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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强化基础阶段英语教师队伍建设，当前学科教学(英语)教育硕士培养院校不断增加。本研究基于学生

视角，对Q大学这一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英语教育硕士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培养方式及

教学质量评价5个维度开展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发现，该校英语教育硕士培养模式尽管整体上获得学

生肯定，但还存在培养目标定位模糊、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实践能力培养缺乏保障和导师队伍建设缺

乏引导、管理和沟通机制等问题，本文提出准确定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

强联合培养体与实习基地的建设等建议，以期为改善该校英语教育硕士培养模式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

供其他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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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basic stage, the curren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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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stitutions for the training of Master of English Education is increasing. Based on students’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conducted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on five dimensions of the M.Ed. 
in English education training program, curriculum, faculty strength, training methods and teach-
ing quality evaluation at Q University, a non-normal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overall cultivation model of master of English education of this university was 
affirmed by students, there we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ambiguous positioning of training objec-
tives, lack of science in curriculum setting, lack of guarantee for practical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lack of guidance,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for supervisory team building, etc. 
This paper proposes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training objectives, optimization of curriculum set-
ting, strengthening of faculty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joint training body 
and internship base.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ultivation model of M.A. 
in English education in this university, and also for other non-normal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to lear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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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人口和教育等的发展，传统的单一地由师范院校培养教师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对教

师多样性和数量的要求[1]，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参与教育硕士培养。我国自

2009 年开始招收全日制学科教学(英语)专业学位研究生。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网的信息显示，培养全日制

学科教学(英语)教育硕士(简称英语教育硕士)的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数量多，占比高，在全国分布广泛。

截止到 2023 年，招收全日制学科教学(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大学共有 128 所，其中，师范类院校有 61 所，

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共有 67 所，占 52.3%；地域分布上，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在全国均有分布——东部

有天津外国语大学、广州大学等，中部有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西部有四川轻化工大学、广西民族大

学等[2]。对这一高占比高校群体的教育硕士人才培养开展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 
但是，相对于国外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较早，教育硕士培养模式已日趋成熟。我国非

师范类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历史不长，因此相关研究还处于探索和学习国外阶段。 
第一，研究范围上，已有研究多是对师范类院校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研究，对非师范类综合

性大学的研究较少。第二，研究深度上，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教育硕士整体培养模式探究，涉及到具体

学科领域培养模式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专门针对学科教学(英语)专业学位方向的研究更是几乎没有。第

三，研究角度上，已有研究多从管理者的视角，罕见从学生视角考察对非师范院校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

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学生视角，拟调查 Q 大学的学科教学(英语)教育硕士培养模式，以对该培养

模式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2. 问题提出 

Q 大学是一所有 50 余年办学经验的老牌非师范类本科院校，该校从 2020 年开始招收学科教学(英语)
教育硕士。作为一所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Q 大学在英语教育硕士的招生、培养、管理、学术评价等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8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薛冰月，吴春容 
 

 

DOI: 10.12677/ae.2024.144582 748 教育进展 
 

项关键环节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本研究基于学生视角，拟了解以下三个问题： 
1) 与师范类院校相比，该校作为一所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其英语教育硕士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

否明确？ 
2) 该校人才培养的校本特色是否明显？ 
3) 该校在培养方案、师资力量、教学运行与管理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 

3. 研究设计 

1) 研究思路和研究工具编制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问卷采用自编问卷，结合非师范类综合性大

学培养英语教育硕士的特点，并参考其他学者的相近研究对问卷进行编制。在问卷调查之后，随机选取

七名对象，对问卷中需要详细了解以及问卷调查不能涉及的方面，编制成访谈提纲对调查对象进行访谈，

以便真实反映该校英语教育硕士培养情况与学生的满意度。 
本次问卷共设计 29 个小题，四道大题，分别是：个人基本情况、量表题、选择题以及开放题。问卷

以量表题为主，共 21 个小题，从五个维度(培养方案、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培养方式和质量评价)进行

了问题的设计。访谈提纲主要是对问卷的扩展和补充，所设计的问题也是围绕上述五个维度，以半开放

题为主，并在访谈的过程中根据访谈对象的回答进行调整。 
2) 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 Q 大学英语教育硕士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全体 27 名学生。由于该校英语教育硕

士两个年级各仅有一名男生，访谈对象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了该校该专业一年级 4 名同学和二年级

3 名同学，包括这两名男同学。 
本次问卷调查利用问卷星进行，调查组首先对问卷进行了试调查，随后将修改后的问卷发放至该校

英语教育硕士一年级和二年级的班级群。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7 份，收回 27 份，回收率为 100%。访谈

调查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和电话访谈两种形式，并使用纸、笔和录音设备对访谈全程进行记录。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问卷调查信度、效度检验 

针对量表题 1~21 小题，从 SPSS 分析结果可知：克隆巴赫信度系数值为 0.954，KMO 取样适切性量

数分别为 0.601、0.625，说明研究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真实有效。 

4.2. 问卷调查结果与统计分析 

4.2.1. 培养方案 
对于该校英语教育硕士培养目标，18.52%的学生选择非常了解，77.78%的学生基本了解和了解。说

明学生对该校的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基本认可(见表 1)。 
 
Table 1.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f the objectives of the master of English education 
表 1. 英语教育硕士对培养目标的了解度 

对学校的英语教育硕士的 
培养目标是否了解 

非常了解 基本了解 了解 基本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5 18.52 10 37.04 11 40.74 1 3.7 0 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82


薛冰月，吴春容 
 

 

DOI: 10.12677/ae.2024.144582 749 教育进展 
 

4.2.2. 师资力量 
对于师资力量的满意度，33.33%的学生选择非常满意，33.33%的学生选择比较满意(见表 2)。 

 
Table 2. Satisfaction of master of English education with the faculty 
表 2. 英语教育硕士对师资力量的满意程度 

对英语教育硕士的 
师资力量满意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9 33.33 9 33.33 6 22.22 3 11.11 0 0 

4.2.3. 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方面从课程内容设置、课程实践性、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方式、专业选修课等方面进行调

查。其中被调查者对于课程内容设置和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方式的满意度较高，与此同时，被调查者对

课程的实践性以及专业选修课的可选择性和自主性满意度较低(见表 3)。 
 
Table 3. Satisfaction of master of English education with the curriculum 
表 3. 英语教育硕士对课程设置的满意程度 

对目前的课程总量的看法 

很多 较多 一般 较少 很少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3 11.11 13 48.15 7 25.93 1 3.7 3 11.11 

课程教学内容与 
一线教学实践的关联度 

很大 较大 一般 较小 很小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7 25.93 9 33.33 11 40.74 0 0 0 0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实践能力培养满意度 7 25.93 9 33.33 11 40.74 0 0 0 0 

教师教学方式满意度 8 29.63 16 59.26 3 11.11 0 0 0 0 

教师教学水平满意度 9 33.33 14 51.85 3 11.11 1 3.7 0 0 

专业选修课数量满意度 7 25.93 7 25.93 8 29.63 5 18.52 0 0 

专业选修课自主权 7 25.93 6 22.22 5 18.52 6 22.22 3 11.11 

4.2.4. 培养方式 
在 27 位被调查者中，对学校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和讲座数量，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有 20 人。

对于校内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质量，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有 26 人。对于校外导师的指导，研究

生一年级同学和研究生二年级同学存在明显差异，59%的研究生一年级同学对于校外导师的指导并不满

意，90%的研究生二年级的同学对于校外导师的指导表示满意。对于双导师之间的合作，两个年级的同

学都认为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配合度不够理想(见表 4)。 
 
Table 4. Satisfaction of master of English education with the training method 
表 4. 英语教育硕士对培养方式的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学习交流活动或讲座数量的满意度 9 33.33 11 40.74 5 18.52 2 7.4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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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导师的指导频率满意度 16 59.26 10 37.04 0 0 1 3.7 0 0 

导师的指导质量满意度 15 55.56 11 40.74 1 3.7 0 0 0 0 

校外导师对实践能力培养满意度 5 18.52 11 40.74 8 29.63 1 3.7 2 7.41 

双导师配合满意度 6 22.22 8 29.63 10 37.04 3 11.11 0 0 

4.2.5. 质量评价 
对于课程考核的严格程度，25.93%的同学认为非常严格，40.74%的同学认为比较严格。70.37%的同

学对于目前课程的考核方式表示满意(见表 5)。 
 
Table 5. Satisfaction of master of English education with quality evaluation 
表 5. 英语教育硕士对质量评价的满意程度 

课程考核严格是否严格 

非常严格 比较严格 一般 比较不严格 非常不严格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7 25.93 11 40.74 7 25.93 2 7.41 0 0 

课程考核方式满意度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7 25.93 12 44.44 8 29.63 0 0 0 0 

4.2.6. 问卷调查结果总结 
从表 6 可以看出，被调查者满意度低的方面主要表现在课程实践性、选修课的可选择性和自主性、

校外导师指导(研一)以及双导师合作。 
 
Table 6. Summary of satisfaction of master of English education with cultivation model 
表 6. 英语教育硕士对培养模式的满意度总结 

维度 项目 满意度高 满意度低 

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  

师资力量 师资力量 ○  

课程设置 

课程内容 ○  

课程实践性  ○ 

教师教学方式和教学水平 ○  

选修课可选择性和自主性  ○ 

培养方式 

学术交流活动和讲座数 ○  

导师指导频率和质量 ○  

校外导师指导 ○ (研二) ○ (研一) 

双导师合作  ○ 

质量评价 课程考核严格程度和考核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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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可得：在教学方式方面，大部分学生希望可以多采取深入教学一线的观摩

教学、专题讨论以及案例教学等形式；在课程开设方面，除已开设的教学设计方面的课程，大部分学生

希望多开设些其他教师技能方面的课程；在培养模式方面，大部分学生希望该校培养模式能向专业的师

范院校靠拢。 

4.3. 访谈调查结果分析 

此次访谈调查对象共七位同学，其中四位同学为研究生一年级，三位同学为研究生二年级。四位被

调查者的本科均是二本院校的英语相关专业，考研目的均以提升学历为主要目的，其访谈结果存在共性，

真实回答了自己对目前学校培养模式的态度，同时对于学校培养模式的优化和创新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和建议。 

4.3.1. 满意度高的方面 
七位被调查者均对学校的师资力量、课程内容设置、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质量满意度高，认为目

前课程内容设置基本能够体现前沿性、理论性、职业性等方面，同时师资水平较高；在培养方式方面，

对校内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质量满意度高。 

4.3.2. 满意度低的方面 
1) 课程设置 
七位被调查者中，四位认为目前的课程总量偏多；七位被调查者均认为课程设置偏重理论，实践性

偏弱，不能体现专业性硕士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在授课方式方面，建议采取多样化的授课形式，例

如案例教学、深入一线的观摩教学和专题讨论等形式；在专业选修课方面，可选择的课程不多，且不能

体现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可以多设置能够增强教师教学技能方面的课程，例如口语表达、板书书写和班

级管理等方面的课程。 
2) 培养方式 
校内导师指导方面，虽对导师指导频率和指导质量满意度高，但还是希望能够加强对论文写作以及

科研方法方面的指导，切实提高科研能力。校外导师指导方面，仅有两名同学相对满意，其余学生都期

望校外导师能够增强指导频率且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评价。对于双导师间的沟通合作，被调查者都表示

期待他们间的沟通合作，但是操作性不强，可能需要学院多组织相应的活动。 
3) 质量评价 
在课程考核上，七位被调查者均认为，研究生阶段采取论文考察形式更好，不期望采用试卷的形式，

且论文数量不宜过多，每周一篇论文难以保证论文质量。 
4) 培养模式 
对于学校英语教育硕士整体培养模式而言，五位被调查者认为学校的培养模式应该向专业师范院校

靠拢，以切实提升学生今后成为一名教师的专业素养。有两位认为可以适当增设体现学校特色的课程，

但仅出于了解的目的。 

5. Q 大学英语教育硕士培养模式存在问题及分析 

5.1. 培养目标定位模糊 

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必须科学确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合理定位，深入研

究和准确把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律，创新培养理念，改革培养模式，确保培养质量[3]。教育硕士培

养目标定位是顶层设计，统筹教育硕士培养方案的开发、实施与评价[4]。而培养目标定位模糊是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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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综合性大学英语教育硕士培养困境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培养定位不明确、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不具体，没有突出应用型特征，没有面向基础教育[5]。从发展的角度看，传统的以学术为导向的研究生

培养目标定位已不能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实际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

大，重点大学毕业研究生到基层就业的比例不断增加，地方综合性大学研究生的特色和比较优势不明显，

面临重大挑战[6]。Q 大学作为一所理工科综合性大学，具有综合性强和学术氛围浓厚的优势，在培养英

语教育硕士上，其宽厚的基础知识和研究能力是师范性院校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目前的培养目标定位中

并没有体现综合性大学的综合性优势和理工科大学的学术优势，也未突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性。 

5.2. 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 

培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设置的合理性、课程建设与发展的水平以及课程

实施的效率，但关键的第一步是课程设置[7]。在界定教育硕士培养目标后，选择课程内容，合理设置课

程结构与采用适当教学方法，选择适当的课程评价方式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4]。然而，据调查，

Q 大学在课程内容、课程结构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 
首先，在课程内容上，教师技能课程缺失。教师专业化不仅要求教师具备学科专业素养，也要求教

师具备教育专业技能。开设教师技能课程是培养教师专业技能的重要途径。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教师技能

课程主要包括教学实践课程、教师口语课程、教学板书设计课程、班级管理课程等。经调查，该校所开

设的教师技能方面的课程主要是教学设计方面的课程，其他方面甚少涉及。其次，在课程结构上，选修

课弹性不足。专业选修课主要是为了增加学生宽厚的知识基础，也是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发挥自身优势

的重要方面。然而由于学科教学(英语)教育硕士的培养时间短，学生第一年都在进行理论课程的学习，没

有选择的权利和机会，选修课程成了必修课程，必修课程成了核心课程，这种情况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化

的需求[8]。据调查，学生在选修课的选择上处于“失语”状态；且选修课数量相对较少，缺乏跨学科、

跨院校的合作。再次，在教学方式上，缺乏实践性教学方式。根据问卷和访谈调查结果，目前教师上课

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以课堂讲授为主，而对于案例教学、深入教学一线的观摩教学等实践性教学方式较少

采用。 

5.3. 实践能力培养缺乏保障 

教学实习是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的关键一环。然而，Q 大学英语教育硕士在实习过程中，由于缺乏

制度性保障，导致实习过程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实习基地的建设缺乏制度化和常态化。基层培养单位

在寻找实习基地时没有得到政府管理部门制度化的支持，常常是通过同学、朋友、校友、老乡等私人关

系来求得实习单位的支持与合作，个人感情的因素往往左右了实习单位的态度，导致实习基地的建设难

以常态化[9]。其次，实习单位与全日制教育硕士实习生并没有形成有机的整合。一些实习单位和实践导

师，因为升学和竞争压力大、教学任务紧、对实习生的教学能力缺乏足够的信任等因素，没有调整好教

学安排，合理匀出必要课时让实习生执教，致使学生实习教学效果大打折扣[10]。研二同学在个别访谈中

提到，由于临近月考和学生家长反对，实践导师迟迟不愿意安排她上课。 

5.4. 导师队伍建设缺乏引导、管理和沟通机制 

教育部指出，要建立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

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3]。然而根据问卷和访谈调查发现，Q 大学双导师制未能有效落实。究其

原因，首先，校内导师缺乏引导机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语教育专业型硕士导师与学术型导师并没

有一个清晰的分野。许多校内导师，其研究志趣主要放在学科学术研究上，对于基础教育的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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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实践技能，缺少必要的兴趣和关注，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不能给予教育硕士有效的指导。其次，

校外导师缺乏科学的管理机制。在甄选校外导师时，培养单位往往倾向于选择有行政职务的高级职称教

师，而这些校外导师通常行政事务繁忙，不能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指导全日制教育硕士的教学实践[10]。此

外，经济报酬低，也是影响校外导师指导热情的原因之一。最后，双导师合作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双

导师由于接触机会有限，就研究生培养中出现的问题沟通与交流不够，“合作”更难体现。同时导师双

方由于工作繁忙，不愿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人才培养的合作上[11]。 

6. 优化和创新英语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对策 

6.1. 准确定位培养目标，科学完善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

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

才[3]。以此目标为指引，各培养院校在培养目标定位上，要深刻理解与把握教育硕士培养的专业性、应

用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特点。包括 Q 大学在内的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应明确专业硕士学位与学术硕士学

位、硕士层次与本科层次、非师范院校与师范院校在培养目标定位的区别，使其更具有独特性。同时，

以教指委修订的新版培养方案为模板，适当加入体现各培养院校特点的课程，使其更有针对性，更加多

元化，避免出现人才培养同质化，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给予学生更多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和实践创

新[5]。 

6.2. 优化课程设置，实现课程供求平衡 

课程设置是具体体现培养目标的载体，依据教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

置应突出实践类课程，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为核心[9]。然而，

目前 Q 大学英语教育硕士培养存在着课程与学生需求不平衡的问题，其课程设置不能满足发展学生实际

教学能力的需要。为了改变课程供求失衡的现状，应在课程设置上注重以下几点： 
1) 优化课程结构 
第一，增加实践课程比重，形成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相互沟通机制，如见习—实习—研习与理论课

程相结合，避免实习课程流于形式[4]。第二，增加选修课弹性。提高学生自主选课的权力，扩大公共选

修课范围，以满足学生个性化要求。第三，加强学科沟通、合并冗余课程内容，增强课程融合度。 
2) 丰富课程内容 
教学内容的改革集中在课程内容要反映本领域的学科前沿及发展趋势，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

[6]。第一，增强基础理论课程的实践性，如加强课程与中小学教材和教学实践的联系、增设教师技能课

程。第二，增强基础理论课程的前沿性，如增设信息技术融合等方面的课程。第三，提升实践课程的有

效性。立足于专家型教师的培养目标，培养教育硕士在教育实践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3) 改进教学方式 
改变传统的“满堂灌”“一言堂”的授课方式，对现有教学方式进行改革：主要集中在采用专题讨

论式、案例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促进研究生开展自主性、研究性、探索性学习，提高其创新思维能

力和科研实践能力等方面[6]。 

6.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导师队伍的质量决定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一方面要提高导师队伍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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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导师队伍管理体系，把导师队伍的内在潜力发挥出来[6]。第一，优化教育硕士导

师遴选制度。在导师遴选阶段，要在充分尊重导师的科研方向和兴趣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真正对基础

教育有浓厚兴趣，承担教改或教研课题的教师进入教育硕士导师的队伍[10]。第二，要健全教育硕士导师

队伍的监督和考核机制。从导师自身业务能力和思想品德、学生评价、学生论文盲审成绩、学生就业情

况等维度对导师进行严格的考核。再次，要加强导师队伍的培训工作。定期组织导师参加基础教育的教

研活动，熟悉本学科在基础教育方面的研究动态[10]；最后，规范校外实践导师的管理。健全校外导师激

励和监督机制，激发导师指导热情的同时，也有助于学校进一步的监督与管理。同时建立双导师沟通机

制，搭建双导师合作桥梁。 

6.4. 加强联合培养体与实习基地的建设，保障教学实践的有效性 

实习基地是开展实践教学必不可少的场所，也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第二课堂”。要建设有效

的实习基地，首先应转变观念，以“共同体”的理念来指导实习基地的建设，努力构建教育硕士研究生

的联合培养体。联合培养体的核心是高校与中小学结成利益共同体，让中小学能够获得期望的利益，使

之成为共同体中的利益攸关方[9]。由于英语教育硕士学位培养时间不长、培养教育硕士的数量不多等因

素，在培养初期可能缺少政府相关政策与制度以及经费的支持。为调动中小学参与教育硕士研究生实践

教学的热情，除支付中小学费用外，高校可以考虑对中小学的学校发展和教师发展提供指导，或者与中

小学联合开展课题研究[12]。也可以将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实习融入中小学的日常工作之中，如协助班主任

承担一些日常学生管理工作、批改一定量的学生作业、顶岗实习等。 

7. 结语 

Q 大学英语教育硕士培养至今已有两年，招生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考生接受度日渐提高。作为

一所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其培养模式在目标定位、课程设置、实践能力培养和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尚

有不足之处，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但是，本文调查对象有限，仅基于学生视角，但缺少

对学生自身的内在成就动机、职业规划和学习能力等个体因素的调查，一定程度上影响调查数据的解释

力。虽有不足，但笔者仍希望通过本文为同类型培养院校优化和创新培养模式提供参考。相信随着基础

教育对研究型教师的需求和国家对专业学位的重视，非师范类综合性大学对于英语教育硕士的培养前景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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