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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英三国教育博士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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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美、澳、英三国 Ed.D.教育项目的培养目标、培养环节、入学要求、课程设置、学习与指导、论文写

作与学位授予等事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分析，以对我国即将开展的 Ed.D.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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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21 年美国哈佛大学授予了世界上最早的

教 育 博 士（Doctor of Education,以 下 简 称“ Ed.D.”）

专业学位之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

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

也随即开展了 Ed.D.培养工作。 截至 1940 年，在美

国当时总共 55 个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中，至少有

24 个机构定期授予 Ed.D. [1]；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

末 ，已 经 有 92 所 大 学 授 予 Ed.D.；进 入 新 世 纪 的

2005 年，美国有 250 所授予教育领域博士学位（包

括 Ph.D.和 Ed.D.）的 高 等 教 育 机 构 [2]，其 中 至 少 有

180 所以上的机构授予 Ed.D. [3]，而且 2005 年美国

教育领域所授予的博士学位总数是 6229 个，其中

教 育 博士 3033 个，几乎占据了教育领域博士学位

的半壁江山[4] 。

澳大利亚和英国虽然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才

开始授予 Ed.D.，比美国晚了将近 70 年，但两国Ed.D.
的培养工作发展十分迅速。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于

1990 年首先开始设立 Ed.D.项目，截至 1996 年，全

澳 大 利 亚 38 所 大 学 中 有 一 半 以 上 都 已 经 设 立 了

Ed.D.项目 [5]，到了 2000 年澳大利亚 Ed.D.项目数占

专业博士学位项目总数的 29.5%[6]，处于遥遥领先的

位置。 英国则是由布里斯托尔大学率先在 1992 年

设立 Ed.D.项目 [7]，经过 6 年的发展，1998 年英国就

已经有 24 所大学开设了 29 个 Ed.D.教育项目，远远

多于其他学科；到了 2005 年，英国有 34 所大学开设

了 40 多个 Ed.D.教育项目，Ed.D.教育项目已成为英

国博士生教育中发展最快的领域[8]。

美、澳、英三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情以及

不同的发展背景下开展 Ed.D.培养工作，虽然在发展

的过程中也受到一定的批评和争议，但三国 Ed.D.教

育项目的迅速发展以及其在教育类博士生培养中所

处的举足轻重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三国 Ed.D.
教育项目的培养目标、培养环节、入学要求、课程设

置、学习与指导、论文写作与学位授予等事项进行详

细的考察与分析，将对我国即将开展的 Ed.D.教育提

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培养目标

确立与研究性博士不同的培养目标是 Ed.D.存

在的根本和出发点。 尽管美、澳、英三国在 Ed.D.培

养目标的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他们设置

Ed.D.项目的出发 点，都 是 希 望 通 过 博 士 层 次 的 专

业训练，使学生掌握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发展从

事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的专业能力，达成对教育专

业特性的理解，养成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教育领域

实践问题的意识和习惯，从而成为“研究型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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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researching professionals）。 简 言 之，Ed.D.的 核

心培养目标在于为实践领域造就高层次的、具有实

践研 究和实践反思能力的“专家型”教育实践者和

教育管理者，“实践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 相比之

下，属 于 研 究 型 的 哲 学 博 士（Ph.D.）的 目 标 是 培 养

“专 业 型 研 究 人 员”（professional researchers），为 高

校和科学研究机构输送具有从事原创性学术研究

能力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学术性”是它的主要价值

取向。

尽管在培养“研究型专业人员”这一点上具有高

度的一致性，但美、澳、英三国 Ed.D.教育的培养目

标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 在美国，包括 Ed.D.在内的

专 业 博 士，一 般 被 看 作 是 职 前 性 质 的 学 位（a pre-

service award）而非旨在促进学生专业发展的在职性

质的学位（an in-service award）。 在美国的这类 Ed.D.
教育项目中，虽然大多数学生是有过工作经历的，但

这些项目一般没有把学生个人的专业发展纳入到培

养目标中来，而且有些学校的 Ed.D.教育项目更为

强调研究性，如哈佛大学的 Ed.D.教育项目就明确

强调对教育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原创性研究，并

声称其 Ed.D.教育项目的质量可与任何学校的教育

学博士相媲美[9]，这一现象也成为一些学者批评 Ed.

D.教育项目与 Ph.D.教育项目缺乏区别的重要原因

之一。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 Ed.D.教育则主要是作为

在职（in-service）教育项目实施的，除了培养研究型

的专业人员，解决教育实践问题之外，促进博士生个

人 专 业 发 展 已 成 为 其 Ed.D.教 育 项 目 的 重 要 目 标

之 一。

麦克斯威尔（Maxwell）针对专业博士学位教育

的 发 展 历 程，将 专 业 博 士 学 位 教 育 大 体 上 分 为 两

代：第一代专业学位教育强调专业理论与专业技能

的应用，其基本理念是：研究者针对实践情境开展

研究，生产出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知识，而攻读专

业博士学位的学生就要掌握这些知识，并将其应用

到实践中。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专业博士的培养

目标突出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而对“培养研究型专业人员”这一使命重视

的不够。 而到了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专业博士

学位教育发展进入了第二代，其支撑理念是：研究

与实践是循环式或螺旋式的共存关系，实践者在他

们实 践 情 境 中所创立和使用的知识决定了专业领

域问题的解决。 这一理念突出了知识的情境性，更

看重实践者在实际工作中开展研究的价值，因此，

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更加注重招收有实际工作经验

的专业人员，重视在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来培养实践者，因而把促进实践者专业发展纳入到

培养目标中来[10]。澳大利亚和英国自开始实施 Ed.D.
教育项目时就明确了它是一种在职教育项目，并随

着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更

加重视研究与解决专业领域中的实际问题，重视促

进个人专业发展的目标。 美国的 Ed.D.教育项目虽

然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职前教育项目，应该说基本

上还是处于第一代专业博士教育阶段，但近年来美

国也越来越重视在解决与研究实际问题过程中培

养学生，并有很多学校都新设置了一些针对在职人

员的 Ed.D.教育项目，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

生院在其设置的 7 个 Ed.D.教育项目中，就专门设

置了 3 个在职 Ed.D.教育项目，即职业生涯中期教

育领导博士学位 （Mid-Career Doctorate in Educa-

tional Leadership）、高 等 教 育 资 深 管 理 者 博 士 学 位

（Executive Doctorate in Higher Education Manage-

ment）、工作现场学习领导的资深管理者博士学位

（Executive Program in Work-Based Learning Leader-

ship），促进在职人员的专业发展自然成为这类教育

项目的一项重要主题。而且美国的教育类博士生（包

括 Ed.D.和 Ph.D.）中没有工作经验的候选人越来越

少，Ed.D.项目中部分时间制的学习人 员 也 越 来 越

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有实际工作经验者的

专业发展。

二、入学要求

美、澳、英三国的 Ed.D.教育项目在入学标准上

一般都有三方面要求：第一，基本上都要求具有硕士

学位或相应的教育背景，即使部分学校允许学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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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获得者入学，但对学士学习阶段的学习成绩都有

较高的要求。 美国 1995~1996 学年度注册的 Ed.D.
学员中有 83%拥有硕士学位，另有 6%拥有其他类

别的博士学位或第一级专业学位[11]。英国的 Ed.M.教
育项目在硕士学位的要求上要高于美国和澳大利

亚，而且相对于英国的 Ph.D.教育项目的要求来说也

更严格一些；有些学校虽然也允许学士学位获得者

进入 Ed.D.教育项目的学习，但只把这类学生作为

跟读生，要求他们在课程学习阶段要取得硕士学位，

否则就不能成为正式的博士候选人；第二，申请人要

关注教育并对教育有浓厚兴趣；第三，申请人要具备

学习和发展解决教育问题能力的潜质。

至于是否要求具有相关工作经历，美国的Ed.D.
教育项目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有所不同。 在美国，

除了针对在职专业人员而设置的 Ed.D.项目之外，美

国大学的 Ed.D.教育项目一般不把是否具有相关工

作经历作为入学的前提条件，在校学生和有过各类

工作经历的专业人员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申请入

学。 但美国实际攻读 Ed.D.教育项目的学生大部分

都是在职人员。 美国教育部 1998 年公布的统计数

字表明，1995~1996 学 年 度 注 册 Ed.D.项 目 的 学 生

都是有工作经历的，平均年龄是 41 岁，其中有59%
在 40 岁以上（含 40 岁）[11]；1999 年在美国获得科学

教 育 博 士 学 位 的 174 人 （ 包 括 Ed.D.和 Ph.D.）中

有 87%是有过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 [12]；哈佛大学教

育研究生院虽然没有对攻读 Ed.D.教育项目人员入

学前的工作经历提出具体要求，但实际上攻读哈佛

大学教育领域博士学位的博士生的 工 作 经 历 最 少

为 1 年，最多为 20 年，平均为 6年。 英国和澳大利

亚的 Ed.D.教育项目基本上是针对在职人员的专业

发展而设置的，其入学要求之一是要有若干年的工

作经历，少者为 1 年，多者为 5 年，一般为 3~4 年，

但并不只是要求在教育管理和各 级 各 类 教 育 机 构

中 的 工 作 经 验 ，在 卫 生 健 康 部 门、社会服务部门、

青年服务部门、警察与监管部门以及志愿者组织等

机构中的工作经验也都可以。

在入学资格审核上，美、澳、英三国的学校都要

求申请者提交中学后各阶段的学习成绩单，并要有

2 名以上（最少 2 名，最多 5 名）专家的推荐信，有些

学校还要求有来自雇主或工作单位专家的推荐信；

另有一些学校还要求申请者提交博士阶段的学习与

研究计划，以便确定申请者的兴趣和关注点是否与

Ed.D.教育项目相符，并且把这一点作为评估申请者

潜能的一项重要指标。至于是否对申请者进行面试，

则因学校而异，有的学校有面试的环节，有的学校则

没有面试环节。在入学考试方面，美国的学校一般都

要求申请者参加 GRE 或 GMAT 的考试，考试成绩

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英国和澳大利亚除了对外国申

请者有英语方面的考试（如托福或雅思）成绩要求之

外，一般对申请者没有相应的入学考试要求。

三、专业方向

美国 Ed.D.教育经过 80 多年的发展，专业方向

的设置比较多，有教育管理（教育行政管理、高校管

理、中小学管理）、课程与教学、大学具体学科教学、

（中小学）学科教育、心理辅导、早期儿童教育、小学

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包括学生事务管理）、成

人教育、特殊教育、对外英语教学、教师发展与领导、

人力资源开发、视觉研究等众多专业和方向，其中以

教育管理（教育行政管理、高校管理、中小学管理）、

课程与教学（包括大学的学科教学、中小学的学科教

学）为最多。例如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 9 个系

中,有 48 个 Ed.D.教育项目（而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

只有 24 个） [3]，弗吉尼亚大学设置 15 个 Ed.D.教育

项目 [13]，匹兹堡大学设置 11 个 [14]，宾夕法尼亚大学

设置 8 个[15]、印第安纳大学设置 8 个[16]。

英国的 Ed.D.教育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 由 于

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所以在专业方向的设置上相

对比较集中。在专业方向设置方式上，主要有两种类

型：一种是不分专业方向的 Ed.D.教育项目（Generic

Route Ed.D.)，即在入学时不确定具体的方向，而是

在博士学习的过程中由学员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

以及专业实践中的问题来选择不同的课程模块和研

究主题，由此分化出各自不同的领域和方向；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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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先设置了专业方向的 Ed.D.教育项目，如英国

的利兹大学就设置了人权与公民教育、信息技术在

教育中的运用、全纳教育、语言教育、终生学习、数学

教育、科学教育等 7 个方向的 Ed.D.教育项目，其他

学校 Ed.D.教育的专业方向数量相对较少，一般集

中在教育管理、课程与教学、学科教育、教育心理等

方面。

澳大利亚的 Ed.D.教育一般都是不分专业方向

的 Ed.D.教育项目（Generic Route Ed.D.)，如 2007 年

教育专业排名前 15 位的澳大利亚大学中，除了迪

肯大学从 2004 年起不再授予教育博士学位以外，

在其余的 14 所大学中，只有墨尔本大学和西悉尼

大学在 Ed.D.教育项目中事先设置了专业方向，剩

下的 12 所大学都没有对专业方向进行细分，学员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研究才确定各自的领域

和方向。

四、培养方式

在学习方式方面，美、澳、英三国的 Ed.D.教育

项目都有全日制（full-time）和部分时间制(part-time)
两种模式。 不仅在作为在职教育项目而存在的英国

和澳大利亚的 Ed.D.教育项目中绝大多数学生都采

用部分时间制学习方式，就是以职前教育形式而存

在的美国教育类博士生教育项目（包括 Ed.D.和 Ph.D.）
也 主 要 采 用 部 分 时 间 制 的 学 习 方 式 。 如 在 美 国

1995~1996 学年度注册 Ed.D.的学生中只有 16%的

人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 [11]；即使是对学科专业要求

相对较强的美国科学教育博士学位，在 1999 年的

174 名学位获得者（包括 Ed.D.和 Ph.D.）中也只有三

分之一是采取全日制学习方式的 [12]。 在学习的时间

上，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要求，对于采用全日制学习

方式的学生，最短学习时间要求是 2~3 年，绝大多

数是 3 年；最长时间要求为 6~7 年，绝大多数 是 6
年。 对于采用部分时间制学习方式的学生，最短学

习时间要求基本上都是 4 年，最长时间要求为 6~10
年，绝大多数是 6~7 年。

无论其学习方式是全日制还是部分时间制，美、

澳、英三国的 Ed.D.教育项目都是采取群组（cohort）

入学、群组学习的方式，这与很多文理学科领域中的

Ph.D.项目是以个人的学习与研究为主的方式有所

不同。 群组集体学习不仅可受益于课程学习和教师

的讲授，而且更有利于发挥群组成员的经验共享、思

想激荡、合作反思以及批判互动等优势，群组成员的

合作与互动同教育实践领域中工作人员的合作与互

动十分相似，这也是促进 Ed.D.学生专业社会化的

一项重要手段。 三个国家的 Ed.D.教育项目不仅在

课程学习和专题研讨阶段采取群组的方式，在论文

的研究与写作阶段也定期组织群组成员集中交流

（有的一两个月一次，有的每学期一次），而且群组成

员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继续

进行交流，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学者共同体（commu-

nity of scholars）。 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办的高等

教 育 资 深 管 理 者 博 士 学 位（Executive Doctorate in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项目就致力于为学生

相互交流教育管理经验提供了舞台。 学生的课堂参

与和讨论非常多,组织者还有效利用课间休息、鸡尾

酒会、就餐、参观等多种场合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

相互交流提供机会。 尽管学生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

就某一问题对本单位进行案例分析,但同学之间每

月一次的集中学习和交流对他们收集信息、完成论

文都具有重要作用[3]。

对 于 采 用 部 分 时 间 制 学 习 方 式 的 学 生 ，美 、

澳 、英 三 国 的 Ed.D.教 育 项 目 都 对 脱 产 集 中 到 校

学习的时间作了规定。 集中到校学习的时间一般

安排在周末、晚上和寒暑假，也有的项目要求学生

在项目规定的月份里到校集中学习。 如英国萨塞

克 斯 大 学 规 定 学 生 必 须 有 24 个 周 末 集 中 到 校学

习，外加寒暑假的到校集中学习。 为了帮助学生学

习，很多采取部分时间制的 Ed.D.教育项目还将一

些学习内容通过网络进行讲授，并建立专门的网页

以供教师与学员以及学员与学员之间交流与讨论，

还有的学校还以此来促进全日制学生与部分时间

制学生的交流 [17]。

导师指导是影响 Ed.D.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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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澳、英三国六所大学的 Ed.D.教育项目的课程设置

注：美国大学的 Ed.D.教育项目一般都实行学分制，英国和澳大利亚大学的 Ed.D.教育项目有些实行学分制，有些实行学年制。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各大学 Ed.D.教育项目的相关资料整理。

一。 对此，美、澳、英三国的 Ed.D.教育项目一般都是

采取导师组集体指导的办法，这与 Ph.D.项目中学生

与指导教师一对一的关系———每一位学员配备一名

导 师 (supervisor) ,专 门 提 供 学 习 和 研 究 方 面 的 指

导———有所不同。 大多数学校的 Ed.D.教育项目都

成立两个 4~5 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即课程指导委

员会和论文指导委员会，由这两个委员会分别指导

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与写作。 两个委员会的

成员有时可以兼任，但都以能有效帮助学生学习和

研究为出发点。 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往往是不同领域

或研究方向的专家，论文指导委员会中往往有一名

来自实践领域的专家。 两个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是由

学生、专家和项目主任经过协商共同确定的。 没有

成立指导委员会的 Ed.D.教育项目，往往要为每个

学生确定两个指导教师，一个是来自大学的导师，一

个是来自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有的项目甚至要求

从 学 生 的 工 作 单 位 中 选 取 1 名 专 业 人 员 担 任 副

导 师。

五、主要培养环节

美、澳、英三国针对在职人员 Ed.D.教育项目的

主要培养环节一般分为三个部分：课程学习、候选人

资格考试、论文的研究与写作。 美国职前(pre-ser-
vice) Ed.D.教育项目中还有一个实习环节。

1．课程设置

美、澳、英三国 Ed.D.教育项目大都实行模块化

课程设置，一般分为核心课程模块（如教育基本理

论或管理基本理论等）、前沿问题与实践性问题研

讨模块（有些学校的 Ed.D.教育项目将此模块合并

在核心课程模块中）、研究方法模块、学科专业模块

（有些 Ed.D.教育项目将此模块合并在选修课程模

块）、选修课程模块等，在这些课程模块中突出了基

本理论与现代理念的学习，研究方法的掌握以及对

实际问题的研讨（参 见 表 1）。 在 课 程 的 学 习 过 程

中， 更多的是采取集体学习与专题研讨的方式，依

据 出 席、研 讨 和 课 程 论 文 来 对 学 习 情 况 作 出 综 合

大学 总学分 论文学分 课程学分 课程模块

印第安纳大学（美） 90 15 75 专业核心课程 36 学 分，研 究 方 法 课 程 15 学 分，辅 修 教 师 教 育 课 程

12 学分，选修课程 9~18 学分。

匹兹堡大学（美） 90 18 72 专 业 课 程 24~36 学 分，研 究 方 法 课 程 15~18 学 分，选 修 课 程 12~24
学分，实习 12 学分，博士研讨 9 学分。

布里斯托大学（英） 540 290 250
课程学分中包括可从硕士课程中转过来 90 学分。 剩下的 160 学分

中，至少有 60 学分的研究方法以及资料搜集与分析课程和 100 学分

的选修课程（每小时的教学按 1 个学分计算）。

纽卡斯尔大学（英） 540 340 200 课程学分中有 40 学分是研究方法必修课，160 学分是与专业相关的

选修课程模块（包括学科专业课程）。

墨尔本大学（澳） 300 100 或 200 200 或 100

Ed.D.项目分为课程型和研究型两种。 在课程型 Ed.D.项目中，课程学

分要求为 200，其中研究方法 25 学分，5 门核心课程 125 学分，专业

研究项目开题报告 12.5 学分，专业研究项目 37.5 学分；2.5~3.0 万字

的博士论文 100 学分。 在研究型 Ed.D.项目中，课程学分要求为 100，
其中研究方法 25 学分，3 门核心课程 75 学分；5.5 万字的博 士 论 文

200 学分（每个教学时间单位按 1 个学分计算）。

新英格兰大学（澳） 144 96 48 18 学分的研究方法课程，24 学分的专业文化与实践，6 学分的开题

报告，论文或档案袋 96 学分（每个教学时间单位按 1 个学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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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价。

2．博士候选人资格的确定

美、澳、英三国 Ed.D.教育项目一般都有候选人

资格确定这一环节，即在课程结束时或进行到 80%
以 上 时，对 攻 读 博 士 学 位 的 人 员 进 行 博 士 候 选 人

（candidate）资格考试或资格审查，以确定这些人员

能否继续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 在获得候选

人资格之前，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员仍被称为“学生

（student）”，取得候选资格之后，才能成为“博士候选

人”。 大多数学校的 Ed.D.教育项目都是以笔试的方

式来确定候选人资格的，有的学校将笔试与开题报

告结合起来进行审查；但也有一部分学校是以对课

程 学 习 成 绩 的 复 核 与 审 查 的 方 式 来 确 定 候 选 人

资 格。

3．学位论文写作与研究

Ed.D.是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教育项目，美、澳、

英三国的 Ed.D.教育项目都要求学生的学位论文选

题与研究要关注教育领域中的实际问题，要求运用

所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如美

国学者耐尔森和库鲁夫(Nelson & Coorough)采用内

容分析的方法对 1994 年的 Ph.D.和 Ed.D.学位论文

进行研究时发现，社会科学方向的 Ph.D.学位论文

中，大多数专心于某些领域的研究，并且主要使用实

验研究或准实验研究，采用多元分析统计，具有较大

的推广性；而大多数 Ed.D.学位论文则关注地方上

的和本地区人群所关注的问题，如地区的学校和机

构等，研究的对象一般是学生或教师 [18]。

美、澳、英三国都十分重视 Ed.D.学位论文的写

作，绝大多数的大学都要求与 Ph.D.学位论文保持一

样的标准，但在论文的字数上一般要少于 Ph.D.论

文，最少字数要求为 3.5 万字，一般为 4~5 万字，多

者要求 6~7 万字。

针对近年来关于 Ed.D.学位论文过于学术化，

以至于与 Ph.D.学位论文相似的问题，美国和澳大利

亚一些大学开始采取一些新的举措。 如在美国，圣

路易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利福尼

亚大学、密苏里大学等一些大学采用小组合作研究

项目（group projects）的形式来取代毕业论文，即由 3
至 4 名学生一起工作来审视与解决教育实际问题，

以求使 Ed.D.能够与 Ph.D.真正有所区别 [19]。

小组合作研究的大体做法是：Ed.D.学生在完成

两年的课程学习后，进入研究阶段。 这时，每个学生

可与 2~3 个同伴一起结成一个研究小组，根据共同

关注的专业实践问题，确定一个研究课题（project），
在导师的指导下分工进行合作研究。 小组成员利用

一年多的时间，将课题带到实践中展开研究，在周

末，定期召开碰头会，最后形成一个代表集体研究成

果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经过审查合格后，进入答辩

阶段。答辩采取集体答辩和个人答辩相结合的方式，

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可对该研究小组中的每个人

授予 Ed.D.学位[19]。 这种做法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确

保了 Ed.D.论文的“实践性”特色，选题来源于实践，

在为实践服务并在同伴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发展了博

士生的专业研究能力。

在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和爱迪考文大学则

以学员的多篇研究论文（需要达到发表水平）构成的

档案袋（Portfolio）来代替学位论文，但对档案袋文字

总量的要求一般要高于对单篇博士学位论文的要

求。 相对于传统的学位论文来说，其特色在于：其

一，进行“化整为零”的研究。学生在确定一个研究主

题之后，对该主题的不同方面进行相互联系但又彼

此独立的研究，对每一个“子课题”撰写不同的研究

论文。其二，为学生撰写论文在空间和时间安排上提

供了便利性。 学生在研究期间不会因工作场所变更

而影响毕业论文的撰写 [20]。 也有的学校既要求有能

显示学员研究能力的档案袋，又要求有一篇博士学

位论文，这样对博士学位论文字数的要求就相对少

一些。

4．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博士论文答辩是美、澳、英三国 Ed.D.教育项目

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答辩时，博士候选人不仅

需要向答辩委员会陈述论文的选题、研究的过程和

得出的结论，有时还要向答辩委员陈述自己在博士

阶段的学习情况及对一些问题的理解。 对于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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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来代替学位论文的学生，答辩时一般分为

两个阶段，一是针对整个项目的小组集体答辩，二是

针对自己承担任务部分的个人答辩，小组集体答辩

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答辩也能通过 [19]。

答辩委员会最少由 3 人组成，一般都要求 4 人

以上。当答辩委员会中多数人认为论文可以接受时，

意味着答辩通过；当答辩委员会中多数人认为论文

可以接受，但某些细节需要修改时，博士候选人需要

将修改后的论文提交给论文担保人和答辩委员会的

另一名成员审阅，通过审阅则意味着答辩通过；当答

辩委员会中多数人认为论文答辩不能通过时，博士

候选人一般还有一次重新答辩的机会。 论文答辩获

得通过，并且课程学习审查（修读科目及成绩等）也

达 到 Ed.D.教 育 项 目 的 要 求 者，就 可 以 获 得 Ed.D.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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