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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如何走向实证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老师听过很多研究方法的培

训，看过很多研究方法的书，

但还是不知道怎么做研究，很多

课题研究过程和方法缺乏科学支

撑，结论也不可靠。这是因为，

研究不只是研究方法的问题，研

究是全过程的事情，方法只是其

中一个要素，不能代表全过程，

一些老师虽然采用了实证研究方

法如问卷调研，但是获得证据和

归纳推理过程存在很多问题，经

不起推敲；而且不同的问题，研

究过程也不一样。因此需要针对

不同类型的问题，从过程上进行

分析如何走实证研究的路线，确

保研究过程和结论科学性。

二、教育研究的实证研究
方式

研究方式基本有两种，思辨研究

和实证研究。

当前教育领域很多研究主要采用

思辨研究的方式，针对问题提

出观点和主张。思辨研究不乏有

创见的结论，但是科学性存在问

题，存在主观偏见。思辨对研究

者的要求也很高，很多人佩服哲

学家有智慧的思想，但是觉得非

常“玄妙”，无法学会。

实证研究是“以证据为本”的研

究方式，基于事实和证据进行

分析和推理，形成科学的结论，

强调过程和结论的科学性和严谨

性。实证研究也是可以复制的一

种研究方式，读者可以理解研究

过程和结论是如何一步步形成

的，避免思辨研究“玄妙、不可

复制”的弊端。

近些年，教育领域大力提倡教育

实证研究的方式。本文就如何走

向实证研究，针对四类问题，结

合多年研究的经历和案例进行解

析，期望对教师有所帮助。

三、四种类型问题的研究
过程

科学研究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所有的问题，可以分为四

种问题：1.是什么；2.怎么样；

3.为什么；4.怎么做。所有的问

题都是这四类问题的综合。

因此对每一种问题的研究过程进

行解析，提出注意要点，综合性

的问题也就找到解决办法了。

（一）“是什么”问题的研
究过程

课题案例：企业所需要学生的职

文/林喜乐

业素养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企业所需要

学生的职业素养是我们培养目

标的重要来源。拿到这样的课题

后，很多老师就开始编制问卷进

行调查研究，例如图1：

然后根据问卷统计的结果进行图

表分析。

这样的研究过程貌似非常的实

证，但是明显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问卷编制者无法全面概括职业

素养的选项。目前职业素养还是

一个模糊的概念，内涵和边界都

不清晰，如果老师不熟悉企业情

况而编制文件，问卷的选项就无

法覆盖所有的职业素养，就会影

响结论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即使

在所有选项之后增加“请补充”

的选项，效果也是非常差的。

2.企业人员不是职业素养的专

家，对职业素养如“团队合作”

有各自的理解，很有可能千差万

别，仅根据勾选的情况来统计，

无法形成“多少人赞成团队合

作”这一结论。

3.经过这样的调研，只能得出多

少人赞成职业素养如“团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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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作”这样的结论，但是什么是企

业所期望的“团队合作”，仍然

不清楚，调研并不彻底，无法形

成可用的培养目标。

因此，通过这样的问卷调查，无

法获得有用的信息，也无法得出

有价值的结论。

正确的研究过程，要从调研对象

能够回答的问题入手，获得第一

手信息。在本课题中，面对企业

人员，宜采用开放式问题：“职

业素养是在专业技能之外的素

质要求，您认为学生需要具备什

么样的职业素养，请用案例说

明”。先对“职业素养”进行大

致范围的限定“职业素养是在专

业技能之外的素质要求”，避免

盲目发散，同时采用开放式问

题，给与回答者一定的空间，不

会限制他的回答。这样设计的问

题是企业人员能够回答的，回收

的答案也基本是真实可靠的，能

为研究所用。

经过开放式问题，会获得大量的

信息，见图2：

获得这些信息后，再将信息进行

归纳概括，见图3。

经过这样的归纳和概括，研究得

出的职业素养就有明确的内涵和

清晰的界定，可以再把归纳形成

的结论请企业专家论证和排序，

就能得出企业所需要的职业素养

的类型和定义了。这样的研究过

程就是经得起推敲的实证研究

过程。

因此，“是什么”问题的研究的

基本过程，要点是采用调研对象

能够回答的问题，以获得调研对

象真实的信息，再经过研究者的

归纳和概括，形成有用的结论。

（二）“怎么样”问题的研
究过程

课题案例：第二专业学生对专业

的兴趣怎么样？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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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常见的研究问题，了解教

育中某一方面的现状，能够用

以改进人才培养工作。很多老师

拿到这样的课题，就开始编制问

卷，如：

请问您对第二专业的兴趣如何：

A.高      B.一般      C.不高

这样的问卷已经出了问题：因为

学生不会判断自己的兴趣，兴趣

高或不高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

让学生自我判断再进行统计是无

效的。让教师直接判断学生的兴

趣高低，各人的标准也不一样，

科学性和准确性也存在问题。

正确的研究方法，首先要将抽象

的概念变得可操作化和可量化，

即将“兴趣”转化为具体的行

为，如表现为：去图书馆借本专

业的书的频率，关注本专业有关

的最新时事案例的频率，和教师

探讨此类问题的频率等。

教师可以调出学生借阅图书的纪

录，看学生借阅此类图书的频率

和数量，了解学生的兴趣高低。

也可以让学生进行回答，根据可

量化的行为作出判断。案例见图

4、图5：

因此，“怎么样”的问题，研究

的基本过程就是将抽象的概念

变得可量化，再以调研“人们政

治参与的热情与程度”的问题为

例，人们是否参与政治活动，对

此问题我们该如何使之可操作？

试试看问人们一些事关政治参与

的简单问题：1.你是否参加过政

治会议、集会或演说？2.你是否

为某个政党或候选人工作过？

3.你是否就某件公众事务写信给

报刊？4.你是否在上次选举中投

过票，或是去做别的事，从而避

开了投票？

当我们将抽象的概念变得可量化

以后，就可以进行问卷调查和统

计，也能够作出有用的判断了。

（三）“为什么”问题的研
究过程

课题案例一：人为什么要自杀

这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

研究课题，《自杀论》一书是

他的研究结论。

通过对《自杀论》的研读，迪尔

凯姆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1.发现问题，形成假设。他开始

关注自杀这个现象，然后对常见

的观点“自杀是个体脆弱的表

现”的观点的质疑。然后开始收

集各种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归

纳总结，逐渐形成他自己的假

设：“自杀是一个人与社会分离

的结果”。

2.形成假设后，开始设计课题研

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去精确

的验证和修正他的假设，最后形

成结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

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

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 

迪尔凯姆在书中运用了社会统计

的方法，特别是以统计交互表

格的形式 ，展现了大量的经验

资料，用以说明自杀现象受到民

族、自然环境、性别、婚姻状

况、宗教信仰、社会的稳定和繁

荣程度等社会事实的影响 ，从而

建立了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

课题案例二：为什么张老师很受
学生欢迎

对于这个问题，不是直接发问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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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问：张老师为什么受学生欢

迎。而是研究者先对张老师进行

蹲点观察，得出比较可靠的假

设，如“张老师受学生欢迎，是

因为张老师有企业经验”，然后

围绕企业经验对学生的影响进行

实地调查，收集大量的数据和事

实，研究就变得聚焦和进一步深

入了。

“为什么”课题的研究过程见图6：

“为什么”问题的研究，不是立

刻进入实证研究，而是先提出假

设，再围绕假设进行实证研究。

这个假设必须有突破性和创意

性。

“为什么”的课题研究成功的关

键是“提出有价值的假设”。有

价值的假设是课题成功的一半。

形成假设的方法就是联系的方

法。科学创新就是在看起来不相

关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

联系的形成，往往是在长期思考

中顿悟形成的。

（四）“怎么做”问题的研
究过程

课题案例：专业课如何进行课程
思政

关于“怎么做”的课题，首先是

通过实践和思考，形成“怎么

做”的初步策略，在经过实践，

获得数据和信息，进行验证，判

断之前提出的策略的有效性，见

图7。

此类问题的难点也是如何得到

“初步的实施策略”。“初步的

实施策略”不是拍脑袋想出来

的，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理论或实

践基础上，确保一定的有效性，

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导致最后

发现无效，是极大的浪费。

初步的实施策略的几种来源：

1.归纳的方法。从自己和他人类

似的实践经验中进行总结提炼，

移植过程形成本问题的解决策

略。

2.演绎的方法。从现有的理论

中，得出本问题的策略。如从激

发学生兴趣的一般理论中，得出

激发00后学生兴趣的基本策略。

3.跨界类比的方法。如提升课堂

活跃程度，可以向曲艺和综艺节

目学习如何控场和激发气氛，运

用到本课题中。

四、总结

本文针对教育研究中的四类问题

“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

么做”，如何进行实证研究做了

分析，对常见的问题提出了解决

策略。当然成功的科学研究，不

只是研究方式和方法的因素，更

依赖于研究者对问题的深刻认识

和解决问题的创造性和艺术性。

图6

图7

（本文为本刊原创文章，仅代表作者

个人观点。作者林喜乐，北京千秋业

教育顾问公司信息研究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