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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多年来，我国教育科研立足国情，博采众长，长期实践，初步建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科研工
作体系，在政策和法律上明确了教育科研的重要地位与突出作用，完善了教育科研机构、教育研究项
目、教育学术社团和教育研究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教育科研管理制度，培养了一支
有活力的教育科研大军，涌现出一批有实力的教育学科带头人，研究出一批有质量、有影响的教育科
研成果。
教育科研围绕国家中心工作，融入现代化建设全局，搭建合作平台，服务教育实践，呈现出空前繁荣
和发展的良好形势，取得了国际公认的进步。
　　在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推动下，尤其是“十一五”以来
，全国教育科研组织日益健全，公民办多种形式并存，各级各类教育科研机构达到2200多个，构成覆
盖整个教育领域的网络体系。
教育科研从业人员不断壮大，专业人员达6万多人（其中副高级职称以上发展到10242人，具有博士研
究生学历的达到2705人），教研员达11万多人，广大教师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全员积极参与，专兼职
结合，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研究队伍。
后备人才强大，学科结构齐全，知识结构改善，学历水平提升，跨学科程度和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
教育科研投入持续稳步增长，仅2006-2008年总经费投入就达到10515万元以上，年平均经费达到3500万
元以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均1500万元，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学、心理学项目年均700万元，省级
教育科学规划年均1305万元，平均45.1 8万元／省），单项经费资助力度提高，重大招标项目近10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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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科研成果新进展（2006-2008）》以客观事实和权威数据为依据，从课题立项到成果产
出、选题热点到研究热点、学术影响到社会影响、学科发展到文化产业等方面对我国教育科研成果进
行了综合分析。
既全面反映了“十一五”期间我国教育科研的进步和社会贡献，又客观指出了我国教育科研现状与教
育改革发展需要、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此基础上，《中国教育科研成果新进展（2006-2008）》提出了转变教育研究发展模式、提高核心竞
争力、实现由教育科研大国向强国转变的思路和对策。
这对于读者全面了解我国教育科研整体状况，把握教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动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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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进而指出，国外同行非常佩服中国为教育研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但国外对研究文章的评判标
准与我们有所不同，他们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评论：一是方法论。
国际教育研究界非常重视方法论，但中国的教育研究并不注重方法论。
在上述65篇文章中只有定量研究文章明确说明其采用的方法。
另一些积极收集数据的实证性文章往往未提及收集过程和他们进行推论的方法⋯⋯这使人认为，在中
国评价研究产出的是成品而不是过程⋯⋯原因至少有两个。
第一，研究往往是产生理论或修正理论。
这样的理论可以丰富知识（即解释性的）或指出更好的实践（即指示性的）。
知识的有效或实践的效果要得以体现，即使用不了几十年也要好几年。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只凭结论来评价研究产出呢？
第二，各种社会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的复杂体⋯⋯在国外学术界很难以固定的对与错作为支撑点，被
所有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研究结论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此，人们只能依靠其缜密的方法来评价一项研究，看其结论是不是通过大多数人认可的途径所取得
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评价一项教育研究的文章就像评价一篇数学论证一样。
要替代评论研究成品的方法，你只得非常仔细地检查其过程⋯⋯二是关于人的智力的依赖。
对方法论的不重视和缺乏对研究过程的评价标准或许会导致国外研究者惊讶的第二点：信赖可以不依
赖于数据的智力⋯⋯数据、人的智力与数据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也是争论的中心问题。
在中国好像不存在这类争论。
相反，中国的研究者好像很一致，至少在理论上，在关于人的智力与外界之间的关系上是这样。
毛泽东的《实践论》仍然是认识世界与客观的基础。
换言之，大部分中国学者相信存在着客观实在，相信认识世界的‘感性认识一理性认识’的途径。
因此，对人的智力的偏信不是反实证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反映。
然而，对于人的智力的过于相信，认为‘思辨’的产品最具学术性，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文章仅仅是
研究报告。
国外研究者很难想象这种做法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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