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科研的理论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育科研的理论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313068354

10位ISBN编号：7313068352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倡平

页数：2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科研的理论与实践>>

前言

　　近年来，湖南教育科研可谓异军突起，飞速发展。
尤其是进入“十五”规划以来的十年，湖南教育科研以强劲的发展势头、鲜明的管理特色、良好的社
会声誉，跃居全国先进行列，成为湖南教育的一大亮点和特色，为全国教育科研界所关注。
　　湖南教育科研之所以如此强势，这与湖南教育与湖湘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湖南教育与湖湘文化一脉相承，唇齿相依。
就湖湘文化的蕴含和特点而言，有学者概括为：重视传道求仁，践履务实；主张关心现实，经世致用
；提倡不囿成见，兼容并蓄。
由此可见，湖湘文化的传承是湖南教育的文化底蕴，湖南教育的发展又是湖湘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的优
质载体。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湖南教育功居首位，而影响和推动湖南教育蓬勃兴旺
，不断向前的，又当首推湖湘文化。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第一任组长，前省教育厅厅长蒋作斌曾把湖湘文化对湖南教育的影响概
括为三个方面。
①　　第一，以推崇屈原、贾谊精神为特征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湖南历代教育的重要内容。
战国时期的屈原因忠而被谤自沉汨罗江。
西汉初期的贾谊因力主改革被贬长沙。
他们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教育后人弘扬爱国精神的典型素材，并世代流传。
　　第二，融合百家、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是湖南历代教育的重要方针。
在古代湖南，这种融合包括：不同民族文化，如越文化与楚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湖南内部不同地
域文化之间以及湖南与其他省区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不同学派，如法家、道家、儒家以及佛教与
道教，宋学与汉学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与外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湖湘文化这种敢于博采众长的开明风格，也是湖南教育和学术兴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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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科研的理论与实践》以教育科研为载体，重点突出湖南教育科研的特色，具有理论性、实
践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对于湖南教育科研工作者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全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 为教育科研的知识准备；第二章 为教育科研的理论选择；第三章 为教育科
研的方法运用；第四章 为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第五章 为教育科研的课题设计；第六章 为教育科研
的管理实施；第七章 为教育科研的价值评价；第八章 为教育科研的成果表述；第九章 为湖南教育科
学实践与展望。
本著作的目标读者为：教育科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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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倡平，湖南安化人，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研
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下放知青，曾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团委书记兼学校党委秘书.湖南省教育委员
会直属机关团委书记、机关党委宣传干事、省委派驻郴州市郴县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工作组组
长，省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处科长、成人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省委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
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
　　社会兼职有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咨询评审鉴定专家，全国教育科学管理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理事，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咨询评审鉴定专家，湖南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湖
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与管理研究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先后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重点课题子课题1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湖南
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重点课题2项，参与省部级课题研究4项。
在《教育研究》、《中国成人教育》、《教育与职业》、《教商探索》、《职教论坛》、《湖南社会
科学》、《大学科学教育》、《湖南日报》理论版等国家和省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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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教育科研的知识准备一、教育科学的基本内涵与研究对象二、教育学及分支学科的分类三、教
育科学研究的学科划分四、教育科研的基本类型第二章 教育科研的理论选择一、理论及教育理论的基
本要义二、国外教育理论介绍三、国内教育理论介绍第三章 教育科研的方法运用一、教育科研方法的
基本类型二、几种常用的教育科研方法三、教育科研方法运用常见误区第四章 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一
、教育科研素养和能力的内涵与特质二、教育科研素养的基本构成三、教育科研素养的基本特点四、
教师如何增强自身的科研素养与能力第五章 教育科研的课题设计一、教育科研课题的选择二、教育科
研课题的设计三、教育科研课题的论证四、课题设计与论证案例第六章 教育科研的管理实施一、教育
科研管理的基本内涵与管理理念二、教育科研管理的基本对象与任务三、教育科研的组织管理四、教
育科研的制度管理五、教育科研的过程管理第七章 教育科研的价值评价一、教育科研价值的基本内涵
二、教育科研的价值取向三、教育科研的价值标准四、教育科研的价值评价原则第八章 教育科研的成
果表述一、教育科研成果的形式二、教育科研成果的表述类型三、教育科研成果的基本要求四、教育
科学研究报告的撰写第九章 湖南教育科学实践与展望一、湖南教育科研主要成就回顾二、湖南教育科
研的主要特点三、实践中积累的主要经验四、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创新附录一 国家及湖南省有关教育
科学研究的规章制度附录二 有关教育科学研究专业术语附录三 作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选录附录四 
作者主持参与的课题研究和相关成果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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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首先要了解和懂得什么是教育科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解释为：“教育科学是研究教育规律的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
”①作为研究教育规律、原理、方法的教育学是教育科学的基础学科，而这一基础学科因研究和教学
需要及教育的不同对象，对教育科学知识体系进行了人为的逻辑分类，分为学前教育学、普通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特殊儿童教育学、比较教育学等。
我们通常所讲的教育学一般指普通教育学，二级学科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学前教
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教育学、特殊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等。
随着现代教育学的丰富与发展，将来还会衍生出新的教育学。
　　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尽管学术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我个人认为不外乎两种对
象。
第一种对象首先是人。
这里所指的人不仅指学生而且包括所有的自然人和社会人，只要是人就会有教育，有教育就会有对教
育的研究。
施教者要研究受教育者，同时施教者本身也是研究的对象。
因此毫无疑问，教育研究的对象中必然包括人。
一切进入教育活动领域的人都是教育研究的对象，因为教育是人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
如教师为.了搞好自己的教学、教育工作，就必须研究自己的教育对象——学生。
研究他们的身心特点、个别差异；研究他们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反应方式；在不同交往团体中的不同
表现，等等。
同时，我们也要研究教师的职业道德，研究教师的专业成长，研究教师的教育教学方式的手段，等等
。
近年来，国内兴起的“教师教育学”研究，就是把实施教育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研究的学科。
又如家长是不是研究的对象，照理说也应该是。
家庭教育主要依靠家长来完成，家长的思想素养与能力，家庭环境影响与熏陶与教育有关，良好的家
庭教育影响学生的终身发展。
第二种对象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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