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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秉德先生（1912&mdash;2005），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
早年留学瑞士、法国。
新中国教学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小学语文教育等学科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l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第一批教育学科（教学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曾任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李秉德，字子纯，出生于河南洛阳一个城市贫民家庭。
l928年入洞南大学预科，l930年升入本科，主学英文，辅学教育。
因听了邰爽秋教授一门关于中国教育出路问题的课，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次年改主修为教育，自此
矢志不渝，开始了长达70余年的教育学术生涯。
李先生在学期间，积极参加科研活动，曾在《教育周刊》、《开封实验教育月刊》上发表多篇文章，
如《论所谓适合社会需要的教育》（1932）、《学校风纪之培养》（1932）、《开封城厢中小学小楷
速率测验报告》（1933，与邰爽秋合作）等，翻译《心理生活之社会一1生》（1933）、《电影在中学
学生的社会态度上所产生的效果》（1933）等文。
1934年大学毕业后，接受他的另一位老师，时任开封教育实验区主任的李廉方先生之聘，担任&ldquo;
大花园教育村主办干事&rdquo;，从事&ldquo;廉方教学法，，的实验工作。
&ldquo;廉方教学法&rdquo;是我国早期教育实验的一个主要代表，通过实验，学生可以在两年半的时
间里学完初小四年课程，掌握基本的读写算知识技能。
&ldquo;廉方教学&rdquo;因此名噪一时，在中国教育实验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段经历对先生的影响是终身的，他后来长期致力于教学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语文教育和教育实
验的研究，始终关注中小学教学改革与实验，始终强调教育研究必须面向教育实践，理论必须联系实
际，可以说都与他早年的经历密不可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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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李秉德先生的教育文集。
李秉德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早年留学瑞士、法国。
是新中国教学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小学语文教育等学科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书中收录了李秉德先生一生中各个时期的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活动。
展现了一个教育家毕生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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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科学研究
　关于结合教学在学生中间开展科学研究的点滴经验(1960年)
　开封教育实验区及廉方教学法实验始末(1987年)
　《教学研究方法论》序(1999年)
　论教育科学研究及其实验方法(2001年)
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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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改革语文教学 开展语文教学研究
　 ——在甘肃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1980年)
　小学语文教学方法(1980年)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两个问题
　 ——在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上的报告(1982年)
　关于建立语文教育学的初步设想(1987年)
　 人才培养
　学生独立工作能力之培养(1954年)
　和同学们谈学习问题
　 ——从学习的要求与特点谈到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学习(1955年)
　我在讲课上的一点体会(1960年)
　一个小学生家长给老师的公开信(1980年)
　三个面向需要新的一代，新的一代需要三个面向(1984年)
　掌握儿童少年发育成长的规律，使他们一个个都健康地成长起来!(1984年)
　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1985年)
　和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二年级学生谈话(一)(1988年)
　和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二年级学生谈话(二)(1988年)
　中加教育学术交流活动在我校(1997年)
　培养教学论博士生的经验体会(1997年)
　时代的呼唤与人才的培养(1999年)
教师教育
　如何做好教研组工作及总结工作(1954年)
　关于教育实习规律初探(1957年)
　如何提高高师教育实习的质量(1957年)
　提高教师水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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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师院附中教师业务学习报告提纲(1954年)
　关于如何提高课堂讲授质量的一些体会(1962年)
　⋯⋯
教育发展战略
教育感悟
怀念与追忆
附录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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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学研究方法论》序　　（1999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引起教育学术界的重视，从而出现了这方面的一些专著。
但是像王嘉毅所著《教学研究方法论》这样的书，专门就教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
入的论述，还是我见到的第一本。
可以想见，这项研究对于建立独特的教学论方法论体系，促进教学论学科的发展和丰富教学理论，都
是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作者在书的开头就一反过去一般常常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三
个层次的做法，而另辟蹊径。
在提出从原理、方法和技术三个方面来从事教学研究的同时，又把教学研究的评价也纳入到教学研究
方法论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一开始就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接着作者在第二章中对于教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发展与研究现状作了概括性的论述。
在肯定并吸收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已经形成了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又
指出中西方当前在教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
这样就告诉我们：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发展到的地步与应该接力之处，使以下各章的讨论具有鲜明的针
对性和时代感，让读者不仅了解到教学研究方法发展的脉络，而且马上就接触到教学研究方法的一些
学术前沿问题。
　　作者于以下各章中就按照他自己设计的三个层次展开论述。
关于理论层次的论述集中在第三章。
在这一章中作者分别讨论了教学研究的本质、特点、层次（这是指研究水平的层次，不是前述的方法
本身的层次）、过程、效度、信度以及教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这些论述都是从教学研究方法理论的总体上来展开的，体现出了教学方法论中的&ldquo;论&rdquo;的
精神。
深入浅出，观点明确而清新。
　  各种方法、技术，而是以研究过程为主线来介绍各种方法与技术，把方法、技术与过程紧密结合
起来，使读者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方法与技术的主要范围；第二，方法与技术分别论述，使读者清楚了
解到方法与技术虽然关系紧密，但二者还是有主有从，不能摆错位置，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里去。
　  从全书各章中展开的论述来看，作者所掌握的资料是很丰富的，也是非常新颖的。
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每说明一种理论之后尽量举出例证，或讲明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这样就使读者所
获得的概念更加清晰，并知道如何下手去实行。
这也是作者治学精神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一种表现。
　  总之，这本书的优点是很多的，但是在我看来仍有一些不足之处。
读完全书后，我觉得全书的中国味相对来说不如外国味浓。
我认为，放眼世界还要立足于国内，时时紧紧盯住我国的教育教学实际。
作者也还是注意到这一点的，但似乎尚有不足之处。
例如，作者在最后一章中讲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例时谈到&quot;这种研究近年来在我国也逐步
兴起，比如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的系列课题、国家教委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改革研究、国家教委普通
高中课程方案改革研究等，均属这种研究类型&quot;。
作者在论述中外教学研究方法的未来趋势时，联系中国的这些具有典型性的例子，这样做无疑是非常
正确的。
虽然，相对来说，我国在教育研究方面的成果落后于外国，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如果注意深挖，还是
很有些东西可以摘取的。
谈这些不是对作者求全责备，而是顺便指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的教育研究工作者应当特别着力
之处。
　  我这里还要特别说明，我指出本书的外国味浓，严格说来，并不是本书的缺点，外国教学研究的
优秀成果，当然应该不遗余力地引进，但是正如我国近年来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设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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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引进之后还有个消化与再创造的过程。
这样看来，读者就更不能求全责备于本书作者，而是应该作为我们自己的责任与工作来看待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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