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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按照一般的分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类型。
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有研究重心，并且研究重心在20世纪都发生了转移。
那么，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都发生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兼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性
质的教育科学，其研究肯定也发生了变化，其重心肯定也存在着转移。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是亟待关注的教育问题，探讨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发
展意义。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是以美国的一本教育杂志——《哈佛教育评论》为个案
，对于自1931年到2000年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上的文章进行的实证研究。
力求从文章主题数量上的变化，揭示出教育研究的重心转移，并探析教育研究重心转移的原因。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及其价值、为什么选取《哈佛教育评论》为例等问题，在《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
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的引论部分有具体论述。
　　通过对《哈佛教育评论》的统计与分析，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　　第
一，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重心转移：由“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
以1960年为界，之前的教育研究特别注重以教育哲学为基础的“学科本位”研究；之后的教育研究则
越来越体现出“问题本位”的研究趋势，突出地表现为对教育政策的关注。
“问题本位”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教育领域以内，更多的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教育研究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过来，社会问题的解决也促进了教育研究的成熟与发展。
　　第二，教育研究范围重心的转移：由“教育内部”到“教育外部”。
1960年以前的教育研究主要关注“教育内部”研究，但是60年代以后的教育研究开始对社会充满了兴
趣。
教育研究不仅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而且也很注重社会的参与，比如政府、家庭和社区对
学校教育的干涉与帮助。
教育研究的这个发展趋势是与教育研究自身需要和社会需求分不开的。
　　第三，教育研究目标的重心转移：由“教学客体”到“教学主体”。
1970年以前的教育研究关注“物”的层面，注重以教学效率为核心的教育研究。
1970年之后的教育研究则突出地表现为对教学的双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全面关注，教育研究体现出
越来越多的人文关怀。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的最后一部分，主要以上面的分析、研究为基础，
谈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启示。
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教育研究要关注教学主体研究；其二，教育研究要关注社会问题；其三，教育研究要注重利用
社会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借鉴外国的研究成果需要以我国的文化传统为本。
只有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并结合我国实际，才能找到最切合我国教育研究发展的模式。
　　教育问题的研究必须关注两个维度，即现实维度与未来维度。
教育研究的重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在未来还会不断地发生转移。
未来教育研究的重心又会是什么？
需要我们给予密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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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晓利（1974- ），女，副研究员，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目前就职于上海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智力所。
主要从事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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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及其价值：　　在这一部分，作者主要从大科学研究背景下的教育
研究、教育研究有中心吗、教育研究重心转移的重要意义三个方面，探讨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及其价
值。
　　科学正主宰着20世纪，它像希腊神话中的擎天巨人阿特拉斯那样，把整个世界背负在自己的双肩
上。
所有学科的变化都被置于科学的大背景之下。
教育研究也不例外。
因为教育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故探讨教育研究的转向问题不能只是囿于教育理论自身，必
须基于大学科研究的背景之下。
　　一、大科学研究转向的启示：　　追溯科学的历史，我们发现科学的认识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
程。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们只拥有一些粗浅的制造工具的技术。
这一时期还没有产生以科学研究为职业的科学工作者，认识的主体主要是各行各业的工匠。
这些工匠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并通过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科学知识。
但这些初步的科学知道还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根据记载，在科学史上，作为职业科学家的出现是很晚的，大约是在十五六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早期的科学大都是有财有闲者或那些较旧职业里小康分子兼顾的或余闲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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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教育科学学科发展的历程与反思》的最终研究成果。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以美国的一本教育杂志——《哈佛教育评论》为个案
，通过对1931-2000年间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上的文章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教育研究重心在三个
方面发生的转移，并探析了教育研究重心发生转移的原因。
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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