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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法类型及其特点。⑴教育科学历史研究法：①概念：

历史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社会历史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

破译和整理，以认识研究对象的去，研究现在和预测未来的

一种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的历史研究法是通过搜集某种教育

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事实，加以系统客观地分析研

究，从而提示其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②基本特点：历

史性、具体性、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③适用范围：a对各个

时期教育发展情况的研究。b对历史上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

理论观点的研究。c对一个时期教育流派、教育思潮的分析研

究，以及对不同教育流派理论的比较研究。d对一定时期教育

制度如法令、计划、政策的评判分析。e对外国教育发展状况

的分析。f开拓新的研究领域。④一般步骤及方法结构体系:第

一步，分析研究课题的性质、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有关的资

料条件，权衡使用历史研究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二步，

史料的搜集与鉴别。要用多种方法尽可能地搜集有关史料，

并用各种方式鉴别其真伪，为下一步研究提供确凿可信的历

史事实。第三步，对史料的分析研究。教育科学的历史研究

法基本包括三个层次：搜集、鉴别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提示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发展规律是历史研究的核心。、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⑤运用

时应注意：a注意历史研究中资料来源及其分析鉴别b坚持唯

物史观，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中古与今、史与论、批判、继承



与创新的关系c研究者应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 ⑵教育科学比较

研究法：①概念：是对某类教育现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

、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进行比较分析，以提示教育的普遍

规律及其特殊表现，从而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比较研

究的实质是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差异的比较中，观察事物，

认识事物，从而探索规律。②作用：a比较研究法与历史研究

法结合，帮助我们从显示问题入手，追溯事物发展的历史渊

源并研究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b有利于深化教育科学理论

的研究。c为制定正确的教育政策提供科学依据。③种类：a

根据事物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分为同类比较研究与

异类比较研究b根据比较对象历史发展和相互联系，分为纵向

比较研究与横向比较研究c根据所有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的

观点，分为定性分析比较研究与定量分析比较研究④基本步

骤：a明确比较目的，选定比较主题。b广泛搜集、整理资料

。c对材料的比较分析。d通过理论与实践论证得出比较结论

，并论证所得的结论。⑤基本要求：a保证可比性。b资料要

具有准确性、真实可靠性和典型性c坚持全面本质的比较，克

服主观片面性。 ⑶教育科学调查研究法：①概念：是在教育

理论指导下，通过观察、列表、问卷、访谈、个案研究以及

测验等科学方法，搜集研究资料，从而对教育的现状作出科

学的分析和认识，并提出具体工作建议的一整套实践活动。

②功能：a揭露问题，暴露矛盾，通过不断解决教育内外部的

各种矛盾促进教育的发展。b发现、总结和推广先进教育思想

和经验，改进工作，提高教育质量。c为不同层次和不同要求

的教育管理和预测工作服务。③分类：a按调查对象的选择范

围，分为典型调查、普遍调查、抽样调查、个案调查和专家



调查（德尔非法）；b按调查的内容，分为学科性的典型调查

、反馈性的普遍调查和预测性的抽样调查；c按调查方式方法

，分为被调查者自我报告方式搜集资料的方法、研究者经自

己的感官等方式搜集资料的方法、通过一定测试搜集资料的

方法和总结经验法。d按综合性程度，分为三类：包括学校调

查、社会调查及公意调查的一般调查研究；包括个案研究、

因果比较研究、相关研究的溯因调查研究；包括儿童发展研

究、趋势研究的发展调查研究。④教育调查的纵向设计和横

向设计：纵向设计涉及随着时间推移收集资料的调查和在特

定时间内及时收集资料的调查。横向设计是指在同一时间内

从一个样本或者从一个以上代表两个或两个以上总体的样本

中收集资料。⑤步骤：a根据研究课题的性质、目的、任务，

确定调查对象、调查地点，选择相应的调查类型和调查方式

；b拟订调查计划；c做好各种技术、事务和组织准备；d进行

试探性调查，得到被调查对象的一般认识，个性调查提纲及

工作方案；e制定调查表格、观察问卷、访谈提纲及编制测验

题目；f实施调查；g整理调查资料；h写出调查报告。 ⑷教育

实验研究法：①概念：是研究者按照研究目的，合理地控制

或创设一定的条件，人为地影响研究对象，从而验证假设，

探讨教育现象因果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是一种特殊的科

学实验活动。②特点：a教育实验研究首先是一种科学实验活

动，从而区别于教育研究的其他方法，并具有科学实验的基

本特征：因果关系的推论；自变量的操作；控制无关变量。b

教育实验研究是一种特殊的实验活动。教育实验基本上属于

社会科学实验范畴；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实验以人和人所从

事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实验物质手段上，教育实验主



要在教育和教学的自然环境状态中进行；在研究方法上，教

育实验更强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⑸教育科学理论

研究：①概念：在已有的客观现实材料及思想理论材料基础

上，运用各种逻辑的和非逻辑方式进行加工整理，以理论思

维水平的知识形式反映教育的客观规律。②特点：a抽象概括

性与间接性。b多样性和不确定性。c层次性。d超前性和继承

性。 ⑹教育人种学方法：：①人种学、教育人种学的概念：

人种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对个体文化进行科学描述

。教育人种学是对特定情景中的教育系统、教育过程以及教

育现象完整和科学的描述。②教育人种学的现象学特征：就

本质而言，现象学的方法强调的是，在“行为者的眼睛和头

脑里”，现象意味着什么，强调被研究者看待他们经历的方

法。③人种学研究的自然主义特征:人种学研究强调实地研究

并强调“情景性”，即对结果的解释依存于收集资料的情景

。④整体、全局的观点⑤人种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人种学研究

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组织是以稳定的、结构化的方式组成的

互动限定的群体。组织可以看成是文化的产生，文化是由观

念构成的。⑥人种学研究的过程：a确定被研究的现象；b确

定对象；c假设的概括；d收集资料；观察；录像；访谈；查

阅其他资料来源；三角互证法；e分析；编码；运用数字f得

出结论。 352、 教育科学研究结果定性分析方法的特点适用

范围。 ①优缺点：定性分析注重整体的发展的分析；定性分

析的对象是质的描述性资料；定性分析的研究程序具有一定

弹性；是对搜集资料进行归纳的逻辑分析；定性分析易受研

究者和被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并具有对背景的敏感性。

②适用范围：适于对过程的探讨，而不十分注重结构；个体



的发展，随时间推移发生的行为上的演变以及个案研究；比

较研究中的差异描述；定性的评价分析；有关观念意识方面

材料的分析。 353、 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

结构。 ⑴教育调查报告的主要结构：一般由题目、前言、正

文、总结及附录五部分组成。 ⑵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组成部

分与格式：包括题目、前言、方法、结果、讨论、参考文献

和附录。 ⑶学术论文的概念与特点：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成

果的文字表述。特点：学术性，表现为创新性、科学性、实

践性。 ⑷学术论文的基本类型：理论探讨性、论证性论文；

综合论述性论文；预测性论文。 ⑸学术文化文的框架结构：

包括标题、内容提要、序言、正文、结论与讨论、引文注释

与参考文献。 354、原理学习的条件 ①学习者的内部条件：a

对概念的学习和理解。如果对概念没有正确掌握或理解不清

，就无法正确理解原理。b学习者的认知发展水平。再次，由

于原理学习涉及对概念间关系的言语表述，因此，言语能力

也是很重要的内部条件。c学习者的动机也是重要的内部条件

。 ②学习情境的条件：原理学习的主要外部条件体现在言语

指令中，教师的指导语对原理学习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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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