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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按专业学位授权点单独编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

位授权的专业学位类别，只编写一份年度报告。博士学位授权点涉及

博士、硕士内容不同的部分可分别描述。

二、本报告编写时应体现本学位授权点建设的基本情况，制度建

设完善和执行成效。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授权点，

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相关数据统计可以使用图表表示。

三、本报告的各项内容为本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统计时间

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四、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

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人

员不计在内。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

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本格式：文中结构层次依次使用“一、”“（一）”“1.”“(1)”

标注，第一层次四号加粗黑体字，其他层次四号仿宋 GB2312字，行

间距 28磅，字数 5000-6000字，纸张限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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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特色

（一）培养特色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是全国首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Ed.D.）授权

单位（2010 年），培养目标是造就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领域的复

合型、职业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使其具备综合掌握教育学科基本理论

和方法并创造性地解决教育实践领域问题的能力。注重教育博士专业

学位获得者对教育事业发展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培养，要求能够掌握良

好的人文科学素养、扎实宽广的教育专业知识，能够创造性地运用科

学方法研究和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复杂问题，有能力胜任教育教学和教

育管理等领域的高层次实际工作。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拥有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0）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985

工程”创新基地（2004），是高层次高等教育研究和管理人才培养的

重要平台。

（二）紧密结合社会需求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根据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结合社会对教育

人才的要求以及教育工作者的特点，注重培养教育职业领域的专业型

人才，以提高质量为宗旨，加强对博士研究生学术科研教育和教育实

践管理的双重培养，不断提升博士研究生基于理论解决教育实际问题

的能力。更新课程体系，改善专业基础课程，设计多样化的选修课程，

在学术性的基础之上注重实践性；转变教学理念，重视实践教学，加

大探究教学和案例教学的比重；创新培养方式，灵活安排授课时间、

返校频率、与导师的交流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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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选拔

为了深化教育博士招生制度改革，提高教育博士培养质量，更好

地选拔具有扎实专业功底和创新潜质的人员，本专业学位授权点不断

完善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度，优化评分标准，完善招生工作

流程，严把入口关，本年度新招教育专业博士生 25 人，跨学科生源

占 68%。

2022 年，本专业学位授权点共有 163 人报考，报考人员主要为

高等学校管理人员及高等学校从事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学

生管理的工作人员。

表 1.博士生源情况表

年度
报考

人数

录取

人数

本科来自“双一流”建设

高校

硕士来自“双一流”建设

高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2022 163 25 9 36% 18 72%

三、思政教育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

于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一）课程思政建设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积极融入学校“大思政”育人格局。进一步深

化“三全育人”改革，优化“课程思政”改革和实践育人体系建设，

坚持党史学习教育长效化常态化，举办课程思政沙龙和师德师风讲堂，

突出课堂育德，提升教师育人意识与能力。将“立德树人”与专业发

展相结合，跨院系跨学科开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并纳入研究生必修课。新生入学教育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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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讲座，与此同时，积极挖掘各门课程中蕴含

的思政教育资源。

以“教育研究院+专业学院”结对共建模式，在全校范围内跨学

科共同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和实践，协助专业课教师深入挖掘课程

思政元素，深度参与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及教学考核全过程，协同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

（二）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配有 1 名专职辅导员，1名党政辅导员，

2 名一站式社区辅导员，1 名兼职辅导员，构建以专职为主、兼职为

辅及校外辅导员为补充的多梯队研究生辅导员队伍。

积极开展辅导员理论学习、心理咨询、就业指导等理想信念、业

务能力素质培训。2022 年度，辅导员获省级荣誉 2 项、校级荣誉 4

项、院级荣誉 1 项。

（三）职业伦理及科学规范教育

积极探索博士研究生职业伦理教育模式。开设高校管理实践课程，

将职业伦理道德列为课程一项重要内容，提高博士研究生伦理敏感性，

养成良好的职业伦理意识，做到“四个相统一”，趋当“四有”好老

师，成为“四个引路人”。

扎实推进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通过开展入学教育、学术论

文写作课程等必修环节和专题党课、科学规范讲座培训等多种形式，

促使学生在读博期间树立良好的学风，正直诚信、严谨自律。

发挥导师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加强对所指导研究生的

职业伦理教育和学术诚信教育，在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发表和学位论

文选题研究写作上进行认真细致的指导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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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学

（一）本专业学位授权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实施学分制管理，课程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25

分。采用模块化课程，所开设课程分为专业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专

业必修课包括公共课模块、教育理论模块、教育研究方法模块，专业

选修课包括教育实践研究模块。

课程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负责讲授，部分课程由实践

领域的专家参与讲授。主讲教师团队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富有科研活

力，熟悉教育改革发展实际，积极参加教育教学研究，熟练把握教育

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特点。

表 2.本专业学位授权点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是否

实务

课程

学分 授课教师
授课

语言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研究
专业必修课 否 2

刘振天、王洪才、陈兴

德、乔连全、陈斌等
中文

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专业必修课 否 2 李德元、袁华等 中文

3 专业英语 专业必修课 否 2 吴薇
中英

文

4 高等教育教育学专题 专业必修课 否 3 赵婷婷、陈斌等 中文

5 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专题 专业必修课 否 3 邬大光 中文

6 学术论文写作技巧与规范 专业必修课 是 1 高宝立等 中文

7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级讲

座
专业必修课 是 2 李培根、李轶群等 中文

8 教育研究方法论 专业必修课 否 2 王洪才 中文

9 定量教育研究方法与统计 专业必修课 是 2 郭建鹏 中文

10 质性的教育研究方法 专业必修课 是 2 徐岚 中文

11 高校教学评估与认证专题 专业选修课 是 2 刘振天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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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是否

实务

课程

学分 授课教师
授课

语言

12 高等教育评估专题 专业选修课 否 2 史秋衡 中文

13 高等教育政策与法规 专业选修课 否 2 覃红霞 中文

14 高校课程与教学论 专业选修课 否 2 王伟廉 中文

15 高校教务管理实务 专业选修课 是 2 计国君 中文

（二）保障和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举措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以 OBE（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

为指导，运用到专业学位授权点建设，积极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建设

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1.创建教学新范式。基于本专业学位授权点所获得的国家级优秀

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奖项目“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教学改

革咨询”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创新课程教学范式，培养

研究生创新能力。

2.持续推进教学改革创新实践。由潘懋元领衔完成、以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理论与实际融合的创新性研究生培养

模式改革 20年实践》项目获 2022 年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由邬大光

领衔完成的《引领·保障·服务：国家级教师发展示范中心建设的十年

实践》获 2022 年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此外，3 项成果获厦门大学

教学成果奖，其中，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1 项。3 项项目获 2022 年

厦门大学研究生教改揭榜挂帅建设项目立项。1 门课程获 2022 年厦

门大学研究生教育精品课程立项并获省级研究生教育精品课程推荐。

3.建立多元常态督教机制。本专业学位授权点党政领导干部每学

期听课 30门次，实行教师相互听课评议制度，实施学生评教，开发

了课程质量测评表，将测评结果反馈相关教师，促进教师课程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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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提高教学质量。

4.加强内部质量精细管理。依托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委

员会，加强课程内容、师德师风及教材选用情况等审核与管理。严格

执行课程教学标准，强化培养过程质量管理，每一门课程均建立了教

学档案。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严格课堂纪律，营造优良教风学风。

5.开展毕业生质量反馈调查。院领导赴泉州等地召开院友和用人

单位座谈会，征求各地院友和用人单位对课程教学的意见和建议。

6.开展“学术沙龙”活动。导师广泛开展“学术沙龙”，师生围

绕共同关心的高等教育相关学术话题进行交流探讨，促进研究生学术

思维向纵深拓展。

（三）校外资源参与课程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充分利用校内外优质资源开设专业前沿课程，

聘请校外专家参与授课和指导。

2022 年，开设两讲《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级讲座》课程。邀

请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领导管理经验的主讲专家，包括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牟延林教授、《高等教育研究》副

主编曾伟编审为学生开设课程。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级讲座课程系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精品必修课，该课程立足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需要，研讨高等教育前沿理论应用的实践经验，帮助学生精准把握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五、实践教学与学术交流

（一）实践教学培养

2022 年教育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增加“专业实践”培

养环节，要求教育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加强教育实践训练，努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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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提升实践经验的能力及反思批判能力，增强

引领教育教育学改革的领导力和通过实践研究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

意识和能力。

持续开展实地教学和专题调研。2022 年组织师生调研团赴闽江

学院，围绕“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和“习近平教育思想研

究”开展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 3 篇，学术论文 4 篇，共计近 13

万字，强化博士研究生实践意识，培养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鼓励师生积极参与教学案例编写实践。本年度共有 2名教师参与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组织的教学案例编写工作，共有 3名博

士生申报的案例获得厦门大学 2022 年研究生主题案例项目立项。

（二）研究生学术交流活跃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高频度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坚持每周举办学术

例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讲座，形成由学术例会、高教讲座、

厦大高教论坛、学术沙龙、院庆学术周、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学术论坛

等构成的内涵丰富的学术训练体系。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开展广泛的科研合作和人员交流。以高

质量水平举办“‘双一流’建设与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高端论坛”“厦

大高教论坛 2022:高等教育普及化：展望、挑战与策略国际学术研讨

会”和“第四届全国高校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为研究生提

供高层次学术交流机会，拉近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与研究生的距离。

除此以外，研究生也活跃在校外的学术交流平台，研究生创新氛

围浓厚。本年度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在学术会议上作学术报告共计

16人次。



8

表 3.2022 年学术例会举办情况（单位：场次）

厦大高教

讲座

高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

高级讲座

教师

报告

研究生

报告

交流生

报告
合计

11 2 9 8 7 37

表 4.本专业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的情况

序

号
口头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时间 报告人 报告类型

1
高职院校兼职教师评价理路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44 周

年院庆学术周，线上
2022年 5月 胡玉君 分会报告

2

谁会成为创业女大学生？-基

于家庭因素、在学经历、创业

关键能力的实证分析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44 周

年院庆学术周，线上
2022年 5月 郭璐 分会报告

3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制

度诉求与行动路向——基于

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

第七届“终身教育新视

野”学术论坛，江苏南京
2022年 7月 许文静 大会报告

4

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的制

度逻辑——基于种姓制度的

历史考察

第五届西部高教论坛，贵州

贵阳
2022年 7月 车金恒 分会报告

5

新形势下助推海外华文学校

传播中华文化路径研究——

以浙江华侨网络学院为例

第二届欧洲华文教育学术

研讨会暨第五届

CERPE“欧洲华侨华人与华

文教育”国际研讨会，浙江

温州

2022年 7月 包含丽 大会报告

6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几个观点
大学内涵建设发展论坛，浙

江台州
2022年 8月 金凌虹 大会报告

7

欧洲华文教育内外协同机制

研究——以温州大学华文教

育二十年发展历程为例

第四届华文教育互联网教

学研讨会，线上
2022年 8月 包含丽 分会报告

8
高职院校思政实践课的设计

与实施

首届“浙旅红.全国高职院

校思政课教学研讨会”，浙

江杭州

2022 年 10

月
阮红芳 大会报告

9
温州武状元文旅资源开发现

状与建议

浙江省社科院与温州市社

科联联合主办的“2022 浙

江（苍南）宋韵文化高峰论

坛”，浙江温州

2022 年 11

月

伍红军 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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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口头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时间 报告人 报告类型

10
研究型大学学科资源分配逻

辑与制度德性

湖北省教育经济学会 2022

年年会汇报，线上

2022 年 11

月
郭华桥 大会报告

11
“祖楠班”卓越教师培养模

式探索

绍兴文理学院越教育论坛，

浙江绍兴

2022 年 11

月
罗润锋 大会报告

12

我可以创业吗？-家庭背景、

社会化发展对大学生创业意

愿的影响

第四届全国高等教育学研

究生学术论坛，线上

2022 年 11

月
郭璐 分会报告

13
应用型高校“双师双能型”

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与突破

清华大学第四届教育博士

论坛，线上

2022 年 12

月
李林 分会报告

14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

政教育的实践探索

“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全国学术

研讨会，线上

2022 年 12

月
周良奎 大会报告

15

《普及化背景下高等教育促

进人民“三重”德性分类培

养》

厦大高教论坛 2022 年年会

分论坛，线上

2022 年 12

月
郭华桥 分会报告

16
以伟大建党精神涵养青年大

学生内涵、意义及路径探析

第五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高峰论坛暨“研究阐释

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术研

讨会，山东济南

2022 年 11

月
李金桥 大会报告

六、导师队伍建设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现有校内研究生导师 13 人，行业导师 1人。

（一）导师队伍遴选、培训、考核情况

严格开展博导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在导师资格申请和评审工作中，

充分发挥教育研究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作用。委员会坚持标准，严

格要求，制定了严格的博导资格申请条件和遴选程序，重点考察申请

者是否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学术水平是否居

国内本学科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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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本专业学位授权点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申请条件

类别 基本条件要求
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

要求
培养经验要求

首次申请担任

博导 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初次招收博士

生的申请人原则上应具

有博士学位。

（1）近五年主持过

国家级科研项目；

（2）近五年发表一

类核心刊物论文不少

于 5篇。

有培养研究生的经验，指导

的研究生学业完成情况及

培养质量良好，无教学、培

养等方面的责任事故，能胜

任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培

养任务。
现任博导

（1）近五年主持过

省部级及以上课题；

（2）近五年发表一

类核心刊物论文不少

于 2篇。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依据学校逐步健全的新任导师岗前培训、在岗

导师定期培训、日常学习交流相结合的培训制度，组织导师参加涵盖

为师为范、四史教育、政策解读、教育动态等多方面内容的研修培训

活动。各研究所定期组织教学座谈会、研讨会或经验交流会，提升导

师学术研究水平和研究生指导能力。

为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本专业学位授权点依据《厦门大学教师

职务聘任条例》《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专任教师岗位绩效考核评价实

施细则》，按照科学权威、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考核评价工作，以聘

期考核为主，年度考核为辅，严格考察导师队伍学术水平和科研业绩

以及指导博士生情况。

（二）行业导师选聘

为切实加强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本专业学位授权

点制订并出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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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聘任暂行办法》，从聘任条件、职责及选聘程序方面规范行业导师

队伍建设。

目前已聘请的行业导师有：厦门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泽彧教授。

拟继续聘请参与研究生指导和授课的行业导师包括（但不限于）钟秉

林、瞿振元、黄达人、范跃进、蔡敬民、贺祖斌等教授。

（三）制度建设与落实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

人职责，本专业学位授权点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以《厦门大学研究

生导师岗位管理办法》《厦门大学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实施

办法》《厦门大学教师职务聘任条例》为指导，2022 年修订出台了

《教育研究院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工作实施细则》文件，对

导师选聘、培训、考核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师德师风的重要性。

明确导师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强化导师对研究生课程学习、

论文撰写等的指导，要求研究生入学后与导师共同商定个人课程学习

方案，经导师签字同意后执行；导师每周应与所指导学生进行交流并

进行学业指导等。

实行导师与导师组相结合的研究生指导制度。在保证导师拥有充

分的研究生培养职责和权利的同时，在研究生招生选拔、学位论文选

题、开题、预答辩等环节积极发挥导师组的作用。

七、质量保证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高度重视学位论文全过程质量管理工作，2022

年修订《教育研究院教育专业学位博士生中期考核与开题实施细则》

《教育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预评审与预答辩规定》，制订《教育研究

院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核查工作暂行办法》等文件，完善研究生培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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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管理与监控，在中期考核、学位论文开题、预评审与预答辩、学

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以及院学位分委员会审核等环节做到严格把关，

为培养高质量拔尖创新人才夯实基础。

严格过程考核。本年度 30名教育专业学位博士生参加中期考核，

第一轮考核不通过比例 10%；32 名教育专业学位博士生进行了学位论

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通过率 97%；博士论文预评审 8人次，预评审

通过率 75%；博士论文预答辩 6人次，预答辩通过率 83%。

八、研究生培养成效

截止 2022 年 12 月，共有非全日制在校博士研究生 154 人。2022

年 8 名教育专业学位博士生通过答辩，10 名教育专业学位博士生获

得博士学位。毕业生 1 人岗位获得调整，薪酬有明显提高。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博士研究生全面发展成效显著。2022 年专业

学位博士生出版专著 2 本，发表科研论文 30篇，含 CSSCI 论文 13 篇，

其中最优刊物论文 1 篇，一类核心刊物论文 3 篇，二类核心刊物论文

10篇，SSCI 来源期刊论文 3 篇，SCI 来源期刊论文 1 篇，EI 来源期

刊论文 1 篇。1名博士生获得福建省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奖。

2022 年教育专业博士生积极参加本领域重要赛事，获得校级以

上奖励和荣誉称号的 18项，其中，国家级 3项，省级 10项，校市级

5 项。有 10 人在其工作岗位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技能比赛

等相关专业赛事，均获得较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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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022 年博士研究生出版著作情况

序号 姓名 著作名称
著作

类别
出版社 书号

出版

时间

本人执

笔字数

（万

字）

本人排

名/作

者总数

导师是否第

一作者

1 施卫华

研究生导学权

力-权利适配

性研究

专著
厦门大学

出版社

ISBN

978-7-5615

-8702-7

2022

年 8

月 30

日

29 1/1 否

2 陈澜祯

欧洲医学教育

技术发展与展

望

专著

中国海洋

大学出版

社

ISBN978-7-

5670-3157-

9

2022

年 5

月 1

日

15.6 1/1 否

表 7.2022 年博士研究生发表重要刊物论文情况

序号 姓名 论文名称
作者

人数

作者

署名

顺序

导师

是否

第一

作者

发表年月 刊物名称

1 陈兆军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s'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the

Online Practicum Teaching

3 1 否 2022 年 2 月

Journal of

Interconnect

ion Networks

2 许冬武

医工交叉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的体

制机制创新——清华—伯克利深圳

学院的实践探索

3 2 否 2022 年 3 月
高等工程教育

研究

3 叶玲娟

以教学学术评价教学型教授何以可

能？——基于高校教学型教授职称

评审条件的分析

1 1 否 2022 年 3 月
国家教育行政

学院学报

4 聂伟进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政策检视与反思
1 1 否 2022 年 3 月 江苏高教

5 陈兆军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ful

Agency and Self-Leadership of

Chinese Private College

Undergraduates: Mediating Effect

of Metacognitive Ability

2 1 否 2022 年 4 月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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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论文名称
作者

人数

作者

署名

顺序

导师

是否

第一

作者

发表年月 刊物名称

6 陈旻

Blended teaching of medical

ethics during COVID-19: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3 1 否 2022 年 5 月
BMC Medical

Education

7 林宝灯

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现状

与前沿演进——基于 CiteSpace 知

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1 1 否 2022 年 5 月

西南民族大学

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

8 王智腾
大学交叉学科组织融合的系统性结

构
2 1 否 2022 年 6 月 教育发展研究

9 金凌虹
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必然、实

然与应然
1 1 否 2022 年 7 月 中国高等教育

10 温聪聪
对齐法在单因子和三因子多组比较

中允许的不等参数率
2 1 否 2022 年 9 月 心理科学

11 郭璐

谁会成为创业女大学生?——基于家

庭因素、在学经历、创业关键能力的

实证分析

3 1 否 2022 年 9 月 江苏高教

12 裴水妹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wellbeing

4 1 否 2022年10月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周良奎
校城共同体：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与

城市共生关系新范型
2 2 是 2022 年 7 月

高等工程教育

研究

14 周建华
大学生在线教学满意度和持续使用

意愿的性别差异研究
3 3 是 2022 年 1 月 大学教育科学

15 周建华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为何普遍

延期毕业——基于全国 27 个培养单

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3 3 是 2022 年 7 月 高等教育研究

16 周建华
我国高校在线教学成效如何？——

基于对 21 万本科生的调查
3 1 否 2022 年 8 月 开放教育研究

17 周建华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Early Reading Amount and

Expressive Ability of Young

Children Aided by Multipl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under the Heuristic

Pattern

通讯

作者
3 否 2022 年 9 月

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

n Networks

18 王智腾
高校双线晋升政策的历史、现状和未

来
1 1 否 2022 年 5 月 中国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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