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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研究方法学习指导》内容包括：科学研究的特点及一般程序，科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选
题的意义、原则和方法及选题步骤，文献检索的一般步骤和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研究方案的设计
，观察研究、调查研究、比较研究、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五种基本研究方法，描述统计、推断统计
及Excel在数据统计中的应用，个案研究和行动研究两种具体的质的研究方法，科研成果的表述与科研
能力及其培养，SPSS统计软件的应用。

　　《科学研究方法学习指导》适合高等院校各专业作为通用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学习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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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长海，滨州学院副院长、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博川后。
兼任山东省工业污水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吉林省节能减排专家组成员山东黄河三角洲重点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滨州市食品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滨州学院化工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
学博士生导师、长春工业大学硕生导师、滨州市科协副主席等职务。
吉林省首批拔尖创新人才第三层次人选。
主要从事工业污水资源化技术与应用等疗面项目研究，主持并作为主要参加人参加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最点及省级以上科研项目17项，其中完成9项，在研8项，取得了国内外领先
的创新性科研成果，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环境科学学报》（Jounral
of Environnwuai Scieiues）和《中国化学工程学报》（Joumcal of ChineseChemical
Engineering）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与研究项曰有关的核心以上研究论文45篇（其中SCI、EI收录l7篇），
出版专著2部，申请专利2项，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
应用化工技术省级特包专业负责人，化工原理省级精品课负责人，化学工程与工艺省级教学团队负责
人。
获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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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科学研究概述
　第一节 科学、科学研究与大学生科研
　第二节 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
　第三节 科学研究的准备
第二章 基本概念
　第一节 抽样
　第二节 变量
　第三节 测量
　第四节 误差
　第五节 效度和信度
第三章 选题
　第一节 选题概述
　第二节 选题的原则和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选题步骤与课题论证
第四章 资料收集
　第一节 资料收集概述
　第二节 文献检索
　第三节 图书馆文献资源利用
第五章 研究方案的设计
　第一节 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二节 分析研究变量
　第三节 形成研究方案
第六章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一节 观察研究
　第二节 调查研究
　第三节 比较研究
　第四节 实验研究
　第五节 理论研究
第七章 研究数据的统计分析
　第一节 描述统计
　第二节 推断统计
　第三节 非参数统计
　第四节 EXCEL的统计数据分析功能
第八章 质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质的研究
　第二节 个案研究
　第三节 行动研究
第九章 科研成果表述与科研能力及其培养
　第一节 科研成果的表述
　第二节 科研能力及其培养
第十章 SPSS统计软件的应用
　第一节 SPSS概述
　第二节 SPSS的启动和数据文件的建立
　第三节 数据的编辑、整理与基本描述统计
　第四节 均值比较检验与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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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相关分析与线性回归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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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有助于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大学生学习的理论知识都是人类在长期社会
发展中的经验总结，对大学生来说这些都是间接理论。
科研活动是对直观认识中获得的大量感性材料，运用理性思维的方法加以整理，经过一系列的科学抽
象，达到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因而参与科学活动的大学生能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并
达到学会应用的目的。
 总之，开展大学生科学研究工作，能促使他们适应信息时代终身学习的需要，深刻地理解和牢固地掌
握学习材料，增加专业学习兴趣，拓展科学眼界，在实践中获得运用理论知识的经验，学会综合分析
的本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大学生科研的特点 大学生科研是指学生与教师协作，考察、创造和分享新知识，或者按照学
科的实践方式工作。
大学生科研包括三个指标：①协作（学生与科研教师之问的关系）；②创新（研究工作能够产生部分
或完全新的知识）；③分享（研究的结果或产品要得以传播）。
大学生科研具有科研的一般属性即原创性和公开性，同时大学生科研又有其特殊性，比如学生与教师
之间的协作，既包括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也包括学生作为个体或者团队成员参与教师的研
究项目，只要大学生实质性地参与了教师的研究工作或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探究性学习，就是科研活动
。
大学生科研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探索性 大学生科研是本科生进行的探究性或调查性的活动。
对大学生参与科研应鼓励其探索未知，鼓励就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质疑问难。
著名的教育家布鲁纳认为：“一位科学家在他的书桌上和实验室里所做的，一位评论家在谈一首诗时
所做的，正像从事类似活动而想获得理解的任何其他人一样，都属于同一类的活动，其间的差别，仅
在程度而不在性质。
”科研活动中，大学生每完成一项实验、取得一项数据、提出一个结论、撰写一篇论文，都必须在接
触实际、了解社会的实践过程中独立思考、周密研究、互相切磋。
他们所做的一切，本质上都是与布鲁纳提到的那些科学家和评论家们的活动相类似的创造性劳动。
 当然，对于大学生来说，探索和创造并不都等于科学发现，多数情况往往表现为对原有学习水平的突
破，可贵之处则在于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勇于认识新事物，提出新问题，想出新办法，创造新产品。
 2.实践性 科研活动是让大学生在各式各样的以课题为内容的实践活动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这就形
成了科研活动独具的实践性特点。
 科研活动为大学生创造了课堂教学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他们在科研中可以学习和掌握提取信息、处
理信息的方法以及综合地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动手操作、实验等环节获取知识，
学习技术，取得经验。
这使大学生不仅有机会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达到实践认识上的飞
跃，而且可以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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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研究方法学习指导》适合高等院校各专业作为通用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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