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思想道德品质，较高教育理论素养和较强教育实际工作能力的中、高等师范院校师资，中小
学校、幼儿园骨干教师及教育科学研究单位的教育科研人员，各级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其他教育工作者。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员主要学习教育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教师工作的基本
技能。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一）掌握教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二）掌握教育科研的基本方法；
 
（三）具有从事教育专业教学和其它一两门中小学学科教学工作能力；
 
（四）熟悉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
 
（五）了解教育科学的理论前沿、教育改革的实际和发展趋势；
 
（六）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办学形式、学制、学时与学分
  
培养层次：专科起点升本科；学制：2.5年；学习形式：函授；总学时：1410学时；（其中：面授470学时，自
学940学时）总学分：85学分。
 
四.学位授予
  
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并符合学位条件授予者，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五.教学环节
  
授课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公共课采取全网课教学，其他课程采取1/3线下面授，2/3线上教学的方
式进行，线上教学全部进入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平台。
 
1.自学
 
自学是函授教学的主要环节。学员必须根据本教学计划及各门课程教学进度拟定切实可行的自学计划，按时自学
规定的教材内容，并完成布置的作业。
 
2.辅导答疑
 
辅导答疑是帮助学员自学的重要环节。函授生在学习中遇到疑难，可把问题提出交给教师，教师用适当形式给予
解答。
 
3.远程授课
 
远程授课是保证函授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主要进行重点讲授，帮助函授生掌握和理解教材的重点和难点，提示
学习方法，指导实践应用，以便学员全面地、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
 
4.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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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是巩固和运用知识的必要环节，也是教师检查函授生学习情况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函授生平时学习成绩
考核的依据。作业分平时作业和测验作业两种。函授生必须按照老师的要求认真完成。
 
测验作业每学期由任课教师布置1～2次，函授生必须按时完成交给老师，经教师批阅，并记入平时成绩。
 
5.实践性环节
 
实践性环节包括课程实践和毕业设计。该环节是函授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环节，也是教师检查函授生学习整体情
况的重要手段。毕业设计题目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确定，函授生运用学到的专业知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设计
。
 
6.考核
 
凡教学计划中规定开设的课程，均要进行严格的考核。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于面授期间集中进行。学员的学
习成绩考核办法，按《安徽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员手册》中有关规定执行。
 
六.专业课程简介
  
1.教育学原理
 
专业基础理论课之一。本门课程主要阐述教育的最一般原理，包括什么是教育，什么是现代教育以及它们的功能
，阐明教育、社会和人特别是现代教育、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阐明教育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的作
用，特别是现代教育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发展中的作用。本门课程具有鲜明的基础性特征，它对于本专业学生学
习后续教育类课程具有奠基性作用。
 
该课程的主要任务是: 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教育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为学生学会观察教育
现象、分析和解决教育问题打好基础; 促使学生树立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 促使学生形成热爱教育工作的专业思想
，从而更好地胜任未来的教育和教学工作。
 
2.普通心理学
 
专业基础课之一。是心理学、教育学、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等专业的专业课、基础课。它是学习实验心理学、教
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课程以及教育学、学科教学法的基础。《普通心理学》教学
大纲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到教学组织形式都是结合各专业的教学计划而拟定的。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树立
辩证唯物主义的心理观，初步掌握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系统地理解、掌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与基本规律，使学生初步具有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问题，并能结合实际进行研究的能力。
 
3.课程与教学论
 
专业理论课之一。课程与教学论是整个教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又是教育科学中一门具有应用性特征
的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科。
 
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是研究课程与教学一般问题和规律的科学，对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理论的高度给予
阐明；对当前教学实际中的的理论或实践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和评论；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对教学中提出的新
课题作出回答；对教师的教学提供方法上的理论说明；对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提供技术性的要求。阐明课程系
统的运行，揭示课程改革中的问题，阐明课程改革的基本特点，预测课程发展的基本趋势。
 
4.教育心理学
 
专业基础理论课之一。是心理学、教育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教育心理学被许多国家列为师资培训
计划中的一门必修科目。教育心理学是心理科学和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教育心理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应用性兼备，并以应用性为主的科学。这门学科所揭示的是有关学校教学和学习过程
有哪些心理学规律，以及发展促进教学和学习过程的心理学方法等问题。通过对这门学科的学习，教师和未来的
教师们无疑会从中得到很多收益的。
 



基本任务是在于研究和揭示教育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从而为教育实践提供服务。通过为教育实际提供一些教
——学的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成果，教育心理学的知识将有助于教师指导和评价自己的教学，可以帮助教师测量
和描述日常教学现象并理解之，预测学生可能发生的行为从而加以控制。同时，通过为教育实际提供的各种研究
的方法和角度，有助于教师解决实际的课堂问题。
 
5.德育原理
 
专业课之一。是教育学科中应用性学科。相对于《教育原理》课程，它是应用性学科，即运用教育基本理论认识
、分析、解决德育领域中的现象和问题。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了解德育学的基本概念和常用术语，理解有关
德育理论，并提高学生的认识、解决人格发展中品德形成与培养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日后从事心理教育与研究以
及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6.教育管理原理
 
专业课之一。主要介绍教育行政与学校管理的一般原理。基本内容为：教育管理学的一般理论：国家管理教育的
职能、内容、原则与方法；学校管理的目标、过程、内容、原则与方法。另外也是研究学校资源的配置及办学的
质量和效率，阐述学校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的一门理论和应用的相结合的学科。作为教育学相关专业本科
生的专业基础课程，旨在促进学习者初步系统理解学校管理的一般过程和方法，为学习者将来提高学校管理的理
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奠定基础。
 
本课程重点在于各章节基本理论的系统学习，包括学校管理理论流派、人性假设、学校环境分析、学校计划制定
、学校组织结构类型及设计、学校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学校全面质量管理、校长影响力及领导方式等等。
 
7.外国教育史
 
专业理论课之一。外国教育史作为研究外国教育实践活动及其理论产生、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在我国高等师范院
校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师范生教育思想和理论修养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教育理论研
究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有人说缺少这门学科，教育理论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外国教育史旨在研究外国教育发生
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为构建科学的教育理论提供丰富的史料依据，而且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改革实践
以及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均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基于此，该学科一直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专业的
必修课程，我国主要的重点师范院校都招收该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8.中国教育史
 
专业理论课之一。是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自古至今教育制度和
教育思想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过程，总结不同历史阶段教育的经验、教训及其特点，并作出科学的评价，探求
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只有学习和总结我国的教育历史，了解中国教育的昨天，才能更
深刻地认识中国教育的今天，也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教育的明天。因此，批判继承中国教育的历史遗产，认真探
讨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大家将来从事教育科学的教学、管
理和研究工作奠定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这是课程的任务，也是教学的目的。
 
9.教育测量与评价
 
专业课之一。本课程主要介绍教育测量、评价的理论概念、历史发展、测量与评价的类型与功能，实施的程序与
方法，以及各专业领域的测量评价方法等。
 
10.教育社会学
 
专业课之一。主要是运用社会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社会学层面，探讨教育与社会协调发
展的条件及机制的一门新兴的边缘社会科学，是教育理论的三大理论基础之一。一般来说，其研究内容多来自教
育领域，而理论方法多借助于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即教育社会学学科论、宏观的
教育社会学、中观的教育社会学、微观的教育社会学四个部分构成。通过本门课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教育社会
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促进学生对我国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社会学思考，提高学生对我国教育与社会的关
系进行社会学分析能力。
 



11.教育法学
 
专业理论课之一。该课程以教育法规以及一切和教育法规有关的教育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阐述教育立法的基本
原理、教育法规的分类研究等，使学员增强教育法制意识，形成依法治教的观念，掌握立法的基本理论。
 
12.教育统计学
 
专业基础课之一。主要介绍教育研究和实验的有关设计及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计算一些有代表性的特征量数
，并对有关结论与统计假设进行推断和检验，对有关资料进行相关分析及回归预测等。通过本课程学习，培养学
员分析数据和参与科研的能力。
 
13.教育科研方法
 
是一门方法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育科研方法不仅是方法论范畴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是教育科学体系中
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近几十年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对人才研究的重视，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广泛深
入发展，标志着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经验科学向理论科学的转化，而这场变革的中
心问题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必须科学化、现代化。
 
通过《教育科研方法》这门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的教育科研意识，了解教育科研的一般原理，基本掌握教育科
研方法的一般步骤和主要科研方法、基础知识及应用技能，初步具备进行教育科研的能力。
 
14.心理健康教育
 
它是一门在学校教育情境中，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运用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良好的心
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的学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理学的应用分支，是心理学
应用和服务于大中小学校的具体表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一是面向全体儿童，开展发展性的心理健康教
育；二是面向少数儿童开展适应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增强适应社会生活的能
力，提高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
 
15.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利用有关的新科学和新技术，研究当前世界不
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教育；在探讨其各自的经济、政治、哲学和民族传统特点的基础上，研究教育的某些共同
特点、发展规律及其总的趋势，并进行科学预测。
 
16.教育政策学
 
教育政策研究学是一门综合学科，主要运用公共政策学的相关理论及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理论基础，研究
教育政策理论研究、决策方法研究、政策实施研究、政策伦理研究、监测与评价研究以及国外教育政策研究等。
课程还会涉及教育制度研究，包括管理与财政制度研究、教师制度研究、课程制度研究、考试制度研究、学校制
度研究等。
 
17.教育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研究对象是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教育投
资的有效利用及其经济收益。是介于经济学、教育学、数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
 
18.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是教育科学分支学科。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基础学科。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哲学
探讨，以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指导。具有概括性、规范性和批判性等特点。它是用一定的哲学观点来解释教
育的本质、目的、价值、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学科。是对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用哲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教
育问题。
 
19.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以高等教育的运行形态和发展基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综合性、理论性和应用性的教育科学
。课程涉及内容包括高等教育发展简史，高等教育的本质、目的、制度、体制与结构，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
教学活动、德育、研究生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与科技开发，高等教育国际发展与合作，高
等学校的社会实践与校园文化等内容。
 
本专业的教材情况：
 

 
 
 

七.开设本专业师资情况
  
本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示范点，拥有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省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安
徽省高校智库、安徽省少先队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安徽省教育专业学位案例库和教学案例推广中心各1个。现
有专任教师 28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0人，讲师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18人，在读博士3人；博士生导师6人
，硕士生导师20人。教育学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专业核心课程“教育学原理”和“中国教育史”相继
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八.课程设置及教学时间分配
 

序号 课程名称 教        材

1 教育学原理 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2 普通心理学 张履祥《普通心理学》安徽大学出版社

3 课程与教学论 周兴国《课程与教学论》中科大出版社

4 教育心理学 陈琦《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5 学校德育原理 黄向阳《德育学原理》华东师大出版社

6 学校管理原理 陈孝彬《教育管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7 外国教育史 朱镜人《外国教育思想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8 中国教育史 孙德玉《中国教育思想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9 教育测量与评价 黄光扬主编《教育测量与评价》华东师大出版社

10 教育社会学 鲁洁《教育社会学》江苏教育出版社

11 教育法学 张乐天《教育政策法规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2 教育统计学 王孝玲《教育统计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3 心理健康教育 姚本先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4 教育科研方法 辛治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与案例》中科大出版社

15 比较教育学 王承绪主编《比较教育学》（第3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16 教育哲学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17 教育经济学 范先左《教育经济学新编(第四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18 教育政策学 孙绵涛《教育政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 高等教育学 潘懋元、 王伟廉《高等教育学》福建教育出版社



分
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
是否必

修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1 2 3 4 5

公
共
课

99001103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2 48 √     是 考查 继续教育学院 网

99001104  2 大学英语 4 90 √     是 考查 继续教育学院 网

99001110
 3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学习指南

2 36 √     是 考查 继续教育学院 网

99001101
 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48  √    是 考查 继续教育学院 网

99001102  5 计算机应用基础 3 72  √    是 考查 继续教育学院 网

99001111
 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48   √   是 考查 继续教育学院 网

99001112  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   是 考查 继续教育学院 网

99001113  8 形势与政策 2 36    √  是 考查 继续教育学院 网

学分小计 21 426 8 5 6 2      

专
业
基
础
课

10802101  9 教育学原理 4 72 √     是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网

10802102  10 普通心理学 4 72 √     是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网

10802103  11 德育原理 4 72  √    是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在建

10802105  12 课程与教学论 4 72  √    是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网

10802104  13 教育心理学 4 72   √   是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网

学分小计 20 360 8 8 4       

专
业
主
干
课

10802107  14 教育测量与评价 4 72  √    是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10802106  15 学校管理原理 4 72   √   是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10802108  16 中国教育史 4 72    √  是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网

10802109  17 外国教育史 4 72    √  是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网

10802110  18 教育社会学 4 72    √  是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网

10802111  19 心理健康教育 4 72    √  是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网

10802112  20 教育法学 4 72     √ 是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10802113  21 教育统计学 4 72     √ 是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网

学分小计 32 576  4 4 16 8     

选
修
课

10802114  22 教育科研方法 3 48   √   否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网

10802115  23 教育政策学 3 48   √   否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10802116  24 教育经济学 3 48    √  否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10802117  25 教育哲学 3 48    √  否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10802118  26 高等教育学 3 48     √ 否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10802119  27 比较教育学 3 48     √ 否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应修学分 9 144          

实
践
课

10802120  28 毕业论文 3 48     √ 是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学分小计 3 48     3     

全程总计 85 1554 16 17 14 18 11     

备注  选修课程6门选3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