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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高校教师，我们中的许多人常常为教育科学教材的陈旧落后而痛心疾首；作为教育学人，我
们中的许多人也常常对经济学、社会学等显学学科教材建设的突飞猛进而称羡不已。
　　于是，我们坐卧不安，我们摩拳擦掌，我们立志超越，我们走到了一起。
经过几年的努力，涵盖当代高等学校教育学专业的全部主干课程的大型海外教材《教育科学精品教材
译丛》呈现在读者面前。
　　许多年来。
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和高等学校教育学专业课程改革的步伐极为缓慢．师范教育的教育学、心理学、教
材教法这三门课程多年不变。
教育学专业的课程内容陈旧，课程的选择空间相当狭小。
可以说，改变高等师范教育课程和高等学校教育学课程的落后状况，是《译丛》的最为基本的宗旨。
　　另一方面，随着教育事业改革的深化，教育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日益复杂．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极为
丰富的教育科学知识和能力。
《译丛》追求的另一宗旨正是通过奉献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科学知识体系，促进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
深化。
　　在过去的几年中，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已经取得相当明显的成效。
深化课程改革的一种重要途径是引进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校教材，藉此提高教育质量和增进学生
的学习能力。
《译丛》的宗旨和思路与我国高校教材改革的这种方向是一致的，而且是高校教材改革过程的组成部
分。
　　促进学术交流，是《译丛》向往的又一宗旨。
学术沟通的障碍，表征是交际语言，而深层原因则是学术语言与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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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于1963年出版，33年后，该书已出了了六版。
这本极为畅销的教科书为何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主要是因为它坚持运用最精彩的案例阐释研究方法中的重要思路，广泛介绍了实用数育研究方法；除
了重点介绍基本原则外，还介绍了一些技巧性的方法，以使读者对教学研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第六版作了全面的修订，除保持了第五版的基本框架外，短一章的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并且新增加了
两章定性研究的内容，以反映教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学生可以比较两种研究方法的不同。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作者简介

梅雷迪斯·马克·高尔是美国奥根大学教育学教授，外语教学证书课程主任和《实验教育学杂志》执
行主编。
梅雷迪斯·马克·高尔与博格和乔伊共同完成了本书，并与凯丝·A阿蒂逊一起撰写了《教师教学实
践应用指导》一书。

    沃尔特·博格是儿他州大学荣誉教授。
博格还是策型教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书籍目录

作者介绍总序中译本序前言第一编  教育学——研究的领域  第一章   教育研究的本质    一、概览    二、
目标    三、研究对积累教育知识所作出的贡献     （一）描述     （二）预测     （三）改进     （四）解释  
 四、研究在教育实践中的运用    五、教育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      （一）客观现实与建构现实      （二
）研究过程中所建构的现实      （三）个案与总体      （四）社会现实的数学化体现和文字化体现      （
五）机械论的、诠释性以及结构主义的因果关系观    六、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七、对科学研究的后
现代主义批评    八、学会如何从事教育研究自测题⋯⋯第二编   研究规划  第二章  拟订研究计划  第三
章  教育研究中伦理、法律及人际关系问题  第四章  文献综述第三编  研究方法  第五章  统计方法  第六
章  选择抽样  第七章  利用测验和自我报告法收集研究资料  第八章  研究资源的收集：向卷及访谈  第
九章  通过观察和内容分析收集研究数据第四编  定量研究设计  第十章   描述性研究和因果-比较研究设
计  第十一章  相关研究设计  第十二章  实验设计：第一部分  第十三课  实验设计：第二部分第五编  定
性研究法  第十四章  个案项目研究  第十五章  定性研究传统  第十六章  历史性研究第六编  应用研究  第
十七章  评估性研究  自测题答案  词汇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章节摘录

　　五、教育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　　随着你对教育研究的了解的加深，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统一的
整体。
例如，你将会在本书的第四部分看到，教育研究方法中的样本与总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数据资料与统
计分析。
与之相反的是，第五章所探讨的方法则以个案研究为主，这些研究很少使用数据资料或统计分析，但
却较多地依靠文字资料和主观分析。
　　为什么教育研究方法有如此众多的差异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得首先考察一下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认识论问题。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知识的本质以及获取、证实知识的过程。
一些认识论专家尤其关注科学研究的本质并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知识产生浓厚兴趣。
这些哲学家（有时称作科学哲学家）潜心致力于回答下列问题：研究人员所研究的对象（如中子和自
我概念等）是真实存在的吗？
研究知识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何以不同？
研究知识有什么特殊的权威？
什么是理论？
怎样才能检验理论？
所谓发现有助于人们预测个体与群体行为的法则，这究竟表示什么？
社会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否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
　　哲学家已对科学研究的本质作了数百年的探讨，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已受到这些学派（如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与现象学等）的影响，此外，他们还对应
该如何从事他们各自的学科（如人类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们将在下文首先重点讨论教育研究人员目前所关注的认识论问题，然后要介绍一下不同的研究人员
为何会对这些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及他们是如何从结论出发提倡并从事了千差万别的教育研究。
　　作为这一讨论的指导，我们要参看图1．1所显示的简单模型。
图中有这样一个因素，叫做单个的人（以A表示）。
现在让我们把教师看成单个的人。
教师与之发生联系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B）和社会环境（c）。
举例来说，大多数教师都使用教科书。
就教科书在物质现实层面上的意义而言，它由纸张和墨等组成，即其物质现实是由特定的生物化学的
质所构成的。
就教科书在社会现实层面上的意义而言，教师使用教科书这一标签来表示它，即凡是某一特定群体的
成员（讲英语的人）都能使用它。
教师使用教科书，是为了与某一特定类型的人（学生）一起来履行某一特定的社会功能（教学）。
师生双方理应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所决定的。
因而，社会环境的一切方面都是社会所规定的，这些方面也因此构成了社会现实。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