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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教育研究方法是决定教育研究质量的关

键因素，它是人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所采取

的步骤、手段和方法的总称。［1］教育研究从

经验走向理论，从单纯的定性分析走向定性

与定量的结合，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有了较

好的发展。［2］通过分析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

运用情况，探索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趋

势，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提高我国教育

研究水平不无裨益。随着教育研究的发展，

关于教育研究方法的学术成果日渐增多，许

多研究者对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现状

以及发展动向等进行探讨，其中一些研究针

对不同教育研究领域，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研

究方法进行了实证描述和分析。从已有研究

情况来看，我国在教育研究方法运用方面的

实证研究并不很多，在笔者搜集资料之内，以

一级教育学科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的仅有一

篇，其他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

业教育等二级学科研究领域内。

郑日昌等通过对 1989—1998 年间我国

教育研究方法及分析资料方法的研究指出，

近20年来，定性研究在整个教育研究中占有

重要地位，定量研究逐步受到重视；我国教育

科研方法存在不注重方法论、研究方法单一

落后等问题。［3］这是我国较早的关于教育研

究方法运用情况的综合分析与研究。

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丁洁以高等教

育研究的5种主要期刊在1999—2004年内发

表的 3 909 篇论文为研究对象，［4］田虎伟［5］

和赵苁蓉［6］分别以85篇和258篇高等教育学

博士学位论文为样本，丁学芳、周燕使用人大

复印资料《高等教育》收录的 1980—2007 年

间的论文，［7］钟秉林等以2006—2008年间的

教育类核心期刊中涉及高等教育论文的 1

720 篇文章为样本，［8］高耀明、范围以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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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文数据库（新）收录的 1979—2008 年

间高等教育专题论文中4 253篇高被引论文

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为研究对象，［9］等等，分

别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类型和演变进行了

统计描述和分析。在学前教育研究领域，刘

晶波等抽取三所高校学前教育专业 1996—

2006年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273篇，采用内

容分析法对近 11 年来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研

究方法的运用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10］在职

业教育领域，何文明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

业技术教育》杂志 2008 年 1～12 期刊发的全

部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其所用的研究方法进

行分类统计。［11］

从以上相关研究来看，有关教育研究方

法的研究主要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多数研究

者并没有对研究方法的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和

详细说明，因此，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各研究方

法存在交叉重复现象；二是研究者对于教育

研究方法的实证分析主要为研究方法的发展

趋势分析，在统计方法上以描述性统计为主。

本研究在对研究方法明确界定的基础

上，探讨2001—2011年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

发展情况，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与反思。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过程说明

1. 研究方法分类与界定

关于教育研究方法的论文、论著非常丰

富，且具体分类标准及界定均有不同。鉴于

研究方法分类繁杂，为使研究结果更加清晰，

笔者将对样本进行研究方法的详细分析，各

研究范式的主要内涵或特征如表1所示。

2. 抽样说明

从我国主要30多种CSSCI教育类期刊中

选取5种综合类期刊：《教育研究》（A）、《教育

研究与实验》（B）、《教育发展研究》（C）、《教

育科学》（D）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

学版）》（E）。按照每类期刊文章总量的10%

进行系统随机抽样，5 种期刊自 2001 年至

2011年期间文章总量为10 726篇，共抽取样

本1 073篇。（见表2）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据研究方法的分类和概念界定

制作编码手册，依据编码手册对随机抽取的

1 073篇样本进行逐项编码，并运用SPSS18.0

统计分析工具对样本库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各种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

在所抽取的样本中，使用最多的仍为思

辨研究方法，文章总数达941篇，占样本总量

的87.7%；其次为量化研究方法，文章数量为

111 篇，占样本总量的 10.3%；使用质性研究

方法的为17篇，占1.6%；最后为混合研究，仅

有4篇文章，占0.4%。（见表3）

总体看来，思辨研究的使用呈下降趋

势，但下降幅度很小；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呈

研究方法

思辨研究

量化研究

质性研究

混合研究

主要内涵或特征

研究者主要运用辩证法等哲学方法，通过对事物或
现象进行逻辑分析，阐述自己的思想或理论，包括
理论思辨、历史研究、经验总结等具体方法。

研究者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及其相关关系
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
包括统计调查、实验法（含准实验）、二次分析、内容
分析等具体方法。

研究者通过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事物进行深
入、细致、长期的体验，然后对事物的质得到一个比
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包括叙事研究、案例研究、田
野调查等方法。

研究者基于实用主义的主张，在研究过程中同时选
择量化和质性两种方法。

表1 教育研究方法内涵或特征

表2 5种综合类期刊论文总体情况

教育综合类期刊

A.教育研究

B.教育研究与实验

C.教育发展研究

D.教育科学

E.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合 计

文章篇数
（2001—2011年）

2 701

968

5 160

1 318

579

10 726

样本数（10%）

270

97

516

132

58

1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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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很小，仅在 2011 年突

破至20%以上；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数量均

很少，无明显上升或下降趋势特征。（见图1）

（二）各种研究方法在源期刊中的分布

情况

由表 4 可知，思辨研究在各来源期刊中

所占的比例都非常大，最高的达到91.4%，最

低的也达到78.4%；量化研究在5种期刊中均

有分布，但是质性研究在E期刊的抽取样本

中没有分布，混合研究在A、D期刊的抽取样

本中没有分布。

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

质性研究

混合研究

思辨研究

总计

频次

111

17

4

941

1 073

有效百分比（%）

10.3

1.6

0.4

87.7

100.0

表3 各种研究方法频次分布

图 1 各教育研究方法
2001年至 2011年分布趋势图

量化研究

质性研究

混合研究

思辨研究

总计

A

篇数

25

1

0

244

270

比例

9.3

0.4

0

90.4

100

B

篇数

15

4

2

76

97

比例

15.5

4.1

2.1

78.4

100

C

篇数

46

8

1

461

516

比例

8.9

1.6

0.2

89.3

100

D

篇数

21

4

0

107

132

比例

15.9

3

0

81.1

100

E

篇数

4

0

1

53

58

比例

6.9

0

1.7

91.4

100

表4 各种研究方法在源期刊中的分布情况

（三）不同作者使用研究方法的情况

研究者之中来自高校的占到81%，其次

为教育研究机构，来自幼儿园的仅占 0.3%；

在采用量化研究、质性研究方法的作者中，仍

以高校居多，都超过80%的比例，而采用混合

研究方法的作者则全部来自高校。（见表5）

作者来源

高校

教育研究机构

中小学教师

幼儿园

教育行政部门

其他（课题组、企业、外国人等）

总计

量化研究

篇数

91

13

2

0

1

4

111

比例

82

11.7

1.8

0

0.9

3.6

100

质性研究

篇数

15

1

0

0

0

1

17

比例

88.2

5.9

0

0

0

5.9

100

混合研究

篇数

4

0

0

0

0

0

4

比例

100

0

0

0

0

0

100

思辨研究

篇数

759

75

25

3

33

46

941

比例

80.7

8

2.7

0.3

3.5

4.9

100

总计

篇数

869

89

27

3

34

51

1 073

比例

81

8.3

2.5

0.3

3.2

4.8

100

表5 不同作者使用研究方法的频次

（四）思辨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在思辨研究中，理论思辨占 91.2%的比

例，经验总结占 3.7%的比例，文献研究与历

史研究分别占2.7%和2.4%。（见表6）

（五）量化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量化研究中其具体研究方法呈现多样

化，有依据调查研究搜集数据的统计调查，有

依据既有数据或文本为分析对象的二次分析

和内容分析，也有采用准实验获取数据的实

验研究。（见表7）

（六）质性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质性研究主要包括个案研究、民族志研

—— 22



究、叙事研究等，行动研究法既可以采用质性

研究法分析资料，也可以采用量化研究法分

析资料。在抽取样本中，行动研究主要是基

于解释主义认识论基础的质性研究，因此，笔

者将行动研究也放到质性研究范式中。经研

究发现，在质性研究中，个案研究居多，占

64.7%的比例；行动研究和叙事研究平分秋

色，共占35.3%的比例，而民族志研究在抽取

样本中并无分布。（见表8）

四、分析与讨论

（一）存在的问题

1. 学术研究缺乏规范性

学术研究规范是保证学术研究质量的基

本措施，一般要求学术文章观点明确，资料翔

实，论证严密。通过考察样本，发现很多文章

存在学术研究不规范现象，例如，思辨研究以

理论思辨和经验总结为主，其以经验性材料

作为论据对于论点进行论证，其说服力有待

商榷，而通过对样本研究的分析发现，很多思

辨研究的经验性材料常常为主观经验，部分

虽为客观经验，但是没有标明资料来源和出

处，研究所用资料的主要来源为已有文献，但

是60.7%的研究通篇无明确收集资料方法；在

量化研究中，抽样程序和方法均存在不规范

现象，有的研究甚至没有取样说明，问卷信效

度报告严重缺失，无法保证数据的可信性和

有效性等；在质性研究中，主要是资料的罗列

和堆积，缺乏理论提升。还有部分文章并没

有遵循写作规范，有的甚至没有参考文献。

2. 教育研究方法单一化

综观选取研究文献样本，仍以思辨研究

方法为主，而思辨研究又以理论思辨居多，理

论思辨研究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纯粹哲学

思辨，各个学术研究论证过程良莠不齐，质量

堪忧。量化研究方法虽然逐步上升，获得研

究者的重视，但是存在研究过程不规范、数据

分析方法浅显等问题，导致无法揭示教育现

象的深层规律或动因。当前，国际教育研究

趋势越来越倾向运用量化研究、质性研究以

及混合研究方法，而这些研究方法在我国教

育研究领域尚处于起步或初步发展阶段。此

外，非常适合教育领域研究且在国际已经推

广的行动研究方法并没有得到有效应用。

（二）建议与反思

1. 加强现代教育研究方法体系的建设

教育研究方法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

科，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和理论体

系，它涉及两个基本层次：一是教育研究方法

学，二是教育研究方法论。［12］教育研究方法

学可以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贯穿于教育研究

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二是某一个阶段

使用的具体技术。

当下，我国还没有一个较为清晰、普遍

认可的教育研究方法分类框架。造成此种现

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研究不够

深入，对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辨识不清。没

有科学方法支撑的教育研究其研究结论的科

学性就必然受到质疑，其所建构的理论以及

理论思辨

文献研究

经验总结

历史研究

总计

篇数

858

25

35

23

941

比例（%）

91.2

2.7

3.7

2.4

100

表6 思辨研究具体分类表

统计调查

实验法（含准实验）

二次分析

内容分析

总计

篇数

67

8

32

4

111

比例（%）

60.4

7.2

28.8

3.6

100

表7 量化研究具体分布表

个案研究

行动研究

叙事研究

总计

篇数

11

3

3

17

比例（%）

64.7

17.6

17.6

100

表8 质性研究具体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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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种种所谓解决问题的“建议”与“策略”

就会成为无意义的“意见表达”。［13］加强我国

教育研究方法体系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尤其

加强教育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建设，

是促进我国教育研究发展的关键环节。

2. 进一步提高教育研究者在研究方法运

用方面的学术素养

研究方法论与方法的理解与使用是教育

研究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素养，这种素

养的训练和养成一方面依赖于教育学术（者）

共同体的制度性规范，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学

术研究者的自觉意识。［14］加强教育学术共同

体的制度性规范应从学术规范做起。首先，

应进一步加强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写作

规范，且教育类学术期刊应加强评审环节，以

确保所刊登学术文章的质量。其次，应进一

步完善学术研究评价制度，改变我国当下量

化的评价方式。在量化评价的尺度裁量之

下，势必难辨真伪，良莠不分，这是其根本性

缺陷所在。

提高学术研究者的自觉意识，一方面应

从青年研究者的培养着手，在教育类研究生

培养中，将教育研究方法作为重点必修课程

开设，对研究生进行研究方法选择与使用训

练，将考察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及学术规范

作为评审学位论文的重要标准之一；另一方

面，对于较为成熟的教育研究者，可以在教育

研究领域通过举办教育研究方法研讨会或学

术交流会等形式，推动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

提高教育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重视，并

促进教育研究者自身研究方法的训练。

3. 加强教育研究的多元化研究取向

教育和人的复杂性及各种研究方法的互

补性决定了教育研究应采用多层次、多方面、

多指标的方法。［15］量化研究、质性研究、理论

研究等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为补充、相

辅相成的。在中国教育研究领域，问题恰在

于：人们在采用理论研究的时候，往往不愿意

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获得证据；当质性研究

成为风尚的时候，研究者又容易轻视理论思

维，以至于质的研究报告只提交一堆事实，而

缺乏基本的理论含量。［16］

教育研究应依据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特点

选择其适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并加强各类研

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基于实证主义的量化研

究是在充分阅读有关理论并进行思考的基础

之上展开的，而思辨研究也不是天马行空的

思考，它是以事实（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当代

事实）为证据的。因此，加强教育研究的多元

化取向，有助于提高教育研究的学术质量，有

助于探讨教育的深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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