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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科学的分化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甚至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现在已形成众多的分支学科。
可是，相对而言，有的比较成熟，有的则甚稚嫩。
这就使各分支学科的作者并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比较成熟者要求有新的发展；比较稚嫩者则要求迅速成长。
随着教育实践与理论的发展，随着相关领域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教育科学的分化还在继续。
这套《丛书》所展示的只是当前教育科学分支学科大致的面貌。
《教育实验学》共分十章，内容主要涉及：教育实验对教育实践及理论发展作用的重新认识、教育实
验的历史考察和本质探讨、教育实验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反思、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和方法问题、三种典
型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分析、教育实验研究中的理论探究、教测量和统计方法的正确应用、科学评价、
道德要求以及教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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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卷代序：教育实验研究随想引言：什么是教育实验第一章　教育实验对教育实践及理论发展作用的
重新认识第一节　教育实践究竟能不能检验教育理论第二节　为什么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生命在
于教育实验第三节　教育实验的价值与局限第二章　教育实验的历史考察和本质探讨第一节　外国教
育实验史的考察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的教育实验第三节　教育实验的本质探讨第三章　教育实验研究
的新进展及其反思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教育实验方法论的研究特点第二节　近二十几年来教育实验
研究的发展趋势第三节　从两种研究范式看教育实验第四节　关于当前教育实验研究的几点反思第四
章　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和方法问题第一节　教育实验的科学方法论问题第二节　教育实验设计的标准
问题第三节　教育实验与模拟法的关系问题第五章　三种典型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分析第一节　人长实
验的方法论分析第二节　情境教学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分析第三节　青浦实验的方法论分析第四节　三
种典型实验的方法论启示第六章　教育实验研究中的理论探究第一节　教育实验研究方法的性质、职
能和特点第二节　加强理论探究的教育实验的一般模式第三节　如何评价经验水平的实验研究第七章
　教育实验研究中的测量和统计方法的正确应用第一节　教育测量在教育实验中的正确应用第二节　
教育实验研究中问卷调查的测量学思考第三节　要防止教育实验研究中的统计误用第八章　教育实验
研究中的科学评价第一节　从教育改革综合实验的评价谈起第二节　教育实验的评价原则、标准和方
法刍议第三节　班集体建设教育实验综合性评价的研究示例第九章　教育实验研究中的道德要求第一
节　什么是研究道德第二节　教育实验研究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要求第三节　若干实施建议第十章　教
育实验研究中的教师参与第一节　在教育实验中造就研究型教师第二节　教师参与是提高教育实验效
益的关键结语：教育实验科学化的几个认识问题附录一：教学论中的实验附录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类
型和综合实验的基本特点附录三：整体改革综合实验评价的一个研究案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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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实验对教育实践及理论发展作用的重新认识　　第一节　教育实践究竟能不能检验
教育理论　　一个教育理论，如果是正确的，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就会取得成功，但是反过来说则未必
。
这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在教育实践上成功与否并不是验证其正确性的充分条件。
　　首先要指出，教育实践本身并不是绝对权威。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这一命题作了绝对
化的理解，似乎任何实践都高于理论的认识。
其实，实践有着不同的类型和发展水平。
在教育工作中，一些过时的实践，它本身已被批判和否定；一些日常的并未与教育科学原理结合起来
的实践以及一些盲目的实践，并不比理论的认识高。
而我们在讲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时就已经提出，它不仅能提供正确的理论认识，也会提供错误的理论认
识。
可以说，在我们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能对教育实践及时地进行判别，总是以
已取得的成就而自豪，看不到存在的问题，结果使教育实践中发生的错误无法得到及时的纠正，以致
造成了更严重的失误。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才特别强调，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也
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指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
人类的实践过程是曲折的，也不可能是一两次便可以成功的，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具体阶段上都有其局
限性。
任何一次孤立的实践活动都不可能断然肯定或否定某一论点。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对教育实践本身也必须作分析，不应有任何实践崇拜。
科学的态度是，肯定正确的实践，否定和纠正错误的实践。
事实上，只有符合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教育实践，经由科学的教育实验转化而来的教育实践才高于理
论的认识。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实验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