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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1998年大陆首招本科层次小学教育专业以来，研究能力一直是小学教育专业的基本培养目标
之一。
在课程体系中，“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具体承担学生的研究方法训练，本书的框架和基本内容即是在
该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先说说书名。
早些年接触到的国内这门课程的教材名称都叫做“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在日常使用中，科学一词含
有“系统的”“正确的”评价性含义，仿佛不采用这些方法所进行的教育研究就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颇有科学主义的鞑伐之气。
后来读到国外的此类教材却没有“科学”这一修饰词，例如已被国内高校广泛接受的维尔斯曼的教材
，以及博格与高尔合著的教材，书名都是《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本书受惠颇多的艾尔·巴比所著美
国高校社会学通用教材，书名也是《社会研究方法》。
这些书里，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的含义是描述性的，即基于实证观察的探究活动。
显然，很多教育研究并没有采用实证的方法，或者不适合采用实证的方法，但不能说它们是不科学的
。
为了避免科学一词的评价性语义，本书采用“教育研究方法”。
　　作为工具，研究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的基本规范不会因为研究领域不同而不同，但是我们
也不能把方法和内容割裂开来，变成唯方法主义。
本书定名“小学教育研究方法”，正是要强调小学教育研究在方法的运用上有其特殊之处，而不是说
有专门适合研究小学教育的特殊方法。
　　关于本书的编写原则，有以下几条。
　　第一，规则性的操作知识与原理性的理论知识相结合。
　　原理无操作则空，操作无原理则盲，规则告诉我们每一步该做什么，原理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做。
研究方法知识的操作性很强，不会运用等于没学，但要理解和灵活地运用这些操作规则，必须了解相
应的研究理论。
研究方法通常分为方法论、方法和具体操作技术三个层次。
本书的第一、二章讨论方法论，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它为后面各章提供概念基础，之后的各章
节中会在开头的内容里讨论研究的理论性问题，紧接着是具体的操作环节。
　　第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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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也可供在职小学教师参考。
主要内容为：教育研究的性质、教育研究的范式、研究的建构、测量与数据、抽样设计、实地研究、
调查研究、实验研究。
主要特色为：规则性的操作知识与原理性的理论知识相结合；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相结合，研究方法
与统计方法相结合；按照完成一项教育研究的程序组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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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研究概论  第一章  教育研究的性质    本章概览    导言    一、探究活动与知识形态    二、科学
研究的基本性质    三、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本章要点    练习  第二章  教育研究的范式    本章概览 
  导言    一、通则与个案    二、演绎与归纳    三、价值中立与价值介入    四、因果分析与深度描述    五
、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    本章要点    练习第二部分  研究设计  第三章  研究的建构    本章概览    导言    一
、研究的程序    二、研究的问题    三、研究的分析单位    四、研究的目的    五、研究的假设    六、研究
的变量    本章要点    练习  第四章  测量与数据    本章概览    导言    一、测量的概念    二、测量的层次    
三、数据的类型    四、描述数据的分布特征    五、测量的质量    本章要点    练习  第五章  抽样设计    本
章概览    导言    一、抽样的逻辑    二、抽样的程序    三、概率抽样方法    四、非概率抽样方法    本章要
点    练习  第三部分  观察的方法  第六章  实地研究    本章概览    导言    一、实地研究方法论    二、参与
观察    三、深度访谈    四、实地研究的资料处理    五、实地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六、实地研究的伦理    
本章要点    练习  第七章  调查研究    本章概览    导言    一、调查设计    二、问卷设计    三、调查结果的
统计分析    本章要点    练习  第八章  实验研究    本章概览    导言    一、实验研究的逻辑    二、实验控制  
 三、实验效度    四、实验设计    五、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    本章要点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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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研究的目的通常可以划分为描述、解释和探究三个层次。
下面分别用一个量的研究和一个质的研究案例说明这三种研究目的，量的研究例子是“关于影响小学
生课堂发言机会的因素研究”；质的研究例子是“小学生玩网络游戏的个案研究”。
　　1.描述层面的研究目的　　描述是在事实层面上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一项研究首先应当描述
清楚所研究的现象，描述是教育研究最基本的也是最常见的研究目的。
　　在课堂发言机会的研究中，研究者想知道影响小学生课堂发言机会的因素有哪些，但前提是要知
道课堂发言的分布状况，因此该研究的描述性目的就是：运用结构观察法描述小学生课堂发言频率的
分布特征，具体包括不同座位、性别、角色、成绩等的学生的课堂发言频率。
在网络游戏的研究中，描述性目的是：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描述小学生玩网络游戏的地点、时间
、玩伴、游戏种类以及游戏气氛和自我感受。
对于质的研究，描述通常就是主要的研究目的。
　　2.解释层面的研究目的　　解释是在原因层面上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一项研究应当能够准确
解释所研究的现象，解释是教育研究的核心研究目的。
　　从问题的陈述上分析，课堂发言机会的研究是一项解释性的研究，它的解释性目的可以分为两个
层面：第一，通过统计分析检验导致小学生课堂发言机会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例如座位、性别和成绩
；第二，解释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影响小学生课堂发言的机会，这层目的仅仅通过对观察到的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是不能完成的，需要深一层次的分析。
在网络游戏的个案研究中并不适用因果关系解释，而是解释性的理解：第一，受访者如何解释参与网
络游戏的原因，即玩网游的理由；第二，研究者在理解受访者讲述的理由基础上对原因的解释。
对于质的研究，解释是主位的，并非客观因果解释。
　　3.探索层面的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中的“探索”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在教育研究中，探索多是
在策略层面上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包括预测和干预，它是一项研究在实践价值上要实现的目标。
　　对于课堂发言机会的研究，如果研究者已经准确地解释了发言机会的影响因素的话，就能根据小
学生的座位、性别和成绩等“预测”他们的课堂发言机会，同时也就能通过改变这些因素而“干预”
小学生课堂发言的机会。
该研究的探索性研究目的可以表达为：探索小学生课堂发言机会和其学业、个性发展的关系，如果改
变课堂参与度，则会如何？
如果改变座位编排、班级管理方法等，小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会有何变化？
后者就是针对促进小学生课堂参与提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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