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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7_A0_94_E7_c73_113109.htm 二、教育研究的选题

与设计 （一）教育研究的选题主要来源：1、社会变革与发

展对教育研究提出的新问题2、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3、相关

学科理论的发展和不同学科的交叉4、研究者个人的实践经验

主要来源1、问题本身的新颖、有意义有价值2、问题的提出

要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3、问题表述必须具体明

确4、要有研究的可行性。（客观、主观、时机） （二）课

题设计1、选择研究对象；2、确定研究方法：3、制定研究计

划。 （三）课题论证1、课题的价值；2、对同类研究和相关

研究状况把握的准确性与全面性；3、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及

内容框架的科学性；4、课题研究步骤、方法及手段的合理性

；5、课题研究基本条件上的可行性。 三、具体的教育研究

方法 （一）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从事物发生、发

展和消亡的过程中探索其本质和规律性的方法。原则：1、从

事实出发：同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教育科学研究离开事实

，就失去了它的出发点和依据，也就无所谓科学研究，抓住

事实，要抓反映事物总和及其内部联系的材料，“事实胜于

雄辩”。全面地掌握事实，旨在尽可能深入、全面地认识研

究对象，揭露其本质和规律性。客观事物的表象是多种多样

的，但每一种表象都与本质联系，现象材料掌握的越多越全

面，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越深刻，（后现代的观点：现象就

是本质）2、要以发展的观点看待研究对象：一是要把握研究

对象的运动性，避免形而上学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二是要



把握研究对象纵横两方面的联系，即其本身前后的联系，它

与非它的联系，由此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三是要把握研

究对象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从而了解其量变的程度和质

变的始点。3、要具体全面的考察研究对象：具体性原则既指

研究对象的概念要确定，不能摸棱两可，含糊不清，又指要

把对象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分析。全面性

原则是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

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防止错误和僵化。4、在对教育

家及其思想学说进行评价的时候，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处理好个人与群众的联系。步骤：1、史料的搜集；（教育

史料，指能反映教育科学研究对象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

性的一切文字和非文字的资料）2、史料的鉴别3、史料的分

析4、结论文献研究：就是对文献进行查阅、分析、整理来探

索教育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 文献检索文献：指记录知识的

一切载体，区别于口耳相传和实物传递的形式，文献是记载

人类知识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传递、交流的重要渠道和形式

，是获取知识的信息源，和科学研究的重要素材。教育文献

：是记载有关教育科学的情报信息和知识的载体。教育文献

在教育研究中的功能：（1）全面了解以往研究成果，帮助研

究人员选定研究课题和确定研究方向。（2）为教育研究提供

科学的论证依据和研究方法（3）避免重复劳动，提高教育科

研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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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