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管理专业介绍 
一、学科专业介绍 

教育管理专业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课堂参与、小组研讨、案例教学、合作

学习、模拟教学等方式。在中小学及教育研究机构建立稳定的教育实践基地，做好教育

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成立导师组负责研究生的指导，并在中小学聘任有经验的高级

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实行双导师制。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目标是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

素质的中小学管理人才和教育行政管理人才。具体目标为：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积

极进取，勇于创新。 

（二）具有良好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教育管理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三）具有较强的教育管理实践能力，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

熟练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能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自身优势，

开展创造性的教育教学工作。 

（四）熟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掌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方法。 

（五）能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教育学院招生咨询联系人及电话：马老师  0898-65871723 

 

 

 

 

 

 

 



海南师范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编制表 

（专业型） 

专业学位类

别及代码 

招生领域（方

向）名称及代码 
初试考试科目 

复试 

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2门） 

备注 

045101 

教育管理 

01 教育管理 

02 学校管理 

①101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01教育管理学 

学校管理学 

①心理学 

②中外教育

史 

报考条件： 
1、本科毕业后有 3 年或 3 年以上

教育工作经历的人员；获得国家承

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 5 年

或 5 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

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已获硕士学位

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或 2年以上工

作经验的人员。 
2、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 

初试 

参考 

书目 

考试科目：③333 教育综合 

此科目为我校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如下： 

《全日制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大纲及指南》，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制。 

考试科目：④901 教育管理学 

此科目为我校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如下： 

《教育管理学》（第三版），陈孝彬、高洪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复试 

参考 

书目 

复试科目参考书目： 

学校管理学 

          《学校管理学》（第五版），萧宗六，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年。 

加试科目参考书目： 

①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第四版），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②中外教育史 

          1、《中国教育史》（第三版），孙培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外国教育史教程》（第三版），吴式颖、李明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年。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8%DF%BA%E9%D4%B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1%B1%BE%A9%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C3%F7%B5%C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现代教育技术专业介绍 

一、学科专业介绍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教育技术学”专业创办于 1998 年，1999 年开始招收本

科生，2011 年获得教育技术学学术型硕士招生资格，2014 年获得“现代教育技术”专

业学位硕士招生资格，是目前海南省唯一具有本专业硕士招生资格的单位。本专业拥有

一支专业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教师团队共 12 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9 人，具有博士

学位教师 2 人、硕士学位教师 10 人。有校外客座教授 2 人，校内硕士生导师 7 人，校

外兼职硕士生导师 6人。 

本专业教师长期致力于信息化教育研究，参与海南省教育信息化各项研究和工作，

教学科研成果显著。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海南省高等教育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海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3 项、海南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3 项；主持国

家级课题 3 项，省部级课题 4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10 余部。近五年来，本专业教师科

研经费有 200 余万元。主持海南省共享联盟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 门。 

研究生培养质量优良，研究成果丰富、成绩显著。在研究生培养中，每年均有 17%~20%

的研究生获批省级研究生创新基金课题，生均发表省级以上期刊论文 1.5 篇，2 篇学位

论文获省级优秀研究生论文。多名研究生在教育硕士教学比赛中获得优秀成绩。目前毕

业生主要在大中专、中小学担任信息技术类教师、教务教学管理等工作。 

实践教学条件良好，具有教学技能实训室、虚拟演播厅、活动录播室、在线课程及

微课资源开发实验室、数字教学资源开发实验室等。实验室面积 500M2。在专业人才培

养过程中，十分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改变“以课程实验为主”的传统实验教学模

式，构建多元化、系统化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第二课堂实践，开辟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系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综合实践能力。随着教育信息化的进一步深入，

尤其是信息化教学资源（如 MOOC、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微课程等）备受重视且

需大量设计开发与应用，中小学 STEAM 教育、创客教育和机器人大赛的开展，社会需

要大量的、高水平的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 

二、研究方向 

1.智慧教育理论与实践。主要研究：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智慧课堂教学模式，中小

学信息技术教育教学，信息化教学创新与实践，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理论、模式、

策略、评价；课程开发的理论与方法；教育信息的采集、分析与处理的理论模型、策略

和方法；信息技术提升教学质量的方法和途径。 



2.创客教育与 STEAM 教育。主要研究：如何构建创客教育环境；中小学 STEAM

教育，创客课程设计理念、策略与方法；创客课程的开发，创客课程在中小学的实践。 

3.教育信息资源设计与开发。主要研究：信息化教育教学资源的设计方法，信息化

教育教学资源的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和有关开发技术，各类新型教育教学媒体资源的开

发与应用策略，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教育软件、网站的设计、开发与

应用。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员；能掌握和应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和

方法，了解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和最新成果，独立从事教育技术学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工作，胜任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教学工作，能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教育应

用相关知识，成为教育技术领域中的专门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各级各类学校从事信息技术及计算机类课程教学、管理，数字化

教育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信息化教育公司从事在线课程、创客课程资源及其他各信息教

学资源的设计、开发与推广工作，在教育技术中心、网络和远程教育机构从事信息化管

理、教育软件开发、网站设计与开发，在传媒类公司从事资源的开发。 

 

 

 

 

 

 

教育学院招生咨询联系人及电话：马老师  0898-65871723 
 
 
 
 
 



海南师范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编制表 

（专业型） 

专业学位类别及

代码 
初试考试科目 

复试笔试考试科

目 

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科目 

（2门） 

备注 

045114 
现代教育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14 现代教育技术 

计算机教育应用

（主要考核《程

序语言设计》和

信息化教育理论

等） 

①心理学 

②中外教育史 
 

初试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③333教育综合 

此科目为我校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如下： 

《全日制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大纲及指南》，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制。 

考试科目：④914 现代教育技术 

此科目为我校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如下： 

1、《教育技术学》，何克抗、李文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教学系统设计》，何克抗、郑永柏、谢幼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3、《现代教育技术——走进信息化教育》，祝智庭、顾小清、闫寒冰，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0年。 

4、《多媒体课件教学设计》，刘美凤、康翠，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5、本专业 CSSCI、核心期刊的研究前沿专题及论文。 

复试参考书目 

复试科目参考书目：  

计算机教育应用 

1、《C程序设计》（第五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 

2、本专业 CSSCI、核心期刊的研究前沿专题及论文。 

加试科目参考书目： 

①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第四版），彭聃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②中外教育史 

1、《中国教育史》（第三版），孙培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外国教育史教程》（第三版），吴式颖、李明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C3%F7%B5%C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学前教育专业介绍 
一、学科专业介绍 

我校学前教育专业创办于 2007 年，是海南省最早创办的学前教育本科专业，现有

在校本科学生 400 多人。十多年来，已有 10 届 900 多名本科毕业生，主要分布在全国

各省、市、自治区、东南亚等地区从事幼儿教育工作，部分毕业生考取硕士研究生、攻

读博士学位甚至出国深造。 

本专业人才培养基本定位是培养适合学前教育教科研工作需要的高素质研究生层

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系统、扎实的学前教育理论素养、专业

知识与能力，具有科学研究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能在托幼机构、学前教育研究机构、

大中专院校从事教科研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为学生将来成为学前教育的研究型

教师、专家型教师和优秀管理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前本专业教师 18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4 人，博士 7 人。近年来，学前教

育专任教师主持省部级项目 9 项，发表论文与出版著作成果丰硕，2018 年荣获两项基础

教育教学成果奖，其中一项荣获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念、具有较强的学前教育专业理论素养及研究与实践能力的高

素质研究型教师、幼儿园管理者及学前教育研究者。 

三、就业方向 

    在大中专院校、科研部门、幼儿园及相关教育机构等从事学前教育教学与科研、幼

儿园管理、早期教育相关行业的教育服务、产品研发等工作。 

 

 

 

 

教育学院招生咨询联系人及电话：马老师  0898-65871723 

 

 

 

 



海南师范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编制表 

（专业型） 

专业学位类

别及代码 

招生领域（方

向）名称及代码 
初试考试科目 

复试 

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2门） 

备注 

045118 

学前教育 
不区分方向 

① 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 英语二 

③ 333 教育综合 

④ 924 学前教育学 

学前儿童发展

心理学 

① 幼儿园课程 

② 中外学前教

育史 

 

初试 

参考 

书目 

考试科目：③ 333 教育综合 

此科目为我校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如下： 

《全日制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大纲及指南》，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制。 

考试科目：④ 924 学前教育学 

此科目为我校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如下： 

《学前教育学》（第三版），黄人颂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年。 

复试 

参考 

书目 

复试科目参考书目：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1、《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周念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桑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3、《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陈帼眉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加试科目参考书目： 

① 幼儿园课程 

          《幼儿园课程》（第二版），朱家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② 中外学前教育史 

          1、《中国学前教育史》（第三版），唐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年。 

2、《外国学前教育史》（第二版），周采、杨汉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特殊教育专业介绍 
一、学科专业介绍 

特殊教育是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类别下的一个招生领域（方向），旨在培养高素质的

特殊教育与康复机构的专任教师。我校特殊教育专业 2020年获得招生资格并开始招生。 

本专业有坚实的学科力量支撑，有优秀的人才培养队伍。现有专硕导师 4 名，其中

教授 1 人，副教授 3 人，博士 2 人。校外指导教师分别来自海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海南

省妇幼保健院、安宁医院等特殊教育教学与教研重点单位。 

本专业有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所在学院设有专硕培养工作组，专门负责教育硕士

培养方案的修订和实施，课程和教材的开发与完善，专硕导师的选聘和考核，培养过程

的组织、监控和反馈等与教育硕士培养相关的各项事务。出台了关于新生入学、课程教

学、导师培养、实践教学等帮助研究生成长的系列制度和激励措施。 

二、研究方向介绍 

本专业重在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特别是特殊教育学校、康复机构课堂教学能力与

研究能力。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特殊教育基本理论专题、特殊儿童心理专题、特殊儿

童康复专题、我国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解读、特殊儿童诊断与评估实务、特殊教育政

策与法规解析、特殊教育教学改革实务、融合教育理论与实践等。 

 

 

（二）热爱特殊教育事业，有较强的职业归属感。能贯彻落实党的教育理念和“立

三、培养目标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德树人”根本要求，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 

（三）掌握现代特殊教育理论，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特殊

教育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四）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胜任并创造性地开展特殊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 

（五）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具有在实践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具有终

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六）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文献资料。 

教育学院招生咨询联系人及电话：马老师  0898-6587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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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型） 

专业学位类

别及代码 

招生领域（方向）

名称及代码 
初试考试科目 

复试 
笔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2 门） 

备注 

045119 

特殊教育 
不区分方向 

①101 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925 特殊教育基

础 

特殊教育学 
①教育概论 

②中外教育史 

本专业限特殊教育、心理

学、康复学、医学等相关

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报考。 

初试 

参考 

书目 

考试科目：③ 333 教育综合 

此科目为我校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如下： 

《全日制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大纲及指南》，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制。 

考试科目：④ 925 特殊教育基础 

此科目为我校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如下： 

《特殊教育学基础》，盛永进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年。 

复试 

参考 

书目 

复试科目参考书目： 

特殊教育学 

          1、《特殊教育学》，方俊明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年。 

2、《特殊教育学》，朴永馨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 

加试科目参考书目： 

①教育概论 

           《教育学原理》，《教育学原理》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②中外教育史 

          1、《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外国教育史教程》（第三版），吴式颖、李明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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