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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日益成为一个走向世俗的日常概念。在这样的一个约定

俗成的语境下，很多研究其实并无“科学”可言。教育科学

研究者的求真态度、教育科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以及教育科

学研究与教育哲学研究的关系等“科学”问题仍然值得探讨

。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科学； 教育哲学研究； 问题与方法

一、“教育科学研究”： 一个约定俗成的日常概念 无论是名

称机构还是著述论文， 抑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对从

事教育工作者而言“教育科学研究”可谓铺天盖地，极为寻

常不过了。从语义学上讲，“教育科学研究”至少可作以下

两种理解：“教育科学研究 ”； “教育科学研究 ”。 后者

又包含了 两 种 语义：１．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进行“科学的

”研究；２．在“科学语境”下对教育进行研究（相对于哲

学研究）。细想起来，我们的日常理解与进行着的“研究”

活动似乎没有作如此复杂、细致的思考与观照。一方面，我

们很自然地接受了对“教育科学”的研究的事实，此时的“

教育科学”无疑是指教育学科群，用不着去反思对什么进行

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者更会理直气壮地认为，我们的研究

当然是“科学”的，“教育科学研究”是不容怀疑的。这样

一来，在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看来，大家所理解与实践的教

育科学研究就是“对教育科学进行的科学研究”， 这成了一

个约定俗成的、不辨自明的概念和道理。 教育科学由过去的

单数教育学演变发展而来。是教育学与其他学科融合、教育



学自身不断发展的结果。教育学的“学科化”、“专业化”

和“科学化”运动使教育学不断获得了新的理论基础，日益

焕发出新的生机。教育科学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合成词，

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教育科学能否按照严格的自然科学

的标准和典范，能否够得上一门科学，却是素有争论的问题

。一门学科的发展并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要受到其他

学科的介入。数学、心理学、统计、测量、社会学、经济学

等自然、社会科学的介入无疑是教育学科发展壮大的需要。

所以，把教育提升到科学的高度，把教育研究提高到科学研

究的高度并不是空穴来风。在本体论、方法论上也许对“教

育科学”或“教育学科”仍存在诸多争议，但从实践来看，

“教育科学”却成了喜闻乐见、无所谓真假的普适性概念，

“教育学科”本身也是在生动活泼地发展着。 二、教育科学

研究者： 从事求真的研究吗？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口头禅化、

约定俗成的语境下，“教育科学研究”不无表现出走向偏狭

、世俗化的倾向。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教育科学”冠名下

的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室等机构所进行的研究活动理所当

然是教育科学研究活动了；各式各样的教育刊物上的长短不

一、内容万千的文章就是在“教育科学研究”旗帜引领下的

科研成果了。在这样的语境下， 我们最该反思的问题给遮蔽

掉了：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吗？因

此，对“教育科学”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是值得质疑的。 

１．研究者的态度科学吗？ 今日的教育科学研究充满着变异

的怪味，没有“科学”的研究比比皆是。教育中很多的研究

其实并不是科学的，也不乏为了科学而科学的研究。古人的

“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境界在今日日益蜕



变成了学者们关在书斋里写书论著，他们的“文章”无疑也

就兑换成了学者评定职称、科研成果的砝码。课题的申报、

立项，经费的筹措、运作，成果的炒作大有“产业化”之势

头。把企业、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应用于教育科学研究之程

序和内容之中，必然会导致科研成果的数量膨胀、质量流失

。如果把商人的时间比作金钱，那么研究者的时间就是“成

果”了。在求量的过程中，教授、学者们必然会翻着日历、

看着钟表思维，以便尽快完成科研生产量。“于是，只为应

聘和职称而导致的科研浮夸风愈演愈烈。研究者的自信不再

取决于生产出传世之作或有创意的作品，而取决于销售量已

经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成果越多，明研究者的学技越高，地

位也越高。”［1］造成这种不良现象，研究者本人的道德品

质和学术人格是“肇事者”，但我们也不能不去反思整个学

术环境，反思我们现在这种过于注重数量、一味推崇数目化

管理的学术环境有没有“逼良为娼”的嫌疑 ， 是不是常常逼

得一些研究者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而不得不“炮制

”一个或一些研究课题。研究者本应是虔于德行、充满智慧

、闪耀着生命光辉的。他的良知、幸福、德性、精神、人格

等应该是高尚的，应去迎合世俗的喧嚣。理想的（“科学”

的）教育研究者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人文而理性；诗情画

意而讲究科学逻辑；严于求真而不疏于求善。“教育学要成

为科学，就必须有认真的独立思考，必须用科学的态度与方

法来研究教育。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教育研

究。”［2］ ２．科学研究：是目的，还是过程？ 全然从科

学认识论来理解、实施教育科学研究，这是科学认识论语境

下的教育研究。科学认识论把认识的目的当成是获取关于客



观对象世界的客观知识，并把认识当成人生活的工具，而不

是生活的内容。突破科学认识论的局限，站在时代的高度，

吸纳现代哲学的精神，以“生活认识论”来指导教育科学研

究是当务之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