹姆斯·比勒

(JamesBeane)认为:“课程整合是一种课程设

计模式,目的在于增加个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

可能性,通过围绕教育者和学生共同认为的有

价值的问题和事件组织、设计课程,而不考虑

学科的界限。”[21]因此,通过课程整合而形成的

跨学科课程,其本质是在学科之间建立联系、

实现跨越,最终让知识综合成“统一体”[22]。美

国一流大学的教育硕士培养课程注重综合性。

样本学校的教育硕士课程均善于将多个学科

的知识、问题或者源于真实世界的情境进行整

合,使学生掌握多学科知识与能力。如哈佛大

学的教育硕士培养建立在学习“全面知识”的

基础之上,通过以下4门跨学科课程促进教育

硕士对复杂教育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使其形成

广阔的多领域知识视野:(1)“人们如何学习

(HowPeopleLearn)”课程以真实教育实践问

题为基础,结合发展心理学、学习科学、生物

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方法,使教

育硕士获得对跨学科知识灵活而实用的理解;

(2)“引领变革(LeadingChange)”课程结合教

育学、组织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旨在让

教育硕士了解教育系统工作原理以及如何推

动教育变革;(3)“证据(Evidence)”课程通过团

队成员在课堂讨论中的观点碰撞,发展教育硕

士的批判性反思能力,使其理解为教育决策提

供信息的证据类型,并能对证据进行正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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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4)“公平和机会(EquityandOpportuni-

ty)”课程关注教育中的身份、权力、正义、不平

等或公平等,具体探究以下维度问题:种族和

民族,性别和性取向,阶级,语言,公平、权利和

压迫制度,身份认同和转型,社会化循环等,涉

及多个学科领域,旨在使教育硕士在获得跨学

科知识的同时不断批判性反思自身的跨文化

教育行动,进而发展批判性反思能力[23]。

美国一流大学在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注

重通过学科整合的方式改造课程,实现有效的

“学科整合”,确立课程整合的本体意义,使课

程实践者和研究者均认识到课程整合不仅要

关注“如何整合”这条“明线”,更要把握背后改

革与发展理念这条“暗线”。基于此,其课程以

整体、系统的方式进行整合,不仅关注课程内

容的优化整合,而且关注为何统整、谁来统整、

统整什么等价值问题,而非仅仅考虑如何统整

的技术性问题[24]。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的教育硕士培养以“集群”的形式整合和组织

课程,包括: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批判性研究;

学习科学与人类发展;政策、政治和领导力;社

会研究方法等。具体以“种族、阶级和性别的

批判性研究”为例,旨在通过跨学科分析使教

育硕士了解学校教育的功能、局限性和可能

性,获得以下领域的跨学科知识:批判性社会

和文化理论;全球化与移民;城市教育中的种

族和社会不平等;教育环境中的统治和抵抗;

教育背景下的社会身份;语言、读写和数字媒

体[25]。由此可见,美国一流大学的教育硕士培

养在着眼于掌握跨学科知识和能力的同时,也

重视学科课程整合背后所隐含的多元文化融

合的问题。

(二)通过选修课程实现教育硕士的跨学

科培养

关于跨学科课程的含义:狭义上指相对于

传统的学科课程而言,在性质上属于跨学科课

程;广义上指通过课程的跨学科组合,即修习

多个学科特别是主修专业之外的课程,使学生

所修课程整体结构呈现跨学科的特点[26]。跨

学科课程(综合性课程)为第一种,而选修课程

则属于第二种。丰富的选修课程和体系化的

必修课程是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跨学科培

养的重要基础。前者能够实现在多学科领域

间建立联系,弥补单一孤立的学科必修课程在

广度和深度上的不足,增加教育硕士学习的广

度和深度。统筹建设跨学科培养课程,突破学

科孤岛,这种有凝聚力、目标清晰的课程安排

既能让学生在某个特定领域深入钻研,还能为

学生提供灵活学习其他学科知识、了解其他学

科观点的机会[27]。美国一流大学的教育硕士

培养课程体系中,选修课程是为教育硕士提供

跨学科课程的重要依托形式之一。教育硕士

在修习必修课程的基础上,必须修习一定数量

的选修课程,包括院系内部、其他院系开设的

课程,以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以斯坦福大学的“课程研究与教师教育”

项目为例。该项目围绕特定主题或领域(如英

语、数学、科学、历史)发展专业,教育硕士可以

选修教育研究生院或全校任一学院的课程,以

实现其跨学科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教育硕士

必须完成本学院为满足学习的广度要求而设

置的选修课程,即必须在“行为与社会科学”

“规范性研究”两个模块中选修其一。“行为与

社会科学”模块涉及人类学、经济学、教育政治

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学科,开设的课程有:组织

分析;全球经济中的教育经济学;全球教育政

策和组织;社交、情感和人格发展;文化心理

学;儿童和青少年的认知发展。“规范性研究”

模块涉及哲学、美学和教育史学科,开设的课

程有:教育哲学导论;城市教育;美国高等教育

史;全球社会变革、可持续发展和教育。两个

模块的课程涉及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

学、美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17]。斯坦福大

学希望拓展教育硕士学习的广度,使其掌握跨

学科知识与能力,为其未来合理高效地解决教

育教学中的复杂问题提供帮助。开设多学科

领域的选修课程充分体现了美国教育硕士课

程修读的开放性、灵活性和自由度,最终目的

是通过选修课程培养教育硕士的跨学科知识

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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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选修性质的集中课程体系实现

教育硕士的跨学科培养

美国一流大学实现教育硕士的跨学科培

养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可选修的集中课程体

系(optionalconcentration),它与教育硕士的专

业学位计划课程之间并非衔接式的线性关系,

而是呈复杂的网状协力关系。其设置源于多

个学科或专业领域,强调的是多个知识领域和

应用领域。教育硕士在修习专业学位课程的

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职业需要选择关

注某个方向或领域,与专业学位课程相结合,

促进不同专业领域知识的交叉融合。

如哈佛大学的教育硕士培养课程体系由

基础课程、专业课程、选修课程和可供选择的

选修性质的集中课程组成。其中选修性质的

集中课程是一个能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计划

相结合的专业课程领域,教育硕士可选择其中

之一与专业学位计划课程结合,通过个性化的

学习途径加深对特定教育背景或领域的了解。

哈佛大学的教育硕士培养注重课程的融通性,

其课程体系以网络方式构成,而非树状阶层分

支或简单衔接的直线式,强调知识领域或专业

领域。教育硕士可以选择一个分支(concentra-

tion)———与专业学位课程相结合的专业领域,

深入修习符合自身实际需要的个性化知识。

可选的分支(专业领域)包括:艺术与学习;幼

儿教育;高等教育;国际比较教育;教育中的身

份、权利和正义;识字和语言等。例如“教育领

导、组织与创业”计划,其旨在培养教育领导

者,未来有志于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的教育硕士

可以选择“高等教育”这一选修性质的集中课

程,定制如图1所示的课程学习路径。具体来

说,教育硕士首先需要学习关于“教育领导、组

织和创业”的通识性知识,然后再深入学习“高

等教育”这一集中课程的专门性知识,从而获

得未来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的知识体系。通过

两个不同范围专业领域的组合学习,教育硕士

可以获得聚焦其具体职业规划的跨学科知识

体系,并且通过这些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

能够有效解决未来职业发展中面临的复杂教

育问题,最终成为教育变革的领导者[28]。

图1 哈佛大学可选修的集中课程“高等教育”的课程学习路径示例

资料来源:Stanford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APersonalizedApproachofMaster'sDegreeProgram(https://www.gse.harvard.

edu/masters/personalized)。

  四、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培养教学

方式:聚焦提升跨学科素养

  灵活多元的教学方式是实现教育硕士跨

学科培养的有效途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副院长董艳教授认为,跨学科学习强调

个人能够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领域的知

识、信息、理论、方法等探究具有真实意义的、

具有难度和挑战的、与学科知识运用相关的问

题,并能够整合相应的观点和思维,提出可行

的解 决 方 案,以 促 进 学 生 对 知 识 的 深 度 理

解[29]。由此可见,跨学科学习旨在使学生对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体系

产生理解,并对其进行整合建构,进而促进跨

学科理解,而非知识和观点的简单积累。帕特

里夏·L.罗伯茨(PatriciaL.Roberts)和理查

德·D.凯洛(RichardD.Kellough)在《跨学科

主题单元教学指南》中明确指出,跨学科教学

能够帮助学生学会如何思考和关联。这里的

“关联”不仅指学科之间的关联,也指与现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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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关联,强调教育硕士跨学科培养的教学方

式应该是目的明确的、基于多学科的、整体化

的,其中整合是跨学科教学的核心[30]。

(一)主题式教学

关于跨学科学习的内涵,不同学者已形成

一定共识:学习内容强调“围绕一个主题”;学

习过程需要“运用多门学科知识,加以关联和

联合”;学习结果致力于“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

能力,促进跨学科理解”。综合而言,跨学科学

习较多采用主题学习的方式,运用多门学科知

识解决复杂问题,增进跨学科理解[3]。主题式

教学是实现教育硕士跨学科培养的重要方式。

该教学方式围绕教学主题展开,在系统论、学

习理论与教学论的指导下,以教学主题为枢

纽,在系统内诸要素之间彼此联系、相互作用

和协调运行中,驱动师生“双适应双发展”,达

成教学主体心理结构的完善与自我实现的整

体性设计[31]。主题式教学在课程设计上突破

学科界限,把与主题相关的学科或领域的知识

经验与方法整合起来,为教育硕士发展跨学科

素养与能力提供可能。

主题式教学是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跨

学科培养的特色之一。教师围绕主题对课程

内容进行多维整合,不仅有利于学生从不同的

视角看待事物,而且能够发展其鉴别、比较、联

系、综合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实现教育硕

士的跨学科培养。以斯坦福大学“中学教师教

育计划”中的中学教学研讨课为例。该教学研

讨课的主题包括:学校中的种族、交叉性和身

份认同;领导、建设和维持班级共同体;学习和

公平评估;多元化加州学校的交叉性[32]。这些

主题均属于综合性的教育教学问题,需要运用

多个学科或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具有鲜明的跨

学科性。在课程开始之前,教育硕士需要学习

预先布置的有关研讨主题的阅读材料,对该主

题形成基本的认知。课程根据教育硕士的经

验背景进行组织,以与主题相关的重要文献、

视频等材料为基础。研讨会上,教育硕士通过

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活动,可以了解不同学科

背景的同学对同一主题的不同视角和见解,在

教师的引导下形成跨学科视野与思维方式,掌

握跨学科知识。

项目式研究学习是主题式教学的另一种

形式,它以具体的研究项目为载体,已广泛应

用于美国一流大学的教育硕士培养。单一的

教育基本知识与教学技能的学习有其局限性,

会产生“门槛效应”。教师专业发展能力与水

平的提高有赖于自身概念水平的提升,包括反

省、思考、讨论以及相关的研究活动,基于此,

美国一流大学认为研究能力是教育硕士必不

可少的能力和素质。“做中学”是项目式研究

学习的理论基础之一。项目式研究学习是一

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在一定

的时间内,通过个人或小组协作、调查研究等

方法,解决一个学科领域或教育情境中的议

题,并展示报告、提案、视频等项目成果。美国

一流大学教育硕士培养注重研究方法的学习,

这是开展项目式研究学习的基础。如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育硕士培养强调教育硕士

的高学术发展,学校所有的教师教育计划均设

有项目式研究学习这一环节。以数学(六至十

二年级)教育硕士培养为例。该项目在培养的

第二年即要求教育硕士在合作学区进行实习

教学,并完成一个基于调查的研究项目,项目

完成后才可获得硕士学位[33]。研究项目的主

题来自于教育硕士实习过程中所遇到的较为

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教育硕士

整合所习得的有关研究方法的知识、教育教学

知识、多学科或多领域知识,在教师和同学的

帮助下对项目进程进行多维度反思,从而促进

其获得跨学科知识、培养探究精神、提高批判

性反思能力及学术能力。

(二)问题式教学

问题式教学促使教育硕士的培养从“学科

本位”的教学方式向“问题解决”的教学方式转

变。真实的问题情境具有现实性、复杂性和开

放性等特点。现实情境中的真实问题往往是

复杂的、跨学科的、结构不良的,不仅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保持中高水平的学习动

机,还能使跨界学习、迁移运用、高阶思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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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践等成为必要并得以实现[3]。与传统的

“先学后做”获取知识的方式相比,问题式教学

这种“学用合一”的问题解决方式以核心问题

统领整个学习过程,使教育硕士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促进知识的迁移,使多学科知识、思维

与现实中的复杂问题产生有机联系,有助于教

育硕士重构和内化知识,发展问题解决能力,

实现学习的整体性、一贯性和跨学科性。

美国一流大学的教育硕士培养善于采用

问题式教学方式。“跨学科”这一特点决定了

在教育硕士的培养中只能采取在性质上与其

契合的,涉及多学科知识、具有不确定性的基

于问题教学的方式[34]。解决问题是学生利用

多领域知识进行认知重构的高阶思维的过程,

“教师着力开展提高学生高阶思维和元认知能

力的活动,以促使学生超越单一学科的局限,

从跨学科的视角创造性地思考并解决复杂问

题”[35]。问题式教学能够突破单一学科知识的

局限,实现教育硕士的跨学科培养。以斯坦福

大学中学教师教育计划中的“领导、建设和维

持班级共同体”研讨会课程为例(具体课程议

题见表1所示)。该课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

问题组织教学。首先,以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

题为切入点,创设问题情境,营造跨学科培养

氛围。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会描述一个问

题情境,提出课程基本问题:“我如何才能最好

地领导、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和公平的课堂社

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组织管理学、社会学、

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教育硕士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跨学科思维培养与运

用的过程。其次,设计“递进式”问题链条。在

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会将基本问题细分为由

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子问题,每一节课给定教

育硕士需要解决的子问题,通过层层追问引导

教育硕士运用多学科知识和跨学科思维解决

这些问题。最后,论证探讨问题,在探讨中使

教育硕士建构、内化跨学科知识和能力。问题

式教学能促进教育硕士掌握多学科知识,培养

其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有助于真正实现

学科、知识的整合,通过“问题解决的实践”还

能强化培养过程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培养未

来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不断批判反

思、综合解决教育教学复杂问题的能力,成为

课堂变革的领导者。
表1 斯坦福大学2022年秋季学期“领导、建设和维持班级共同体”研讨会课程议题

课程 基本议题

1 自己定义班级领导力:什么是班级领导力;我想成为我班集体的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

2
我如何去建立和维持一个学习者共同体;关系是班级领导力的基础,重新思考如何实施“惩戒”方法有
利于重建班级公正环境

3 主题待定;邀请与议题相关的知名嘉宾参与课堂讨论

4 我该怎么建立和维持一个学习者共同体;在建立学习者共同体的过程中社会情感类课程的重要性

5
在课堂教学中我将采用哪些程序和惯例以及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期许;我将采用哪些实用策略来维持有
效的学习共同体

6 什么可以激励和吸引我的学生

7 我如何知道我已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公平的学习环境

8 我如何有效地与学生的家庭、护理者和社区合作

9
课堂领导力———自学和向他人学习(视频、同行评议);家庭作业的迷思;全体会议;回顾课程 “我如何才
能最好地领导、建设和维持一个高效且公平的班集体”

10 最后一节课程:同行评议最终形成的计划

  资料来源:Stanford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Seminar-Leading,Building&SustainingClassroomCommunities(https://ed.

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step/page/educ246b_2022.pdf)。

  五、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跨学科培

养的启示与借鉴

  本研究所选取的5所美国一流大学均为综

合大学,其教育硕士的跨学科培养成效卓著,

可以代表美国综合大学教育硕士的培养方向,

也为我国综合大学培养教育硕士提供了诸多

有益借鉴。我国综合大学具有跨学科培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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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基础,但由于相关经验缺乏,在教育硕士

跨学科培养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

增强学科资源整合能力,发挥综合大学的多学

科优势,促进教育硕士的跨学科培养。

(一)树立“整合”教育理念,聚焦教育硕士

跨学科培养目标

本研究中美国5所一流大学的教育硕士培

养反映了大学主动适应基础教育发展需求设

置培养目标的取向。样本学校结合自身办学

优势和区域基础教育状况优化教育硕士培养

目标,并在致力于让教育硕士获得基本的跨学

科知识与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将教育硕士培养

成为关注教育系统、关心社会等有社会责任感

的教育变革领导者。我国综合大学的教育硕

士培养起步较晚,缺乏相关经验,存在照搬师

范院校培养方案的情形,也缺乏“因地制宜”

“因校制宜”的目标设定,培养目标多指向“培

养高素质的基础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专任教师和管理人员”,此类表述较为笼统,

未能凸显综合大学的独特优势。目前,我国正

在积极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其中至关重要的一

环就是提升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质量,综合大

学作为其中重要主体,借鉴学习美国一流大学

的教育硕士培养经验,对促进我国基础教育质

量进一步提升大有裨益。

一是在宏观层面的发展理念上明确跨学

科培养目标。首先,学校和学院层面要树立跨

学科发展理念,并在政策文件中加以体现,以

此统领并指导相关的跨学科培养活动,为教育

硕士跨学科培养营造有利的环境和氛围。其

次,根据学校特色和地方需求适度扩大学院发

展规模,使教育学院涵盖更多的学科领域。除

此,还可在制度层面搭建与其他学院的沟通与

合作桥梁,加强学科间的合作与联系,形成长

期合作互助的良好伙伴关系。最后,教育学院

合理规划自身发展,从整体发展的角度提倡和

落实跨学科发展的相关理念与举措,使教育硕

士跨学科培养能够自然而然地发生,而非生硬

为之。二是在微观层面制定教育硕士跨学科

培养目标。新时代,对教育硕士的培养应突破

传统思维,聚焦跨学科培养目标,致力于增进

教育硕士的跨学科知识、培养教育硕士的批判

性反思能力,使其成为教育变革的领导者。要

在教育硕士培养方案中明确提出培养具备跨

学科知识与能力的教育变革领导者,使跨学科

培养成为教育硕士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

(二)完善课程设置,构建教育硕士跨学科

培养课程体系

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跨学科培养的课

程设置遵循“高度整合、博专兼备和问题导向”

的原则,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融合性,选修课

设置注重广博性。借鉴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

士培养经验,我国需要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

建构一个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教育硕士跨

学科培养课程体系。

1.设置交叉性跨学科课程

跨学科培养的目的在于“在各分隔的学科

之间共同交叠的范围内开发新的领域”[36]。目

前,我国的教育硕士培养中已设置部分跨学科

课程,例如专业必修课中开设的教育管理学、

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等,选修课中开设的

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教育

部于2020年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鼓励高

校开设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实践教学

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

践能力。其中明确表示“应对新变化、解决复

杂问题亟需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

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进一步打破

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

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

赋能文科教育”[37]。根据此要求,目前我国综

合大学培养教育硕士的课程体系中交叉性跨

学科课程明显不足,且多局限于文科之间的交

叉融合。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奔涌而至,社

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化,教育硕士培养与

理工农医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有着广阔的

发展空间,必然会推动教育硕士培养体系、发

展方向及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因此,综合

大学的教育硕士跨学科培养应在原有课程体

系的基础上,增设“教育硕士+理工农医”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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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课程,以进一步拓宽教育硕士跨学科培养的

知识范围。

2.开设基于问题的跨学科专题研究课程

面对当今复杂的教育教学情境,单凭某一

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无法有效应对,只有跨学科

培养才能使教育硕士积极而有效地应对各种

复杂的教育问题。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认为,

当下高校普遍存在着“重学科轻问题”的倾向,

学科建设过于强化学科自身的存在而忽视了

对问题的解决,长此以往造成知识学习的碎片

化,已然成为高校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弱化学

科、突出问题是未来学科建设的重心[38]。而跨

学科培养正是实现“弱化学科、突出问题”的重

要途径。教育硕士的跨学科培养旨在在深层

融合的基础上,将多门学科的知识围绕亟须解

决的问题进行整合,在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碰

撞中迸发解决问题的新火花。具体而言,可以

借助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式研讨课形式,组织

多个学科的教师围绕教育教学领域的热点和

难点进行协同教学,实现教育教学领域教师与

其他学科领域教师的密切沟通与合作,引导学

生通过多学科视角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样

的课程设置能够淡化学科边界、突破学科壁

垒,跳出单一学科视野的局限,内化形成综合

性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真正实现教育硕士的跨

学科培养。

3.设置跨学科研究项目

教育硕士属于应用型学位,目前在培养中

多突出其专业性、实践性特点,忽略了学术性

能力的培养,从而造成人才培养偏差。应该强

调的一点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不等同

于弱化乃至取消学术方面的要求。从美国一

流大学教育硕士培养的成功经验来看,跨学科

项目研究是实现教育硕士跨学科培养的重要

环节。综合大学培养教育硕士可以联合有兴

趣的各学科领域教师共同开展跨学科研究,同

时鼓励有兴趣、有能力的教育硕士积极参与,

构建教学和科研协同教育机制,由多学科领域

的教师组成团队对教育硕士进行指导[39]。这

样不仅有利于教育硕士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

培养跨学科思维与能力,同时还能使其通过深

入思考与解决真实复杂的教育问题,促进科研

水平、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

4.实行跨院系、跨学科选课

目前,我国综合大学的教育硕士培养依然

多局限于教育学院内部,其教育教学主要依赖

本学院的学科课程和教师,学生没有跨学院选

修课程的自主性,基本属于一种徒有其名的选

修自由。跨学科培养强调对不同专业不同学

科的学习,这样教育硕士才有可能在丰富的多

学科知识的基础上产生更多新的见解。由此,

院系之间的课程应相互开放、合作共进,应突

破传统的学科组织和学校科层制管理的束缚,

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实行不同院系之间的学

分互认,通过制定相关制度规定,为教育硕士

跨院系选课提供制度保障。

(三)创新教学方式,倡导主题式教学和问

题式教学

我国综合大学对教育硕士的培养在教学

方式上长期以知识讲授为主,教师在教学中占

据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育硕士学习

的主体性,使教育硕士所获得的通常是脱离实

践的理论知识,无法独立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

问题,更难以满足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需求。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培养的重点在

于知识的获得过程,而非知识本身。其教师注

重开展能够提高教育硕士高阶思维和元认知

能力的活动,致力于为教育硕士提供发展跨学

科知识和能力的机会,使其能够平衡多种学科

理论与方法,突破单一学科知识和文化的局

限。借鉴美国一流大学教育硕士培养成效显

著的教学方式,我国综合大学的教育硕士培养

可对原有的教学方式进行适度调整。一是采

用问题式教学方式,以问题为中心开展教学。

开发针对某个具体教育问题的课程,以教育教

学的现实问题为切入口,运用多学科知识探寻

问题解决的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扮演引

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围

绕复杂问题积极主动地进行思考,通过不同观

点之间的碰撞,产生更多思想的火花。二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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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主题式教学方式,基于真实教育教学情境设

置主题式课程,如研讨课等。通过研讨课整合

相关学科或相邻学科的多种知识与经验,形成

与主题相关的教学单元,使教育硕士在主题式

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在采用问题式教学和主题式教学方式时,应注

重提高教育硕士的课程参与度,促使其掌握跨

学科知识和方法。三是采用多学科教师协同

教学方式。根据课程和学生特点组建多学科

教师团队,多学科教师共同参与教学进程,计
划、指导、实施并评估课程。其主要形式有跨

学科合作教学、团队整合式教学、集合教学等,

能够有效地克服当前大学课堂以单一知识讲

授为主的教学方式的弊端,有利于跨学科课程

的开发和教育硕士的跨学科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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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CrossingandIntegration:StrategiesforCultivating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einMasterofEducationProgramsatTop-TierUniversitiesintheUnitedStates

HOUYanan1,LIUJunren2
(1.BiyangCountyEducationBureau,Biyang463700,China;

2.SchoolofEducation,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00,China)

Abstract:MasterofEducation(M.Ed.)programattop-tieruniversitiesintheUnitedStatesexhibits
distinctivecharacteristics.Theobjectivesoftheprogramemphasizeinterdisciplinarycompetence,and
aimstoequipgraduateswithcross-disciplinaryknowledge,andcriticalreflectionskillswhocanbe-
comeeducationalleadersineducationalreform.Thecurriculumdesigniscenteredoninterdisciplinary
training,incorporatinginterdisciplinarycourses,electivecourses,andoptionalconcentrationtofacili-
tateinterdisciplinarylearning.Theinstructionalapproachfocusesonenhancinginterdisciplinarylite-
racy,withtheme-basedandproblem-basedteachingmethodsintegratedthroughouttheentiretraining
process.Drawingonthisexperience,M.Ed.incomprehensiveuniversitiesinChinacantargettraining
objectives,curriculumdesign,andinstructionalmethodstooptimizethecultivationandfurtheren-
hanceeducationquality.Threestrategicimprovementsareproposed.First,adoptinganintegrativeed-
ucationalphilosophytotargetinterdisciplinarytraining.Second,restructuringcross-disciplinarysys-
tembyrefiningcurricula.Third,pedagogicalinnovationbyimplementingtheme-basedandproblem-o-
rientedinstructionaldesigns.
Keywords:MasterofEducation;interdisciplinaryliteracy;interdisciplinarytraining;curriculumde-
sign;teachingmethods;comprehensive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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