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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5_c38_56105.htm 第一节 教育研究的构思

与设计 一、确定研究问题 确定问题，即经过选择来确定所需

要研究的中心问题。选择和确定研究问题是教育研究 的第一

步，也是十分关键的一步，它不仅决定了教育研究的方向与

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规 定了科学研究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一)研究课题的品质 1.问题的价值性 问题的意义是确立选题

的重要依据。 如何衡量问题的意义呢？主要有实践的和理论

的两 个标准。就前者而言，是指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否符合

社会发展、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是 否能够提高教育质量，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就后者而言，是指所选择的研究课题

是否有利 于科学的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教育研究的实践意

义，强调选题的应用价值，它一般要求选 择针对性强、有代

表性、有争议性实践亟需解决的问题；教育研究的理论意义

，强调选择的 学术价值，它一般要求选择专业性强，具有前

沿性，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或建树或有重要补充 或完善的问题

。 事实上，研究课题有的着重前者，有的倾向后者，有的则

兼而有之。但无论如何，我们 在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我们

的课题是值得研究的， 研究的问题应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增加

现 有的知识或有助于教育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有的选题

虽然很有价值，但我们必须保证将 其限定在教育领域；有的

选题虽然不能够得以完满成功，但我们亦不能削弱其启发意

义。 2.问题的现实性 问题的现实性，集中表现为问题的科学

性和思想性，也就是说，我们的选题要有一定的 事实性依据



和理论基础。研究始于问题。教育实践是教育研究的现实语

境，它为课题的形成 提供确定的依据，而教育的理论基础将

对选题起定向、规范和选择、解释的作用。没有实践 针对性

的问题是空中楼阁，没有理论基础的问题则相对起点低，盲

目性大。所以有针对性地 选择课题是极为关键和必要的。 3.

问题的可行性 问题的可行性，即问题能被研究的现实可能性

。制约研究水平的因素有很多：一是客观 条件限制，如资料

、设备、人力、物力、财力、理论准备等；二是主观条件，

如研究者本人 的知识、能力、专业、基础、经验、专长、思

维习惯等；三是机遇，如理论、研究工作的成 熟程度，理论

界限的开放程度、时代精神等。有的研究不是没有价值，但

如果远远超出研究 者所能把握的尺度，其结果可想而知。所

以选题要从实际出发，一忌大无从下手，二忌空言 之无物，

三忌小意义菲薄，四忌难事半功倍，五忌浅平白无益。选题

是研究者分析、判断、 综合、创新、评价能力的综合体现，

也包括了自身学养能力的自我评估。因此选题时要慎之 又慎

。 4.问题的独创性、新颖性 教育研究总是希望有所突破，而

且研究本身也应有其必然的时代感，新鲜感和个别差异 性。

问题要有独创性，首先必须总结该领域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

果，只有在继承前人遗产的 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突破；其次要

深入思考，善于进行评判性分析；再次要能深入到学科研究 

的前沿，善于把握研究的动向和趋势。进行教育科学研究，

特别是涉及到某一论点的研究， 开创性是很必要的，但同时

必须认识到，完全开创性的研究是极少的，教育研究更多的

是已 经完成的课题的延伸。所以研究总会带有相当程度的重

复性。这些重复研究的价值，应视具 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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