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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当代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与复杂，以研究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教育
领域也不例外，让教师成为研究者、成为反思的实践者已成为流行的口号。
本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教材，也是为所有愿意成为研究者的人撰写的。
　　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一般教育科学研究。
方法的专著和教材已为数不少，然而近些年来有关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更新，这就需要不断地调整
、充实和完善教育研究方法的知识体系，换言之，这个体系是开放的、不断地生成和发展着的。
在这本教材中；我们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尽可能地使它.看起来像是有关教育研究的方法体系而
不是任何一种别的活动领域也适用的方法体系。
根据教育活动与其他人类社会活动领域的共性以及它自身的特殊性，我们从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基
本方法两个层次上来展开本书的内容。
前两章属于基本原理部分，探讨了教育研究的对象、类型和哲学的、科学的及艺术的方法，讨论了教
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
第三至十五章阐述的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排列上大体反映了教育研究实施的顺序，逐章系统地讨
论了教育研究的选题与设计，教育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教育实验法、教育测量。
法、教育预测法、教育经验总结、教育文献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研究中的人种志方法，以及教
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教育理论的构建、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等等。
由于这方面的知识与信息十分丰富，理论流派和方法变式层出不穷，只能尽可能筛选一些适合读者的
内容，努力给读者一个基本框架，以便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进行一番个性化的自我建构。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教育研究是“做”出来的，学习教育研究方法的最好方式无疑是“做中学”，至
少是要紧密地结合观摩、见习、田野考察、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来学习这种书本知识，否则要达到透
彻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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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根据教育活动与人类社会活动领域的共性以及它自身的特殊性，从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
基本方法两个层次上来展开。
本教材是有关教育研究的方法体系，为读者搭建了一个教育研究的基本框架，以便其在此基础上进行
个性化的自我建构。
在每一章的开头，都设计了“学习目标”、“内容提要”和“重要概念和术语”等版块，还采取了“
案例导入”这种较为生动的形式；在每一章的末尾，都提供了“探究与操作”、“主要参考文献”和
“拓展性阅读材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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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各国尽管对小学教师应否参加教育科研的看法不尽一致，但行业劳动的技术含量日益提高相应要
求从业者具备科学的头脑和开拓进取意识，已是大趋势无疑。
从我国中小学现实看，我们正处于改革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以
改革推动教育事业发展，首先就要以科研来导引改革方向、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改革的效益。
所以说，是时代要求教师从经验型转向学者型、专家型，教师要掌握教育科学，其中道理如同厨师要
懂营养学、工艺师要懂美学一样不证自明。
　　教师劳动本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但在表面上又显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容易滋生匠气和惰
性，只有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保持探究的精神和革新意识，才能在平凡中品尝出不平凡，才能从教
育科研成就中发现自身价值进而激发起继续开拓创新的愿望。
正如有人说道：实验的学校是最好的教师进修学校。
　　三、教育研究谁为主体　　究竟谁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主体？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仅仅把专职的理论工作者看作是教育研究的主体，是“设计师”、“主角”，
而把中小学教师仅仅看作是“助手”、“施工队”。
这种看法是相当片面的。
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主体，还是作为群体的主体，中小学教师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教师越来越成为教育研究的主力军。
在研究者群体中，教师并不总是充当配角，他们应该也能够成为许多类型研究的主角；而作为研究者
个体，教师既是教书育人的行家，又可以是独当一面的科研好手。
西方国家教育科研中风行的“行动研究”，就经历了一个由“教育研究参与者”到“研究者”再到“
反思的实践者”这样一种角色转变过程。
　　1.作为研究群体的研究者主体　　尽管研究中的理性思维有很强的个体性，但在现时代，只要涉
及稍复杂些的问题，且又希望尽快研究出结果，那就不是单个人所能胜任的，必须有更多的研究者结
合成这样那样的组织形式，分工协作，共同承担研究任务，这就有了一个如何组建研究群体使其发挥
最佳研究效益的问题。
　　研究群体，是指为适应特定研究任务的需要而将专业人员组织起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学术（专业）
团体。
一般以课题组的形式结成科研群体。
小学教育科研的群体往往同时也是教育教学群体，以教研组或同一班级任课教师为单位。
科研群体的基本特征是优势互补、协同攻关。
　　群体研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既能承担难度大的理论性课题，又能承担针对性强的应用性研究课题和决策性研究课题，并且能从一
个研究方向迅速转到相关的另一研究方向，高质量地完成科研任务并尽快地出成果。
群体研究，有利于队伍建设，发展学术梯队，培养学术研究的骨干，尤其是使中青年研究人员，通过
课题研究迅速增长经验和才干。
群体研究还有利于从多种渠道争取经费，保证有效足够的经费投入和提供较好的设备条件。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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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