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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7_c38_55056.htm 第六章理论构思形成研

究假设 一、研究假设概述 1、什么是研究假设 根据一定的科

学知识和新的科学事实对所研究的问题的规律或原因做出的

一 种推测性论断和假定性解释，是在进行研究之前预先设想

的、暂定的理论。 2、好的研究假设的基本特点 （1）科学性 

（2）推测性 （3）表述的明确性 （4）可检验性 二、教育研

究假设的基本类型及假设的检验 （一）假设的类型 1、按假

设的形成分 （1）归纳假设：基于观察基础上的概括，是人

们通过对一些个别经验事实材 料的观察得到启示进而概括、

推论提出的经验定律。 （2）演绎假设：从教育科学的某一

理论或一般性陈述出发推出新结论，推论 出某特定假设。 

（3）研究假设：陈述的是两个变量间所期望的相关（或不同

）。 2、按假设的性质和复杂程度分 （1）描述性假设：描述

认识对象的结构，向我们提供关于事物的外部联系和 大致的

数量关系的推测，是关于对象的大致轮廓的外部表象的一种

描写。 （2）解释性假设：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指出现象

质的方面，说明事物原因 的一种更复杂、更重要的假设。 

（3）预测性假设：基于对现实事物的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基础上提出的更 复杂更困难的一种假设。 （二）研究假设的

形成与检验 1、在搜集一定数量的事实、资料基础上，提炼

出科学问题 2、寻求理论支持，形成初步假设 3、推演出各相

关现象的理论性陈述，使假设发展成比较系统的形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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