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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7_c38_55047.htm 第十一章教育科学的实

验研究法 一、教育实验研究法的性质与特点 教育实验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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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育实验研究是一种科学实验活动 科学

实验是"人们为实现预先目的，在人工控制条件下研究客体的

一种科学方 法，它是人类获得知识，检验知识的一种实践形

式。"教育实验本质上正是一种科 学实验，它是按照一定研究

目的，在合理控制的条件下，主动采取某种措施，诱发 一定

的教育教学现象在同样的条件下重复发生， 这样就能用反复

观察到的事实对以 往的实验结果加以核对，以探索二者间的

因果联系，从而验证、修正、丰富、发展 某种教育理论和主

张，证明客观必然性。只要是教育实验，其实验结果都会对

与之 相关的理论、 研究假设的正确性提出某些肯定或否定的

证据， 而任一教育理论观点、 假设也都在与之相关的教育实

验中经受着检验。因此，教育实验同样是检验教育科 学理论

的重要手段。 正由于教育实验本质上是科学实验，所以它具

有科学实验的几个基本特征。 1、因果关系的推论 区别于历

史研究、调查研究和相关研究，实验研究可以系统地变化条

件，观察 因这些条件变化所引起的事物相应变化， 从而揭示

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变量间的因 果关系。历史研究是研究过

去发生的事件；调查研究以收集、分析存在的客观事实 或材

料为直接认识任务，是对现状的认识把握，只表明“是什么



” ， “怎么样” ；相 关研究说明事物发生、发展过程诸因

素的相互关系，"表明两个事物之间有联系"。 它们都不能直

接对原因和结果做出确定的判断。只有实验研究。才揭示变

量间的因 果关系，说明"为什么"，推论因果关系的逻辑性。 

教育实验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寻求假说命题“若 A 则 B”的真

确性；确实是因 素 A影响了因素 B 的变化。 A、 B 两个因素

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外乎呈现出两种状况： 一种是共同变化

，A的特征出现时，B 的特征也出现，并且影响 B 的强度和水

平。 例如，学习兴趣、学习动机与学习成绩之间关系。另一

种是时序关系，A作为原因 发生于作为结果的 B 之前，且构

成时间序列的变化。 2、自变量的操作 教育实验是未来变革

现实，探索和创新，是要索取，不是消极等待研究现象的 自

然发生。因此同样必须主动操纵自变量的变化，否则就不成

其为教育实验。 一般来将，操作自变量的方式有三种：A对

非 A，一点 A对许多 A，A对 B。 3、控制无关变量 教育实验

中，未来探索因果关系，证实确实是自变量 X 导致因变量 Y 

的，就 必须排除其他无关因素的影响，使实验的其他条件保

持恒定。只有控制外来的无关 变量，保证各方面变量平等，

才能保证实验结果是可靠的。 “控制”在教育实验中主要含

有以下三层含义：一，研究对于外部因素和实验 情境的控制

能力，包括各种无关因素的控制；二，研究对于实验所操纵

的自变量的 控制程度；三，研究实验设计过程中的控制成分

，即研究如何通过实验的设计控制 无关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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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