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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本领域的经典著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阐释了研究过程中从选题到研究工具的所有核心
问题。
重点讲解了研究问题的基本范式、最新文献的引述、恰当研究设计的选择，以及研究报告的撰写和评
价。
其中，对定量和定性研究设计作了详细讲解；对测量，抽样和统计方法等研究工具和手段问题也进行
了介绍。
　　本版的新特点　　◆根据教材使用者和参与修订人员的意见将17章内容重构为了三大模块。
　　◆根据当代学生的兴趣点增加了一些新的例子：如阅读技能差与自杀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每一章之后增加了新的练习题。
　　◆统计方法部分的旧数据库替换为了新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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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研究问题的确定　　研究过程中为了获得理想答案的重要一环，就是弄清要研究的问题。
然而，研究一开始就要求提出合适的问题或对所研究现象有明确的认识，这可能是研究过程中一步困
难的工作，因为这时研究几乎还没有组织起来。
充分地确定问题是研究过程展开的必要条件。
因研究的类型不同，对问题的确定程度也有所不同。
例如，实验研究通常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研究，并伴随着假设；而人种学的研究则更多是概括性的陈述
，其假设是通过整个研究总结得出的。
　　对一个研究问题的确定不仅仅是就所涉及的领域提供一个具体的陈述或问题。
确定问题的第一步是选择好研究的题目，然后是对题目的具体陈述。
如果假设得到验证，这些假设及问题的陈述将涉及有关变量和条件的专门术语。
教育与其他所有专业一样，也有专门用语（其中，部分有时被称为行话）。
研究问题范畴中术语的含义保持固定不变是必要的。
本章中定义了大量的基本术语，读者有必要深入理解这些术语，因为它们是教育研究基本用语的组成
部分。
研究问题的选择　　选择好合适的问题等于提出了好问题，也就是说，在教育领域中，问题是至关重
要的。
这种泛泛之论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了，但任何时候都有许多重大的教育问题需要研究。
那么，如何着手选择一个研究问题呢？
　　选择研究问题有不同的途径。
不是所有由研究者的内部动机产生的问题都是合适的。
为完成学位论文，研究生选择研究问题往往采取下述两种方式中的一种。
他们密切结合某个导师或多个导师的研究方向，确定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或确定一个研究方向分支
方面的问题。
这一方式是出自彼此利益的考虑，学生和导师可以共同开展研究工作。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与其他学生展开讨论，一些研究生深入到研究中，对问题的选择有自己的见解
。
研究者的研究兴趣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当某位研究者开始考虑作研究，选择研究问题的过程就成为
界定研究问题的渐进过程。
从事某一研究项目的教师，也许想进行一项与课堂教学有关的研究。
与同事和专家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及逐渐熟悉某一领域或专题，都有助于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的确定。
当然，研究问题不是在朝夕间便确定下来的。
它是一个需要研究者对可能的问题进行全面地了解，并通过不断地思考，以及与他人探讨方能确定的
过程。
问题需要不断地修改和再确定，有时问题会扩展，有时则会更简练。
一个与研究主题相关但研究方向不同的研究问题可能被采纳。
上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聚焦”问题。
　　如上所述，尽管研究问题的选择过程似乎有些“宽泛”，但仍有某些特定因素在影响着这一进程
。
首先，研究问题必须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至少有些方面要涉及教育领域。
应该确信研究的问题在教育领域中能占一席之地。
如果研究的题目涉及一个论点时，也应该考虑原创性。
但完全原创性的研究是很少的，更大的可能是已经完成课题的延伸，研究中重复的程度依具体的领域
和研究条件而定。
　　其次，考虑的另一因素是研究的问题应具有明显的实践的或理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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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碎的问题如小学生中穿系带鞋或拖鞋的比例，以及鞋子的选择与成绩的关系等，从程序上讲是可以
研究的，但不论其结果如何，这些问题没有理论框架也没有意义。
近几年，旨在于提高教育质量的学校选择问题成为研究焦点。
很多研究都与学校选择的影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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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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