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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2014年第23届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优秀图书一等奖）
本书对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反思”与“综合”。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反思了我国教育研究中
有关方法论的认识与实际状态；同时将思维延伸到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相关的领域，左右上下驰骋，尤
其关注当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从中汲取时代精神，为我国教育学的发展发现问题与寻找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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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澜，女，1941年12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大教育系本科，并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主编。
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兼教育学原理学科
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并兼任清华大学等8所高校的兼职教授，中央
教科所兼职研究员。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
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学原理，教育研究方法论及当代中国基础，师范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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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前提——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自身的思考
第一节 什么是“方法论”
一、复合概念的分解
二、“方法论”定义之迷宫透视
三、走出迷宫之思路
四、“方法论”新释
第二节 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构成、任务与研究价值
一、定位
二、构成与任务
三、研究价值
上篇 教育研究发生学初探
第二章 西方教育研究的历史演变
第一节 前学科时期
一、研究对象与中心课题——教育存在的合理性
二、研究方法——两种研究传统的发端
三、研究结果——认识教育现象的前提性问题域形成
四、中世纪的变化与意义
第二节 学科形成时期
一、《大教学论》——新研究视角的产物
二、自然主义的激进化——“儿童中心主义”研究传统的开创
三、作为独立学科的教育学之形成
四、近代教育研究特征概述
第三节 学科体系形成时期
一、19世纪教育研究的学派纷争
二、20世纪上半叶教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三、20世纪下半叶教育研究发展趋势
四、西方教育研究发展史对认识教育研究方法论
的启示
第三章 20世纪中国教育研究的历史演变
第一节 学科形成时期
一、了解与引进西方教育学科
二、国外教育学科研究、介绍的拓展与本国教育研究的开始
三、历史的功绩和遗憾
第二节 学科体系形成时期
一、学苏联，批判西方和解放前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科而努力
三、全盘否定前17年的教育实践
四、批判“四人帮”，重建教育学科体系
五、历史的积淀：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中国式”问题
下篇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初探
第四章 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哲学层
第一节 哲学在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与构成
一、地位：变与不变
二、作用：直接与间接
三、构成：教育研究的选择
第二节 教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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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位：从“唯一”转向“中心”
二、反思之一：状态、质量分析
三、反思之二：认识角度的原因剖析
第三节 提高教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成熟度的探讨
一、正确处理认识中一般、特殊与个别的关系
二、正确运用矛盾理论研究教育内外关系的性质
三、正确理解、运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理
第四节 当代西方哲学与教育研究方法论
一、如何研究的方法论定位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时代化：关于人之生存的哲学
三、生存哲学的基础：对人性的反思
四、生存哲学的展开：人的生存方式、人与世界的关系
五、几点启示
第五章 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横断科学层
第一节 横断科学在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定位与构成
一、横断科学的识别与在方法论体系中的定位
二、横断科学的多层次性与在方法论体系中的构成
第二节 系统科学在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
一、提供拓展、重构当代教育研究问题域与对象观的新视角
二、提供从整体上研究教育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
三、提供分析教育与环境关系的“结构一功能”新思维模式
四、提供研究教育系统变革过程的新思维路线
五、提供多学科综合研究复杂对象的方法范例
六、提供用系统观点认识教育的一系列新观念
第三节 数学在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
一、数学与教育研究关系的历史演变
二、现代数学使数学具备成为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现实可能性
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方法论价值
四、模糊数学的方法论价值
五、突变理论的方法论价值
六、数学基础的方法论价值
第六章 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专门科学层
第一节 专门科学分类与发展研究对认识教育研究性质的方法论意义
一、古希腊：知识分类问题的初始研究
二、近代：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野
三、现代：交叉与综合——科学发展的新趋势
四、启示
第二节 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在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
一、“专门科学研究范式”的界定与结构
一 自然科学研究范式面临的时代挑战
三、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看当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变化趋势及启示
第三节 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探讨的方法论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19世纪的贡献
二、现象学范式
三、符号学研究范式
四、解释学研究范式
五、范式间的共同点及启发
第七章 走向终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特殊性分析
第一节 教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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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研究对象的范围
二、教育研究对象的结构
三、教育活动性存在的特殊性
第二节 教育研究的性质与方法体系特征
一、教育研究的性质
二、教育研究的方法体系特征——哲学、科学与艺术方法的具体综合
第三节 教育科学的研究范式与特征探讨
一、教育研究主体的特殊性
二、教育研究中主体与对象关系的特殊性
三、教育研究的逻辑特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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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到中间了，感觉越来越难读懂了。里面涉及的哲学太多太杂了。虽然作者本身的逻辑思路很强
，整体写作非常清晰。但是本身对哲学的认识较少，感觉越到中间越难读懂。特别是横断科学一章。
这算是我第一次深入认识横断科学，书中没有介绍较多，更多的是讨论它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这就要求读者先要了解它，才能对它所产生的意义有基本的认识。
2、其实是一本教育学者写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论著。中规中矩。读完后，依旧对教育学自身的研
究方法保持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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