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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科研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自身的成长自然也就需要呈累进状态前行，需要
有正确的、科学的、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
目前，就整体教育科研尤其是地方性教育科研而言，尚缺乏学术的积累，缺乏学术的规范、准则，乃
至缺乏起码的学术平台甚至学术意识。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张学军院长的专著《地方教育科研导论》，为区域性教育科研提供了比较全面
、系统的理论和方法。
　　无论何种类型的教育科研若要求取研究的成效，都必须涵盖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创新意义。
因为教育科研的基本任务是探索教育发展规律，指导教育实践，促进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
在教育科研中，我们坚决反对伪圣化，也就是说坚决反对那种教育科研不为教育实际服务，而是为研
究而研究、为权威而研究的作风和做法，提倡教育科研与教育实际达成理解的合理性和操作的有效性
；坚决反对简单化，因为教育是关于人的研究的社会科学，教育的现象繁复多元，所以，无论是教育
科研的态度还是方法，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作为思想理论基础，从而防止
陷入不可知论和相对论的泥坑；坚决反对重复化，也就是说坚决反对那些缺少开拓性的教育研究。
依据上面这个说法，笔者以为这本《地方教育科研导论》的价值是不可小视和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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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方教育科研导论》立足湖南省的教育现状，从教育科研的内涵和功能、基础和主体、宗旨和
主题、过程和方法、成果表现和管理等视角作出全面而理性的指导，为区域性教育科研从学理上注人
新鲜血液，让教育科研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在实证研究之中，全书运用近百个教育事例和数据，确凿充分，而在大量的事实分析和阐述里提升的
观点和命题、结论和思想，又切实地为地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保障，其实用性是不
言而喻的。
即便是附录的六项内容也是很好的教育科研个例，它从“指导性意见”、“科研规划”、“管理暂行
办法”、“成果奖励办法”、“科研课题的对策研究”和“课题管理试行办法”等维度，用项目形式
展示了科研过程的环节和操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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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学军，男，汉族，1950年9月出生，湖南江永人，中共党员，副研究员。
1969年9月参加工作，曾任湖南省教育厅分配办副主任、社会办学处处长、高教处处长，现任湖南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兼任全国民办教育工作者联谊会副主席、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湖南省教育学会常务
副会长、湖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
主持过国家、中国教育学会、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3项，主编出版了《湖南教育大事记
》、《湖南教育年鉴》、《湖南民办教育风采录》等著作，先后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其中多篇被权威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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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基础一、教育科研的理论基础二、教育科研的思想基础三、教育科研的组织基础四、教育科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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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科研计划的制订三、教育科研活动的开展四、教育科研工作的总结第八章 地方教育科研的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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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方教育科研的结构　　地方教育科学研究是对地方教育现象的本质性、规律性的能动
反映，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个统一过程是研究者理论思维的过程。
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
相矛盾，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不自觉和无
条件的前提。
”为了使思维结果和客观存在“彼此一致”，人类逐步完善自身的思维方式，思维发展的表现形式是
维度逐步增加，由一维（线性思维）、二维（平面思维）、三维（立体思维）、四维（时空思维）一
直到更复杂的维度（网络思维）。
思维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相适应，当代中国教育呈现纵横交错的网络型结构：纵向方面包括各级教育
，横向方面包括各类教育。
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提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启示我们：研究当代
教育要应用系统科学，进行网络思维，开辟多元思路，兼顾各种要素，不能顾此失彼；要防止和克服
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把握地方教育科研的整体结构。
　　结构是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和连接方式，即相对稳定的排列组合方式，是由系统的特
性决定的。
系统科学的结构性原理揭示：任何系统都有结构和功能。
功能是指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呈现的能力。
结构是功能的内部根据，功能是结构的外部表现，结构决定功能。
要强化系统的功能，首先必须优化系统的结构。
同理，要强化地方教育科研的功能，也必须首先优化地方教育科研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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