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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历史研究法 教育科学的历史研究法，是指通过搜集

某种教育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事实，加以 系统的分析

研究，从而达成疏理、解释或评价、预测任务的一种方法。 (

一)历史研究法的步骤 1.确定研究问题 确定研究问题的关键之

处在于关键术语的界定和使用。历史研究是寻找过去的事实

，并 在这个信息基础上描述、分析和解释过去。所以，关键

术语的逻辑一致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们必须处理好两方面

的问题： 一是关键术语的模糊不清。任何特定情境下术语的

涵义都是 具体的， 如果我们不能界定清楚这些术语， 那么在

研究过程中就会造成误读和误解。 比如 “教 育”一词，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它的涵义是很不一样的。在研究“教育”历

史的时候，就要 理清哪些是我们视野中的“教育” ，哪些“

教育”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二是所谓历史研究 法中的“现

代主义”危险。这种病症在理论界相当普遍。人们总自觉或

不自觉的把过去的术 语赋予今天的涵义， 或者赋予在历史上

根本没有存在过的意义。 这就是对历史的曲解或误解。 所以

确定研究问题首先必须界定关键术语。 2.收集和评价历史材

料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收集评价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

础层次。 收集史料并不仅仅意 味着收集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历

史文献，而且要掌握鉴定史料的方法，以确定史料来源的真

实 性和其价值。 历史研究的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手资

料和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是第一次关于 要研究的事件或



经历的描述，它包括原始文件、真正参加者或直接观察者的

报告，被研究的 教育家本人的论著、演说稿和日记、会议记

录、调查报告等。第二手资料是对事件或经历至 少处理过一

次的资料，它包括各类参考书、他人传抄的记事、传闻、各

类出版物等。研究者 必须确定哪些是第一手资料，哪些是第

二手资料，只要有可能要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 历史分析要

占有大量文献资料，这里面真伪难辨。研究者就要善于鉴别

史料，要把握基 本的辑佚、校勘、训诂的方法，同时研究者

要建立批评的态度。史料必须首先服从于外在批 评即史料文

献的有效程度文献在哪里产生的、什么时候产生的、谁记录

的，只有在回答 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 才能保证文献的真实

可靠；其次还必须服从于内在批评即文献内容的 意义、精确

度和可信程度。内在批评涉及作者的风格、技巧以及大量文

献的相互参照。内在 批评和外在批评对于确定史料来源的真

实可信与可用性是十分必要的。通俗地讲，如果材料 来源不

真实，不能用；即使内容真实但与本研究问题无关，同样不

能用。 3.综合信息 在不同来源的史料的相关价值确立以后， 

研究者就应该将所得的史料加以综合整理。 在 这个过程中， 

研究者必须解决史料之间的不一致所带来的矛盾，并根据研

究目的决定这些材 料的取舍。研究者不能将芜杂的史料堆积

在一起，他必须从中梳理出中心观点的连续性，注 重时间的

顺序或逻辑的顺序。在反复提炼史料获取信息的过程中， 研

究者会发现同一史料来 源可能包含着对同一事件的各个叙述

， 不同的史料也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基本一致的证据 和信

息。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去总结和综合。 4.形成结论 历史研究

形成的结论是从文献中所得的逻辑分析。 历史依赖于解释，



解释是历史研究的 核心。 (二)注意处理好几对矛盾 一是古与

今的矛盾。古今矛盾，即历史研究与研究所处语境之间的矛

盾。历史研究的最 终目的是经世致用，古为今用，这也是我

国教育史学的传统。正确处理古今矛盾的意义在于 突破教育

理论研究的时空界限， 开发所有资源为时代发展而服务。 我

们今天所思所想的教育 问题，没有一个不是前人曾思考过的

。历史研究正是能够切中时代的迫切需要，但我们并不 能因

今而曲古，因今而废古，必须保持理性清醒。 二是史与论的

矛盾。史论的矛盾也就是史料与史学的矛盾，历史研究要史

论结合。有史 而无论，只是史料的堆砌；有论而无史，不是

历史研究。学术界虽有“以论带史” 、 “论从史 出”的不同

方法论之说，但史论结合还是较为公认的。问题是，以史伤

论，以论伤史，以论 害史都是历史研究的大病症。怎样能将

史料和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历史研究的大问题。 三是继

承与创新的矛盾。继承什么、怎样继承一直是历史研究的核

心问题。继承需要创 新的继承，是历史研究的共识，但怎样

创新也是一个大问题。继承而不创新，历史文化就没 有生命

力；创新而不继承，文化进步就没有根基。批判性地继承创

造，也许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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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