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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7_c38_55062.htm 第五章文献检索 一、文

献检索概述 （一）文献：指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即以载

体形式传递知识 教育科学文献是记载有关教育科学的情报信

息和知识的载体。 （二）文献检索在教育研究中的作用 1、

全面正确地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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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益 二、教

育文献的种类及主要分布 （一）文献的等级 1、一次文献。

包括专著、论文、调查报告、档案材料等以作者本人的实践

为 依据而创作的原始文献，是直接记录事件经过、研究成果

、新知识、新技术的文献， 具有创造性，有很高的直接参考

和借鉴使用价值，但它贮存分散，不够系统。 2、二次文献

。是对原始文献加工整理，使之系统、条理化的检索性文献

，一 般包括题录、书目、索引、提要和文摘等。二次文献具

有报告性、汇编性和简明性， 是对一次文献的认识，是检索

工具的主要组成部分。 3、三次文献。是在利用二次文献基

础上对某一范围内的一次文献进行广泛的 深入的分析研究之

后综合浓缩而成的参考性文献，包括动态综述、专题述评、

进展 报告、数据手册、年度百科大全以及专题研究报告等。

这类综述性文献全面，浓缩 度高、覆盖面宽、信息量大、内

容新颖．即有综合性、浓缩性和参考性特点。 教育科学文献

的特点：内容广泛，数量众多。学科复杂。相互交叉渗透，

系统 性、积累性和继承性强。文献类型以专著论文、研究报



告为主。 （二）教育文献的主要分布 1、书籍 包括名著要籍

、教育专著、教科书、资料性工具书（如教育辞书和百科全

书） 及科普通俗读物。它是教育科学文献中品种最多、数量

最大、历史最长的一种情报源。 名著要籍指一个时代、一个

学科、一个流派最有影响的权威著作，如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

家论教育，中外古今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的教育名著等。它

们是人类文化 的瑰宝，是治学和研究的基石，因而大都作为

必读书、必备书收入各种导读书目。 专著（包括论文集）是

就教育领域某一学科、某一专门问题进行系统全面深入 的论

述，内容专深，大多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专著一般

就某个问题发展历 史和现状，研究方法和成果，不同学派的

观点和争论，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加以论述，并附有

大量的参考文献和书目。专著中阐明了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

，介 绍了新颖的材料，通常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论述

较系统，形式较规范。论文 集往往是汇集了许多学者的学术

论文，问题集中，论点鲜明，情报容量大，学术价 值高。如

瞿葆奎先生主编的 26卷本大型《教育学文集》则属此种类型

。 教科书是专业性书籍，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

性。内容一般包括教 育科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学科领

域内的科研成果以及讨论的问题。要求学术 的稳定性，名词

术语规范，结构系统严谨，叙述概括，文字通俗，可读性强

。高校 教育类专业，有一批专著性的教科书，作为高年级或

研究生使用的教材。 手册，往往汇集了经常需要参考的文献

资料，就某一分支学科有关问题的历史 和现状、方法和结果

以及各种争论观点作广泛客观的叙述，不涉及作者本人见解

。 手册具有类例分明、资料具体、叙述简练、小型实用、查



阅方便等特色。有综合性 的手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

手册》汇集建国以来至 1985 年我国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

、军事等各方面的系统资料(包括重要文献、概括介绍、统计

数字等)， 是很实用的工具书。有分科专业性的手册，如《当

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以学科 和地区为主要线索，其中关

于"教育学研究"(第十三章)分别介绍了教育心理学、教 育经济

学、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教育

史等不同领域发 展历史、当前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发展趋势

和展望。 教育辞书和百科全书都属于资料性工具书。 教育辞

书主要是提供教育科学名词 术语的资料，规范、精确、准确

，以条目形式出现。辞书，有一定格式，第一句是 破题， 后

面是基本论点。 百科全书则是对人类一切门类或某一门类知

识的完备概述。 不仅提供定义，而且有原理、方法、历史和

现状、统计和书目等多方面的资料，着 重反映当代学术的最

新成就。在一般文献学书籍中将百科全书特点概括为以下点

： 一是汇编性，用已有的大量资料作为基础，博采众长，全

面叙述，避免缺漏和偏狭； 二是概述性，从大量文献中提炼

出材料加以概括；三是分类性，以知识的科学分类 体系作为

编撰的基础；四是检索性，有完善的检索系统；五是可读性

，可供系统阅 读或浏览。百科全书既能提供最新的学术信息

和研究成果，又能提供系统知识，其 内容注重全、精、新，

文字规范、严密、简洁，由众多专家学者撰稿，具有较强的 

权威性。是否有一部优秀的百科全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

科学文化发展的尺度之 一。目前全世界已有五六十个国家编

辑出版了综合性百科全书，数量达两千多种。 《中国大百科

全书教育》于 1985 年出版，是我国第一部教育百科全书，收



词目 800 多条，反映了教育科学的全貌及最新研究成果。 至

于科普读物，则是面向广大群众的以普及教育科学知识为宗

旨的通俗读物， 有初、中、高级之分，文字浅显，但最新信

息含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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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