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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教育研究选题中的问题分解和课题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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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选题是教育研究的首要步骤

。

从 思维方 向看
,

教育研究选题 包括 问题分解
、

课题聚焦两种主要过程
。

问题分解

就是将 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分解成多个部分 ;课题聚焦就是从关注 一个较宽泛的 问题领域到具体的研究问题
,

再到课

题名 称的过程
。

问题分解是课题聚焦的前提
,

只有通过分解获得众 多可选项 目
,

才有聚焦选择的可能 ;课题聚焦是 问

题分解的归宿
,

之所 以要做问题分解
,

是为 了 由大及 小
、

由远及近
,

聚焦而成具体而清晰的课题
。

关键词
:

教育 ;研究 ;选题 ; 问题分解 ;课题聚焦

中图分类号
:

以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2 00 5
一

64 01 (2 01 5) 16
一

001 8
一

02

教育研究就是发现
、

探索和解决教育问题 的活动
。

选择

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
,

即通常所说 的选题
,

这是教育研究活

动 的起点
。

对于整个研究而言
,

选题是至关重要 的一个环节
。

选题不仅体现 了研究者的科研水平
,

而且 圈定了意义
、

内容
、

对象
、

创新程度等因素的变异范围
,

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研究

的成败
。

科学大师爱因斯坦 曾说过
,

提 出一个问题往往 比解

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

因为解决问题 也许往往只是一个数学上

的或者说实验上的技能而 己
,

但提 出新问题或者是新的可能

性往往要从新的角度去看 旧的问题
,

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

力
,

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

从思维方向看
,

教育研究选

题主要包括两种过程
:

问题分解和课题聚焦
。

一
、

问题分解

问题分解就是将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分解成多个部分
,

以

便研究者从中选择更小范围的问题作为关注焦点
。

问题分解

主要包括以下方式
。

(一 )层级式问题分解

层级式问题分解就是运用系统论的观 点将初定的问题

看成一个问题系统
,

首先将其分解为多个子系统
,

然后又对

子系统加以分解
,

一层层地分下去
,

直至获得满意的课题
。

这

就类似于计算机应用软件的菜单系统
:

菜单栏有许多菜单

项
,

每个菜单项又包含下拉菜单
,

下拉菜单中每个项 目又可

能包含更低层次的菜单
。

因此
,

层级式分解选题法也称菜单

式选题法
。

例如
,

就
“

如何提高小学生学习效果
”

这一 问题系

统而言
,

首先可按学科分解内容
,

划分出关于数学
、

语文
、

英

语等学习效果提高的若干 问题 ; 若选择其中的
“

语文
”

课程学

习效果加 以关注
,

则可进一步将其分解为听说
、

阅读
、

写作等

方面的
“

学习效果提高问题
”
(如图 1 所示 )

。

在一个具体的选

题过程中
,

究竟要做多少层级的分解和聚焦
,

取决于 教育实

践的需求
、

初定问题的范围大小以及研究的可行性
。

(二 )多维度 问题分解

多维度问题分解就是将初步确定的研究问题沿着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维度加 以分解
,

获得多个内容领域 ; 然后选择

其中之一加以研究
。

例如
, “

如何提升一个区域的教师专业发

展水平
”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可沿
“

学校类型
” “

素养构成
”

“

研究视角
”

等三个维度加以分解 (如图 2 所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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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关于
“

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

问题的三维分解模型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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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层级式分解选题示例

其中
,

第一维度
“

学校类型
” :

分解出幼儿 园
、

小学
、

初中
、

高中
、

职中等 ;第二维度
“

素养构成
” :

分解出道德素养
、

学科

素养
、

教育素养
、

科研素养
、

身体素养
、

心理素养等 ; 第三维度
“

研究视角
” :

分解出需求研究
、

现状研究
、

促进研究
、

评价研

究等
。

依据其中某一维度或某几个维度分割出来的部分内

容
,

均可能产生研究课题
。

1
.

依据某一个维度选题
:

如
“

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
(依

据第一维度 )
、 “

教师职业道德发展研究
”
(依据第二维度 )

、 “ x x

地区教师专业素质发展状况调查研究
”
(依据第三维度 )

。

2
.

依据某两个维度选题
:

如
“

幼儿 园教师心理素质发展研

究
”
(依据第一

、

第二维度 )
、 “

初中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研究
”

(依据第一
、

第三维度 )
、 “

教育现代化对教师科研素养需求研

究
”
(依据第二

、

第三维度 )
。

3
.

依据三 个维度选题
:

如
“

幼儿园教师道德素养评价研

究
” “

小学教师科研素养促进机制的构建
” “

中学语文教师学

科素养发展研究
” “

职业中学班主任教育素质的促进与评价
”

。

(三 )变量相关式问题分解

如果最初确定 的研究问题只包含一个关键变量
,

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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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式问题分解或多维度问题分解
,

往往只能得到单变量的

问题
。

因而
,

课题仍然是不够清晰的
。

例如
,

关于
“

提高小学生

语文课程学习效果
”

的表述 中
,

只有
“

语文课程学习效果
”

这一

关键变量
,

至于通过什么去影响
“

学习效果
” ,

并没有表述清

楚
,

因而这仍然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课题
。

若结合使用变量相关

分解法
,

则可能使研究的问题得到更为明确的界定
,

形成更具

体的课题
。

运用变量相关分解法
,

就是初定一个单变量的研究问

题 (可能是大致的方向性的问题
,

也可能是经过聚焦后的小问

题 )
,

然后将可能与初定问题 (准确地说
,

是与问题中最关键的

变量 )相关的因素罗列出来
,

形成众多相关型问题或因果型问

题 ;再通过课题聚焦的方式
,

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因素作为关

注焦点
,

进而确定研究课题
。

例如
,

在初步确定以
“

如何提高小

学生语文课程学习效果
”

作为焦点后
,

列 出与
“

语文课程学习

效果
”

这一变量可能相关的若干 因素
,

如
“

学习者特征
” “

学习

策略
” “

学习环境
” “

教师
” “

教材
” “

教学媒体
” “

教学方法
”

等
,

由此形成诸如
“

学习者特征与语文课程学习效果的相关性
”

“

学习环境对语文课程学习效果的影响
’
川 x x教学方法在提高语

文课程学习效果中的作用
”

等众多问题 ; 如果研究者比较关注

其中的
“

学习环境
”

因素
,

则可聚焦在
“

学习环境对语文课程学

习效果的影响
”
上 ; 若进一步分解和聚焦

,

还可 以从
“

家庭环

境
” “

同伴交往环境
” “

教室物理环境
” “

学校文化环境
”

等因素

中做出选择
。

变量相关式问题分解示例如表 1所示
。

表 1 变量相关式问题分解示例

初定的研究问题 初定问题的关键变量 可能与变量相关的因素 相关型问题
、

因果型问题 课题名称

学习 者特征 (如年龄
、

性别
、

性 ①年龄与语文课程学习效果是否相关 ?

格
、

学习 能力
、

学习 兴趣
、

学习 动 ②性格特征影 响语文课程学习效果吗 ?

机等 )

①同年级小学生年龄差异与语文课

程学习效果的相关性研究

②小学生性格类型影响语文课程学

习效果的实证研究… …

学习 策略 (包括认知策 略
、

元认

知策略
、

资源管理策略 )

①不同学习策略 (如认知策略 中的复述策

略
、

精加工策略
、

组织策略等 ) 对语文课程

学习效果的影响有差异吗 ?

②学生在元认知上 的差异影响语文学习

效果吗 ?
·

`
’

“
’

①小学语文学习 中不同认知策略的

效果比较研究

②元认知策略应用于小学语文学习

的实验研究

学习环境

学习环 境 (如家庭 环境
、

同伴交往环 境
、

学

校文化环境
、

教室物理环 境等 ) 对语文 学

习效果有影响吗 ? … …

学校文化环境影响小学生语文学习

效果的实验研究… …

ǎ小学生语文课程学习效果

何如提高小学生语文课程学习效果

教师特征

教材

教学媒体

教学方法

二
、

课题聚焦

选题过程中
,

从一个较宽泛 的问题领域到具体的研究问

题再到清晰的课题名称
, “

实际上是不断缩小问题包围圈
,

从

一个朦胧
、

粗略的研究方向向具体而 明确 的研究课题逐步逼

近的过程
”

。

陶保平教授将这一个过程称为课题聚焦
,

焦点就

是课题网
。

课题聚焦的前提
,

是要对问题进行分解
,

只有通过分解

获得众多可选项 目
,

才有聚焦选择的可能
。

而之所以要做问题

分解
,

是为了由大及小
、

由远及近
,

聚焦而成明确具体的课题
。

问题领域

图 3 问题聚焦示意图

课题聚焦过程如图 3所示
。

例如
, “

如何提高小学生的学

习效果
”

这一 问题领域
,

范 围比较大
,

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

向
,

而不宜当作具体的研究课题
。

研究者可 以将问题领域加

以分解而得到许多具体的问题 ; 然后根据 自己的兴趣
、

研究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做 出筛选
,

逐步缩小问题包围圈
,

向自己

关注 的焦点逼近 ; 最后再将 目光聚焦在某个问题 上
,

以便于

形成研究课题
。

例如
,

对于
“

如何提高小学生的学习效果
”

的

问题
,

可分解出
“

语文课程学习效果
” “

数学课程学习效果
”

“

课堂学习效果
” “

自学效果
” “

课外阅读效果
”

等子问题 ; 如

果研究者更关注
“

课堂学习
” ,

则可将问题包 围圈缩小至
“

如

何提高小学生课堂学习效果
”
(一次聚焦 ) ; 再通过进一步聚

焦
,

可选择
“

如何提高小学生语文课堂学习效果
”

作为焦点

(二次聚焦 )
。

通过反复的问题分解和课题聚焦过程
,

研究者

可能初步确定了研究的题 目
。

倘若初选题 目在研究价值
、

可

行性
、

创新程度
、

具体明确性等指标上不能获得好评
,

建议换

一种方式分解问题
,

或者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分解 问题
,

然后

依据教育实践工作需要
、

自己 的能力水平和环境条件
、

创新

可能性
,

重做课题聚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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