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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适逢本书获奖之际（2007年5月获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首版脱销。
应出版社之约出修订版，以满足社会需要。
　　修订版主要有如下变化：　　1．对全书内容及文字进行全面修改，试图使表述更加准确和简练
。
改动相对较大的是第一、三、五、六、七、九、十三、十四、十五、十七章。
　　2．第五章抽样与问卷设计，增加一个实例作为第三节，该例阐述如何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去编
制问卷，其中使用了较前沿的统计方法——结构方程模型。
该例与第二节（阐述用逐级分解目标内涵的思辨方法去设计问卷项目）组成了姊妹篇，是对本章内容
的重要补充。
在此对该例作者表示感谢。
　　3．增加了附录。
采用我国专家学者5篇论文，作为本书量化方法与技术的补充内容，试图使本书的定量分析方法和技
术与时俱进。
在此对论文作者表示感谢。
　　4．对某些重要名词概念进行重新探索和界定，主要有：教育科学研究、教育测量研究法、教育
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研究法、教育预测研究法、教育观察研究法、教育行动研究法、教育经验总结
法、教育调查研究法、教育实验研究法、教育追踪研究法、教育论文。
　　5．对原书的部分事例进行适度修改或更换，令其能贴近教育现实或具有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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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教育研究方法》以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各种现代教育研究方法为研究对象，它的任务主
要是阐明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发展、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教育研究过程（包括
选题、假设、设计、抽样、运用各种方法搜集资料、对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论文的撰写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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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方，广东电白人，1978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1978－2001年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
教育科学学院任教。
1996年升为教授。
曾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
2002年1月至今，在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工作　现任湛江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广东省
扶持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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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的实施第九章　教育预测研究法第一节　教育预测研究法概述第二节　教育预测原理第三节　
教育预测方法第十章　教育观察研究法第一节　教育观察研究法概述第二节　教育观察的常用方法第
三节　教育观察研究法的实施第十一章　教育行动研究法第一节　教育行动研究法概述第二节　教育
行动研究法的实施模式第三节　教育行动研究法举例第十二章　教育经验总结法第一节　教育经验总
结法概述第二节　教育经验总结过程第十三章　教育调查研究法第一节　教育调查研究法概述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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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实验研究法第一节　教育实验研究法概述第二节　教育实验的效度与控制第三节　教育实验的
设计与实施第四节　我国教育改革实验的发展第十五章　教育追踪研究法第一节　教育追踪研究法概
述第二节　教育追踪研究法设计第十六章　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第一节　文字资料的整理第二
节　数据资料的整理第三节　定质分析第四节　定量分析第十七章　教育论文的撰写与评价标准第一
节　撰写教育论文的基本程序第二节　一般教育学术论文的撰写第三节　教育调查研究报告的撰写第
四节　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撰写第五节　教育经验总结报告的撰写第六节　教育论文的评价标准附录
一：项目反应模型的应用问题研究（张敏强刘晓瑜）附录二：从多元概化理论看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的
改进（杨志明　张雷　马世晔）附录三：结构方程模型的应用及分析策略（侯杰泰成子娟）附录四：
教师变量对小学生数学学习观影响的多层线性分析（李琼　倪玉菁　萧宁波）附录五：元分析及其在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夏凌翔）参考书目首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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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所强调的是，选题要以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南，以科学实践
反复证实的客观规律为基础。
如果选题违背科学性原则，问题就会陷入非科学或伪科学的歧途，使研究一无所获。
例如，牛顿晚年证明上帝存在的研究课题，以及种种“永动机”的研究课题，都是违反科学性原则的
，其结果导致研究的失败。
①　　科学无禁区，但选题有约束。
科学实践一再证明行不通的课题就不宜去选了，否则科研课题就是不科学的。
但是，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是一个很广大的空间，并不是由一条鸿沟截然分割开来的，有时还很难区
分。
因此，有的课题看来荒谬绝伦，毫无意义，但在事实材料和理论根据还不足以断定是错误时，就不要
轻易地加以否定。
如掷骰子，赛马赌博，打扑克，玩桥牌之类，作为研究课题似乎荒诞不经，但概率论、对策论以及现
在某些有意义的竞技和智力竞赛活动却出自那些卑贱的赌窟之中。
有的课题根据现有理论似乎应当绝对信任，但是在没有充分的事实证实的时候，也不要轻易地完全肯
定。
所以，慎重地对待某些看来绝对错误或绝对正确的问题，等待或进行科学实践来做出最后的判决是较
为合适的。
总之，判断一个研究课题是否符合科学性原则，归根到底是以科学事实为根据的，有时要经过较长时
间才能使问题明朗而做出判定。
　　（三）创造性原则　　创造性原则是指选择的研究问题要有独创性和突破性。
　　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灵魂。
创造性原则体现了科学研究的价值意义，能使所选的问题在科学理论上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或在应
用上有所改进，有所创新，从而保证预期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选题的创造性并不在于问题本身如何古老，不在于前人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多少重复性工作，而在
于研究者是否把握了课题的本质内容，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做出创造性的突破。
选择前人未做过的问题当然是创造性，但古老问题也可以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要善于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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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教育研究方法》着重论述教育科学研究过程的基本原理，以及各种教育研究方法的知识和
基本操作，揭示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规律。
《现代教育研究方法》对现代教育研究方法作了深入的论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教育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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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