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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为观察法是在比较自然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除了应用范围广泛，操作起来简便易行之外，观
察得到的第一手材料真实、客观，可靠性较高。当然观察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由于
受时空、人员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观察对象的数量较少，因此结果的代表性不强；大量的观察资料
难于数量化；观察研究方法，只能说明“有什么”和“是什么”的问题，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而且就同一现象，不同的观察者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的主观因素往往影响着研究的结论。
所以观察法存在着被动性、偶然性、片面性的不足。　　（二）教育调查法　　教育调查法是指在科
学方法论和教育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运用问卷、访问、座谈会、测量等科学方式，有目的、有计划、
系统地搜集有关教育问题或教育现状的资料，从而获得关于教育现象的科学事实，并形成关于教育现
象的科学认识的一种研究方法。随着我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调查法显得日趋重要，
频繁地被采用。通过教育调查，一方面可以为教育科学研究搜集第一手材料与数据；另一方面可以为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制订政策、法令、法规和制订教育发展计划提供依据；再一方面也可以为教育第一
线的实际工作者提供经验教训，以更好地改进工作，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调查法有三大特点：其
一，间接性。对一些无法借助于感官去直接感知的现实，如广大教师对于基础教育课改的态度，研究
者就可借助于调查法间接的了解，这点恰是调查法区别于观察法的所在；其二，自然性。调查法可以
在自然的过程中收集材料，而不必去控制、干预研究对象，这点则是调查法与实验法的重要区别；其
三，现实性。调查法以教育现状为研究对象，因而区别于以教育史实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法，不必
受文献资料的限制。鉴于调查法的上述特点，不难看出：该研究方法具有高效全面、自然可靠、经济
方便等优点。但调查法的间接性决定了调查结果的客观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被调查者的合作态
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材料或数据的代表性较难把握，容易失真。同时，调查法是在自然进程中
收集材料的，在解释问题时往往是由果溯因，因而该法也不能很好地确定现象间的因果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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