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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导师制的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改革与实践 14

——以井冈山大学化学师范专业为例

*罗志刚 1，刘利民 1，张定娃 1，范瑞开 2，王惠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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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井冈山大学 2014 级至 2017 级化学师范生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实施与指导现状调查，发现了存

在的突出问题，针对选择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学生人数偏少、毕业论文缺乏中学老师参与指导、毕业论文研究

方法单一、毕业论文整体质量不高等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以 2018 级化学师范生为试点，实行中学

教师和高校教师联合指导的“双导师制”，通过毕业论文与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及教育研习的紧密结合，实施了

毕业论文选题与论证、毕业论文实地调研与实践研究、毕业论文撰写与答辩评审等环节的综合改革。结果表明，

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改革显著增强了师范生的教育研究意识，提高了师范生的教育研究能力，为培养合格“教育

研究型”师范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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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CHEMISTRYEDUCATION MAJOR OF JINGGA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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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writing and guidance of the graduation thesis of the students from
2014 to 2017,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graduation thesis of education research such as the small number of
students choosing the graduation thesis of education research, the lack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guidance of the graduation thesis, the singl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graduation thesis, un-high quality etc.
were found. Aiming at these problems, concret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aking 2018
chemical normal students as the pilot, the “double tutor system” of middle school teachers and college teachers
was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graduation thesis and educational internship,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graduation thesis topic selection and
demonstration, graduation thesis field research and practical research, graduation thesis writing and defense
review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graduation thesis reform has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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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d the normal students'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laid a better foundation for
training qualified “educational research” normal talents.
Key words: normal major; graduation thesis; educational research; double tutorial system; reform practice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

生机勃勃，迫切需要“教育研究型”师范人才，呼

唤具有职业敏感、合作精神、反思态度、教育研究

意识和研究能力的未来教师[1]。师范类专业认证标

准更要求高校应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建

立权责明晰、稳定协调、合作共赢的“三位一体”

协同培养机制，实行高校教师与优秀中小学教师共

同指导教育实践的“双导师”制度[2]。师范专业认

证三级标准对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师范生应具备反思研究能力，掌握教育实践

研究的方法和指导学生科研的技能，具有一定的创

新意识和教育教学研究能力[3]。当前高校师范生教

育模式无法满足基础教育对“教育研究型”师范人

才的需求，对高校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发出了警

示，培养师范生教育教学研究意识、提高师范生教

育教学研究能力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4-6]。

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是实现师范生培养目标

的重要环节，是训练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重要教学过程[7]。研究表明，师范生的实

习研习过程以及毕业论文的完成过程，正是学生开

展教育教学研究的真实过程，若能充分利用好师范

生赴中学开展教育见习、实习、研习的机会，并在

中学教学一线教师和高校导师的联合指导，通过文

献查阅、确立选题、构建思路、实践研究、撰写论

文等环节训练，显著提升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8]。

井冈山大学化学师范专业现为国家一流本科

专业，从 2019 年开始扩大招生，该专业现有在校

生 367 人，所在化学化工学院非常重视教学改革与

实践教学基本建设工作[9]。本调研以井冈山大学化

学师范专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近年来化学师范生

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开展情况及指导现状进行

调查，找出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建

议，并将这些具体对策付诸实践研究，以期通过师

范生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改革，探索出培养师范

生教育教学研究意识、提高师范生教育教学研究能

力的新方法、新途径。

1 师范专业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现

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1.1 调查结果及存在的问题

本次调查以井冈山大学化学师范专业作为调

查对象，统计了从 2014 级到 2017 级化学师范专业

学生参与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人数比例及毕业

论文成绩，走访了相关指导老师，了解论文选题的

来源以及学生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结果

如表 1 所示。

表 1 井冈山大学化学师范专业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分析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for analysis of graduation theses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of chemistry teacher education major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调查

班级

班级

人数

参与教育

研究类论

文学生数

参与

比例

来源于中学指

导老师的选题

个数

参与毕业论文全

过程指导的中学

老师人数

赴中学开展实

地调研和实践

研究人数

论文成绩

平均分

优秀论文

获得率

2014 级 46 10 21.7% 1 0 2 79.6 0
2015 级 49 9 18.3% 2 0 2 79.5 0
2016 级 66 13 19.7% 2 2 5 81.5 0
2017 级 58 18 31.0% 2 8 9 82.7 0

由表 1 数据显示，井冈山大学化学师范专业从

2014 级到 2017 级毕业生总数为 219 人，选择教育

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学生总数为 50 人，平均占比为

22.8%。四年中毕业论文选题来自与中学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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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总数为 7 个，占比为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总数

的 14%；中学老师参与毕业论文指导总人数为 10

人，占比为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总数的 20%；学生

下到中学一线实施调研和教学实践的总人数为 18

人，比例为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总数的 36%。毕业

论文成绩总平均分 81.1，优秀毕业论文获得率为零。

根据对上述调查数据的分析及对指导老师和

学生的访谈了解，对照师范专业培养方案及师范类

专业认证中对学生教育研究能力培养的要求，井冈

山大学 2014 ~ 2017 级化学师范专业教育研究类毕

业论文存在以下问题。

1.1.1 选择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学生人数不多，

比例严重偏低

数据分析表明，学生的教育教学研究意识相当

薄弱，对教育教学中的问题缺乏研究的兴趣与主观

愿望。同时也折射出综合性高校大部分教师缺少对

中学教育教学的关注和研究，可供学生选择的教育

研究类课题十分有限，高校教师指导学生教育研究

类毕业论文的意愿普遍不强。

1.1.2 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选题来源单一，且缺乏

创新

上述数据显示，绝大多数选题来自高校指导老

师的科研课题或指定课题，来源于中学指导老师的

选题极少，导致选题内容严重脱离当前中学教育教

学研究实际，与新课改、新标准要求脱节；一些本

校老师提供的选题多年不变，缺乏时代性和创新

性；学生在确立论文选题过程中只是被动接受，缺

少了自主确立选题并进行论证的训练环节。

1.1.3 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实施过程缺乏中学老

师的参与与指导

数据表明，近几年参与毕业论文全过程指导的

中学老师人数不多，虽然学院对 2017 级学生毕业

论文提出了引进中学老师指导的要求，但大多仅仅

局限于帮助落实实践教学环节而已，中学老师没有

真正参与到毕业论文的全过程指导中，学生毕业论

文实施现状没有明显改观。

1.1.4 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赴中学开展实地调研和实践研究的学生不多

调查发现，多数学生仅仅采用文献调研或指导

老师提供资料的方法来获取论据，真正下到中学教

学一线进行直接有效的实践调研不多，以致这类毕

业论文往往缺乏问题导向和有力论据，资料堆砌的

现象严重，成为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重

要原因。

1.1.5 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审核评价方式不够完

善，论文整体质量普遍不高

调查发现，在毕业论文审核答辩环节，学院没

有将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和学科研究类毕业论文

作合理区分、集中审核评价，且相比学科研究类毕

业论文，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成绩普遍偏低，优秀

论文更是难得一见。反映出学院对教育研究类毕业

论文审核评价方式过于简单，同时也说明学生深入

中学一线不足，教育教学研究能力薄弱，分析解决

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基础教育研究论文的

写作基本功不够扎实。

1.2 改进的对策与建议

为了提高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加强对教育研

究类毕业论文的指导，针对上述突出问题，提出了

以下改进的对策建议。

1.2.1 提高师生思想认识，切实重视“教育研究型”

师范人才的培养

学院要大力倡导师范专业教师积极开展基础

教育研究，鼓励师范生积极选择教育研究类毕业论

文，甚至作出硬性要求，如要求每届师范毕业生至

少要有 50%的学生选择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

1.2.2 将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与教育见习、实习、

研习结合起来，融合开展

鼓励师范生利用教育见习、实习、研习的机会，

在中学一线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中学的教育教

学研究类课题，自主发现问题，凝练选题方向，进

一步论证和确立选题，以保证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

选题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创新性。

1.2.3 建立高校教师和中学教师联合指导教育研

究类毕业论文的“双导师制”



井冈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96

学院要与教育实习学校及一线教师建立长久

的见习、实习、研习合作关系，有效激励中学老师

参与师范生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全过程指导，对

毕业论文选题确立与论证、毕业论文实地调研与实

践研究、毕业论文撰写要求与规范等具体过程实施

“双导师”指导，切实培养学生教育研究能力及论

文写作能力，提高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整体质量。

1.2.4 鼓励学生深入中学一线切实开展实地调研

和实践研究

在毕业论文研究期间，学生除了开展应有的文

献调研之外，还应积极到中学教学一线去开展实地

调研和实践研究，获取第一手材料。高校及指导老

师应多为学生创造实践研究的机会，多与中学指导

教师加强联系，让学生在开展毕业论文工作时有学

校可去，有对象可研究。可考虑对参与教育研究类

毕业论文的学生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为学生赴中

学教学一线开展实践研究提供便利。见习、实习中

的学生就是师范生完成教育研究最好的研究对象；

师范生在见习、实习的教学实践环节中，将课堂所

学的教育理论联系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

是毕业论文最好的论据素材。

1.2.5 促进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审核评价改革，切

实提高论文质量

学院可尝试对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进行单独

评价，并适当设置优秀毕业论文比例，鼓励学生积

极选择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写作。在教育研究类毕

业论文的审核与答辩方面，应邀请中学教学一线名

师或论文的中学指导老师，和高校从事基础教育研

究的专业教师组成审核答辩小组，更有针对性地对

学生毕业论文做出审核评价，并提出更专业、更合

理的修改建议和补充内容，以利于进一步提高毕业

论文质量的。

2 师范生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改革

与实践研究

2.1 改革实践的具体做法

为了切实提高师范生的教育研究能力，落实

“教育研究型”师范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也为了检

验上述有关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改进对策与建议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调研以井冈山大学化学专业

2018 级学生毕业论文工作为试点，开展师范生教育

研究类毕业论文改革的实践研究，具体做法如下。

2.1.1 毕业论文与教育实习紧密结合并融合开展

将化学化工学院有教育教学研究经验的师范

专业老师组织起来，动员他们承担更多的教育研究

类毕业论文指导工作，要求他们主动到 2018 级化

学专业的学生中进行摸底调查、宣传动员，鼓励更

多师范生选择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并要求学生将

毕业论文与教育实习紧密结合起来，在教育研习过

程中确立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在教育见习、实习过

程中开展教育教学的调查研究和实践研究工作，以

获取毕业论文的第一手资料和有力论据。

2.1.2 建立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双导师”指导机

制

邀请了部分中学化学教学名师及部分学生实

习的专业指导教师来担任学生毕业论文的中学指

导教师，建立了高校老师和中学老师联合指导的

“双导师”团队，实施了学生毕业论文全过程“双

导师”指导。

2.1.3 强化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过程指导

在毕业论文选题上，改变了由高校老师单向指

定的传统做法，由学生利用教育实习的机会，在中

学指导老师的建议和提示下，根据对实习学校的实

地调研和教学实践中实际问题，自主确立选题方

向，使选题更契合当前教育教学实际。

在选题的论证及论文开题环节，召开了 2018

级化学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选题论证及开题报告

会，邀请了部分高校指导老师和中学教学名师担任

专家评委，对学生确立的选题及开题报告逐一进行

集体点评和指导，使确立的选题更精炼、精确。开

题报告更规范、详实、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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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论文的实践研究环节，加强了与教育实

习基地及中学指导老师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要求学

生一定要下到中学教学一线，在中学指导老师的帮

助下开展实地调研和教学实践，获取真实有效的论

文素材。

在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要求高校指导老师

定期召开毕业论文写作指导会，就教育研究类论文

的写作要求、写作提纲、论文的整体思路、论文结

构、基本逻辑层次等方面作出具体的指导，定期征

求中学指导老师的意见建议，有效提高了学生毕业

论文的写作水平，改变了以往学生出现的盲目乱

写、堆砌资料、高度临摹、大量引用等不良现象。

在毕业论文审核答辩评价环节，单独成立了由

从事基础教育研究的专业教师和中学指导名师共

同参与的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审核答辩小组，对所

有化学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集中审核、集中答辩，

提出了更专业、更具针对性的评价和修改意见，改

变了以往由于与学科专业论文混合答辩而出现的

老师点评不到位、修改意见不专业等现象，有效提

高了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质量。

2.2 改革取得的成效

通过上述对井冈山大学化学专业 2018 级师范

生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改革实践，其特色在于开

创了毕业论文与教育实习紧密结合、融合开展的新

做法，建立了高校老师和中学老师联合指导教育研

究类毕业论文的“双导师制”，实施了学生毕业论

文全过程“双导师”的指导，从改革后 2018 级毕

业论文相关数据分析，以及改革实践对象座谈会和

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改革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

效。

2.2.1 改革前后毕业论文相关数据对比分析

学院自 2018 级开始，高度重视师范生教育教学

研究能力的培养，对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提出了更

明确的要求。与改革前 2014 级至 2017 级化学师范

专业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相关数据进行对比，2018

级化学师范专业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表现出明显

的优势。

（1）选择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学生比例显著

增加。2018 级化学师范专业共 61 人，有 24 人选择

了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占比达到 39.3%，比前四

届平均值高出近二十个百分点。参与指导教育研究

类毕业论文的中学教师也显著增加，达到 22 人，

占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总数的 92％，比前四届平均

值高出 72 个百分点，形成了强有力的“双导师”

指导团队（如图 1）。

图 1 改革前后参与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师生人数对比图

Fig.1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graduation thesi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2）来源于中学指导教师的选题数量明显增

加。如图 2 所示，论文选题有 22 个来源于教育实

习时学生与中学指导老师商定并自主确立的研究

课题，占比达到 92%，比前四届平均值高出 78 个

百分点。通过高校与中学教师的联合指导论证，选

题与当前中学教育教学实际具有更高的契合度，体

现了教育教学研究的时代性和创新性，更重要的是

锻炼了学生自主确立选题和论证过程的能力。

图 2 改革前后论文选题来源于中学指导老师的数量对比图

Fig.2 Comparison of the thesis topics coming from the
guidance of the secondary school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3）赴中学开展实地调研和教学实践的学生

人数显著增加。如图 3 所示，在毕业论文的实践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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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有 23 位同学利用教育实习的机会，在中学

教学一线开展调研和教学实践，比例高达 95.83%，

比前四届平均值高出 60 个百分点。其中有近 20 位

同学在实习结束后仍经常到实习学校去，在中学指

导教师的帮助下开展实实在在的实践研究，得到了

很好的科学研究过程锻炼，同时也确保了论文论据

的科学性。

图 3 改革前后在中学开展实地调研和教学实践的学生

人数对比图

Fig.3 Comparison of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actice
carried out insecondary school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4）学生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写作能力得到

有效的锻炼，论文质量明显提高。2018 级化学教育

研究类毕业论文中绝大部分论文的整体思路清晰、

结构层次合理、论据详实有力，论文平均成绩为 85.4

分，明显高于往届的总平均分（图 4）。其中有 3 篇

论文获得指导成绩优秀，1 篇论文获得答辩成绩优

秀，均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图 4 改革前后学生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成绩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the performanceon of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graduation thesi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2.2.2 改革实践对象座谈会及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更确切地了解学生在毕业论文改革实践

过程中的亲身体会和真实感受，发现改革中存在的

不足，进一步促进毕业论文改革的深入开展，在

2022 届毕业生毕业论文答辩结束后，课题组召开了

参与本次毕业论文改革实践的化学 2018 级学生座

谈会，并就化学师范专业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改革

以问卷形式进行了调查，数据统计结果表明：

（1）2018 级化学专业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改

革学生满意率达到 100%。绝大多数学生认识到了

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并对能参与到

本次毕业论文改革实践中感到幸运，认为从多个方

面取得了巨大收获。通过这次毕业论文实践，有

91%的同学认为学会了如何从中学教学过程中发现

问题和凝练选题；有 96%的同学认为自身的教育教

学调查研究能力和实践研究能力得到了有效锻炼；

有 80%的同学认为自己教学设计和教学反思的能

力更强了，对从事教师工作更有信心了。

（2）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与教育实习工作融

合开展的改革举措，得到与会学生的一致好评。同

学们都认为两者同为培养学生教育研究能力的重

要阵地，有诸多相通之处，可以相互促进，认可度

达到 100%。选择了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的大多数

学生在教育实习期间开展了大量的毕业论文相关

工作，近 90%的同学利用教育实习机会，与中学指

导老师讨论商定，确立了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近

80%的同学以自己的实习学校、实习班级和实习学

生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教学

实践等相关研究工作。

（3）建立高校老师和中学老师联合指导的

“双导师”制、实施毕业论文全过程“双导师”指

导的改革举措，深得大学生赞成。有 96%的同学认

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得到了更全面、更专业、更具针

对性的指导评价，有利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有

91%的同学认为自己的论文选题、研究内容、研究

思路和方法都得益于中学指导老师的帮助，毕业论

文选题和内容更贴近中学教育教学实际，更准确地

反映了当前中学教育教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还有

83%的同学认为由于有了中学指导老师的帮助和指

导，自己的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教学实践等研究

工作能得以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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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化毕业论文过程指导的一系列改革举

措，同学们反响激烈，深感受益匪浅。特别是对学

院组织召开毕业论文选题论证和开题报告会，要求

并组织学生多次到中学开展调研和教学实践，中学

指导老师参与论文答辩和评审等具体做法，得到同

学们的高度参与和评价。有 96%的同学认为学院组

织召开的选题论证和开题报告会使自己的选题和

开题报告得到了充分的论证，研究内容更明确了，

不再觉得教育研究如想象中这般难了；有 93%的同

学认为去中学开展调研和教学实践对教育研究类

毕业论文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是做真研究、写真

论文；有 91%的同学认为中学老师参与答辩评审很

有必要，能使评价指导更专业、更具针对性。

3 小结

只有切实加强师范生教育研究能力的职前培

养，才能满足当今社会对“教育研究型”师范人才

的迫切需求。只有具备良好的教育研究能力和素

质，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今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师专业

发展的需求。本调研以井冈山大学 2018 级化学师

范专业教育研究类毕业论文为改革试点，通过将教

育研究类毕业论文与教育见习、实习、研习紧密结

合、融合实施的方法，组建了由中学教学名师和高

校教学论教师联合指导的“双导师”团队，实行了

对师范生教学研究类毕业论文全过程的“双导师”

指导，推行了毕业论文选题确立与论证、毕业论文

实地调研与实践研究、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与答辩评

审等环节的系统改革实践，显著增强了师范生的教

育教学研究意识，有效提高了师范生的教育教学研

究能力，切实坚定了师范生从事教师工作的信心，

为培养合格的“教育研究型”师范人才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同时，本研究所得结论对规范师范生本科

毕业论文指导、提高师范生本科毕业论文质量具有

良好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本课题组将持续深入

开展化学师范专业双导师队伍建设、化学师范专业

实践教学改革，以期获得更系统的研究结果，形成

可供推广应用的师范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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