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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前教育指儿童入学前阶段的教育，即幼儿教育。
学前教育研究亦即幼儿教育研究。
它是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幼教科研是教育科研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是探索幼儿教育科学的认识过程，以揭示和发现幼教领域内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研究幼儿教育科
学的知识体系为目的，本书即是对学前教育科学的回顾与研究。

　　本书为2007年8月第13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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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假设是认识与接近真理的一种方式或途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往往自提出发现问题，并对问题作出假定的解释、推测开始。
以假设确定行动路线，提供明确的探索目标和方向。
假设是对研究课题的一个总的考虑。
进而人们围绕假设，收集事实材料，检验、验证之，“小心求证。
”整个研究就是一个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的过程，最终达到对规律的认识。
因此“假设是发现新事物、新理论的桥梁”，科研离不开假设。
教育领域的科学研究也常常需要建立和提出假设。
例如，“智力结构双因素假说”就是美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提出的。
他曾对一群儿童实施7种智力测验，发现各测验成绩均呈正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关，因而他认为，儿
童的各种智力活动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一般的因素，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特殊因素。
我们知道，学前儿童的交往能力是有差异的，通过观察又发现，学前儿童在群体中的社会身份有所不
同，例如，有受人喜爱的交往明星，好人缘的孩子，还有被讨嫌的或常独处的孩子。
于是提出这样的假设：学前儿童的交往能力与他们在群体中的社会身份有密切关系，进而通过实验和
进一步地观察加以验证。
又如，混合班教育实验中假设的产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能观察到，不同年龄儿童相处往往更协
调、融洽，而且有更加积极的交往，像大助小，小学大等，儿童的游戏行为也不同于同龄幼儿伙伴间
的。
通过思考，提出这样的假设：幼儿在混合年龄组织形式下，较之同龄条件下，能有更积极的社会交往
行为和更高的游戏社会性水平，幼儿之间的年龄差和类似于家庭兄弟姊妹的情景使然。
假设既要大胆，又要合理。
有时，可以提出几个假设，从中进行选择，或是在一个大的假设之下，再从不同的方面提出几个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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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新编学前教育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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