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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至2010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教科院）已经建院30年。
三十而立，这30年，是教科院改革创新的30年，发展壮大的30年，也是积极探索的30年。
在积极探索中，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可以说，学术史中重大的突破，往往都伴随着方法论的重大突破。
方法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因此，研究方法的训练，对研究人才的培养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掌握，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种方式，“通过亲身参与实际的研究——即以
充当对某种传统有着知识功底的学者的学徒的方式以及阅读成功范例的方式”。
教科院对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研究方法的教学又进一
步促进教师对方法认识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方法论的自觉。
可以说，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既提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又推进了教科院研究水平的提升。
　　2007年11月，学院主要负责人综合毕业生座谈会上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提议面向全体研究
生开设“教育研究方法高级讲座”这样一门课程。
这一课程由全体博士生导师和部分教授共同讲授，并明确提出，讲授内容不只是介绍教授们的学术观
点，也不只是一般性地介绍研究方法，而是结合自己的研究，以及指导学位论文过程中自己的研究体
会、感悟，共同探索教育研究方法，用“心”去与学生交流。
这一提议，得到了教授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两年开设了这一课程。
这一课程的开设，不仅引起了老师们、同学们共同探讨研究方法的兴趣，而且使学院的每一位博士生
、硕士生都能听到博士生导师的讲授，创造学生与每一位博士生导师交流的机会，从而在交流中开阔
视野，感受教授们各自不同的研究风格、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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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史中重大的突破，往往都伴随着方法论的重大突破。
方法对于学术研究十分重要，研究方法的训练对研究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面向研究生开设“教育研究方法高级讲座”课程，共同探讨研究
方法，并在课程开设的基础上撰写本书。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国际眼光，把握教育研究方法发展的学术前沿，视野比较开阔；既从哲学、
方法论层面论述，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立足现实，力求从具体的研究中总结经验，具有可操作性
；每讲针对一个问题，根据作者在研究中的体悟，从经验中提炼，形成自己独到的认识、见解。
    本书可作为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等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用书，可供从
事教育研究的研究人员、领导及管理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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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如何发现问题、提炼问题　　问题从哪里来？
从历史发展、教育实践、现有理论、多种矛盾中来。
发现问题的方法很多，其中主要有实践归纳和理论演绎两种。
实践归纳是人们在教育实践基础上，通过对感性经验梳理、分析、概括和归纳，从而发现需要研究解
决的教育实际矛盾和理论疑难。
理论演绎是人们以理论思维的一般性为基础，将有关学科理论揭示的基本问题，通过演绎“迁移”而
具体化到教育研究中。
发现问题要“疑”，“见人之未见，言人之所未言”，善于在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以后，要确定问题的边界，将问题“窄化”。
如研究学校乱收费问题，要界定，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是重点学
校还是非重点学校，等等。
只有将问题集中、突出，才便于研究。
同时，还要把实践问题转化为理论思维的课题。
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都是经验性问题，作为学术研究，不可能仅仅就这些经验性问题发表评论，还需
要将经验性问题转化为学科理论问题，以概念来陈述问题。
如：在家庭生活中，发现“打老婆”问题，研究时，我们就要加以转化，比如转化为“家庭暴力”问
题；一位博士生在研究我国大学教代会、学术委员会时，遇到的都是一些具体意见和问题，研究中将
这些具体问题转化为“教师利益、权力表达”问题，这将有益于进行科学研究。
　　3.避免提出“问题”中的种种问题　　在教育研究中，之所以出现“问题偏大”的问题，还在于
提出“问题”中出现的种种偏差。
这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把领域当问题。
在研究时，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方向、领域，但不能就此止步。
有些研究仅仅停留在这里，把领域当问题，如“地方大学研究”，“学分制研究”，“中国教育现代
化问题研究”，“中国素质教育问题研究”，等等。
把现象当问题。
分析教育现象，是提出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研究的问题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教育现象做支撑。
但现象不等于问题，我们要从现象出发，将其背后的问题分析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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