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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是研究者按照研究目的，合理地控制或创设一定条件

，人为地变革研究对象，从而验证假设探讨教育现象因果关

系的一种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实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

必须揭示变量间（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关系；二是要主

动变革研究对象，即要使研究对象接受不同的实验处理，也

即对自变量的操作，如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改变教材、改

变教学环境等；三是，必须控制条件，即通过采用多种方法

和手段，人为控制或创设某些条件，减少无关变量的影响，

以证明实验结果的有效性。 教育实验方法：单组实验法、等

组实验法和循环（轮组）实验法（检验两种教学方法的优劣

）。李秉德61-66。 特点：因果关系的推论、自变量的操作、

控制无关变量。 教育实验的历史发展：两条基本路径（见

裴236-242）1、从自然科学实验经由心理学而引进教育领域，

即物理学生物学实验 生物学、实验心理学实验教育学。2、

从一般教育活动的本身分化发展而形成的教育实验（裴斯泰

洛齐、福禄倍尔、罗素、蒙台梭利等新教育实验，杜威、中

国的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 形成两种不同的教育实验

模式：前者模仿自然科学，强调数学工具的使用，严格控制

实验条件，将事实和价值分开，追求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后

者是选择教育自然环境，强调研究的目的的应用性，对象的

整体性以及定性的说明方法。 教育实验的基本类型（李方

，273275）：来源：考试大1、根据实验变量的控制程度：



（1）前实验：没有有效控制无关变量，无法验证自变量和因

变量之间的关系，内部效度低，只可以进行观察和比较，实

验结果也很难推广，即外部效度也低。（2）准实验：不能随

机分派实验对象，不能完全控制无关变量，只尽可能予以条

件控制，它是在教育的实际情境中进行的，因而具有推广到

其他教育实际中去的可行性。教育实验大多属于准实验（教

育对象的特殊性，难以满足一般科学实验的规范要求）（3）

真实验来源：考试大2、按实验进行的场所：实验室实验和自

然实验3、按自变量因素的数量：单因素实验（也称单一变量

实验）和多因素实验（也称组合变量实验，同时操作自变量

中的几个因素）4、按实验研究目的：试探性（或确认性）实

验、探索性实验、验证性实验、教育实验研究效度 教育实验

的功能：（裴259262）1、检验、修正和发展完善教育教学理

论：2、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3、为新的科学理论假说应用于

教育实践寻求操作程序。 教育实验研究的基本程序：1、实

验的准备阶段（实验设计）：（1）选定研究课题形成假说，

清楚地表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2）明确实验目的，确

定指导实验的理论框架；（3）确定实验的自变量；（4）选

择适合的测量工具并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统计方法，从而明确

评价因变量的指标；（5）选择实验设计类型，确定控制无关

因素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实验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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