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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和教材的编写是教师教育的基础性工作，是决定教师教育质量和合格教
师培养的核心环节。
当前，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那么，如何构建教师教育新的课程体系？
如何编写教师教育新的教材？
我们的做法是：　　一、以新课程为导向，提高教师教育课程教材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我国于2001
年启动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全面、最深刻，也将是最有影响的
一次课程改革。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主力军，“课程改革成也教师，败也教师”。
教师的观念态度、业务素质和专业精神是课程改革的根本支撑，是保证课程改革运行的内在动力。
作为培养中小学师资的重要基地，如何培养适应新课程的合格教师，这是师范院校面临的重要课题。
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要求：“师范院校和其他承担基础教育师资培
养和培训任务的高等学校和培训机构应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
置、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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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工作者在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到文本中寻找答案，而是通过研究澄
清并提高认识，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时下在全国各地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理念
和基本要求。
“教师即解放性行动研究者”不仅仅在观念上要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要让教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研
究者，明确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并通过教育研究使自己走向专业成熟。
另一方面，以科研为先导，靠科研上台阶，科研兴教，科研兴校是形势发展、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然走
向。
基于这种认识，为了提高包括师范生在内的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我们组织编写了
此书。
　　《教师教育课程系列教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以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精神为指导，以系
统性、科学性、理论性与可操作性兼顾为编写原则，阐述了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研究程序设计，以
及搜集、处理、分析资料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实施步骤和运作要求。
在教材体例建构上，我们力求全面严谨，在知识内容介绍上，尽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注重
时代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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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原理　　一、科学、科学研究与教育科学研究　　要理解教育科学
研究的含义，首先应对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些上位概念如“科学”、“科学研究”等，进行必要的学习
。
　　（一）科学　　科学是当代人们使用最普遍的，同时又是理解很不一致的一个概念。
比如，有人仅把自然科学称为科学，有人将所有的好的正确的事物都归为科学，有的则将科学与技术
等同起来等等。
要较完整地把握科学的含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展开。
　　1. 科学——知识体系论　　认为科学是通过逻辑性、实证性的研究而获得的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
识的系统化知识体系。
科学知识既可以是实证研究的产物，也可以是逻辑思辨的结晶，但它们都必须是可以由实践检验，或
者是在逻辑上有检验的可能。
有些命题，譬如“如果不控制原子武器，就会导致地球上生命的灭亡”，虽然不能直接付诸检验，但
是我们可以从它们具有的清晰的逻辑性中推演出能够用经验或实验来加以验证的“检验蕴涵”。
同时也应清楚指出的是，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也只能是相对的。
在任何一门学科中，都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知识，科学总是在不断否定自我和修正自我的过程中得到发
展。
　　认为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不断认识的过程。
科学本质是一种探索活动。
知识并不是科学，而是科学的产物。
科学不在于已认识的真理，而在于探索真理。
　　3. 科学——信念论　　认为科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所抱持的一种态度，所具有的一
种精神，即追求真理、实事求是。
　　（二）科学研究　　研究是指人们探求事物真相、性质或规律，以便发现新的事物、获得新信息
的活动。
科学研究是指人们在科学信念的支配下，采用一定的方法，遵循一定的规范，探究事物的性质和规律
，以便发现新事物、获得新知识的活动。
它是人类获取科学知识的主要途径，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人们探索真理的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与人类其他活动相比，具有四个方面的
本质特征：　　1. 客观性　　科学研究要客观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不能带有任何主观臆想，这主
要表现为资料来源于客观（资料来自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研究过程客观（严格地按研究方案实
施，对研究的记录如实、全面，不能任意更改）、研究结果客观（研究结果要尊重事实，不能随意夸
大或者遗漏）。
　　2. 创造性　　科学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活动，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创新，如果只是简单地重复别人
的劳动，研究结果没有新的发现，将是毫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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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以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精神为指导，以系统性、科学性、理论性与
可操作性兼顾为编写原则，阐述了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研究程序设计，以及搜集、处理、分析资料
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实施步骤和运作要求。
在教材体例建构上，我们力求全面严谨，在知识内容介绍上，尽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注重
时代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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