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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完稿之后，总感到有些话没说完。
这些没说完的话就是想把自己对学校教育研究的一些思考过程向读者作个交代。
因为较之许多介绍教育研究的书，本书许多内容显得有点“另类”。
　　算起来，本人撰写的关于教育研究的书，这已是第三本。
第一本是与几个同事合作撰写的《教育管理的量化与研究方法》（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当时的一种起因是我于20世纪80年代中在美国学习期间，接触、学习并部分参与了以严格的科学手段
进行的一些研究，回来后深感我们国内学校开展教育研究方面缺乏严密的科学手段，有必要进行介绍
。
也因此，该书突出了“量化”，介绍了统计、测量、评价、问卷、实验等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中，教育研究在素质教育运动的推动下，越来越普遍地进入到学校。
于是本人的第二本教育研究专著《学校教育科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应运而生。
该书的一个“另类”之处是专辟了“学校教育心理干预”一章，把“干预”作为学校教育研究的一个
关键环节。
书中提到：“学校教育改革研究的实质就是采取干预”、“学校教育改革研究成功的关键是选择干预
策略。
”这是本人在“九五”期间主持并指导在一些中小学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感受之后的思考。
中小学教育研究的目标与研究所专家的研究目标有不同，前者重在解决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问题，后
者重在发现教育教学规律。
因此学校教育在考虑技术性方法（诸如抽样、测量、统计）的同时，更应考虑干预性方法，即解决问
题的方法。
这里就隐含着学校教育研究要以问题为中心，不是以方法为中心的观点。
对这样一种“另类”的观点，有的同行不表认可。
但该书接连印了四次以及在广卅I购书中心的一次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第二的事实使我感到学校教师们
接受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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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策略和思路更具统摄性和战略意义。
本书的思考也扩展到这一现今许多教育研究方法著作涉足不多的领地。
因为许多著者往往离开研究者开展着的研究活动这一语境而把方法抽象出来进行介绍，于是便从操作
而不是活动来考虑问题。
本书是在“学校教育”这一具体语境中来对研究活动进行讨论介绍，因而从活动而不是操作来考虑问
题，策略和思路便不可回避。
于是，关于方法论的思考以及学校教育研究思路、策略的探讨便成为了该书的又一“另类”。
对研究思路、策略的探讨可称为元研究，即对本身的研究。
本书提出来的一些思路正是我们与学校教师共同经历学校改革研究过程的思维成果。
可以说，我们也和学校教师一样，在研究中学会研究。
这是我们原来没有意想到的成果，是更深层的、可贵的成果。
这一观点。
也在书中得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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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主体来源：指内容材料来自何种主体，包括了个人或／和群体。
　　（3）情境来源：指内容材料来源于何种情境。
　　（4）时间来源：指内容材料来源于哪一时期。
　　如果我们把地域、主体、情境、时间看做不同的变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内容分析往往是
在某一变量不同，其余变量相同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权把这不同的变量称为操作变量。
选择何者作为操作变量，决定于分析的用途。
我们往往选择不同时间来源的内容材料进行趋势分析，从而发现不同时期事物的变化情况，把握事物
发展的趋势；我们往往选择不同地域或不同主体来源的内容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发现不同地区或
不同主体对某一事物在做法或态度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往往选择不同主体或不同情境的内容材料进行
意向分析，了解不同的主体在同一问题或同主体在不同情境对相同问题的态度、行为表现。
　　各种模式的研究过程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可以用图10-1表示。
该图的含义是：由某一操作变量确定而抽取某现象的两种不同资料，经过对该资料同一内容类目的量
化处理，得出有关数据。
对数据进行比较，得出关于该现象在某些内容类目方面的发展趋势或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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