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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高等师范院校现代教师教育丛书》编著者卢家楣。

本书简要概述了什么是科学的研究，并从科学问题的特征、研究变量的基本架构模式、描述与参数统
计分析的基本技术，以及调查研究、相关研究、实验设计和质的资料分析等内容，展现了当前在教育
教学领域中可以应用的各种研究方法和技术，以帮助师范生在未来的教育岗位上实践-研究-实践，不
断发展、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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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是直接素材的积累还是间接素材的积累，都需要教师养成两个好习惯。
一是记录，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教师把所读、所见、所思、所感记录下来，为以后的选题奠定基础。
李镇西（2009）在总结自己科研写作的体会时首先就提到要日积月累，不能急功近利。
“常常有老师平时不写文章，到了要评职称或其他急需文章的时候，才匆匆炮制。
对普通教师来说，最初的写作就是记录自己的教育足迹、思想历程，是和自己的对话，而不一定非要
为发表才写作。
我最初每天坚持写的《教育手记》、《教育日记》、《教育随感》等，都没想到要发表，只是觉得应
该把自己每天丰富的生活、奔腾的思绪记录下来。
但天长日久，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写给自己看的文字都成了我珍贵的财富！
”二是反思，包括对经验观察的反思，对研究文献的反思，当然，也包括对自己教育活动实践的反思
。
研究者还提出“教育反思是促进教师成长的科研范式”的命题，认为作为研究的教育反思，让教师在
实践中能够养成“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究问题—讨论问题”的思维习惯，使教师批判和研究的意
识贯穿到日常具体的教学工作中。
通过反思，教师形成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提升自己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实现由“经验型”向“研究
型”、“学术型”和“创造型”角色的转换（梁燕玲，2006）。
　　2.选题时的操作　　教师因教育实践的困惑、理论学习的触动、教育研究的争鸣或教育改革的需
要，而产生了解决某个问题的动机，就会在长期的研究准备基础上，开始选择所要研究的课题。
从问题中确立一个恰当的课题，往往需要运用问题分解策略。
　　首先，从横向角度来说，问题分解就是把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分解为相互联系的若干小问题，
从而使得研究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化。
也就是说，将所要研究的问题展开成一定层次结构的问题网络，从而在问题具体化的基础上选择确定
问题（裴娣娜，1995）。
例如，陈宁（2007）在开展初中生写作效能感的研究时，首先确定了自我效能感和初中作文教学这一
研究方向，在查阅国内外关于写作心理、自我效能感和写作效能感研究三方面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
初中生写作效能感研究这一课题，并进一步分解为写作效能感的结构、现状、影响因素和培养策略四
个层层递进的研究问题，最终实现了预期的研究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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