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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95_99_E8_82_c67_293432.htm 一、教育科研方法在教育学

统考中的地位和比例 07年考研对于大多数考生或者是关注考

研的人士来说印象深刻，这一年，第一次实行教育学统考，

也正是在统考的基础上，教育科研方法这门课程奠定了其学

科地位。07年之前，教育科研方法只是考点中的一个章节，

没有独立出来。在统考中，教育研究方法虽然分值不多，但

是对后续的学习却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

学习，可以领会教育科学研究的选题方法、常用的教育科学

研究方法和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表述的一般规范格式要求等等

。运用常用的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等来探讨教

育现象或研究教育问题，是一个教育研究工作者的基本能力

。 07年统考中，必答题中，教育科研方法部分没有单选、辨

析和分析论述，只是出了2道简答题，30分。08年，教育科研

方法所占分值没有变化，必答题部分占30分，必选题部分仍

有一道30分考察教育科研方法的试题。但是，在考察的具体

知识点上，与07年相比，有不少变动，在统考的四门课程中

，教育学原理变动最大，其次就是教育科研方法，考生们要

仔细把握。教育科研方法08年的大纲在内容的表述上有不少

变化（第四部分有涉及），更为科学、明确，另外对内容也

进行了删减。在此，对于表述上的细微变化不详述，重点分

析变化较大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对于大纲的总体趋势做了

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复习建议和参考书目。 二、08年大纲

与07年大纲的比较分析 与07年大纲相比，08年教育科研方法



大纲呈现出如下特点： 1、新大纲的文字表述更为明确，易

于考生把握。 第一部分，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历程”改为

“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在要求掌握各种教育研究方法的

特点的基础上加入“优缺点”；对于教育研究报告部分内容

的要求部分加入“及其构成”；这些改动，更有利于考生对

于考纲的把握。 2、新大纲要求考生应具备的教育研究意识

增强。 第一部分，新大纲将所有原大纲中有关“教育研究方

法”的表述统统换成了“教育研究”，这表明新大纲希望考

生不仅仅掌握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更因该具有研究意识，

从方法论的层面去理解方法、学习方法。 在课题研究设计部

分，07年的表述为1.选择研究对象；2.确定研究方法；3.制定

研究计划。08年新大纲则表述为1.教育研究假设(假设的含义

与作用；假设的主要类型；假设涉及的主要变量；自变量、

因变量和无关变量；假设表述的规范性要求)。2.教育研究方

案的制定(选择研究对象即抽样、确定研究方法、制定研究计

划)。在这一块突出了研究假设，“假设是教育科学探索的必

经阶段，是建立和发展科学理论、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正确

途径和有效手段”（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在

教育科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假设的突出在于增强

考生研究的意识。 在课题论证的基本内容一节，新大纲在每

一项基本内容之后都添加了“论证”二字，足见新大纲对考

生的研究能力提高了。不仅要求考生懂得基本的研究方法，

更要掌握这些方法，学会在适当的条件下运用这些方法去做

一项研究。 3、新大纲体现了很强的时代特征。 由于当前教

育研究方法更加复杂、先进并且多样化，教育学考研也相应

的显示出这种时代性特征，这集中体现在大纲中增加了许多



新的研究方法，例如行动研究、教育实验设计。新方法的产

生是新问题需要解决的回应，方法上的更新反映在考试中，

也必然会让很多考生觉得难度可能会有所增加。 4、新大纲

更加注重考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能否尽

量参与一些实践。由于很多考生没有真正参与教育研究，因

此，在答题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在平时参与了

一些教育研究，才能真正地将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在答题

时才能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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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